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1 　卢湾区保健食品经营单位有效卫生批件索证情况

年度 户数 抽查件数 当场出示批件数 索证率 %

1997 45 184 0 0

1998 16 45 0 0

合计 61 229 0 0

表 2 　卢湾区保健食品有效卫生批件补交情况

年度 户数 抽查件数 补交件数 补交证率 %

1997 45 184 20 10187

1998 16 45 45 100100

合计 61 229 65 28134

P < 010001

表 2 显示了本区食品经销商补证的情况。有效

卫生批件补证率从 1997 年的 10187 %提高到 1998

年的 100 % ,保健食品有效卫生批件补交进行如此

之快 ( P < 01001) ,这是卫生监督机构对保健食品市

场加大宣传力度和大规模的清理整顿、监督检查取

得的成果。

3 　讨论与建议

《保健食品管理办法》自 1996 年 6 月 1 日颁布

实施二年多来 ,食品经营者在采购保健食品时现场

索取卫生部的有效卫生批件的索证率为零 ,着实令

人吃惊。虽然通过立案调查事后能做到补证 ,补证

率从 1997 年的 10187 %已大幅度地提高到 1998 年

的 100 % ,但与《保健食品管理办法》规定的要求仍

有一定距离 ,这反映了保健食品经营单位对《保健食

品管理办法》特别是经营者对采购时的索证不了解、

不重视。《保健食品管理办法》第二十条明确提出 :

保健食品经营者采购保健食品时 ,必须索取卫生部

发放的《保健食品批准证书》复印件和产品检验合格

证。索证 ,是保证保健食品质量 ,防止伪劣食品充斥

市场的必要手段之一。为此我们要加强对保健食品

生产经营者的法制宣传 ,强化《保健食品管理办法》

的有关法律意识 ,自觉地把好索证关 ,规范保健食品

市场 ,保证保健食品的卫生质量。

《保健食品管理办法》颁布实施后 ,卫生监督机

构对保健食品市场进行了大规模的清理整顿 ,尽管

经营者采购保健食品时的现场索证率为零 ,但事后

补证率正在逐年提高 ,但事后补的证件 ,法律地位如

何 ,监督部门意见不一。随着保健食品管理逐步纳

入了法制轨道 ,提示我们要继续加大对保健食品的

监督检查力度 ,对检查当时未能出示《保健食品批准

证书》复印件和产品检验合格证的经营者 ,要对其立

案调查 ,对先经销后补证的行为或者对确有弄虚作

假补者要加重处罚 ,扩大影响 ,严格经销前索证程序

的贯彻。

加强消费者的自我保护意识。要充分利用广

播、电视、报刊杂志等传播媒体向公众宣传《食品卫

生法》和《保健食品管理办法》,提高消费者对保健食

品标鉴的真伪鉴别和自我保护能力 ,鼓励消费者参

与对保健食品的社会监督 ,最终达到保护消费者自

身利益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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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兴市猪油加工卫生状况调查

吴小龙 　张春其 　严其明 　陈建伟 　徐康乐

(浙江省嘉兴市卫生防疫站 ,浙江 　嘉兴 　314001)

　　1999 年元旦前后 ,江西赣州地区发生了因食用

猪油而引起的重大食物中毒事件 ,卫生部因此下发

了“关于严厉查处有毒猪油中毒事件的紧急通知”,

根据通知要求 ,我们即对辖区内的猪油加工场及用

油单位进行了清查 ,并对猪油加工的卫生状况、猪油

的卫生质量进行了调查 ,现将结果报告如下。

1 　对象与方法

111 　对象 　将清查所得 10 家个体猪油加工场 (均

未领取卫生许可证) 、随机抽取的 11 家糕点加工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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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5 家饮食店作为调查对象 ,并分别在调查对象中

抽取猪油试样进行卫生质量检测 ,共 26 份。

112 　方法 　调查项目的确定和结果评价参照 GB

14881 —94《食品企业通用卫生规范》、GB 8955 —88

《食用植物油厂规范》、GB 10146 —88《猪油卫生标

准》。检验方法按 GB 4789 —94 和 GB 5009 —1996

进行。

2 　结果

211 　现场卫生学调查

加工工艺及条件 　被查的 10 家猪油加工场均

为个体 ,其中 8 名业主为外来人员。工场均处城郊

结合部 ,面积 10～25 m2 ,3 家为砖混结构、水泥地 ,

其余 7 家均在所租用的民房 (起居用) 墙边堆起土

灶 ,侧面与顶面覆以石棉瓦或蓬布 ,地面为泥地或砖

头。7 家与粪缸、猪圈、鸡棚等污染源相隔仅数米 ,

所有工场都缺乏完善的防蝇、防尘、防鼠设施。加工

方法均采用精炼法 ,即将原料在高温下熔炼 ,然后经

压榨后取油 ,压榨设备均为自制 (用废铁、千斤顶) ,

无控制熔炼温度、时间和过滤的设备 ,无检验设备 ,

产品质量仅凭感觉把关。存放成品的塑料桶、铁桶

积 (油)垢严重 ,未能及时清洗且反复使用。

原料采购、贮运及处理 　炼油原料来自市区各

屠宰场 (包括私宰户) 、农贸市场鲜肉店 (摊) 、肠衣加

工场等认为无利用价值的下脚料 ,如网膜、气管、食

管、膀胱、淋巴、胰及带有脂肪组织的其它废弃物。

一般由加工户上门收购 ,用摩托车 (带筐) 或三轮车

装运 ,现场发现车体油污、血迹遍布 ,业主根本未考

虑清洗 ;仅 4 家有冷藏设备 ,用于储藏原料和成品。

原料加工前未经挑选 ,仅以大小分割后 ,在竹编器中

或水泥地上用水管冲洗后即分批投入锅内熔炼。

产品的规格、标签与索证 　成品猪油存放于塑

料桶或铁桶 ,规格不一 ,且无“食品专用”标记 ,经查

均为回收桶 ,至于这些桶从何而来、原先储存什么连

户主都说不清楚。成品外包装无任何标签说明 ,业

主介绍均是近期产品 ,且根据感官决定是送化工厂

还是出售给食品生产经营单位作原料。被调查的

16 家用油单位在进货时均未向对方索取任何表明

产品身份和质量的证明。

212 　检测结果　对 26 份试样进行理化、微生物有

关指标检测 ,过氧化值、丙二醛均符合 GB 10146 —

88《猪油卫生标准》规定 ,汞 (mg/ kg ,以 Hg 计) 均小

于 01001 ,铅 (mg/ kg ,以 Pb 计) 均小于 013 ,镉 ( mg/

kg ,以 Cd 计)均小于 01001 ,大肠菌群 (MPN/ 100g)

均小于 3 ,致病菌 (指肠道致病菌及致病性球菌) 均

未检出 ,酸价、菌落总数、霉菌检测结果见表。

表 　26 份试样酸价、菌落总数、霉菌指标检测结果

酸价 (mg KOH/ g) 菌落总数 霉菌 g - 1

范围 份数 平均 范围 份数 　平均 范围 份数 平均

≤115 6 1102 ≤1000 18 400 ≤50 12 2617

116～310 15 2120 > 1000 8 14000 51～90 9 7111

> 310 5 3157 > 90 5 23010

注 :酸价 :最高 4105、最低 0161、平均 2119 ;菌落总数 :最高 24 000、

最低 100、平均 6 123 ;霉菌 :最高 350、最低 10、平均 8112。

3 　讨论与建议

从调查情况看 ,我市猪油加工的场地、设备简

陋 ,无证加工现象严重 ,原料、成品卫生质量差 ,与国

家卫生标准规定相距甚远 ,检测结果表明 ,26 份试

样仅酸价指标不合格就有 20 份 (76192 %) ,这与原

料严重不符合卫生要求有直接关系。

清查过程中 ,许多业主为逃避处罚均声称所加

工的猪油为化工原料 ,非食品用油 ,并煞有介事地提

供某某化工厂的电话号码 ,就是不肯提供销售记录 ,

个别业主甚至拒绝接受检查。后通过公安部门

“110”、工商部门协助 ,终于取得了其中 3 家加工场

的销售记录 ,业主也不得不承认将部分猪油出售给

糕点加工场的事实 ,并了解到其他同行均存在类似

情况 ,特别在每年的中秋、春节糕点销售旺季 ,他们

大肆向糕点加工单位兜售自己的产品 ,交易把关仅

凭双方感观确认。平时不得已也向部分化工企业提

供猪油 ,因为作为工业用猪油价格便宜 ,与食用猪油

相比 ,大约相差 35 %。鉴于此 ,我们认为 ,对于无证

猪油加工场的查处、整顿必须与工商部门密切合作 ,

必要时须公安部门出场 ,这样 ,行政相对人的法律关

系如果不能由《食品卫生法》调整即可由其它法律法

规调整。

目前 ,我市糕点加工、餐饮业对猪油的需求较

大 ,因此 ,清查过程中我们对其中 3 家加工条件尚可

的工场发出了整改意见书 ,允许其生产加工食用猪

油 ,但不能同时加工化工用油 ;原料采购、成品加工

质量严格按《猪油卫生标准》等规定进行 ,并加强监

督监测 ;严禁用非标准食用油桶盛装猪油 ,产品标签

符合卫生要求 ;用油单位必须严把采购索证关 ,绝不

能为利益所趋采购劣质的低价产品。

“食用猪油”一般是作为糕点加工的原料 ,在江

南一带 ,有人喜欢在米饭中同时拌入猪油、酱油食

用 ,还有人喜欢在吃面条的时候放入猪油 ,这些食用

方法均可认为将猪油作为直接入口食品 ,因此 ,其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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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质量尤为重要。本次调查中我们对 26 份试样进

行了微生物指标检测 ,发现菌落总数及霉菌检测值

较高 , 特别是霉菌指标 , 大于 50/ g 的有 14 份

(53185 %) ,大于 90/ g 的共 5 份 (19123 %) ,最高为

350/ g ,故建议现行国家猪油卫生标准应考虑增加微

生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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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种保健营养类食品包装标识标注情况分析

吴美平 　马 　军 　李 　峰 　应 　伟 　强自河

(河南省南阳市卫生防疫站 ,河南 　南阳 　473010)

　　食品包装标识是食品内在质量的表达和宣传食

品、引导消费者食用的手段。为规范这方面的行为 ,

国家颁布了一系列标准和管理办法。然而 ,目前市

售保健营养类食品的包装标识仍存在一定的问题 ,

为了解其现状及存在问题的原因 ,我们对南阳市副

食品商场出售的保健营养类食品的标签进行了调

查 ,结果如下。

1 　调查内容及方法

111 　调查对象　本次调查的保健营养类食品包括

营养强化食品、加入卫生部颁布的既是食品又是药

品成分的食品 (以下简称药食两用食品) 、新资源食

品。

112 　调查内容 　食品名称、配料表、净含量、热量、

营养素、厂名、厂址、生产日期、保质期、产品批准号、

是否有错误性或欺骗性内容、是否有宣传疗效的内

容、产品标准文号共 13 个项目。其中热量及营养素

两项仅用于调查营养强化食品标签。

113 　判定依据 　根据《食品标签通用标准》( GB

7718 —94) 、《特殊营养食品标签》( GB 13432 —92) 、

《禁止食品加药卫生管理办法》、《新资源食品卫生管

理办法》的规定 ,检查的 13 个项目只要有一项缺失

或标注错误 ,即视为不合格。

2 　调查结果

211 　市售保健营养类食品品种构成 　本次调查保

健营养类食品 213 种 ,其中营养强化食品 42 种 ,占

19172 % ; 加 入 药 食 两 用 成 分 食 品 90 种 , 占

42125 % ;新资源食品 81 种 ,占 38103 %。

212 　保健营养类食品包装标识合格情况 　抽查的

213 种保健营养类食品中 ,全部检查项目合格的共

27 份 ,合格率为 12168 %(见表 1) 。

213 　保健营养类食品包装标识存在的主要问题

表 1 　市售保健营养类食品包装标识合格情况

种类 营养强化食品 药食两用食品 新资源食品 合计

调查份数 42 90 81 213

合 格 份 6 12 9 27

合格率　% 14129 13133 11111 12168

表 2 　213 份市售保健营养类食品

包装标识存在问题统计表 %

　检查项目

营养强化

食品

不合格率

药食两用

食品

不合格率

新资源食品

不合格率

保健营

养类食品

不合格率

食品名称 32114 11148 33133 23194

配料表 0100 10100 7114 7104

净含量 7114 10100 7141 8145

热量 21143

营养素 7114

厂名 0100 0100 0100 0100

厂址 0100 6167 14181 8145

保质期 0100 0 3170 1140

生产日期 0100 13133 7141 8145

产品标准号 0100 30100 29163 23194

错误或欺骗性内容 7114 33133 40174 30199

宣传疗效 14129 53133 48115 43166

批准文号 57114 53133 87104 66190

(1)无批准文号或未按规定审批 　从本次调查

结果看 :213 种保健营养类食品 ,未按法定程序审批

的有 165 种 ,占 77146 %。其中营养强化食品不合

格率 为 57114 % , 药 食 两 用 食 品 不 合 格 率 为

53133 % ,新资源食品不合格率为 87104 %。其中

37104 %的新资源食品未按卫生部规定经省级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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