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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散装食品卫生管理规范》(以下简称《规范》)已

于 2004 年 1 月 1 日实施。为加强散装食品经营过

程的卫生管理 ,保障人民身体健康 ,两年来 ,荆州市

卫生监督部门对食品超市的散装食品进行了专项整

治 ,并于 2006 年元月进行了卫生现状调查 ,现将调

查情况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1 　调查对象 　在荆州市分别随机抽取大 (经营面

积大于1 000 m
2 ) 、中 (经营面积 300～1 000 m

2 ) 、小型

(经营面积小于 300 m
2 ) 食品超市各 10 家 ,计 30 家

食品超市。

112 　调查内容 　按照统一的调查表格和统一的调

查方法进行现场实地调查。调查内容 :是否配备专

门的食品卫生管理员 ,负责散装食品卫生管理工作 ;

散装食品是否由专人负责销售 ;查验销售散装食品

的从业人员健康证及培训证办证情况 ;查验索取生

产者的卫生许可证 (复印件) 和食品检验合格证明

(复印件)情况 ;设定散装食品销售区域 ,生、熟食品

销售地点是否分开 ,是否有隔离标志 ;是否具有符合

卫生要求的洗涤、消毒、储存和温度调节设施 ,销售

的散装食品是否加盖加罩并有禁止消费者触摸的标

志 ;销售散装食品的各种标签、标志、标识是否标明

食品名称、配料表、生产者和地址、生产日期、保质

期、保存条件、食用方法。

2 　结果

211 　配备了专门食品卫生管理员 ,负责散装食品管

理工作的有 16 家 (大、中、小型食品超市分别为 8、

6、2 家) ,占 5313 %。

212 　散装食品由专人负责销售 ,并为消费者提供分

拣小包装服务的有 24 家 (大、中、小型食品超市分别

为 10、8、6 家) ,占 80 %。

213 　从业人员健康证明及培训合格证办证率为

85 %(大、中、小型食品超市办证率分别为 97 %、

70 %、50 %) ;从业人员操作时戴口罩、手套和帽子的

有 14 家 (大、中、小型食品超市分别为 9、4、1 家) ,占

4617 %。

214 　采购散装食品时向制售者索取并核对生产者

卫生许可证 (复印件)的有 26 家 (大、中、小型食品超

市分别为 10、9、7 家) ,占 8617 % ;索取食品检验合格

证明 (复印件)的有 18 家 (大、中、小型食品超市分别

为 8、6、4 家) ,占 60 % ;同时索取生产者卫生许可证

(复印件)和食品检验合格证明 (复印件) 的有 17 家

(大、中、小型食品超市分别为 8、6、3 家) ,占 5617 %。

215 　按照“生、熟分开”的原则设定散装食品销售区

域 , 生、熟食品销售地点保持一定距离的有 18 家

(大、中、小型食品超市分别为 9、7、2 家) ,占 60 %。

216 　具有符合卫生要求的洗涤、消毒、储存和温度

调节设施或设备的有 25 家 (大、中、小型食品超市分

别为 10、9、6 家) ,占 8313 % ;销售的散装食品备有防

尘材料遮盖 ,设置隔离设施并具有禁止消费者触摸

标志的有 14 家 (大、中、小型食品超市分别为 8、4、2

家) ,占 4617 %。

217 　在盛放食品容器的显著位置或隔离设施上标

识出食品名称、配料表、生产者和地址、生产日期、保

质期、保存条件、食用方法的有 16 家 (大、中、小型食

品超市分别为 8、5、3 家)占 5313 % ;销售需要清洗后

加工的散装食品时在销售货架的明显位置设置标签

并完整标出食品名称、配料表、生产者和地址、生产

日期、保质期、保存条件、食用方法的有 15 家 (大、

中、小型食品超市分别为 8、5、2 家) ,占 50 % ;重新分

装的食品标签按原生产者的产品标识真实标注并标

明食品名称、配料表、生产者和地址、生产日期、保质

期、保存条件、食用方法的有 14 家 (大、中、小型食品

超市分别为 8、5、1 家) ,占 4617 %。

3 　分析与讨论

311 　通过两年对食品超市散装食品的整治工作 ,我

市食品超市经营散装食品的卫生状况得到了明显改

善 ,特别是大型食品超市规范了经营场所的布局 ,完

善了卫生设施 ,健全了经营散装食品的各项卫生管

理制度 ,落实了散装食品各种标签、标志、标识的完

整标注 ,从业人员持有效健康证明及培训合格证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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岗并有良好的卫生习惯。

312 　部分食品超市卫生管理理念差 ,法律观念较为

淡薄 ,对散装食品卫生管理工作不够重视 ,不能把搞

好自身卫生管理作为提高经济效益和创造企业品牌

效应的一种措施 ,而是作为应付卫生监督检查的一

种手段 ,这种现象在小型食品超市中尤其突出。

313 　大中型食品超市在开业前 ,大多到卫生部门主

动申请、办理卫生许可证 ,卫生部门对其进行了预防

性卫生监督 ,下发了卫生监督意见书 ,经整改验收合

格后才予以办理 ,所以比较规范。而小型超市场所

狭小 ,预防性卫生监督工作相对薄弱 ,所以合格的比

较少 ,这是散装监督工作的难点。

314 　中、小型食品超市从业人员健康证及培训证办

证率较低 ,部分从业人员无良好的卫生习惯 ,操作时

未戴口罩、手套、帽子 ,销售直接入口的食品未加盖

加罩 ,无禁止消费者触摸标志。这是散装食品监督

工作的重点。

315 　索证工作存在的问题 :一是在进货过程中部分

中小型食品超市未查验检验报告及生产厂家的卫生

许可证 ;二是系列产品只提供一个品种的检验报告 ;

三是少数检验报告有涂改及检验项目不齐全现象 ;

四是大多数单位不能提供与正在销售的食品同批次

的化验单或检验合格证。

316 　散装食品标签存在严重的问题 :一是分装食品

标签内容标注不全 ;二是经营者擅自更改与生产厂

家包装内容不符的项目 ,特别是生产日期 ,有的甚至

进行虚假标识 ;三是由于食品的不断添加 ,不同生产

日期的食品混放的现象较为普遍而经营单位未把最

早的生产日期标注出来 ,使标注的生产日期流于形

式 ,存在销售过期食品的隐患 ;四是过期散装食品处

理未做记录。

4 　管理对策

411 　加大《食品卫生法》及《规范》的宣传力度 ,加强

与新闻媒体合作 ,对不法食品超市及销售的不合格

散装食品多公布、多曝光 ,加强舆论管理 ;同时让消

费者多了解散装食品卫生知识 ,提高卫生意识和自

我保护意识 ,形成社会监督氛围 ,向社会公布举报投

诉电话。

412 　加强对散装食品卫生管理员及销售员的法律、

法规及卫生知识培训 ,督促食品超市配备专门食品

卫生管理员 ,负责散装食品的管理工作 ,制定完善散

装食品运输、贮存、分装、销售的各项卫生管理制度 ,

并监督制度的落实 ,严格执行索证制度 ,从源头把握

卫生质量关 ,加强行业的自律性、主动性。

413 　加强对食品超市预防性卫生监督 ,在审查图

纸 ,竣工验收过程中严格把关。食品超市必须设定

散装食品专区 ,做到生、熟分开 ,是否有标志 ;配备专

用的食品保存和销售设备及各项卫生设施。

414 　加强对散装食品的日常卫生监督工作 ,增加中

小型超市经常性卫生监督频次 ,对散装食品经营过

程的每个环节 (包括运输、贮存、销售)都要详细检查 ,

指导和引导经营者搞好自身管理。对于提出监督意

见后不整改或整改达不到要求的 ,监督执法机构要严

格按照《食品卫生法》、《行政处罚法》进行行政处罚。

对于部分食品超市由于经营面积小 ,不具备销售散装

食品条件的 ,责令其停止经营散装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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