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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状食品生产过程的外源性污染物识别及控制 

薛  梅, 郭玉波*, 王显兵 
(西王集团有限公司, 滨州  256209) 

摘  要: 粉状食品中的外源性污染物, 是肉眼可见、非产品正常组分的物质, 在物料接收检验中属外观检查项

目。尤其是食品为白色时, 更容易被使用者检测发现, 且能引起抱怨与投诉。因此, 如何控制生产过程中产品

免受污染, 是食品加工企业重点管理的环节之一。本文通过绘制异物识别判断树, 并对识别的异物进行了分类, 

最终确定了外源性污染物的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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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recognition and control of exogenous pollutants in the production 
process of powdery food 

XUE Mei, GUO Yu-Bo*, WANG Xian-Bing 
(Xiwang group Co. Ltd, Binzhou 256209, China) 

ABSTRACT: Exogenous pollutants in the powdery food are visible to naked eyes, because they are not a part of 
the product. Exogenous pollutants are involved in the appearance inspection of the production materials, espe-
cially when the foods are white, which are easy to be inspected and found by the customers and give rise to 
complaints. So, how to avoid foreign body pollution is the main management part in the process of food pro-
duction. The paper determined the control measures for exogenous pollutants by drawing foreign body judging 
tree and classifying the recognized foreign bo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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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外源性污染物 [1,2]是指任何来自生产工艺以外的杂

质。该类杂质为肉眼可见, 而非产品正常组分的外源性混
入物, 通常称之为异物。也可将其定义为未被设计为产品
的一部分 , 但可能成为产品一部分的任何物体。就
HACCP(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而言, 异物
是在产品消费过程中潜在引起严重伤害的物质。典型的这

类物体通常是坚硬的或锋利的。FDA/ORA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Office of Ratepayers Advocates)法规指南第
5 章第 555 节 555.425 部分:食品中硬或尖的异物中指出, 

7-25 mm 长认为对公众有伤害, 小于 7 mm 长的物品可  
能出现危害, 如果产品用于特殊高危人群, 如: 婴儿、老  
人[3-4], 则产生危害的水平会更高。 

根据异物的危害性, 可将异物分为有危害的和没有

危害的两大类。有危害的异物包括金属、玻璃、硬塑料、

木制品等这类容易引起严重伤害的异物, 它们可能导致

人体组织被划伤或穿孔, 还包括类似于软塑料类的材料

可能会引起窒息危害; 没有危害的异物包括小的软塑料、

头发、线绳等, 因为尺寸或者特性不容易引起消费者严重

伤害[5-7]。  

根据异物的物理特性, 可分为金属异物和非金属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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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在粉状食品加工过程中, 由于设备维护不当、人员操
作不规范等各种原因, 会造成产品受到外源性污染物的污
染。为解决产品中的异物污染, 首先应对污染物源进行识
别, 并利用风险分析工具判定污染风险。同时根据风险识
别结果, 针对性地制定预防措施, 从而能切断污染源, 控
制污染途径。 

食品中异物的存在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特别关注的事

情[8-10], 生产企业因产品异物造成的投诉和赔偿也时有发
生[11-13]。无论从保证产品质量, 还是降低企业质量损失成
本, 对外源性污染物的控制意义非常大。 

2  外源性污染物识别方法  

对于外源性污染物的识别, 可通过风险评估 [14-18]的

方法来确定异物引入时的风险等级, 并针对风险等级确定
控制措施, 风险评估对象包括: 原料和初级包装材料、设
备设计、工厂环境(比如说, 天花板、墙、地板)、加工和包
装设备、用具、来自人员或是其他活动的污染, 例如清洁
和消毒、承包商的工作、返工/半成品、设备的维护和维修, 
以及历史信息发现的或是消费者报告的异物种类。上述评

估结果是制定异物管理策略的重要依据。  
另外, 对于异物的管理, 应做到动态化。特别是当工

厂环境发生变化以及发生不合格情况时(例如顾客投诉 , 
关键控制点失效), 必须定期进行评估。 

为了更好地识别和判定异物来源, 制定了异物来源
判断树, 具体见图 1。 

3  外源性污染物分类 

3.1  金属类污染物 

3.1.1  设备磨损碎屑及焊渣类 
生产所使用的设备在长时间运行过程后, 产生的振

动使配件松动, 或由于内部物料积压, 导致设备内部构建
偏移, 出现较大程度的磨损, 产生金属碎屑。另外, 没有根
据设备使用情况制定预防性维护保养计划, 导致设备维护
保养缺失, 与产品接触的设备附属配件, 如螺母、螺丝、筛
网断裂等脱落导致产品出现异物[19]。 

设备出现故障, 在进行维修焊接时, 由于不正当防护
或焊接后没有按照规定进行清洁确认, 导致焊渣脱落, 污
染产品。焊接剩余的焊条, 若不进行及时清理, 也是重要的
污染源。 
3.1.2  生产过程用工器具类 

在粉状食品生产过程中, 特别是在最后的包装工序, 
需要对包装后的产品进行计量复检, 常用到的料铲, 在包
装袋使用、封口等操作中常用到壁纸刀片、封口针、剪刀

等。由于工人食品安全意识淡薄, 使工器具管理处于失控
状态, 操作过程没有建立良好的操作规范, 存在乱丢乱放
等坏习惯, 致使工器具类物品混入到产品中。另外, 由于  
选择的工器具的材质不当, 器具本身的脱落物也是重要污
染源。 
3.1.3  工人佩戴的饰品类 

在敞口操作区域, 工人进出生产区时未按规定更衣, 
而检查过程出现遗漏, 将佩戴的饰品、钥匙等带入生产区 

 

 

图 1  异物识别判断树 
Fig. 1  The recognizing tree for foreign bod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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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 操作过程中饰品有可能混入产品中。工艺服装本身自
带的配件如金属拉链头、钮扣等, 由于使用时间较长, 发生
碰撞和磨损较多, 也可能在操作过程中落入产品中。 

3.2  非金属类污染物 

3.2.1  玻璃类污染物 
在生产区域会用到日光灯、紫外灯、更衣镜等玻璃制

品, 特别是在敞口操作区域, 如果有灯管、窗户等设施发生

破碎时, 如果没有必要的防护措施, 则有可能造成产品被
污染。 
3.2.2  塑料类污染物 

在生产设备的连接处, 常使用塑料类连接, 特别是震

动频率较高的设备, 如流化床、震动筛等, 由于软连接选
型、老化、受撞击等因素的影响造成软连接处破损, 使脱

落物直接混入到产品中。 
3.2.3  虫害类污染物 

生产设备、设施的密闭性差、有害生物控制不到位等

问题, 都有可能造成蝇虫鼠等进入生产区域污染产品, 特

别是产品与外部环境直接(或间接)接触的工序(如烘干、包
装), 蝇虫鼠等虫害一旦进入操作区域, 产品中混入此类异

物的机率将大大上升。 
3.2.4   其他类型的污染物 

其他类型的污染物主要是来自洁净空气中的可见微

粒、人体及服装脱落物[23-26 ]。与物料接触的洁净空气中混

杂着可见微粒也是外源性污染物来源之一, 这一般是由空
调过滤器破损、空调风道中有杂物等导致, 空调系统的定

期检查、过滤器更换和清洁机制不完善、执行过程中存在

偏差, 是导致此类污染物的根本原因。 

人员是洁净区最大的污染源 [27-30], 例如人员的工艺
服装、手套材质不合格发生断丝、纤维脱落等, 工人毛发、

皮屑、分泌物等由于洁净工作服穿戴不严密而落入产品中

造成产品异物形成。 

4  外源性污染物控制措施 

4.1  金属类污染物的控制措施 

4.1.1  设备磨损碎屑及焊渣的控制措施 
为防止设备内部发生磨损, 应根据各设备的使用情

况, 制定年度的预防性维护保养计划, 并根据计划组织实
施, 防止设备内部构建发生偏移, 并由质量保证人员对实
施的结果进行确认。避免设备之间出现内摩擦, 产生金属
碎屑。 

针对设备的焊接及其它维修操作, 建立设备维修操
作规程 , 以及维修后清洁质量标准 , 明确质量和生产人
员对维修、清洁工作中的责任, 建立过程中使用的工器具
的点检制度和更换的零配件的以旧换新制度, 做到物料
平衡。 

4.1.2  生产用工器具类污染物的控制措施 
尽量不选择产生毛、点的工器具, 并建立敞口操作工

序所使用工器具台帐, 选择易清洁的、不产生脱落的工器
具。建立生产前和结束后的物品清点和完好性检查制度, 
持续不断地加强工人应知应会知识的培训, 使员工建立良
好操作规范, 防止产品受到污染。 
4.1.3  工人佩戴的饰品类污染物的控制措施 

在选择工艺服装时, 避免选用金属拉链头、钮扣款式
的, 可采用粘扣固定式的。建立进入敞口操作区人员进出
管理制度和监督检查制度, 明确规定人员进入敞口生产区
要求, 对个人物品进行统一上交管理。 

另外, 针对上述金属异物的来源, 可根据 HACCP 计
划, 设置金属异物探测剔除装置, 并按照 HACCP 的要求
进行管理和控制, 制定各控制点的关键限制及纠正行动计
划, 如筛网的完整性检查、在线除铁器、喉管式金属探测
器、桥式金属探测器、Xtray[31-37]。 

4.2  非金属类污染物的控制措施 

4.2.1  玻璃类污染物的控制措施 

在敞口操作区域, 有灯管、窗户等设施时, 灯具必须
安装防护设施, 或采用防爆灯、LED 灯等, 如果不易加装
防护设施的(如紫外灯管), 需建立该设施的点检记录定期
的检查此类设施的完好性。对于窗户玻璃的防护, 一般通
过设定窗户和操作点的安全距离实现。 
4.2.2  塑料类污染物的控制措施 

针对此类污染物, 可选用耐磨并且符合食品、药品生
产材质标准的软连接等配件, 根据使用经验, 用硅胶板代
替水晶板材质的软连接, 相同使用周期内, 软连接磨损程
序大大降低。除了材质选择外, 建立相关设备的点检记录, 
定期的检查和更换关配件, 是防止此类污染物混入的另外
一项保证。 
4.2.3  虫害类污染物的控制措施 

针对虫害类污染物, 最基本的措施就是切断虫害进
入生产区的途径, 所有进出生产区、洁净区入口处安装灭
蝇灯和挡鼠板或风幕机, 窗户安装纱窗, 厂区周围放置鼠
笼。建立虫害控制措施检查表, 定期检查、清理, 并进行趋
势分析, 以便管理的提升。生产区域的窗户有通风作用的
必须安装纱窗, 定期检查完好性和适用性。 
4.2.4  洁净空气、人员卫生等污染物的控制措施 

定期检测洁净区域内的尘埃粒子和微生物, 监控相
关参数(比如过滤器压差, 房间内圧差等)及时反映过滤器

性能, 确保操作区域内空气的洁净度是符合要求的。建立

空调过滤器更换标准, 根据验证的结果确定更换周期, 并

严格执行。 
建立洁净区管理制度, 明确进入洁净区的人员及服

装要求, 其服装材质优选防静电、不脱落纤维, 款式为连
体、用粘扣的工艺服装。员工则禁止化妆和留长指甲、佩

戴手饰, 男员工不留胡须, 不得裸手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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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  论 

针对外来污染物的性质, 要建立相应的异物监测体
系, 提高预警能力[38-51] 。设置关键控制点, 并确定相应的
关键限制, 以确保发生偏差时, 能及时有效地采取相应的
控制措施, 例如: 筛网的完整性检查、对永磁筒所吸附金
属碎屑的清理控制(定期的进行金属碎屑分析、评估, 及时
发现硬件或管理方面的薄弱环节, 便于提前预防)、喉管式
金属探测器的灵敏度确认及报警剔除装置的有效性确认。

持续地对关键控制点的管理和确认, 是防止异物进入产品
的可靠性保障。 

影响产品异物的因素是多方面的 , 各种种类不同 , 
控制的重点也不同。尽管如此, 分析每类异物的所有可能
来源, 并制订出应对措施是保证产品免受异物污染的基
本方法。此外, 管理人员与操作工人的重视是推进各种制
度落实的保证, 不断地对员工进行培训, 强化员工意识, 
严格执行食品生产相关规范, 是确保生产合格产品的重
要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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