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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了解太原市大、中、小型不同类别餐饮单位 的 卫 生 状 况 是 否 符 合 相 应 的 法 律、法 规 及 规 范 要 求，从

而有针对性地对薄弱环节予以重点监管。方法 采用分层随机抽查的方法对太原市迎泽区 56 家餐饮单位的卫生

管理、卫生设施、餐饮具洗消状况进行调查。结果 大 型 餐 饮 单 位 的 卫 生 管 理 状 况 较 好，中、小 型 的 卫 生 管 理 状 况

逐级减弱，大型餐饮单位卫生设施配备率、餐( 饮) 具检测合格率分别为 100%、95. 2% ，中型餐饮单位卫生设施配有

率在 54. 5% ～ 90. 9% 之 间、餐 ( 饮) 具 检 测 合 格 率 为 77. 3% ，小 型 餐 饮 单 位 卫 生 设 施 配 有 率 在 40. 4% ～ 75. 0% 之

间、餐( 饮) 具检测合格率为 56. 7%。结论 大、中、小型餐饮单位的卫生设施配有率和餐( 饮) 具检测合格率随大、

中、小类别不同呈逐级下降趋势。执法部门的监管重点应放在中、小型餐饮单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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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nitary Condition of Cantering Business in Yingze District of Taiyuan City
HAO Yan-she，SUN Hui-le，WANG Nai-xiang

(Taiyuan Municipal Institule of Health Inspetion，Shanxi Taiyuan 030012，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In order to understand whether the sanitary condition of the large，medium and small catering

business in Taiyuan can meet the requirements of laws and regulations，the focus was put on the weakness points and

emphasizing on supervision. Method Stratified random sampling method was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sanitary management，

sanitary institutions and the conditions of dish-washing and disinfecting of 56 catering businesses in Yingze district of

Taiyuan city. Results The findings showed that the sanitary managing conditions was better in large catering businesses

than those in medium and small catering businesses; the rate of equipping sanitary facilities in large catering businesses，

medium businesses and small businesses were 100% ，54. 5% to 90. 9% and 40. 4% to 75. 0% respectively; and the

qualified rate of food and drinking utensils in large，medium and small catering businesses were 95. 2% ，77. 3% and

56. 7%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It was shown that the rate of equipping sanitary facilities and the qualified rate of food

and drinking utensils were gradually lower according to the sizes of business. The legal operation departments in charge of

supervision should put the emphasis on the medium and small catering business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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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解太原市各类餐饮单位卫生状况，对太原

市迎泽区 56 家大、中、小型餐饮单位的卫生管理、卫
生设施配备 情 况 以 及 餐 ( 饮) 具 的 消 毒 效 果 进 行 了

监督检查和抽检，以便在今后的工作中有针对性地

发现薄弱环节重点监管。

1 对象与方法

1. 1 调查对象

太原市迎泽区辖区内的大、中、小型餐饮 单 位。
大型 餐 饮 单 位: 加 工 经 营 场 所 使 用 面 积 500 ～
3 000 m2 ，中 型 餐 饮 单 位: 加 工 经 营 场 所 使 用 面 积

150 ～ 500 m2 ，小型 餐 饮 单 位:加 工 经 营 场 所 使 用 面

积≤150 m2［1］。

1. 2 调查内容

调查大、中、小 型 餐 饮 单 位 经 营 场 所 的 卫 生 管

理( 食品卫 生 许 可 证、从 业 人 员 健 康 证 持 有 及 卫 生

知识掌握度
［2］)、卫 生 设 施 配 备 及 使 用 情 况 以 及 餐

( 饮) 具的消毒效果。
1. 3 调查方法

按照《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食 品 安 全 法》、《餐 饮 业

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范》的要求制定监督检

查调查表格，采用分层随机抽查的方法对辖区内 56

户大、中、小型不同类别餐饮单位的卫生管理、卫生

设施配备及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并对其餐( 饮) 具的

消毒效果进行了监测。本次调查的 56 户餐饮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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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为餐具自洗，不含餐具外送清洗情况。
餐( 饮) 具 抽 检 方 法: 餐 ( 饮) 具 监 测 采 用 中 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监制，南京三

爱实业有限 公 司 研 制 的 大 肠 菌 群 快 检 纸 片 进 行 大

肠菌群检测，每 户 随 机 抽 取 6 件 餐 ( 饮) 具，每 件 贴

纸片 2 张，方法为每张纸片 ( 面积25 cm2 ) 用无菌盐

水湿润后立即贴在餐具内侧表面，饮具在距离进口

端( 约5 cm) 抹 拭 纸 片，每 件 样 品 抹 拭 2 张，放 入 无

菌塑料 袋 内，将 纸 片 置 37℃ 培 养 16 ～ 18 h 判 断

结果。
1. 4 整理和分析

根据《中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食 品 安 全 法》、《餐 饮 业

和集体 用 餐 配 送 单 位 卫 生 规 范》、GB 14934—1994

《食( 饮) 具消毒卫生标准》，对本次监督监测所得数

据，运用 SPSS 统计软件进行统计学分析，对餐饮单

位的卫生管理、卫生设施配备情况以及餐 ( 饮) 具的

消毒效果进行卫生学评价。

2 结果与分析

2. 1 卫生管理情况

大、中、小型 餐 饮 单 位 均 能 亮 证 经 营，大、中 型

餐饮单位均无超范围经营情况，小型餐饮单位有超

范围经 营 情 况。大 型 餐 饮 单 位 健 康 证 持 证 率 为

100% ，中、小型餐饮单位持证率相对 较 低。大 型 餐

饮单位餐具洗消程序合格率为 100% ，合格率随大、
中、小型餐饮单位的规模而下降。见表 1。

表 1 太原市迎泽区 56 家餐饮单位卫生管理情况

餐饮单位

类型
数量

卫生许可证 健康证 餐( 饮) 具洗消程序掌握情况

亮证单位
超范围经营

单位
检查人数 持证人数

持证率

(% )
检查人数 合格人数

合格率

(% )

大型 14 14 0 140 140 100 14 14 100

中型 22 22 0 176 152 86. 4 22 18 81. 8

小型 20 20 8 80 70 87. 5 20 6 30. 0

合计 56 56 8 396 362 91. 4 56 38 67. 9

2. 2 卫生设施情况

大型餐饮单位卫生设施比较齐备，均配有餐具

洗消专间、消 毒 柜 或 消 毒 液、保 洁 设 施 和 专 用 洗 碗

池，配备率均为 100% ;中型餐饮单位卫生设施配备

不完 备，卫 生 设 施 配 有 率 最 高 的 是 餐 具 洗 消 间

(90. 9% ) ，配 备 率 最 低 的 是 洗 碗 池 (54. 5% ) ;小 型

餐饮单位卫生设施配备率不高，配备率最高的是消

毒柜或消毒液(75. 0% ) ，餐具洗消专间配备率最低

(40. 0% )。总体看，大、中、小型餐饮单位卫生设施

的配有率随 餐 饮 单 位 的 大、中、小 规 模 呈 规 律 性 的

下降趋势，见表 2。

表 2 太原市迎泽区 56 家餐饮单位卫生设施配备情况

餐饮单位

类型
数量

洗消专间 消毒柜或消毒液 保洁设施 洗碗池

有 无
配有率

(% )
有 无

配有率

(% )
有 无

配有率

(% )
有 无

配有率

(% )

大型 14 14 0 100 14 0 100 14 0 100 14 0 100

中型 22 20 2 90. 9 18 4 81. 8 14 8 63. 6 12 10 54. 5

小型 20 8 12 40. 0 15 5 75. 0 10 10 50. 0 10 10 50. 0

合计 56 42 14 75. 0 47 9 83. 9 38 28 67. 9 36 20 64. 3

2. 3 餐( 饮) 具检测结果

本次抽 检 了 大、中、小 型 56 家 餐 饮 单 位 的 336
件餐( 饮) 具，合格 250 件，合格率 74. 4%。餐 饮 单

位餐( 饮) 具 检 测 合 格 率 随 餐 饮 单 位 的 大、中、小 变

化呈明显下降趋势，大型餐饮单位合格率明显高于

中、小 型 餐 饮 单 位 ( χ2 = 39. 32，P ﹤ 0. 005 )。见

表 3。

3 讨论

本次抽查无论从硬件设施还是软件管理，以及

餐( 饮) 具抽 检 结 果 看:大 型 餐 饮 单 位 均 好 于 中 型，

中型好于 小 型。这 主 要 是 因 为 大 型 餐 饮 单 位 经 营

表 3 太原市迎泽区 56 家餐饮单位餐( 饮) 具

消毒效果抽检结果

餐饮单位

类型
数量

餐( 饮) 具消毒效果

检测份数 合格份数 合格率(% )

大型 14 84 80 95. 2

中型 22 132 102 77. 3

小型 20 120 68 56. 7

合计 56 336 250 74. 4

者对卫生工作较重视，能够将卫生工作纳入日常管

理，管理经验较强，管理完善，有严格的管理制度来

约束。中、小 型 餐 饮 单 位 经 营 者 文 化 层 次 不 同，从

业人员流动性大，卫生管理松散，只对卫生许可证、
健康证有认 识，对 其 他 相 关 卫 生 知 识 认 识 不 足，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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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餐具消毒采用估计的方法投放消毒液，部分从业

者不会用消毒柜或者根本不用
［3］。其次，大型餐饮

单位经营者经济基础好，硬件配备齐全，中、小型餐

饮单位经济 基 础 相 对 薄 弱，硬 件 配 备 参 差 不 齐，卫

生设施等硬、软件不在一个档次。大型餐饮单位多

数有着长期从事该行业的打算，在先期有卫生监督

执法部门的 提 前 介 入，其 功 能 间 布 局 较 合 理，卫 生

设施配置齐全。而中、小型餐饮单位受加工场所和

资金的限制，不 愿 意 增 加 卫 生 设 施 的 投 入，必 然 导

致消毒设施 不 足、生 熟 混 放、水 池 混 用 等 情 况 的 发

生。但也有个别中、小型餐饮单位经营管理者对餐

具的消毒意 识 强，重 视 此 项 工 作，有 的 负 责 人 直 接

参与食品 卫 生 工 作，对 其 抽 检 的 餐 ( 饮 ) 具 全 部 合

格。监督执法部门应针对具体情况，分层次多措并

举，建议: (1) 提高经营者对食品卫生工作的认识。
监督执法部 门 应 对 企 业 相 关 人 员 进 行 卫 生 知 识 培

训，让企业充分认识到餐饮业的食品卫生是企业的

生命线，要对 其 加 工 经 营 的 食 品 负 责、对 社 会 和 公

众负责、承担社会责任
［4］，使企业上下统一思想、依

法经营。并对从业人员进行现场操作指导。
(2) 保证 餐 饮 单 位 的 食 品 卫 生 工 作 措 施 到 位。

针对餐饮单 位 的 实 际 情 况，依 据《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食品安全法》、《餐饮业和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卫生规

范》的相关规定逐条逐项检查对比。不符合餐厨比

例的要调整 或 增 加 布 局，使 其 符 合 基 本 卫 生 要 求。
卫生设施不足的必须要配备相应卫生设施，通过提

高许可门槛，使经营者建立起餐饮必备的硬件设施。
(3) 督促餐饮单位制定本单位的食品安全管理

制度并要 落 实 到 位。食 品 监 督 执 法 部 门 要 对 餐 饮

单位的食品安全制度的建立和执行情况进行检查，

建立餐饮经营者食品安全信用档案，将每次监督和

检测等情况记录在案，从而有针对性地将监督力度

向餐饮管理 薄 弱 单 位 倾 斜，通 过 指 导 帮 助、处 罚 整

改等手段达 到 提 高 经 营 者 的 餐 饮 服 务 和 食 品 安 全

管理水平，并 借 助 新 闻 媒 体 公 布 检 查 情 况，通 过 多

方监督，保 证 餐 饮 卫 生 逐 步 成 为 餐 饮 单 位 的 经 营

命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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