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食品安全

04
2021年1月29日 星期五 责编：凌应敏 版式：武凯强 E-mail：tougao_cfs365@163.com

热点关注

近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关于
印发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和货物外包
装表面预防性消毒与防护技术指南的通
知》指出，为有效指导防范新冠肺炎疫情通
过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及其装载货物
外包装输入风险，根据《进口高风险非冷链
集装箱货物检测及预防性消毒工作方案》
的要求，组织制定了《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
装箱和货物外包装表面预防性消毒与防护
技术指南》（以下简称《指南》）。

国家卫生健康委疾病预防控制局
在编写说明中表示，该《指南》包括预
防性消毒和工作人员个人防护两大部
分内容，从环境、物品、人员等各环节
的关键风险点入手，提出具体措施及
技术要求，科学规范了进口高风险非
冷链货物需采取的预防性消毒和个人
防护措施。

根据《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货
物检测及预防性消毒工作方案》的要求，
特制定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含集
装器）内壁及其装载货物（含跨境电商货
物和边民互市贸易商品）外包装表面的
预防性消毒与防护技术指南。

一、适用范围

该《指南》适用于来自高风险国家的
进口高风险非冷链集装箱内的货物外包
装、集装箱内壁及门把手等高频接触部
位的预防性消毒及相关从业人员的个人
防护工作。不包括危险化学品、粮食、饲

料及饲料添加剂等不适宜实施消毒的商
品，以及无外包装或外包装易造成消毒
液渗透的商品。

二、基本原则

（一）根据消毒对象的特点，选择安
全、有效的消毒剂，采用喷洒或擦拭等
方式进行预防性消毒。低温等特殊环
境下，常规消毒方法无法操作时，应采
用有效的低温消毒技术，且须进行消毒
效果确认。

（二）消毒过程中应注意质量控制，
确保消毒效果。消毒作业时，应详细记
录消毒工作情况，包括日期、地点、消毒
对象、消毒剂名称、浓度及作用时间、消
毒设备等内容，必要时进行消毒效果评
价，相关资料和记录应至少留存2年。

（三）原则上对进口高风险非冷链
集装箱和货物包装外表面只进行一次
预防性消毒，避免重复消毒，避免增加
不必要的作业环节和成本，影响物流和
市场供应。

（四）应加强作业人员的管理，作业
人员应当做好个人防护。

三、消毒方法

（一）常温消毒方法。
1.集装箱。集装箱内壁可选用有效

氯500mg/L的含氯消毒剂、0.1%～0.2%
的过氧乙酸或其他有效的可用于物体
表面的消毒剂进行喷洒消毒。消毒时

应确保集装箱内壁均有消毒剂覆盖，消
毒剂用量约 200mL/m2～300mL/m2，达
到消毒作用时间后，方可进行下一步操
作。集装器内壁的消毒方式（包括消毒
剂种类和剂量等）按中国民航局的有关
规定进行。

2.货物外包装表面。可选用有效氯
500mg/L的含氯消毒剂、0.1%～0.2%的过
氧乙酸或其他有效的可用于物体表面的
消毒剂进行喷洒消毒或擦拭消毒。消毒
货物外包装表面时应确保外包装六面消
毒，不留死角，消毒剂用量约200mL/m2～
300mL/m2，达到消毒作用时间后，方可
进行搬运、装卸等操作。

（二）低温消毒方法。
在低温环境下，上述常规消毒方法

无法操作时，应当采用有效的低温消毒
方法进行消毒处理。可采用降低冰点的
方法，确保消毒剂不结冰，在低温下进行
喷洒或擦拭消毒；或采用低温消毒设备
进行消毒。所有低温消毒方法须在相应
低温条件下进行消毒效果确认。

四、个人防护

（一）岗前防护准备。
1.建立上岗员工健康登记制度。要

做好员工（含新进人员和临时工作人员）
14日内行程及健康状况登记，建立上岗
员工健康卡，掌握员工流动及身体情
况。鼓励为员工接种疫苗，建议每周对
上岗职工开展核酸检测，根据疫情形势

和风险评估情况，可加大核酸检测频次。
2.员工日常健康监测。加强人员出

入管理和健康监测，建立全体员工健康
状况台账和风险接触信息报告制度，落
实登记、测温、消毒、查验健康码等防控
措施，实行“绿码”上岗制。

3.外来人员登记与管理。尽可能减
少外来人员进入生产经营区域，确需进
入的，需询问所在单位、健康状况、接触
疫情发生地区人员等情况，通过登记、测
温等措施并按照要求做好个人防护（如
佩戴口罩等）方可进入。车辆进出时，门
卫值班员、工作人员和司机应当避免不
必要的接触。

4.健康上岗。上岗前确保身体状况
良好，并向生产经营者报告健康状况信
息，主动接受生产经营者的体温检测，若
出现发热、干咳、乏力等症状，立即主动
报告，并及时就医。

5.加强防控知识宣传。开展多种形式
的健康宣教，引导从业人员掌握新冠肺炎
和其他呼吸道传染病防治相关知识和技
能，养成良好卫生习惯，加强自我防护意识。

（二）上岗后个人防护。
1.防护用品。从业人员工作期间正

确佩戴口罩、手套，着工作服上岗。工作
服保持干净整洁，定期清洗，必要时消毒。

2.注意个人卫生。避免用未清洁的
手触摸口、眼、鼻，打喷嚏、咳嗽时用纸巾
遮住口鼻或采用肘臂遮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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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春节将至，
餐饮企业又进入备战年
夜饭的紧张时刻。然而，
今年春节疫情防控形势
严峻，如何配合做好疫情
防控、减少人员流动、满
足广大消费者的年夜饭
用餐需求，成为当下餐饮
行业非常关切的话题。1
月 21日，北京烹饪协会
联合美团打造了《年夜饭
外卖到家》线上视频课，
希望帮助餐饮企业开发
出一桌适合外卖到家的
年夜饭。

什么样的菜品不仅
符合年夜饭好吃、好看、
喜庆、入味的要求，而且
适宜外卖打包？多少个
品种搭配寓意吉祥美
满？同样一条鱼，为什
么不建议清蒸烹饪？又
有哪些菜老少咸宜、营
养丰盛，打包回家后依
然可以造型不乱？如何
选择打包盒的尺寸、形
状，各有怎样的考虑？
《年夜饭外卖到家》在北

京玉林餐饮集团、峨嵋
酒家的支持下，邀请资
深烹饪大师，为餐饮企
业分享年夜饭外卖备餐
的实战经验。

据北京烹饪协会相
关负责人介绍，作为首
都，北京严格遵守疫情防
控工作要求，提倡减少人
员流动、提高餐饮供给能
力，尤其是满足在京过年
广大消费者在家享用年
夜饭的刚性需求，鼓励餐
饮企业推出年夜饭外卖
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协会与美团号召各餐饮
企业积极响应疫情防控
的要求，积极开发年夜饭
外卖餐品，争取做到“春
节不打烊，大餐送到家”；
尽可能满足消费者提前
预定、不出门吃到全城好
菜的愿望，通过在线方式
把地道美食送到老百姓
的餐桌上，让消费者在除
夕之夜不仅享受合家欢
聚的“情味”，更能感受到
浓浓的“年味”。

北京烹协联合美团
推出年夜饭外卖教程

本报讯 近日，黑龙江正大
实业有限公司针对近期疫情发
布《抗疫情况声明》。《声明》表示
公司已停产停工，全面排查，在
91696份结果中发现9份产品外
包装样本呈阳性，均在黑龙江省
内。

围绕着食品外包装核酸检
测阳性的事件，“冷链食品到底
安全与否”的讨论话题重回公众
视野。对此，国家食品安全风险
评估中心副主任李宁表示，目前
尚无新冠病毒经食物传播的证
据，在全球确诊报告病例、我国
确诊报告病例中，到目前还没发
现因直接食用冷冻食品而引起
的感染。

2020年11月25日，国家食
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发布一组数
据，全国进口冷链食品及其外包
装新冠病毒核酸抽检监测的阳性
率为万分之0.48；截至今年1月
13日24时，全国口岸环节已对
1317万件进口冷链食品外包装
进行预防性消毒，共抽样检测样
本1295692个，检出核酸阳性结
果47个；上文黑龙江正大食品排

查抽样结果显示，其产品外包装
9万多份样品9个阳性，阳性率万
分之1。

也就是说，新冠病毒污染食
品外包装的概率确实是“万分之
一”。这“万分之一”阳性率检测
结果中，还有一部分新冠病毒可
能已经丧失了传染性。

“核酸检测呈阳性，有可能是
活病毒，也可能是死病毒或者病
毒的片段，不一定代表有传染
性。”中国疾控中心流行病学首席
专家吴尊友表示。

中国疾控中心消毒学首席
专家张流波也表示，对进口冷链
食品外包装表面进行安全有效
的消毒，可以实现将新冠肺炎病
毒灭活，消毒后再接触表面，感
染风险非常低。但病毒核酸仍
可能存在，如果进行过消毒后，
核酸检测仍呈阳性，公众不必过
度紧张。

“只要我们注意手卫生，吃
水果前用流水清洗，应该就不
会有感染的风险。”吴尊友说。
对于消费者来讲，即使是不小
心购买了污染的食品，通常造

成感染的风险也是很低的。甚
至即使是食用了受到污染的冷
链食品，通常也不会导致感
染。“因为一方面食品在煮熟加
工过程已经灭活病毒，另一方
面新冠不会通过消化道传播，
人的胃酸足够强大将其灭活。”
吴尊友对媒体表示。

中国工程院院士、国家食品
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总顾问陈君石
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所有国际组
织包括中国专家都认为食品不会
传播新冠肺炎，无论通过食用还
是接触食品都不会传播。新冠肺
炎的传播主要是通过呼吸道飞沫
或者密切接触传播，这是各国公
共卫生专家的共识。

“新冠病毒不耐高温，通常的
食物烹调和热加工都可以杀死新
冠病毒。”陈君石表示。

专家提示消费者，烹饪过
程要保持清洁、使用安全的水
和原材料、生熟分开、烧熟煮
透、保持食物的安全温度；接触
进口冷链食品时，应首先对外
包装表面进行消毒，随后进行
手部清洁与消毒。 （中经网）

专家：尚无新冠病毒经食物传播证据
进口冷链食品能不能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