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村地区 ,由于当地农民群众缺乏基本的食品卫生知识和良好的卫生习惯 ,食物中毒发生率高 ,农村地区偏

远、医疗救治条件有限 ,导致死亡人数较多 ,严重威胁农民的生命安全。

(五)剧毒鼠药中毒较去年同期和上季度均大幅度下降 ,仅散发于家庭 ,说明国家对剧毒鼠药生产、销

售、使用的整治效果明显 ,有关部门应继续加强管理力度 ,进一步减少此类食物中毒的发生。

三、下一步工作要求

(一)进一步加强对食物中毒的监测和报告。卫生部门要按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国家突

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预案》、《国家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相关信息报告管理工作规范 (试行)》等有关规定的要

求 ,做好食物中毒的监测工作 ,发现食物中毒要迅速查明中毒原因 ,控制事态发展 ,并按规定程序及时上报。

尚未查明原因的事件要进行续报 ,保证报告的时效性、准确性、完整性 ,确保数据统计的科学性。

(二)进一步加强对食物生产经营者的监督执法检查。各地卫生行政部门要根据食品卫生法的有关规

定 ,将集体食堂 ,尤其是学校食堂和学校集体餐供应单位 ,以及食品生产单位列为监督检查的重点 ,加大专

项检查和整治力度 ,及时发现和消除事故隐患。对非法食品生产经营场所要坚决予以取缔 ,对食品生产经

营中的各种违法行为、中毒事故的责任单位和责任人要依法处罚。

(三)进一步加强预防食物中毒的宣传教育工作。加强面向学校、厂矿、工地等特殊场所的预防食物中

毒健康知识宣传 ,加强对这些场所食品从业人员的卫生、法律知识宣教。不断促进社会公众良好卫生意识

和卫生习惯的形成 ,提高社会公众的食品安全知识水平。采取多种形式 ,积极向农民群众宣传食品卫生安

全知识 ,以及食物中毒自救、互救知识。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卫生部文件
卫监督发[2006 ]257 号

卫生部关于 2006 年冷冻饮品抽检情况的通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

根据 2006 年国家健康相关产品卫生监督抽检工作安排 ,我部组织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浙江、湖北、新

疆等 7 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对商场 (超市) 、集贸市场销售的冷冻饮品进行国家卫生监督抽检。现将监督抽

检情况通报如下 :

一、抽检结果本次抽检共抽查 396 份冷冻饮品 ,抽查指标为菌落总数、大肠菌群、致病菌、色素、糖精钠、

铅和产品标识 ,经检测并按照《冷冻饮品卫生标准》( GB 275911 —2003) 、《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GB

2760)和《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7718 —2004)判定 ,结果有 343 份合格 ,合格率为 8616 %。

抽检结果显示 :11 商场 (超市) 冷冻饮品合格率高于集贸市场。本次商场 (超市) 抽检的冷冻饮品 216

份 ,合格 211 份 ,合格率为 9717 % ,而集贸市场抽检的 180 份冷冻饮品 ,合格 132 份 ,合格率仅为 7313 %。

21 微生物指标不合格是冷冻饮品不合格的最主要原因。本次抽检不合格的 53 份冷冻饮品中有 38 份微生物

指标未达到标准要求。31 食品添加剂标示不规范。本次对产品标识的检查中 ,发现有 19 份冷冻饮品未明

确标识所使用的色素名称 ;有 12 份冷冻饮品添加了糖精钠而在标签中没有明确标示 ;有 2 份冷冻饮品添加

了果绿 (一种复合添加剂 ,主要成分为亮蓝和柠檬黄)而在标签中没有明确标示。

二、问题分析和工作要求

(一)问题分析

通过对市售的冷冻饮品进行国家卫生监督抽检 ,发现冷冻饮品中食品添加剂标示不规范的问题较为突

出 ,集贸市场销售的冷冻饮品卫生合格率较低。各地卫生行政部门通过监督检查发现存在的主要问题有 :

11 部分冷冻饮品生产企业忽视标签管理 ,产品标签标示使用不规范 ;

21 部分冷冻饮品生产企业设备简陋、工艺简单 ,卫生条件不符合要求 ,导致微生物指标 ,如菌落总数、大

肠菌群等超过卫生标准限量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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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集贸市场的基本卫生条件差、自身卫生管理水平不高、易造成冷冻饮品的二次污染。

(二)工作要求

对监督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冷冻饮品 ,各地已对生产经营者依法进行了行政处罚 ,并向社会发出通报。

针对监督抽检发现的问题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进一步引起高度重视 ,积极采取有效措施 ,认真做好以下几

项工作 :一是按照《食品企业通用卫生规范》的有关要求 ,严把冷冻饮品生产企业卫生许可关 ,依据《食品添

加剂生产管理办法》重点加强食品添加剂使用情况的监管 ;二是进一步规范标签标识 ,加大对冷冻饮品标

签、说明书的监督检查力度 ;三是依照《集贸市场食品卫生管理规范》的卫生要求 ,加强集贸市场从业人员卫

生知识培训 ,增强其对所销售产品的索证意识 ;同时 ,各地要结合食品专项整治活动 ,严厉打击各种违法行

为 ,增强从业人员卫生法律意识 ,规范其经营行为 ,维护消费者的健康权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二 ○○六年七月十一日

卫生部文件
卫监督发[2006 ]511 号

卫生部关于 2006 年熟肉制品等
五类食品国家卫生监督抽检情况的通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 ,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部卫生监督中心 :

根据 2006 年国家健康相关产品卫生监督抽检工作安排 ,我部组织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对熟肉制品、

葡萄酒、面粉、灭菌乳、米粉 (4～36 个月婴幼儿补充食品) 进行国家卫生监督抽检。现将监督抽检情况通报

如下 :

一、抽检结果

(一)熟肉制品

河北、山西、吉林、黑龙江、江西、广东、海南、重庆、云南和陕西 10 个省、直辖市分别对商场 (超市)和餐饮

单位销售的熟肉制品进行了监督抽检 ,共抽查熟肉制品 773 份 ,其中 ,在商场 (超市) 抽查定型包装熟肉制品

206 份、散装熟肉制品 181 份 ,在餐饮单位抽查散装熟肉制品 386 份。

定型包装熟肉制品抽查指标为亚硝酸盐、山梨酸、苯甲酸、菌落总数和大肠菌群。依据《熟肉制品卫生

标准》( GB 2726 —2005)和《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GB 2760) 判定 ,所抽检 206 份定型包装熟肉制品样品

中有 198 份合格 ,合格率为 9611 % ;8 份不合格 ,其中 ,微生物超标的 7 份 ,山梨酸超标的 1 份。在 7 份微生物

超标的样品中 ,菌落总数超标的 5 份 ,大肠菌群超标的 2 份。

散装熟肉制品抽查指标为亚硝酸盐、山梨酸和苯甲酸。依据《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GB 2760) 判

定 ,所抽检的 567 份散装熟肉制品样品中有 534 份合格 ,合格率为 9412 % ;33 份不合格 ,其中 ,亚硝酸盐超标

的 19 份 ,苯甲酸超标的 11 份 ,山梨酸超标的 3 份。

(二)葡萄酒

北京、吉林、江苏、山东、湖南、广东和重庆 7 个省、直辖市分别对商场 (超市) 或集贸市场、餐饮单位销售

的葡萄酒进行了监督抽检 ,共抽查葡萄酒 283 份 ,其中 ,在商场 (超市)和集贸市场共抽查 171 份 ,在餐饮单位

抽查 112 份。抽查指标为二氧化硫、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红曲色素和诱惑红、胭脂红、苋菜红、赤藓红等。依

据《发酵酒卫生标准》( GB 2758 —2005)和《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GB 2760)判定 ,所抽检 283 份葡萄酒样

品中有 276 份合格 ,合格率为 9715 % ;7 份不合格 ,其中 ,菌落总数超标的 3 份 ,苋菜红超标的 3 份 ,赤藓红超

标的 1 份。

(三)面粉

内蒙古、山东、河南、四川和甘肃 5 个省、自治区对餐饮单位的面粉进行了监督抽检 ,共抽查面粉 154 份。

抽查指标为铅、镉。依据《粮食卫生标准》( GB 2715 —2005)判定 ,合格率为 100 %。

河北、山西、辽宁、安徽 4 个省对农贸市场的面粉进行了监督抽检 ,共抽查面粉 75 份。抽查指标为二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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