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12 　冷冻饮品包装标识的情况见表 3 　表 3 结果

表明 , 65 件冷冻饮品的包装标识合格率仅为

29123 %。不合格的原因均为包装标识上未标示生

产日期或仅标示“生产日期见外包装箱”等类似字

样。65 件冷冻饮品均标示了主要成分 ,无配方。

表 3 　冷冻饮品的包装标识情况

标示项目 品名 产地 厂名
生产

日期
规格

配方或

主要成分

保质

期限

标示合格件数 65 65 65 19 65 65 65

标示合格率 ( %) 100 100 100 29123 100 100 100

3 　讨论

311 　1996 年修订的国家标准《冷冻饮品卫生标准》

( GB 275911 —1996) 仍将含乳、蛋的冷冻饮品依其

乳蛋的含量分为两类 ,一类是含乳蛋 10 %以上 ,一

类是含乳蛋 10 %以下。从目前的情况看 ,执行这条

标准的困难比较大。因为目前市售的冷冻饮品包装

标识上只标示主要成分 ,未标配方。而《中华人民共

和国食品卫生法》第二十一条规定 :“定型包装食品

和食品添加剂 ,必须在包装标识或者产品说明书上

根据不同产品分别按照规定标出品名、产地、厂名、

生产日期、批号或者代号、规格、配方或者主要成分 ,

保质期限 ,食用或者使用方法等。⋯⋯。”根据这条

规定 ,厂家在包装标识上只标主要成分不属违法。

但在食品卫生监测的检验工作中却无法分辨乳、蛋

的含量 ,不易操作。因此 ,本文中含乳、蛋的冷冻饮

品的评价均引用含乳、蛋 10 %以上的标准。建议再

次修订时只设含乳蛋类 ,不再分 10 %以上或以下。

312 　本文中 65 件冷冻饮品总合格率为 84162 %。

50 件含乳、蛋的冷冻饮品合格率为 88100 % ,6 件不

合格的试样中 ,菌落总数超标与大肠菌群值超标的

件数分别为 2 件和 6 件。不合格的主要因素是大肠

菌群的超标。6 件含豆类的冷冻饮品均合格。9 件

含淀粉或果类的冷冻饮品的合格率为 55156 % ,4 件

不合格的试样中 ,菌落总数超标与大肠菌群值超标

的件数分别为 4 件和 1 件。不合格的主要因素是菌

落总数超标。因此 ,今后对冷冻饮品的食品卫生监

督和监测重点应放在含淀粉或果类的冷冻饮品上。

313 　在 50 件含乳、蛋的冷冻饮品中有 18 件还含有

巧克力、咖啡、可可 ,占 36100 %。仅含乳、蛋的合格

率比既含乳、蛋又含巧克力、咖啡、可可的高 ,前者的

菌落总数均值远远低于后者 ,大肠菌群值的分布范

围构成也反映出前者低于后者。从以上三项分析和

比较可以看出 ,这两种冷冻饮品差别较大。

肉眼看这两种冷冻饮品的外观差别较大 ,口感

上也不相同。实际上含巧克力、咖啡、可可的冷冻饮

品是单另一类 ,不应和含乳、蛋的混为一谈。建议再

修订 GB 275911 —1996 时 ,能否将含巧克力、咖啡、

可可的冷冻饮品微生物指标单另列出 ,一来便于操

作 ,便于食品卫生监督和监测 ,二来也能对冷冻饮品

加工业起到促进作用。

314 　冷冻饮品包装标识的问题集中在独立包装上

是否应标示生产日期。《食品卫生法》第二十一条的

规定是严格限定定型包装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包装

标识的。按照 GB 275911 —1996 对冷冻饮品的定

义术语是“冷冻固态饮品”,当然属于定型包装食品 ,

因此冷冻饮品的独立最小包装单位的包装标识无疑

应遵守这条规定。目前市售的冷冻饮品大多标示

“生产日期见外包装箱”等类似字样 ,应视为违法。

因为外包装箱不是定型包装食品的包装标识 ,所以

外包装箱上的生产日期也不能作为里面定型包装食

品的生产日期。另外根据这类食品的特点 ,消费者

很少一次整箱地购买、储存这类食品 ,当小批量购买

或单支购买时 ,无法了解生产日期。

目前包装机械的发展 ,在冷冻饮品的包装标识

上标示出生产日期已不是难事 ,且已有厂家成功地

标出生产日期。因此建议卫生行政部门严格执行

《食品卫生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 ,凡在冷冻饮品的

包装标识上不标生产日期者均视为违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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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年年初 ,我站在对节日市场供应的食品进行 卫生监督检查时 ,发现部分农贸市场销售被甲醛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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泡的食品 ,为了保护广大消费者的权益 ,保障人民的

身体健康 ,市卫生局先后三次组织执法人员对农贸

市场的水产品以及水发食品进行了专项检查 ,现将

监测结果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1 　检查范围　随机抽检市区主要农贸市场的水

产品及水发食品摊位上销售的水产品 (以海产品为

主)和水发食品 ,共 48 个摊位 ,17 个品种。

112 　检查方法 　在现场对可疑食品的浸泡液甲醛

快速定性检测 ,现场检测阳性的食品送实验室 ,按

GB 5009148 —96 进行甲醛浓度定量测定。

113 　甲醛快速检测方法及阳性结果判定 　甲醛快

速检测用品红亚硫酸法。在受检的食品浸泡液中加

入品红亚硫酸后液体变为蓝紫色 ,即为甲醛阳性。

2 　结果与分析

全市共抽检 48 个摊位 ,检出甲醛阳性试样的摊

位有 42 个 ,占 8715 %。全市共抽检试样 260 件 ,甲

醛阳性率为 8112 % ( 211/ 260 ) , 其中海产品为

8719 %(188/ 214) ,水产食品为 50 % (23/ 46) 。抽检

的海产品中 ,甲醛阳性率最高的为鲳鱼 (83 %) ,其次

为鱿鱼、章鱼、墨鱼等 ;水发食品中甲醛阳性率最高

为牛百页 (67 %) 。定量分析检出甲醛浓度海产品中

最高为鲳鱼 413 mg/ kg (均值 ,下同) ,其次为马鲛鱼

282 mg/ kg ,带鱼 185 mg/ kg ,墨鱼 125 mg/ kg ,其次

为黄瓜鱼、冻虾、鱿鱼、章鱼等 (102～30 mg/ kg) ;水

发食品最高为牛百页 35 mg/ kg ,其次为猪蹄筋、花

肠、猪动脉管、猪肚、螺肉等 (1419～613 mg/ kg) 。

3 　讨论

从我市数次的现场监测结果来看 ,农贸市场销

售被甲醛浸泡水产品和水发食品的现象较为普遍 ,

这种情况已经成为我市居民十分关注的热点问题。

对此 ,我们建议 : ①要加强对水产品及水发食品的卫

生监督力度 ,各级卫生监督部门要增加对食品中甲

醛监测的频次。对销售用甲醛浸泡的食品经营者 ,

要按《食品卫生法》给予严肃的处理。②要与市场管

理的责任部门取得共识 ,采取相互配合 ,综合执法 ,

将甲醛快速检测方法向各市场管理人员传授 ,并在

市场内设一个甲醛快速测定点 ,让市场管理人员和

消费者共同担负起监督的任务。③有关部门要加大

对甲醛浸泡食品对人体危害性的宣传教育 ,做到处

罚与教育相结合 ,使食品生产经营者增强食品卫生

观念和守法意识。④要通过各种途径 ,查找甲醛浸

泡食品的源头 ,尤其要加大对水产批发市场 (部) 的

监督监测力度 ,对不法商贩 ,一经发现 ,从重从严进

行打击。⑤要发挥舆论监督作用。依靠广播、报刊、

电视等传媒 ,对甲醛浸泡食品的违法行为进行揭露

和抨击 ,让甲醛浸泡的食品绝迹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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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身体健康日益重

视 ,保健食品的市场销量也日趋上升。但监督检查

发现大部分保健食品经营者在采购保健食品时不向

生产厂家或批发商索取卫生部发放的《保健食品批

准证书》即上柜经销 ,扰乱了保健食品市场。为了贯

彻《食品卫生法》和《保健食品管理办法》,维护消费

者的利益 ,本站将 1997～1998 二年对区辖保健食品

经营单位索证检查情况进行了分析 ,为进一步规范

管理、制定措施提供依据。

1 　调查对象及方法

分析整理本区卫监所 1997～1998 年监督检查

报表中对保健食品的索证检查情况。

2 　结果与分析

表 1 显示 :本区各食品商店批发经营的保健食

品现场索证率 1997～1998 二年均为零 ,充分说明近

年来保健食品市场泥沙俱下 ,鱼目混珠现象出现的

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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