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卫生部文件

卫监督发[ 2009] 21号

关于印发5全国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
专项整治近期工作重点及要求6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办公厅, 卫生厅局, 经委(经贸委、工业主管部门) , 公安

厅局, 监察厅局,农业(农牧、畜牧兽医、渔业)厅(局、委、办) , 商务主管部门, 工商局, 质量技术监督局, 各直

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食品药品监管局:

为深入、扎实地推进全国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以下简称专项整治)工

作,根据5全国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方案6(以下简称专项整治方案)和专项

整治第二次电视电话会议精神,现将专项整治近期工作重点及要求(以下简称近期工作重点及要求)印发给

你们,请认真执行。

附件:全国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近期工作重点及要求

卫生部监督局

二o o九年三月六日

附件

全国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

专项整治近期工作重点及要求

  为深入开展全国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整治工作,进一步加大第二阶段清理
整顿工作力度, 提高专项整治工作的针对性, 有效打击危害大、涉及面广的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

添加剂的行为, 根据各地、各部门专项整治第一阶段工作发现的突出问题, 提出近期工作重点及要求。

一、工作重点

(一)食品添加剂。

11生产环节
( 1)复合食品添加剂配方不符合5食品添加剂卫生管理办法6的规定。

( 2)未经许可非法生产食品添加剂的行为。

( 3)在食品添加剂中添加非食用物质的违法行为。

( 4)食品添加剂产品的标签标识不符合相关规定。

21流通环节
( 1)销售未经许可非法生产的食品添加剂以及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的食品添加剂。

( 2)销售标签标识不符合相关规定的食品添加剂。

(二)乳及乳制品生产。

11添加皮革水解物、三聚氰胺、B-内酰胺酶(解抗剂)、硫氰酸钠等非食品用物质及滥用增稠剂、香精、着
色剂等违法行为。

2. 添加未经批准的进口食品原料或添加剂。

(三)米面制品、淀粉制品和豆谷制品生产。

添加溴酸钾、硼砂、吊白块等非食用物质及滥用过氧化苯甲酰、二氧化钛、漂白剂(硫磺)、膨松剂(硫酸

铝钾、硫酸铝铵)等食品添加剂的违法行为。

(四)肉及肉制品生产。

添加工业染料、硼酸、硼砂等非食用物质及滥用护色剂(硝酸盐、亚硝酸盐)、水分保持剂、着色剂、防腐

剂等食品添加剂的违法行为。 (下转第 28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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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酒类生产。

11添加非食用物质及滥用香精、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的违法行为。
21添加未经批准使用的进口食品添加剂。
(六)水产品加工和流通。

11使用甲醛、过氧化氢、火碱处理水产品以及过量使用多聚磷酸盐、亚硫酸盐(二氧化硫)的违法行为。
21在水产品运输和贮藏过程中使用违禁物质(如孔雀石绿、抗生素、/鱼浮灵0)的违法行为。

(七)调味品生产。

11食醋中使用工业冰醋酸的违法行为。
21酱油、酱类、食醋等调味品中滥用防腐剂的违法行为。
(八)餐饮食品加工。

11火锅中使用罂粟壳及用甲醛处理黄喉、血豆腐和鸭肠等火锅原料的违法行为。
21使用地沟油烹制菜肴的违法行为。
31在鲜榨果汁中滥用食品添加剂的违法行为。
二、工作要求

(一)提高认识, 加强领导,全力推进专项整治工作。

各地区、各部门要进一步提高认识,统一思想,加强领导, 按照专项整治方案和近期工作重点及要求认

真履行职责,全力以赴推进清理整顿阶段的工作。各有关部门要进一步加强对基层工作的指导和帮助, 分

析形势和问题, 交流推广好的经验和做法,按照整治重点分步骤、逐地区地开展整治工作的督促检查与整治

效果的考核验收,全力推进专项整治清理整顿阶段各项工作向纵深发展。

(二)梳理问题, 及时整改,继续狠抓自查自纠。

要按照进度服从质量的原则, 对第一阶段任务没有完成的和企业自查自纠没有结束的地区, 在认真完

成专项整治方案的基础上,结合近期工作重点及要求继续做好第一阶段自查自纠工作。企业要将自查自纠

检查结果形成书面报告, 上报当地专项整治领导小组, 各地相关部门要对企业自查自纠情况开展监督检查。

各地区要进一步梳理在第一阶段工作中发现的问题和存在的不足,深入分析问题后面的深层次原因, 按照

边整顿、边规范、边建设的思路,认真清理和规范食品添加剂许可,进一步完善监管制度。同时, 要针对食品

生产加工、流通和消费环节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突出问题, 制定全面清理整顿的措施

和办法,逐步完善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和检测方法、标准,狠抓落实。

(三)突出重点, 追查源头,深入开展清理整顿工作。

各地要根据第二阶段的任务、措施和要求, 重点加强对消费量大、影响面广、问题比较突出的食品类别

的整治。要按照近期工作重点及要求, 确定本地区重点整治环节和重点整治产品, 根据第一阶段掌握的线

索,追踪溯源,一查到底。要集中各部门的力量,狠抓大案要案和典型案件的查处工作并及时报告全国专项

整治领导小组。对存在问题没有纠正的企业要予以曝光, 对故意生产、销售和使用用于食品的非法添加物

的违法犯罪行为要依法严厉惩处。

省级专项整治领导小组要根据全国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公布的/黑名单0和近期工作重点, 结合本地区发

现的突出问题, 统一组织开展抽查工作,并将抽查情况汇总报告全国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对没有实施抽查

评估的和评估没有达到整治效果的不得转入下一阶段。

(四)规范行业, 强化自律,充分发挥行业组织作用。

各食品行业组织要切实负起行业自律的责任,积极组织企业开展自查自纠工作, 对本行业存在的违法

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问题进行系统梳理, 鼓励和引导企业自觉清理问题, 遵守行业诚信, 履

行企业社会责任。要进一步加强行业自律和诚信制度建设, 健全企业自律机制。对不能认真履行行业自律

职责、未及时发现和处理本行业存在的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问题的, 要给予通报批评并

依法严肃处理。

(五)明确责任, 完善制度,建立健全长效监管机制。

各地区要从做好食品安全工作的全局出发, 从强化措施、完善制度、提高水平和加强监管等多方面入

手,加强长效机制建设。要按照地方政府对食品安全负总责的要求, 按照分段监管的原则,继续 (下转第 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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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相互识别的原理, 将三聚氰胺与大分子蛋白质结

合形成完全抗原,免疫家兔,得到针对三聚氰胺的特

异性抗体,并制作快速测试试纸,只需将试纸插入稀

释的奶制品中, 即可检测出奶制品中是否含有三聚

氰胺。该方法快速灵敏, 不需要专门的技术培训即

可掌握,检测时间可控制在 10 min 以内, 检测限可

低至微克级,费用成本易于控制。目前相关技术人

员已经着手进行此项研究。

41212  酶联免疫吸附测定法  利用萃取液通过均

质及振荡的方式提取样品中的三聚氰胺进行免疫测

定。先将三聚氰胺酶标记物, 样品萃取物及标准加

入到已经包被有三聚氰胺抗体的微孔中开始反应。

在 30 min的孵育过程中,样品萃取物中的三聚氰胺

与三聚氰胺酶标记物竞争结合微孔中的三聚氰胺抗

体,孵育 30 min后洗掉小孔中所有没有结合的三聚

氰胺及三聚氰胺酶标记物。在配制的洗液清洗结束

后,每孔中加入清澈的底物溶液,结合的酶标记物将

无色的底物转化为蓝色的物质。孵育 30 min后加

入终止液(盐酸) ,终止底物反应, 在 450 nm 波长检

测吸光度值。根据各孔颜色深浅进行数据读取。依

据标准的吸光度值得出样品中三聚氰胺的浓度。

41213  化学试剂法  一种能够快速检测出食品中

是否含有三聚氰胺的化学试剂日前在某大学问世。

据研究人员介绍,将这种化学试剂加入到牛奶等食

品中, 通过食品颜色变化只需 20 min 就能够快速认

定食品中是否含有三聚氰胺物质。当然这仅是一种

定性的测量方法,关于其检测限还有待优化。

41214  电位滴定法  此方法用于测定溶液中三聚

氰胺的含量,简便、快速、准确,相对标准偏差不大于

0150%, 测定结果在生产控制分析过程中能够满足
需要,但是在食品中的检测还有待进一步完善条件。

综上所述, 三聚氰胺是一种化工原料,不是食品

添加剂。由于经济利益关系, 被不法商人利用其特

点添加到动物性食品中, 以次充好, 谋求非法暴利。

此次奶粉事件给人们敲响了警钟,食品质量安全事

关民众健康, 各相关从业者要严格遵守法律法规,食

品质量检测部门应保持高度为民众负责的态度, 严

格监管食品流通各个环节, 确保类似三聚氰胺事件

不再重演。

参考文献
[ 1]  徐世文.美国FDA 调查宠物食品过程详解及对CIQ的启示[ J] .

口岸卫生控制, 2008, 13(2) : 60- 62.

[ 2]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三鹿婴幼儿奶粉重大安全事故应

急处置工作专题[ EBPOL] , http:PPwww. aqsiq. gov. cnPztlmPnfP, 2008

- 10- 20.

[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三鹿牌婴幼儿奶粉事件[ EBPOL] ,

http:PPwww .moh. gov. cnPpublicfilesPbusinessPhtmlfilesPmohwsjdjP

s9094Plist. htm, 2008- 10- 20.

[ 4]  LIM L O, SCHERER S J, SHULER K D, et al. Disposit ion of

cyromazine in plants under environmental condit ions. [ J] . FoodChem.

1990, 38: 860- 864.

[ 5]  林祥梅,王建峰,贾广乐,等. 三聚氰胺的毒性研究. 毒理学杂

志, 2008, 22( 3) : 216- 218.

[ 6]  DOBSON RL, MOTLAGH S, QUIJANO M, et al. Identificat ion and

characterizat ion of toxicity of contaminants in pet food leading to an

outbreak of renal toxicity in cats and dogs [ J] . Toxicilogical Sciences,

2008, 106( 1) : 251- 262.

[ 7]  LIPSCHITZ W L, STOKEY E. The mode of act ion of three new

diuretics: melamine, adenine and formoguanamine [ J ] . Journal of

Pharmacology and Experimental Therapeut ics, 1945, 83: 235- 249.

[ 8]  MELNICK R L, BOORMAN G A, HASEMAN J K, et al. Urolithiasis

and bladder carcinogenicity of melamine in rodents [ J] . Toxicol Appl

Pharmacol, 1984, 72 ( 2) : 292- 303.

[ 9]  PUSCHNER B, POPPENGA R H, LOWENSTINE L J, et al.

Assessment of melamine and cyanuric acid toxicity in cats [ J ] . Vet

Diagn Invest, 2007, 19( 6) : 616- 24.

[ 10]  BIRGIT P, ROBERT H, POPPENGA, L J, et al . Assessment of

melamine and cyanuric acid toxicity in cats [ J] . Journal of Veterinary

Diagnost ic Investigat ion, 2007, 19( 6) : 616- 624.

[ 11]  GBPT 22388 ) 2008,原料乳与乳制品中三聚氰胺检测方法[ S] .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2008.

[ 12]  蔡勤仁,欧阳颖瑜,钱振杰, 等.超高效液相色谱 - 电喷雾串

联质谱法测定饲料中残留的三聚氰胺[ J] .色谱, 2008, 26( 3) :

339- 342

[收稿日期: 2009- 01- 07]

中图分类号: R15;R99416; R59517; R194;R914; S87911;TS207;TS252   文献标识码: E   

文章编号: 1004- 8456( 2009) 03- 0277- 04

(上接第 288页)

明确和细化各监管部门在食品添加剂生产、销售和使用中的监管责任,不断完善长效监管措施, 着力消除食

品添加剂生产、销售和使用中的监管漏洞。

(六)深入调研, 真抓实干,继续加大工作督查力度。

各地区负责专项整治工作的领导同志要带头学习掌握专项整治工作的要求和食品添加剂管理的有关

知识,深入基层开展调查研究,解决基层工作中的困难和问题,督促指导落后地区的工作, 对工作走过场、搞

形式和不认真解决问题的地区要给予批评和通报。全国专项整治领导小组将根据第二阶段的工作进展情

况,组织调查队和专家进行明查暗访,并将发现的问题向监察部门通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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