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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昆山市卫生监督所对餐饮业开展了多项整治活动，

特别是2007年餐饮业消费安全整治行动，使其卫生状况得到了

进一步提高，食品安全水平有了较大提升。但通过多次专项检

查，发现一些餐饮单位蝇类防制工作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集体

食堂，虽然采取了一些防制措施，但是夏季蝇密度依然较高。现

就集体食堂蝇类防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及其对策探讨如下。

1 存在问题

1.1 认识不足、管理不到位 我所每年都对食堂经营管理人员

进行卫生知识培训，同时开展多项整治活动并对其进行督查，但

蝇类防制效果仍然欠佳。究其原因主要是食堂管理人员对其危

害认识不足，对防制工作不重视，平时疏于内部管理，缺乏完善

的防制管理措施。

1.2 环境卫生治理不到位 集体食堂周围环境卫生较差。集

体食堂每天会产生大量废弃物，而这些有机垃圾正是蝇类幼虫

（蛆）最好的孳生物。一些单位对周围环境治理不到位：垃圾未

实行袋装化，往往将垃圾直接扔掉；乱堆放垃圾；垃圾桶无盖，处

理垃圾不及时；下水道、排水沟积垢较多。

1.3 防蝇设施不到位 绝大部分集体食堂厨房都安装了纱门、

纱窗，但有些厨房通风口与外界直接相通处仍缺乏防蝇设施，成

为蝇类的出入通道。有些食堂的纱门、纱窗年久失修，有破损

处。另外，有些单位安装了塑料垂帘防蝇，但是垂帘之间空隙较

大，只能起到部分阻隔作用（60％～70％），仍有少部分蝇类会侵

入室内。还有些单位虽然有完善的防蝇设施，但并未充分有效

地利用，存在纱门、纱窗完全敞开，风幕机闲置等现象。

1.4 灭蝇措施不佳 大部分食堂主要依靠粘蝇纸、灭蝇灯作为

主要灭蝇手段。灭蝇灯一般在光线较暗处灭效较好，食堂白天

一般采光较好，因此灭蝇灯效果不佳。国外并不提倡使用灭蝇

灯，因高压电击蝇类时会产生碎屑，细菌、病毒会在室内空气中

散发，进而污染周围的食物，造成二次污染。有些单位采用杀虫

剂喷杀，短期效果较好，但长期使用对环境、食物容易造成污染。

2 防制对策

2.1 提高认识、加强管理 （1）加强蝇类知识宣传，使他们充分认

识到其对食品安全的威胁。（2）加强培训，全面掌握蝇类防制知识。

（3）扩大培训范围，改变培训方式，开展食堂操作现场培训、现场解

说指导。（4）督促建立长效防蝇制度，真正将其纳入日常管理。

2.2 环境治理 每天及时清运垃圾，做到日产日清；垃圾袋装

化，垃圾桶盖严；保持下水道通畅，定期进行清扫冲洗，防止堵

塞、溢满；对未能及时彻底清除的孳生物，应用有机磷杀虫剂杀

灭幼虫，夏秋季 5～7 d、冬春季 10～12 d处理 1次；养成良好的

卫生意识，不乱倒垃圾、不乱泼污水，保持环境的卫生。

2.3 完善防蝇设施 根据食堂加工经营场所各功能区特点，采

用多项措施，设置多道防蝇屏障。厨房、餐厅等直接制作、出售

食品的地方不大量使用杀虫剂。安装纱门、纱窗是这些场所有

效防止蝇类进入的重要措施。各单位应定期对纱门、纱窗进行

检修，充分发挥其防蝇作用。

集体食堂用餐时人流量较大，不便使用纱门，此时在餐厅进

门处安装风幕机较为妥当。在餐厅入口上方，出风口向外倾斜

30°，启动风机后，形成一道风幕，可将要侵入的蝇类驱走。另

外，配合使用驱蝇盘香、驱蝇电子器等效果更佳。

2.4 改进灭蝇措施 采用传统灭蝇方法（苍蝇纸、苍蝇拍）与现代

灭蝇技术相结合，日常灭蝇与专项灭蝇行动相结合的综合灭蝇策

略。新型灭蝇技术，如自动捕蝇器、生物捕蝇器等与传统灭蝇方法

相比，可避免交叉污染，其灭蝇效果明显优于电击灭蝇灯，且环保。

传统杀蝇剂对人类有一定的毒性，短期效果较好，长期使用会对人

的健康产生一定影响。另外，冬季是彻底消灭蚊、蝇的最佳时机，天

气变冷后，蝇类及其幼虫躲到垃圾管道、下水道越冬，此时进行彻底

喷杀，能够大规模消灭蝇类。 ［收稿日期：2008-07-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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