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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涪陵区 ２０１６ 年学校食堂餐饮具消毒卫生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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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涪陵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ꎬ４０８０００

　 　 【摘要】 　 目的　 了解重庆市涪陵区 ２０１６ 年春期学校及幼儿园食堂餐饮具消毒卫生现状ꎬ为学校卫生监督和管理提

供科学依据ꎮ 方法　 采用大肠杆菌快速检测纸片法ꎬ对涪陵区各类大中小学和幼儿园共 ３２０ 所的 ２ ４８９ 件食堂餐饮具样

品进行抽样检测ꎮ 结果　 全年共计检测餐饮具 ２ ４８９ 件ꎬ合格 １ ６９８ 件ꎬ总合格率为 ６８.２２％ꎻ幼儿园、小学、中学及其他类

别学校餐具合格率分别为 ７１.９５％ꎬ６１.２５％ꎬ７３.２６％ꎬ６６.８２％ꎬ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１１.４４ꎬＰ<０.０５)ꎻ城区学校(７５.５３％)
餐具合格率高于农村学校(６１.６２％)(χ２ ＝ ５５.３８ꎬＰ<０.０５)ꎻ不同类别餐饮具合格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５４.７６ꎬＰ<０.０５)ꎬ
勺类消毒合格率最高ꎬ为 ７７.９９％ꎬ盆类消毒合格率最低ꎬ为 ６１.１８％ꎮ 结论　 重庆市涪陵区各类学校及幼儿园食堂餐饮具

总体消毒合格率较低ꎮ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部门应该落实监督职责ꎬ加强对学校食堂卫生监管力度ꎬ以切实提高学校食堂卫

生安全水平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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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强对食堂餐饮具的消毒管理ꎬ提高消毒合格率

是预防和控制食源性疾病发生和传播的重要手段和

有效途径[１] ꎮ 为了解重庆市涪陵区各大中小学以及

幼儿园食堂餐饮具日常消毒情况ꎬ进一步加强和规范

学校及幼儿园食堂餐饮具消毒管理工作ꎬ确保广大师

生的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ꎬ该区教委协同区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对全区各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食堂餐饮具进

行抽样检测ꎬ同时对相关情况进行了调查ꎬ现将结果

报道如下ꎮ

１　 对象与方法
１.１　 对象　 于 ２０１６ 年 ４—６ 月对重庆市涪陵区全区

各大中小学及幼儿园共 ３２０ 所学校食堂餐饮具消毒情

况进行调查并采样ꎬ其中幼儿园 １６７ 所ꎬ小学 ９３ 所ꎬ中
学 ４０ 所ꎬ九年制学校 １３ 所ꎬ大中专院校 ７ 所ꎻ公立机

构 １６８ 所ꎬ民办机构 １５２ 所ꎮ 采用简单随机抽样的方

法ꎬ抽取各种餐饮具样品 ２ ４８９ 件ꎬ均进行大肠菌群项

目的检测ꎮ
１.２　 方法

１.２.１ 　 采样方法 　 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消毒餐

(饮)具»(ＧＢ １４９３４－２０１６) [２] 现场随机抽取涪陵区各

类学校食堂已消毒或准备使用的各类餐具ꎬ先用无菌

生理盐水湿润大肠菌群检测纸片ꎬ然后立即放于被检

测餐具内侧表面ꎬ每件餐具样品贴 ２ 张纸片ꎬ每张纸片

面积 ２５ ｃｍ２(５ ｃｍ×５ ｃｍ)ꎻ６ 支筷子并排放置为 １ 件样

品ꎬ并将 ２ 张湿润的纸片并排放于筷子入口端ꎬ所有纸

片均于放置后 ３０ ｓ 取下ꎬ立即置于无菌塑料袋内ꎮ
１.２.２　 实验室检测　 样本采集后 ２ ｈ 内送回区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实验室ꎬ于 ３７ ℃培养 １６ ~ １８ ｈꎬ取出观察ꎮ
若纸片保持蓝色不变为大肠菌群阴性ꎬ纸片变成黄色

并在黄色背景上呈现红色斑点或片状红蕈即为大肠

菌群阳性ꎮ 大肠菌群阴性标准判断餐饮具消毒效果
合格ꎬ即大肠菌群阳性则为不合格[３] ꎮ
１.３　 质量控制　 为确保所采集的待检样品具有代表

性、完整性及有效性ꎬ以及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在开展

工作之前ꎬ对参与本项监测工作的所有专业技术人员

均进行统一的培训ꎬ规范采样操作和统一现场采样记

录的填写ꎮ 实验室培养箱等检测设备均经过计量质

量检测机构检定ꎬ且在检定有效期内ꎮ
１.４　 统计学分析　 将采样单收集整理ꎬ采取双录入ꎬ
及时修改错误数据ꎬ并采用 ＥｐｉＤａｔａ ３.０ 建立数据库ꎮ
用 ＳＰＳＳ １９.０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分析ꎬ率的比较采用
χ２ 检验ꎬＰ<０.０５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ꎮ

２　 结果
２.１　 餐饮具总体检出情况　 全年共检测餐饮具样品

２ ４８９ 件ꎬ合格 １ ６９８ 件ꎬ合格率为 ６８.２２％ꎬ低于 ２０１１
年和 ２０１２ 年检测结果[４] ꎻ各类学校及幼儿园 ３２０ 所
中ꎬ所有样品均合格的单位有 １１５ 所ꎬ占 ３５.９４％ꎮ
２.２　 不同学校类型餐饮具检测结果　 检测结果显示ꎬ
中学食堂餐具合格率最高ꎬ为 ７３.２６％ (３２６ / ４４５)ꎬ其
次是幼儿园( ７１. ９５％ꎬ７２６ / １ ００９)ꎮ 其他类学校(大

专、职高等)(６６.８２％ꎬ１４５ / ２１７)合格率略低于幼儿园ꎮ
小学最低ꎬ仅有 ６１.２５％(５０１ / ８１８)ꎮ 各类学校餐饮具

合格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１１.４４ꎬＰ<０.０５)ꎮ
２.３　 城乡学校及幼儿园餐饮具检测结果　 ２０１６ 年全

年共检测城区学校及幼儿园食堂餐饮具样本 １ １８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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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ꎬ合格 ８９２ 件ꎬ合格率为 ７５.５３％ꎻ检测农村学校及幼

儿园食堂餐饮具 １ ３０８ 件ꎬ合格 ８０６ 件ꎬ合格率为

６１ ６２％ꎬ城乡地区餐饮具合格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χ２ ＝ ５５ ３８ꎬＰ<０ ０５)ꎮ
２.４　 不同类别餐饮具检测结果　 共检测碗类 ７０４ 件ꎬ
合格 ４３６ 件ꎬ合格率为 ６１ ９３％ꎻ勺类 ５８６ 件ꎬ合格率为

７７ ９９％(４５７ 件)ꎻ杯类 ５０９ 件ꎬ合格率 ６９ ５５％ ( ３５４
件)ꎻ盆类 ４７４ 件ꎬ合格率 ６１ １８％ (２９０ 件)ꎻ筷子 ２１６
件ꎬ合格率 ７４ ５４％(１６１ 件)ꎮ 不同类别餐饮具检测结

果合格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２ ＝ ５４ ７６ꎬＰ<０ ０５)ꎮ
２.５　 不同办学性质学校餐饮具检测结果　 全年共检

测公立类学校及幼儿园食堂餐饮具 １ ５８７ 件ꎬ合格

１ ０６２件ꎬ合格率为 ６６ ９２％ꎻ检测民办类学校及幼儿园

食堂餐饮具 ９０２ 件ꎬ合格 ６３６ 件ꎬ合格率为 ７０ ５１％ꎬ两
类学校及幼儿园食堂餐饮具合格率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χ２ ＝ ３ ４２ꎬＰ>０ ０５)ꎮ

３　 讨论
本次监测结果显示ꎬ涪陵区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食

堂餐饮具大肠菌群阳性率高ꎬ总合格率较低ꎬ与王佳

等[５]的监测结果接近ꎬ远低于陈美舜等[６－８] 的研究结

果ꎮ 其中ꎬ小学食堂餐饮具合格率低于其他类别学

校ꎬ与刘玉芳[９] 的研究结果类似ꎻ公立学校及幼儿园

合格率与民办学校及幼儿园合格率接近ꎬ差异无统计

学意义ꎬ与何伦发等[１０]的研究相同ꎮ
中学食堂餐饮具消毒合格率高于其他类型学校ꎬ

结合现场调查情况主要有以下原因:(１)中学食堂卫

生管理制度完善ꎬ设置有专职管理部门ꎬ并实行岗位

负责制ꎻ(２)消毒设施设备投入力度大ꎬ如清洗池、消
毒柜、消毒浸泡池、保洁柜等硬件设施齐全ꎻ(３)食堂

从业人员年龄结构合理、素质高、均持有效健康证ꎬ能
够规范地进行餐饮具的清洗、消毒和保洁ꎻ(４)学校定

期派送食堂从业人员接受监管部门举办的食品卫生

安全相关知识培训ꎬ熟悉«食品安全法» «学校食堂与

学生集体用餐卫生管理规定»等的规定和要求ꎮ
小学及大中专院校也存在食堂消毒设施设备投

入不足的问题ꎬ另外由于其餐饮具数量巨大ꎬ加之学

校自身监管力度的不足ꎬ所有餐饮具只进行了清洗ꎬ
未进行消毒处理ꎬ同时多数学校食堂餐饮具保洁柜存

在年久未更换现象ꎬ致使苍蝇、蟑螂自由进出ꎮ
涪陵城区学校食堂餐饮具消毒合格率明显高于

农村学校(包括乡镇)ꎬ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１)乡镇卫生条件相对较差ꎬ水质难以保证ꎻ(２)多数

农村学校消毒设施简陋ꎬ甚至没有专门的消毒设备ꎻ
(３)多数农村学校没有专职的卫生管理人员ꎬ日常主

要以其他任课教师或领导兼职代管ꎬ造成学校在食堂

卫生消毒专业性和自身管理力度上得不到有力的保

障ꎻ(４)部分农村学校食堂工作人员卫生意识差ꎬ未接

受过系统的食品卫生安全培训ꎬ不能正确系统地做好

食堂消毒卫生工作ꎮ
勺类、杯类、筷子餐具消毒合格率高于碗类、盆

类ꎬ结合现场调查及访谈结果其原因可能有:(１)勺、
杯、筷子等餐具有体积小、容易清洗、便于清除污渍的

特点ꎬ而碗和盆体积大ꎬ清洗难度高ꎻ(２)碗类、盆类消

毒后容易留下积水ꎬ从而为消毒后大肠菌群污染后的

细菌滋生创造条件ꎻ(３)碗和盆在消毒过程中均是重

叠放置ꎬ导致中间位置餐具消毒效果减弱ꎬ从而达不

到彻底消毒的目的ꎮ
根据可能出现的原因提出如下建议:(１)各学校

及幼儿园应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ꎬ尤其是食堂食品

安全和消毒卫生管理工作ꎮ 应制定完善的食堂食品

安全卫生管理制度ꎬ设置专职管理部门ꎬ由专人负责

管理ꎻ加大消毒设施设备的投入力度ꎬ及时更换年久

失修的消毒及保洁设备ꎬ规范清洗池、浸泡池、消毒池

等设施的修建ꎻ积极组织食堂工作人员接受食品及卫

生监管部门举办的培训活动ꎬ在增强法律观念和食品

卫生安全意识的同时ꎬ熟练掌握餐饮具清洗消毒技

能ꎮ (２)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加大对各学校及幼儿园

食堂安全工作的监管力度ꎬ对检测不合格的单位应给

予相应的处罚措施ꎮ 同时做好宣传工作ꎬ提高大众的

食品安全观念ꎬ开展健康教育ꎬ宣扬食品安全相关法

律法规ꎮ 定时向社会公布检测报告ꎬ向学生、家长、社
会广泛宣传餐具消毒的关键性和必要性ꎬ提高消毒知

识的普及率ꎬ通过监督部门的检查ꎬ促使学校食堂卫

生水平不断提高ꎬ打造一个和谐、安全的卫生环境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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