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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食品药品监管局到仁化县进行督导检查

7 月 13 日上午，市食品药品监管局一行 3人，莅临仁化县进

行 2016 年食品安全监管重点工作专项督查。检查我县农贸市场快

检工作、2016 年食品溯源系统推广应用、2016 年农村食品安全“扫

雷行动”的开展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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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查组通过听取汇报、查阅资料后认为，仁化县食品药品监

管局在农贸市场快检、食品溯源、 “扫雷行动”以及集体食堂等

方面工作，领导重视、部署周密、行动迅速、进展良好。督查组

要求一是要认真落实食品质量安全主体责任，加强宣传，确保饮

食安全。二是要坚持执行快检制度，每日按照要求上报数据。三

是要督导企业做好食品追溯工作。四是要继续开展农村食品的“扫

雷行动”严厉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着力规范农村食品市场秩序。

同时，督查组要求县局食品监管工作人员要有高度的责任感，迎

难而上，既要做好监管督促工作，又要加大帮扶指导力度，确保

当地食品质量安全。（县食药监管局 陈瑞林）

县食药监管局圆满完成“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

食品安全保障工作

7 月 10 日，“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首站比赛在仁化县石塘

古村举办。为做好比赛期间食品安全保障工作，确保比赛顺利进

行，仁化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高度

重视，多措并举，为本次大赛“保驾

护航”。

一是周密部署，提前介入。仁化

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工作人员对

供餐单位进行食品安全监督检查，着

重检查供餐单位的环境卫生、从业人

员健康、原材料来源等情况，向各单位发放餐饮食品安全检查《监

督意见书》并签订《食品安全承诺书》，使供餐单位引起足够重

视。

二是全程驻点监督，保障饮食安全。比赛期间，执法人员对

食品制作过程进行全方位全程监管,对供餐单位索票索证、进货查

验等食品安全制度落实情况、餐饮具的清洗消毒情况进行检查，

尤其加强对现场制餐环节的监督检查，发现问题现场督促整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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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源头上消除安全隐患。

三是严格执行食品留样制度。要求对每餐所有食品分别盛放

在己消毒的密闭容器中，并标明品名、餐次、餐次时间，加强食

品留样等关键控制环节的监管。

经过完善有力的全程监管，“南粤古驿道定向大赛”比赛期

间未发生食品安全事故，食品安全保障工作圆满完成。

（县食药监局 罗书勤）

仁化县食药监局举办农村餐饮单位

从业人员食品安全知识培训

为提升农村餐饮单位从业人员食品安全知识水平，6月 14日，

仁化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在县党

校举办了 2016 年农村餐饮单位从业

人员食品安全知识培训，全县 100 多

名餐饮从业人员参加了此次培训。

此次培训，由韶关市烹饪职业

培训学校的邓祖荣老师主讲，采用实

际案例

讲解与师生互动的方式，分别为大家

详细讲解了食品安全专业知识、食品

中毒与预防、食品原料采购、烹饪与

储存等方面的内容。

通过此次培训，进一步提高了我

县农村餐饮服务单位从业人员综合

素质，增强了餐饮单位从业人员食品

安全操作规范，为全面提升我县农村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水平奠定

了基础。（县食药监局 黄志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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仁化县开展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工作

为充分发挥快速检测在食用农产品安全监管中的积极作用，

保障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县食药监局在仁化县 2家农贸市场开

展“食用农产品快检”工作。

根据省、市、县政府的要求，县食药监局制定了《仁化县开

展农贸市场快速检测工作实施方案》，在仁化县内选取了两家具

有代表性的农贸市场开展食品快检工作，并已于 6月中旬完成了

快检前期准备工作。

县食药局监管人员及农贸市场快检人员在市食药监局的组织

下开展了食品快速检测培训，从食品抽样、样品预处理，到样品

上机检测、数据上报等进行了全面的学习，为下一步全面开展食

品快检工作打下了坚实基础。

自 7月 1 日起，两个农贸市场开展了农产品快速检测试运行

工作，并通过快速检测设备上报检验结果。

下一步，县食药监局将继续督促市场开办方进行农产品快检

工作，并按要求及时公布快检结果，确保仁化县食用农产品质量

安全。（县食药监局 张家旗）

仁化县周田镇扎实推进农贸市场

食用农产品快检工作

为了加快“全省 1000 家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快速检测工作”

的落实，确保周田镇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快检工作顺利推进，7

月 13 日，仁化县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与仁化县周田镇市场物业管

理站签订了《农产品检测设备借用协议书》，并将快检设备和一

批试剂借给周田市场物业站，标志着周田镇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

快检工作正式拉开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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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贸市场将每天通过快检信息系统即时上传食用农产品快检

信息。此项工作的深入开展，进一步落实了食用农产品零售市场

的开办者的主体责任，加强了食用农产品进入零售市场后的质量

安全监督管理，保障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安全；也让消费者了解

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状况，明明白白选择消费。

（县食品药品监管局 袁春林）

仁化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通报

仁化县农业局立足职能，把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摆到突出位

置，进一步健全机构，落实责任，大力加强对农产品生产、流通

环节进行例行监测，5 月份，分别对县城第一市场、和县城第二

市场、水南、董塘、岭田、周田进行了 6次共 202 个蔬菜样品进

行例行监测，经仁化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测试站定性（快

速）检测，其中叶菜类 70 个样品、瓜类 96 个样品、豆类 36 个样

品，检出阳性样品数为 0，检测合格率为 100%，我县蔬菜质量安

全状况稳定。(农业局 李丽英)

食品安全常识

广东常见毒蘑菇的种类

毒蘑菇又叫毒蕈，据有关资料显示，世界上已知具较明显毒

性的毒蘑菇种类多达 400 多种，我国约有 200 多种，广东则有 100

多种。我国含剧毒能对人致死的有 10 多种，常见毒性强的有褐鳞

小伞、肉褐鳞小伞、白毒伞(致命鹅膏)、鳞柄白毒伞、毒伞、残

托斑毒伞、毒粉褶蕈、秋生盔孢伞、包脚黑褶伞、鹿花菌等。

广东常见剧毒蘑菇种类有白毒伞(致命鹅膏)、灰花纹鹅膏、

黄盖鹅膏白色变种、粘盖包脚菇、簇生沿丝伞(簇生黄韧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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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花纹鹅膏 1 灰花纹鹅膏 2

黄盖鹅膏白色变种 粘盖包脚菇

簇生沿丝伞(簇生黄韧伞)

什么是白毒伞

(一)白毒伞简介

在广东地区，导致中毒人数最多的两种蘑菇分别是白毒伞(致

命鹅膏)和铅绿褶菇，其中白毒伞又是毒性最强的。白毒伞的白色

菌体幼时卵形，后菌盖展开成伞状。常在黧蒴树树荫下群生或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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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分布在广州、清远、肇庆等地，大量生长于春季温暖多雨的

3～4月，5～7 月也少量出现。

白毒伞图片 1 白毒伞图片 2

白毒伞图片 3

广州潮湿温暖的 3～4 月是致命白毒伞等毒蘑菇大量生长的

时期，通常出现在山区、植物园等潮湿杂草丛生的地方，但相对

清洁的林中地上也不少见。广州白云山、华南植物园及天鹿湖等

地均可见这种毒蘑菇。

(二)白毒伞的毒性

广东 98%的毒蘑菇中毒死亡案例均是源自吃了白毒伞。约 50

克的白毒伞即可使 50 公斤的成年人致命。白毒伞的毒素主要为毒

伞肽和毒肽类，在新鲜的蘑菇中其毒素含量甚高。另外，毒伞肽

易溶于水，因此往往喝汤者比不喝汤者中毒严重。这些毒素对人

体肝、肾、血管内壁细胞、中枢神经系统以及其它组织细胞的损

害极为严重，最终因造成人体多器官功能衰竭而导致死亡，死亡

率高达 90—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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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误食白毒伞的临床症状

白毒伞中毒属于肝脏损害型，这是引起毒蘑菇中毒死亡的主

要类型。其中毒发病过程可分为潜伏期、胃肠炎期、假愈期、内

脏损害期、精神症状期和恢复期等 6个时期。白毒伞引起中毒潜

伏期长达 24 小时，一般为 8～10 小时。误食后主要出现恶心、呕

吐、腹泻、腹痛等急性胃肠炎症状。部分严重病人病情迅速恶化，

出现狂躁、惊厥等精神症状，甚至很快休克、昏迷、抽搐、全身

广泛出血，呼吸衰竭，短时间内死亡;部分病人在 1-2 天后会进入

“假愈期”，表现为急性胃肠炎症状暂时缓解或消失，精神状态

较好，无明显症状，给人以病愈的感觉，但此时毒素反而被肠道

吸收，通过血液进入脏器与靶细胞结合，逐渐侵害实质脏器;部分

病人经过 1天左右，病情突然恶化，进入“内脏损害期”，累及

肝、肾、心、脑等脏器均有一定程度的损害，以肝脏损害最为严

重，出现中毒性肝炎的表现。经过积极治疗后，病人可恢复，但

也有人出现肝衰竭致死的情况。

(四)白毒伞中毒的诊断与治疗

诊断依据有：①有食用白毒伞史;②临床表现与白毒伞中毒相

吻合;③将剩余的或再次采集的蘑菇送植物或真菌研究部门进行

毒蘑菇形态学鉴定。

治疗：目前对白毒伞中毒尚无特效疗法，强调及时催吐、洗

胃、导泻、灌肠，尽早排出毒素，纠正脱水及电解质紊乱等对症

治疗。（广东省食品安全网http://www.gdfs.gov.cn/）

（公开属性：依申请公开）

送：市食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县委办，县人大，县政府办，县政协，

县食品安全委员会委员单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