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新闻hina

责编 肖义强 图编 倪华初 美编 俞丰俊 责校 李立军

2012年4月6日 星期五

A10 时事 C

本报讯 （记者吴鹏）卫
生部昨日发出通知称，食用
燕窝亚硝酸盐临时管理限量
值为 30 毫克/千克，自即日
起实施。之前，中国没有明
确针对燕窝中的亚硝酸盐含
量制定安全标准。

去年 8 月，由浙江省工
商局抽检的 303 个批次“血
燕”产品，平均亚硝酸盐含量
达 4400 毫克/千克。燕窝中
一般含有微量的亚硝酸盐，专
家认为，此次检测出如此大量
的亚硝酸盐是不正常的。之
后，陆续有媒体报道出抽检
的燕窝中亚硝酸盐超标。

据媒体报道，“问题血
燕”大部分来自马来西亚，针
对燕窝中的亚硝酸盐含量问

题，马来西亚颁布了一个屋
燕安全标准：没有加工、清洗
过的燕窝，要确保亚硝酸盐
含量在70毫克/千克以下；加
工后可以直接食用的燕窝，
则要求在30毫克/千克以下。

卫生部昨日通知称，为
确保燕窝食用安全，根据《食
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卫
生部组织开展了食用燕窝亚
硝酸盐风险评估，制定了食
用燕窝亚硝酸盐的临时管理
限量值，食用燕窝亚硝酸盐
临时管理限量值为 30 毫克/
千克。对使用食用燕窝加工
燕窝制品的，企业应当使用
符合以上规定的燕窝原料，
亚硝酸盐含量，按照燕窝制
品中食用燕窝的比例折算。

食用燕窝亚硝酸盐临时管理限量确定

燕窝亚硝酸盐
限30毫克/千克

个人信息保护国标上半年出台
《信息安全技术 公共及商用服务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南》正进行最后技术审批

据新华社电 工业和
信息化部信息安全协调司
副司长欧阳武 5日接受新华
社记者专访时透露，《信息
安全技术 公共及商用服务
信息系统个人信息保护指
南》目前正在国家标准委进
行最后的技术审批，预计今
年上半年正式出台。

标准非强制将有
配套细则

欧阳武表示，这个标准

是非强制性的，是政府组织
推动个人信息保护工作的
一部分。

这个标准正式出台后，
还将有一系列的配套标准，
包括技术保障、管理规范、
认证和审计细则等。“现在
每个企业都说自己对个人
信息的保护工作做得很好，
但如果去查，肯定都有问
题，都保护得不好。这些系
列标准出台后，就可以形成
一个闭环，明确责任，推动
企业遵照执行。”

“需保护信息”学
界看法不一

欧阳武介绍说，我国从
2003 年就开始进行《个人信
息保护法》的研究、制定工
作，但这个课题在业界一直
难以达成共识，对于那些需
要保护的个人信息，学界看
法不一。“这导致我国只有
在很多专门法里笼统地提
一句不能泄露个人信息、侵
犯个人隐私，但如何保护，

却没有具体、详细的规定和
技术措施，导致这些提法形
同虚设。”

扶持第三方机构
全方位审查

据欧阳武介绍，目前在
保护个人信息方面国际立
法界有个新的趋势，即“以
预防为主”。“在互联网信息
时代，个人信息安全的侵犯
者和被害人是不对等的，首
先是有时难以找到具体的

侵权方，其次侵害后果已经
形成，事后即使追究也无法
消除影响。所以民法‘民不举
官不究’的原则恐怕就不能
适应信息时代的需求，而必
须运用刑事法的原则，立足
于事前防范，明确个人信息
管理者的一整套法定责任。”

欧阳武透露，下一步政
府部门还将培养、扶持独立
的第三方专业机构，对企业
保护个人信息的工作进行
全方位审查，保证系列标准
的落实。

本报昨日关于个人信
息安全的报道。

燕窝中为何含亚硝酸盐？
具有致癌性的亚硝酸盐

在环境、食品和水中天然存
在。亚硝酸盐也是国内外普
遍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

《食 品 添 加 剂 使 用 标 准》
（GB2760）规定，亚硝酸盐仅
允许用于肉制品，并规定了
具体残留量，但是，禁止亚硝
酸盐用于其他食品。

卫生部强调，燕窝生产
加工不得添加亚硝酸盐。添
加亚硝酸盐属违法行为，应依
法予以严惩。卫生部表示，天
然燕窝中含有亚硝酸盐，含量
与多种因素相关，包括燕子唾
液中天然存在亚硝酸盐、引燕
屋或洞穴环境中的氨浓度、鸟
粪污染燕窝等。

国标限量能否保证安全？
卫生部介绍，由于亚硝

酸盐易溶于水，采用浸泡和
清洗等方式，可以显著降低
燕窝亚硝酸盐含量，使食用
燕窝的亚硝酸盐仅为微量。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中心与马来西亚食品安全专
家，就燕窝亚硝酸盐问题开
展了合作研究。通过综合分
析清洁过的家燕窝亚硝酸盐

含量，和我国居民燕窝食用
情况，评估认为在食用燕窝
亚硝酸盐含量小于等于 30
毫克/千克情况下，按照较高
消费量 8 克/天（相当于每日
食用1-2盏燕窝）计算，人体
亚硝酸盐暴露量，小于亚硝
酸盐每日膳食允许摄入量
（0-0.07 毫克/千克体重）的
5%，对健康风险极低。

■ 释疑

据新华社电 今后，
我国的餐馆、饮品店、食堂
等餐饮服务单位将在显著
位置公示食品安全等级。
对不按要求张贴、悬挂、摆
放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等级
公示牌的单位，各地食品
药品监管部门将在新闻媒
体或监管部门网站上予以
公布。

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日前发布的通
知，我国将对餐饮服务单
位的食品安全情况进行量
化评级，范围包括餐馆、快
餐店、小吃店、饮品店、食
堂、集体用餐配送单位和
中央厨房等。大型以上餐

馆、学校食堂、供餐人数
500 人以上的机关及企事
业单位食堂、餐饮连锁企
业、集体用餐配送单位、
中央厨房、旅游景区餐饮
服务单位是这项工作的
重点。

量化等级分为动态等
级和年度等级。动态等级
为监管部门对餐饮服务单
位食品安全管理状况每次
监督检查结果的评价。动
态等级分为优秀、良好、一
般三个等级，分别用大笑、
微笑和平脸三种卡通形象
表示。年度等级为监管部
门对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管
理状况过去 12个月期间监

督检查结果的综合评价，
年度等级分为优秀、良好、
一般三个等级，分别用 A、
B、C三个字母表示。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局要求各地食品药品监
管部门统一制作公示牌，
并张贴、悬挂、摆放在餐饮
服务单位门口、大厅等显
著位置，向社会公示餐饮
服务单位的食品安全等
级。对不按要求张贴、悬
挂、摆放或擅自篡改、毁
坏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等
级公示牌的单位，各地食
品药品监管部门应在新
闻媒体或监管部门网站上
予以公布。

餐馆不公示食品安全等级将曝光
各地统一制作公示牌，并张贴、悬挂、摆放在餐饮服务单位门口、大厅等显著位置

4日，江苏省南通市如东县，出现相当数量的逝者“豪华小别墅”。当地一些人去世后，其亲人
为其盖起微缩小别墅安放其骨灰。如东县不少农村田间地头的逝者豪华小别墅群，成为当地另
类的一道风景。 郭新 摄

微缩别墅
安放骨灰

武汉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副局长罗彬展示“样
板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