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弃一次。由于机械设备污染、销售过程污染、冷藏库

内污染等原因。增加了冰淇淋浆Π奶昔浆的污染程

度 ,再经长时间存放 (超过 4 h) 及反复使用 ,引起微

生物大量繁殖。生产时未经再次灭菌的回收原料与

新的冰淇淋浆Π奶昔浆混合使用 ,增加了产品的污染

程度 ,造成冰淇淋、奶昔的细菌总数、大肠菌群超标 ,

特别是奶昔的合格率偏低。

5 　建议

根据以上分析建议 ,改进生产工艺 ,生产奶昔用

的空气须过滤后才能用于生产。

生产用水的水质净化系统增加除菌功能。

改进机械设备的洗涤与消毒 , (1)用过滤水洗涤

机械设备 ; (2) 用 70 ℃碱水洗刷机械设备 ; (3) 零件

洗涤后不能露空存放于冷藏库 ,使用前须再消毒 ;

(4)使用含氯制剂必须达到国家要求的浓度及作用

时间。

不得使用回收原料。

加强对销售者的食品卫生知识培训及岗位卫生

操作规程培训 ,提高其卫生意识 ,使其养成良好的个

人卫生习惯。

建议设立检验室 ,定期对各连锁店的原料、产品

等进行质量检测。建立 HACCP 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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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起铁路运输食品污染事故的分析

赵 　亮 　李 　菱 　翟 　越 　迪力拜 　晁 　蕊

(乌鲁木齐铁路局中心卫生防疫站 ,新疆 乌鲁木齐 　830011)

　　随着改革开放的发展 ,铁路运量不断增加 ,铁路

部门在承运食品过程中的卫生问题也日渐突出。运

输食品污染事故造成的社会影响不仅范围广、影响

大 ,而且所造成的损失较多 ,这不仅成为铁路部门亟

待解决的问题 ,而且也成为衡量铁路企业标准化作

业 ,文明生产的标志 ;本文对 1982～1997 年的 62 起

铁路运输食品污染事故进行了调查 ,分析其特征 ,旨

在发现其内在规律 ,为控制和预防此类事件的发生

提供科学依据。

1 　调查结果 　铁路运输食品污染事故的食品分类

见表 1 ,受污染的食品以粮食为主 ,占污染总起数

43155 % ,干货食品次之占 14152 %。

运输食品污染物及原因见表 2 ,以车辆混装居

首 ,即同一车内既装食品又装有毒物品共 23 起 ,占

污染总数的 3711 % ;其次为微生物所致食品霉烂变

质的 20 起 ,占总数的 3213 % ,车辆未洗刷 (曾装运有

毒物品的车辆未经洗刷消毒又装运食品) 的 19 起 ,

占总数的 3017 %。污染物以微生物占首位 ,化工产

品次之 ,在 18 起化工产品中又以有机物为多 ,共 9

起 ,见表 3。

表 1 　铁路运输食品污染分类

食品类别 污染起数 构成比 % 污染数量 t

粮　　食 27 4316 1341. 1

干货食品 9 1415 85. 3

面食制品 5 8. 1 12. 1

海 产 品 4 6. 4 133. 8

肉及肉制品 3 4. 8 39. 0

调 味 品 4 6. 5 7. 2

豆 制 品 2 3. 2 3. 1

食品添加剂 2 3. 2 5. 2

其　　它 6 9. 7 84. 4

合　　计 62 100. 0 1711. 1

　　运输食品污染事故处理结果见表 4。62 起事故

中经鉴定分析属全部销毁的为 31 起 ,占总起数

5010 % ,销毁食品达 1 15012 t。能正常食用的 22 起

占总起数 3515 %。销毁的食品中又以粮食为多 (见

表 5)共 16 起 ,占销毁起数的 5116 %。

2 　讨论分析　调查显示污染的食品数量大 ,销毁食

品数量多 ,造成经济损失大 ,是不容忽视的问题 ,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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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路货运部门未能严格执行货运规定和车辆洗刷规

定 ,做到食品专车专运以及货物承运前的包装检查

等有关 ;粮食部门在外运粮食时忽视了粮食承运规

定未能做到承运前的粮食检测 ,这些应引起有关部

门的重视。为减少污染 ,保证人民食用安全 ,建议 :

加强货运人员的业务素质和食品运输安全常识

培训 ,货运人员应严格执行有关操作规程。

车辆部门应严格执行有关车辆洗刷制度 ,建立

洗刷台帐和洗刷验收制度 ,防止未洗刷车体投入运

营承装食品。

粮食部门应加强对外运粮食的监测工作 ,以防

止粮食水分含量过高以及长途运输而造成霉烂变

质。

卫生防疫部门应加强食品卫生法的宣传和食品

卫生知识宣传教育 ,加大对承运食品的车站监督监

测力度 ,以确保食品运输安全。

表 2 　运输食品的污染物及原因分类 %

污染原因
微生物 化工产品 农药 消杀灭药品 其它 合计

起数 构成比 起数 构成比 起数 构成比 起数 构成比 起数 构成比 起数 构成比

车辆混装 10 16. 1 6 9. 7 4 6. 5 3 4. 8 23 37. 1

霉烂变质 20 32. 2 20 32. 2

车辆未洗刷 8 12. 9 4 6. 5 3 4. 8 4 6. 5 19 30. 7

合　　计 20 32. 3 18 29. 0 10 16. 2 7 11. 3 7 11. 3 62 100. 0

表 3 　18 种污染食品的化工产品分类

有机物 金属 高分子化合物 非金属无机化合物

品名 起数 品名 起数 品名 起数 品名 起数

Ks2助染剂 1 氯化钡 2 二并甲苯氢酸酯 1 亚硝酸盐 1

甲苯 2 红丹粉 1 含氟塑料 2 硫酸 1

煤油 2 中铬黄 1

汽油 1

甲醇 1

甲醛 1

工业荼 1

合　计 9 4 3 2

表 4 　运输食品污染事故处理

处理结果 处理数量 t 起数 构成比 %

全部销毁 1150. 2 31 50. 0

正常食用 387. 1 22 35. 5

条件可食 160. 0 4 6. 5

部分销毁 3. 1 3 4. 8

改作它用 11. 0 2 3. 2

合　计 1711. 4 62 100. 0

表 5 　31 起销毁食品分类 %

微生物 非微生物 合计

起数 构成比 起数 构成比 起数 构成比

粮　食 13 41. 9 3 917 16 5116

副食品 4 1219 4 1219 8 2518

其　它 3 917 4 1219 7 2216

合　计 20 6415 11 3515 31 1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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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 7 类食品利斯特氏菌污染状况调查

张 　明 　陈玉真 　陈 　敏 　林 　艺 　杨 　非

(山东省卫生防疫站 ,山东 济南 　250014)

　　为调查我省利斯特氏菌对食品的污染状况 ,我

们调查了 7 类食品 315 份试样 ,采用 GB 4789130 —

94 检验方法 ,检出利斯特氏菌 9 株 ,检出率 219 % ,

其中生肉和蔬菜检出率最高 ,为 711 %和 612 %。检

出的 9 株菌经鉴定均为无害利斯特氏菌 ,虽未检出

单核细胞增生利斯特氏菌 ,但也说明了利斯特氏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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