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JBIA
江 苏 省 饮 料 行 业 团 体 标 准

T/JBlA 001 —2017

学校桶装饮用水生产管理卫生规范

2016-06-18 男之布 2017-09-28 ≡疋方包



T/JB|A 001 -2017

为保证学校在学生能够使用卫生安全的饮用水,进一步规范包装饮用水生产、贮运、维护、监督制

定严于现有国家、行业标准的 《包装饮用水生产卫生管理规范》作为包装饮用水生产企业生产卫生管理

和监督检查的依据。

本规范依据 GB1488⒈ zO1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和 GB1930午zO03《定型

包装饮用水企业生产卫生规范》制定。

本规范由江苏省饮料工业协会提出并起草。

本规范起草起草人:虞向荣 陆伟民 张荣良 杨髯娣 马闯
′
陈水耸

本规范首次发布时间:⒛ 16年6月 18日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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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校桶装饮用水生产管理卫生规范

1 范围

本管理卫生规范规定了包装饮用水企业在生产过程中的源水水质、卫生防护、加工、包装、贮存和运

输、饮水机等环节的场所、设施、设备、人员的基本要求和管理准则。

万2 源水采集卫生要求                                          }

21 采集来自公共供水系统的水作为生产用源水,应采取措施避免对公共供水系统造成逆向污染,水处     e
咽

理系统不得用水泵直接与公共供水系统管网相连接。                             `
)、

2,2 采集来自非公共供水系统的水 (地表水、地下水)作为生产用源水,应符合以下要求 :

22.1 采集点

应采用有效的卫生防护措施,防止源水以外的水进入采集设备。应设立采样点,采样点的设计和操作

应避免对源水造成污染。

2.22 采集区域

采集区域周围应设立防护隔离区,限制未授权人员进入。出水口或取水口应建立适当防护设施,地下

水的出水口 (如井口、泉眼)应通过建筑进行防护。

22,3 采集设备

设备的安装和维护应采用有效的卫生防护措施,避免对源水造成污染。在采集水点附近建造新的采集

点 (如水井 )、 水泵修理移位或采取了其他采集维护行为后应及时消毒。采集设备的采水能力应与允许的

开采量相匹配。             Ⅱ

224 生产用源水的水质监测应按照附录 A的要求进行。

22.5 生产用源水的卫生防护应按照附录 B的要求进行。

3 食品加工用水水质的食品安全要求        :

饮用纯净水、其他饮用水的食品加工用水9K质应符合tB57⒆ 的要求,饮用天然矿泉水的食品加工用



T/JB丨 A 001 -2017

水应符合 GB8537的 规定,同时还应符合相关的产品质量怀准。

4 厂房和车间

4,1 设计和布局

411 厂房和车间的内部设计和布局应满足包装饮用水卫生操作要求,避免包装饮用水生产中发生交叉

污染。             ·

41.2 厂房和车间的设计应根据生产工艺合理布局,预防和降低产品受污染的风险。

413 厂房和车间应设立空压机房、水处理区域、灌装防护区域、检测实验室、包装区域、原辅材料及

包装材料仓库、成品仓库。                                        '

414 采用可周转的容器生产包装饮用水,还应单独设立周转容器检查、预洗以及清洗消毒间。         戎

415 生产过程中使用食品添加剂 (氮气、氢气除外),应设置配 (投 )料区域。               簧

4.1,6 按照生产特点,厂房和车间分为一般作业区、准清洁作业区和清洁作业区。一般作业区包括水处    圉

理区域、检测实验室、仓库等;准清洁作业区包括配 (投 )料区域、包装清典消毒间等:清洁作业区包括
    喇

灌装防护区域等。                                            ′

417 一般作业区与清洁作业区、一般作业区与准清洁作业区之间应采取有效的隔离,防止交叉污染。

418 厂房内设置的检验室应与生产区域分隔。

41~9 厂房的面积和空间应与生产能力相适应,便于设备安置、清洁消毒、物料存储及人员操作。        J
42 建筑内部结构与材料                                        :

4,21 内部结构                                            :

建筑内部结构应易于维护、清洁或消毒。应采用适当的耐用材料建造。                   {

422 顶棚

422.1 顶棚应使用无毒、无味、与生产需求相适应、易于观察清洁状况的材料建造;若直接在屋顶内

层喷涂涂料作为顶棚,应使用无毒、无味、防霉、不易脱落、易于清洁的涂料。

4.222 顶棚应易于清洁、消毒,防止虫害和霉菌孳生。

423 墙壁

4231 墙面、隔断应使用无毒、无味的防渗透材料建造,在操作高度范围内的墙面应光滑、不易积累

污垢且易于清洁;若使用涂料,应无毒、无味、防霉、不易脱落、易于清洁。

42,32 墙壁、隔断和地面交界处应结构合理、易于清洁,能有效避免污垢积存。例如设置漫弯形交界

面等。                 Ⅱ

424 门窗

4241 门窗应闭合严密。门的表面应平滑、防吸附、不渗透,并 易于清洁、消毒。应使用不透水、坚

固、不变形的材料制成。

4.24,2 清洁作业区和准清洁作业区与其他区域之间的门应能及时关闭。

4,24,3 窗户玻璃应使用不易碎材料。若使用普通玻璃,应采取必要的措施防止玻璃破碎后对原料、包

装材料及包装饮用水造成污染。            ∵

4244 窗户如设置窗台,其结构应能避免灰尘积存且易,于清洁。可开启的窗户应装有易于清洁的防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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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窗纱。

42,5 地面

425,1 地面应使用无毒、无味、不渗透、耐腐蚀的材料建造。地面的结构应有利于排污和清洗的需要。

42,5,2 地面应平坦防滑、无裂缝、并易于清洁、消毒,并有适当的措施防止积水。

5 设施与设备

51 设施

51,1 供水设施

511.1 应能保证水质、水压、水量及其他要求符合生产需要。

5,11,2 不同用途和水质的水 (如 生产用源水、清洗消毒用水、食品加工用水、辅助生产用水,如太阳

能 (锅炉房 )、 机修、制冷、空压机及真空泵站、污水处理站、检验室和贮运等非食品加工用水 )。 应以完

全分离的管路输送,避免交叉污染,各管路系统应明确标识以便区分,鼓励企业设置清洗水回收设施。

511.3 自备水源及供水设施应符合有关规定。供水设施中使用的涉及饮用水卫生安全产品还应符合国

家相关规定。

5,12 排水设施

5.12,1 排水系统的设计和建造应保证排水畅通、便于清洁维护;应适应包装饮用水生产的需要,保证

包装饮用水及生产、清洁用水不受污染。

51,22 排水系统入口应安装带水封的地漏等装置,以防止固体废弃物进入及浊气逸出。

5.123 排水系统出口应有适当措施以降低虫害风险。

5,124 室内排水的流向应由清洁程度要求高的区域流向清洁程度要求低的区域 ,‘ 且应有防止逆流的设

计。

513 清洁消毒设施

应配备足够的工器具和设备的专用清洁设施,必要时应配备适宜的消毒设施。应采取措施避免清洁、

消毒工器具带来的交叉污染。

5,1,4 废弃物存放设施

应配备设计合理、防止渗漏、易于清洁的存放废弃物的专用设施;车间内存放废弃物的设施和容器应

标识清晰。必要时应在适当地点设置废弃物 l阝
耵存放设施,并依废弃物特性分类存放。

51,2 个人卫生设施

51.21 生产场所或生产车间入口处应设置更衣室,灌装防护区域入口应设置二次更衣室。

512,2 灌装防护区域入口处应设置风淋设施、换鞋 (穿戴鞋套)设施或工作鞋靴消毒设施。

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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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3 配 (投 )料区域应设置换鞋 (穿戴鞋套)设施或工作鞋靴消毒设施。

51,24 如采用吹瓶、灌装、封盖一体设备,且设备自带洁净室及洁净环境自动恢复功能,灌装防护区

域入口处可不设置二次更衣室、鞋靴消毒池、风淋设施。

5,1.2.5 风淋设施应定期进行清洁和维护。

5,123 应根据需要设置卫生间,卫生间的结构、设施与内部材质应易于保持清洁;卫生间内的适当位

置应设置洗手设施。卫生间不得与包装饮用水生产、包装或贮存等区域直接连通。

51,24 应在清洁作业区入口设置洗手、干手和消毒设施:如有需要,应在作业区内适当位置加设洗手

和 (或 )消毒设施;与消毒设施配套的水龙头其开关应为非手动式。

51.25 洗手设施的水龙头数量应与同班次包装饮用水加工人员数量相匹配,必要时应设置冷热水混合

器。洗手池应采用光滑、不透水、易清洁的材质制成,其设计及构造应易于清洁消毒。应在临近洗手设施

的显著位置标示简明易懂的洗手方法。

5.13 通风以及空气净化设施

5131 食品加工用水储水罐应安装空气呼吸器。

5132 灌装防护区域应对空气进行过滤净化处理,加装空气过滤装置并定期清洁。

5133 静态时,灌装防护区域空气洁净度 (悬浮粒子、沉降菌)应达到 10000级且灌装局部应达到 100

级;或灌装防护区域整体洁净度达到 100O级 。

513.4 生产过程中直接与产品或包装接触的压缩空气应经过除油、除水、除尘过滤处理。5,16,2 空

气过滤装置应合理设置进气口位置,进气口与排气口和户外垃圾存放装置等污染源保持适宜的距离和角

度。进、排气口应装有防止虫害侵入的网罩等设施。通风排气设施应易于清洁、维修或更换。

51,7 照明设施

厂房内应有充足的自然采光或人工照明,光泽和亮度应能满足生产和操作需要;光源应使包装饮用水

呈现真实的颜色。            1

5,18 贮存设施

518,1 应具备与所生产产品的数量、储存要求、周转容器周转期相适应的仓储设施。

5.1,82 至少具备存放 2天成品量的贮存空间,可为自有仓库或外租仓库,并应加强货龄管理。

5.1.8,3 仓库应以无毒、坚固的材料建成:仓库地面应眼整,便于通风换气。仓库的设计应能易于维护

和清洁,防止虫害藏匿,并应有防止虫害侵入的装置。 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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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4 原料、成品、包装材料等应依据性质的不同分设贮存场所、或分区域码放,并有明确标识,防

止交叉污染。

51,8.5 贮存物品应与墙壁、地面保持适当距离,以利于空气流通及物品搬运。

5186 清洁剂、消毒剂、杀虫剂、润滑剂、燃料等物质应分别安全包装,明确标识,并应与原料、成

品、包装材料等分隔放置。

52 设备

52.1 生产设备

卩

应配备与生产能力相适应的设备,包括以下必备设各。
                          廴

5211 水贮存设备、水处理设各、在线清洗消毒系统 (CIP)、 清洁或清洗消毒设备 (包括空瓶清洗消
     甚

毒、瓶盖清洗消毒设备等 )、 自动灌装封盖设备、包装设备、自动喷码设备等。

矿

52,1,2 水处理设备应包括精滤设备、杀菌/除菌设备 (如臭氧发生器及混合设备、紫外线杀菌设备、除     彳

菌过滤设备等 )。 生产饮用纯净水的水处理设备还应包括反渗透设备或蒸馏设备及其他去离子设备。

5.213 如使用周转容器生产包装饮用水 (如桶装饮用水),还应配备空桶外洗设备、空桶拔盖设备、

空桶自动内洗消毒设各、灯检设备、自动灌装封盖设备 (包括桶口热塑膜包裹密封设备 )、 桶盖消毒设备、     r
喷码设备等。

5214 如采用吹瓶、灌装、封盖一体设备,且设备自带空瓶除尘和瓶盖消毒功能:可不单独设立空瓶     刂

和瓶盖清洗消毒设备。

5,2,1,5 饮用纯净水在反渗透或蒸馏工艺后可不配备在线清洗消毒系统 (CIP)。

52,16 设备、工器具等与包装饮用水接触的表面应使用光滑、无吸收性、易于清洁保养和消毒的材料

制成,在正常生产条件下不会与包装饮用水、清洁剂和消毒剂发生反应,并应保持完好无损。

5,2,2 其他设备要求

5,2,2.1 水处理设备、灌装线、输水用管材、管件和储水器以及用于水处理、灌装和其他设施消毒的设

备应使用符合国家相关规定的产品,实行许可管理的产品应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采集设备、输水管道及

水贮存设备应定期进行清洗、消毒。水贮存设备应密闭,易于放水和清洗,避免形成死水层。

5.2,2,2 灌装、封盖设备应为全自动,禁止手工灌装、手工封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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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3 如需添加食品添加剂,应采用自动化控制设备进行添加,禁止人工添加。

5224 生产工艺过程中的精滤设各至少应达到 5um的规格;如使用除菌过滤设备,应至少达到 0.45

um(绝对)的规格。

52,2,5 周转使用的空桶内部清洗消毒设备至少包括预清洗、洗涤剂清洗、消毒剂清洗、冲洗、成品水

冲洗等不少于 10个清洗消毒工位 (含沥干工艺),应保证足够的清洗消毒时间,防止洗涤剂、消毒剂的

残留,并实施有效的监控。

5226 采集设备、输水管道及水贮存设备应定期进行清洗、消毒。                     羽

5227 用于监测、控制、记录的设备,如压力表、温度计、记录仪等,应定期校准、维护。          艹

叨
6 卫生管理                                             亻

61 卫生管理制度                                           1
611 应制定包装饮用水加工人员和包装饮用水生产卫生管理制度以及相应的考核标准,明确岗位职责,     "

实行岗位责任制。 、

612 应根据包装饮用水的特点以及生产、贮存过程的卫生要求,建立对保证包装饮用水安全具有显著     
′

意义的关键控制环节的监控制度,良好实施并定期检查,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61,3 应制定针对生产环境、包装饮用水加工人员、设备及设施等的卫生监控制度,确立内部监控的范

围、对象和频率。记录并存档监控结果,定期对执行情况和效果进行检查,发现问题及时整改。         i
614 应建立清洁消毒制度和清洁消毒用具管理制度。清洁消毒前后的设备和工器具应分开放置妥善保     ,∶

管,避免交叉污染。

62 厂房及设施卫生管理

621 厂房内各项设施应保持清洁,出现问题及时维修或更新;厂房地面、屋顶、顶棚及墙壁有破损时 ,

应及时修补。

622 应保持灌装间通风干燥,其相对湿度小于 sO%

623 如使用臭氧杀菌工艺,工作场所空气中臭氧浓度应不超过 0.3mg/m3。 使用紫外线灯杀菌应按照 《消

毒技术规范》规定的要求执行。

622 生产厂房内地面、墙壁及其周边应定崩清洁消毒。使用的紫外线杀菌灯除定期清洁外还应检查其

辐射强度,发现辐射强度低于 75%时应及时更换。

6.23 生产、包装、贮存等设备及工器具、生产用管道等应定期清洁消毒。

63 包装饮用水加工人员健康管理与卫生要求

631 包装饮用水加工人员健康管理

6311 应建立并执行包装饮用水加工人员健康管理制度。
'

6312 包装饮用水加工人员每年应进行健康检查,取得楗康证明;上岗前应接受卫生培训。

631,3 包装饮用水加工人员如患有痢疾、伤寒、甲型病毒性肝炎、戊型病毒性肝炎等消化道传染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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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患有活动性肺结核、化脓性或者渗出性皮肤病等有碍包装饮用水安全的疾病,或有明显皮肤损伤未愈

合的,应当调整到其他不影响包装饮用水安全的工作岗位。

632 包装饮用水加工人员卫生要求

6,321 进入包装饮用水生产场所前应整理个人卫生,防止污染包装饮用水。

6322 进入作业区域应规范穿着洁净的工作服,并按要求洗手、消毒;头发应藏于工作帽内或使用发

网约束。             .
632,3 进入作业区域不应配戴饰物、手表,不应化妆、染指甲、喷洒香水;不得携带或存放与包装饮

用水生产无关的个人用品。

6324 使用卫生间、接触可能污染包装饮用水的物品、或从事与包装饮用水生产无关的其他活动后 ,

再次从事接触包装饮用水、包装饮用水工器具、包装饮用水设备等与包装饮用水生产相关的活动前应洗手     焖

扌
消毒。                                                  ~J

633 来访者                                             '亻 ,i

非包装饮用水加工人员不得进入包装饮用水生产场所,特殊情况下进入时应遵守和包装饮用水加工人     ∷

员同样的卫生要求。

6,4 虫害控制

641 应保持建筑物完好、环境整洁,防止虫害侵入及孳生。

642 应制定和执行虫害控制措施,并定期检查。生产车间及仓库应采取有效措施 (如纱帘、纱网、防     ,l

鼠板、防蝇灯、风幕等),防止鼠类昆虫等侵入。若发现有虫鼠害痕迹时,应追查来源,消除隐患。

6,43 应准确绘制虫害控制平面图,标明捕鼠器、粘鼠板、灭蝇灯、室外诱饵投放点、生化信启、素捕杀

装置等放置的位置。

644 厂区应定期进行除虫灭害工作。                                  )
645 采用物理、化学或生物制剂进行处理时,不应影响包装饮用水安全和包装饮用水应有的品质、不     :

应污染包装饮用水接触表面、设备、工器具及包装材料。除虫灭害工作应有相应的记录。

646 使用各类杀虫剂或其他药剂前,应做好预防措施避免对人身、包装饮用水、设各工具造成污染 ;

不慎污染时,应及时将被污染的设备、工具彻底清洁,消除污染。

65 废弃物处理

651 应制定废弃物存放和清除制度,有特殊要求的废弃物其处理方式应符合有关规定。废弃物应定期

清除;易腐败的废弃物应尽快清除;必要时应及时清除废弃物。

652 车间外废弃物放置场所应与包装饮用水加工场所隔离防止污染:应防止不良气味或有害有毒气体

溢出;应防止虫害孳生。

66 工作服管理

661 进入作业区域应穿着工作服。

662 应根据包装饮用水的特点及生产工艺的要求配备专用工作服,如衣、裤、鞋靴、帽和发网等,必

要时还可配备口罩、围裙、套袖、手套等。

66,3 应制定工作服的清洗保洁制度,必要时应及时更换;'生产中应注意保持工作服干净完好。

664 工作服的设计、选材和制作应适应不同作业区的要求,降低交叉污染包装饮用水的风险:应合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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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工作服口袋的位置、使用的连接扣件等,降低内容物或扣件掉落污染包装饮用水的风险。

7 食品添加剂和包装饮用水相关产品

71 一般要求

应建立包装饮用水原料、包装饮用水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和包装饮用水相关产品的采购、验收、运输和

贮存管理制度,确保所使用的包装饮用水原料、包装饮用水添加剂和包装饮用水相关产品符合国家有关要

求。不得将任何危害人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物质添加到包装饮用水中。

72 食品添加剂

721 采购食品添加剂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食品添加剂必须经过验收合格后     、

方可使用。                                                哆

722 运输食品添加剂的工具和容器应保持清洁、维护良好,并能提供必要的保护,避免污染食品添加     
Ⅱ自

亨下刂。                                                                   {I:

723 食品添加剂的贮藏应有专人管理,定期检查质量和卫生情况,及时清理变质或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添加剂。仓库出货顺序应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必要时应根据食品添加剂的特性确定出货顺序。

73 包装饮用水相关产品                   '、                    Ⅱ

731 采购包装饮用水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等包装饮用水相关产品应当查验产品的合格证    :“

明文件,实行许可管理的包装饮用水相关产品还应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包装饮用水包装材料等包装饮用

水相关产品必须经过验收合格后方可使用。

732 运输包装饮用水相关产品的工具和容器应保持清洁、维护良好,并能提供必要的保护,避免污染     l

包装饮用水原料和交叉污染。

733 包装饮用水相关产品的贮藏应有专人管理,定期检查质量和卫生情况,及时清理变质或超过保质

期的包装饮用水相关产品。仓库出货顺序应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                       1

74 其他

盛装包装饮用水原料、食品添加剂、直接接触包装饮用水的包装材料的包装或容器,其材质应稳定、

无毒无害,不易受污染,符合卫生要求。

食品添加剂和包装饮用水包装材料等进入生产区域时应有一定的缓冲区域或外包装清洁措施,以降低

污染风险。

8 生产过程的食品安全控制

81 应通过危害分析方法明确生产过程中的包装饮用水安全关键环节,并设立包装饮用水安全关键环节

的控制措施。在关键环节所在区域,应配备相关的文件以落实控制措施,如配料 (投料)表、岗位操作规

程等。

鼓励采用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 (HACCP)对生产过程进行包装饮用水安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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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水处理工艺控制

水处理工艺的设置应符合源水类型、水质特性及对产品水质的要求。饮用天然矿泉水的水处理工艺还

应符合相关的产品质量标准。

8.3 化学物质处理

831 为减少或去除某些化学物质,可对源水进行相应的处理,包括化学处理和物理 (机械)过滤,如

采用表面过滤器 (膜过滤器)或深层过滤器 (砂滤或压缩纤维过滤器 )、 活性炭过滤、去离子化 (软化、

反渗透、超滤等)和曝气等工艺来完成。

8,3.2 如采用除铁、锰曝气工艺,应采取有效措施防止对食品加工用水的污染。

83,3 饮用天然矿泉水还应按照相关的产品质量标准执行。

84 微生物污染的控制
J

8.41 为去除或防止微生物的滋生,可对源水进行相应的处理,包括化学处理 (如氯消毒、臭氧消毒、      亻

碳酸化等)和物理处理 (如加热、紫外线杀菌、过滤除菌等),以上处理可单独使用或联合使用。        墒

84,2 如采用臭氧消毒工艺,应严格控制臭氧浓度,在保证杀菌效果前提下,避免或减少溴酸盐的产生。     爿

843 如采用紫外线消毒工艺,应注意选择紫外线灯管类型,定期监控紫外线强度”紫外线强度降低到
     \

要求以下,应及时更换,保持紫外线灯管表面的清洁。

8,5 清洁和消毒

851 应根据产品和工艺的特点,针对生产设备和环境制定有效的清洁消毒制度,降低微生物污染的风

险。

8,5,2 清洁消毒制度应包括以下内容:清洁消毒的区域、设备或器具名称;清洁消毒工作的职责;使用

的洗涤、消毒剂;清洁消毒方法和频率;清洁消毒效果的验证及不符合的处理;清洁消毒工作及监控记录。

8.5,3 应确保实施清洁消毒制度,如实记录;及时验证消毒效果,发现问题及时纠正。

8,5,4 包装饮用水加工过程的微生物监控  1
854,1 应对灌装防护区域、清洗消毒后的包装容器等关键生产环节进行微生物监控。具体的监控要求

应按照附录 C的规定执行。

8542 包装饮用水加工过程的微生物监控程序应包括:微生物监控指标、取样点、监控频率、取样和

检测方法、评判原则和整改措施等,具体可参照附录 A的要求,结合生产工艺及产品特点制定。

8543 微生物监控应包括致病菌监控和指示菌监控,包装饮用水加工过程的微生物监控结果应能反映

包装饮用水加工过程中对微生物污染的控制水平。

86 化学污染的控制                 ¨

η
’
,
 
舀

‘



T/JB|A 001 -2017

86,1 应建立防止化学污染的管理制度,分析可能的污染源和污染途径,制定适当的控制计划和控制程

序。

8.62 应当建立包装饮用水添加剂和包装饮用水工业用加工助剂的使用制度,按照 GB27ω 的要求使用

包装饮用水添加剂。

863 不得在包装饮用水加工中添加包装饮用水添加剂以外的食品添加剂和非食用化学物质以及其他可

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                               '
864 生产设备上可能直接或间接接触包装饮用水的活动部件若需润滑,应当使用食用油脂或能保证包

装饮用水安全要求的其他油脂。

865 建立清洁剂、消毒剂等化学品的使用制度。除清洁消毒必需和工艺需要,不应在生产场所使用和

存放可能污染包装饮用水的化学制剂。
白

866 包装饮用水添加剂、清洁剂、消毒剂等均应采用适宜的容器要善保存,且应明显标示、分类贮存 ;

彳
丿

领用时应准确计量、作好使用记录。                                    ”

867 应当关注包装饮用水在加工过程中可能产生有害物质的情况,鼓励采取有效措施减低其风险。       氵

8,7 物理污染的控制

87,1 应建立防止异物污染的管理制度,分析可能的污染源和污染途径,并制定相应的控制计划和控制
彡

程序。

87,2 应通过采取设各维护、卫生管理、现场管理、外来人员管理及加工过程监督等措施,最大程度地     4
\

降低包装饮用水受到玻璃、金属、塑胶等异物污染的风险。

8,73 当进行现场维修、维护及施工等工作时,应采取适当措施避免异物、异味、碎屑等污染包装饮用

水。
|88 包装

88,1 包装饮用水包装应能在正常的贮存、运输、销售条件下最大限度地保护包装饮用水的安全性和包     玄

装饮用水品质。                                              刂

8,8,2 使用包装材料时应核对标识,避免误用;应如实记录包装材料的使用情况。

9 产品检验

9,1 生产线检验

911 灌装封盖后应对产品的外观、灌装量、讠容器状况、封盖严密性和肉眼可见物等进行检验。

9.1.2 生产企业应根据生产能力配备空瓶、空桶、成品检验人员。检验人员上岗前须经训练,视力应能

满足工作需要,不得有色盲。根据生产线速度设定检验人员的工作时间,每工作一段时间 (不超过 l个小

时)应休息或调整工作岗位。

9,13 鼓励企业采用在线检验设备,如空瓶或成品瓶的检验设备等。

914 应通过自行检验或委托具备相应资质的包装饮用水检验机构对原水和产品进行检验,建立包装饮

用水出厂检验记录制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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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5 自行检验应具备与所检项 目适应的检验室和检验能力;由具有相应资质的检验人员按规定的检验

方法检验;检验仪器设备应按期检定。

9,16 检验室应有完善的管理制度,要善保存各项检验的原始记录和检验报告。应建立产品留样制度 ,

及时保留样品。

10 实验室检验要求

101 至少应具备无菌室或超净工作台、灭菌锅、微生物恒温培养箱、生物显微镜、浊度仪、计量器具、

酸度计 (仅适用于饮用纯净水 )、 电导率仪 (仅适用于饮用纯净水 )、 分析天平 (最小称量值 0.lmg)、 抽滤

装置。

`10.2 应具备相应指标检验能力,包括菌落总数、大肠菌群、浑浊度、色度、臭氧浓度 (仅适用于采用臭     豫

氧工艺 )、 电导率 (仅适用于饮用纯净水 )、 pH值 (仅适用于饮用纯净水 )、 铜绿假单胞菌。           灬
'110,3 同一品种不同包装的产品,不受包装规格和包装形式影响的检验项目可以一并检验。

11 贮存和运输

111 根据包装饮用水的特点和卫生需要选择适宜的贮存和运输条件。不得将包装饮用水与有毒、有害、     "
或有异味的物品一同贮存运输。                                      /
112 应建立和执行适当的仓储制度,发现异常应及时处理。

113 贮存、运输和装卸包装饮用水的容器、工器具和设备应当安全、无害,保持清洁,降低包装饮用水     冫

污染的风险。

11,4 贮存和运输过程中应避免日光直射、雨淋、显著的温湿度变化和剧烈撞击等,防止包装饮用水受到

'不良影响。

12 产品召回管理

12.1 应根据国家有关规定建立产品召回制度。

12.2 当发现生产的包装饮用水不符合包装饮用水安全标准或存在其他不适于食用的情况时,应当立即停

止生产,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包装饮用水,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并记录召回和通知情况。

123 对被召回的包装饮用水,应当进行无害化处理或者予以销毁,防止其再次流入市场。对因标签、标

识或者说明书不符合包装饮用水安全标准而被召回的包装饮用水,应采取能保证包装饮用水安全、且便于

重新销售时向消费者明示的补救措施。

12.4 应合理划分记录生产批次,采用产品批号等方式进行标识,便于产品追溯。

13 培训

131 应建立包装饮用水生产相关岗位的培训制度,对包装饮用水加工人员以及相关岗位的从业人员进行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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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应的包装饮用水安全知识培训。

132 应通过培训促进各岗位从业人员遵守包装饮用水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执行各项包装饮用水安

全管理制度的意识和责任,提高相应的知识水平。

133 应根据包装饮用水生产不同岗位的实际需求,制定和实施包装饮用水安全年度培训计划并进行考

核,做好培训记录。

13,4 当包装饮用水安全相关的法律湾规标准更新时,应及时开展培训。

135 应定期审核和修订培训计划,评估培训效果,并进行常规检查,以确保培训计划的有效实施。

14 管理制度和人员

141 应配备包装饮用水安全专业技术人员、管理人员,并建立保障包装饮用水安全的管理制度。

142 包装饮用水安全管理制度应与生产规模、工艺技术水平和包装饮用水的种类特性相适应,应根据生

产实际和实施经验不断完善包装饮用水安全管理制度。

133 管理人员应了解包装饮用水安全的基本原则和操作规范,能够判断潜在的危险,采取适当的预防和

纠正措施,确保有效管理。

15 记录和文件管理

151 记录管理

1511 应建立记录制度,对包装饮用水生产中采购、加工、贮存、检验、销售等环节详细记录。记录内

容应完整、真实,确保对产品从原料采购到产品销售的所有环节都可进行有效追溯。

1512 应如实记录包装饮用水添加剂和包装饮用水包装材料等包装饮用水相关产品的名称、规格、数量、

供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进货日期等内容。

15,13 应如实记录包装饮用水的加工过程 (包括工艺参数、环境监测等 )、 产品贮存情况及产品的检验

批号、检验日期、检验人员、检验方法、检验结果等内容。

1514 应如实记录出厂产品的名称、规格、数量、生产日期、生产批号、购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检验

合格单、销售日期等内容。

1515 应如实记录发生召回的包装饮用水名称、批次、规格、数量、发生召回的原因及后续整改方案等

内容。

15,2 包装饮用水添加剂和包装饮用水包装材料等包装饮用水相关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包装饮用水出厂检

验记录应由记录和审核人员复核签名,记录内容应完整。保存期限不得少于 2年。

153 应建立客户投诉处理机制。对客户提出的书面或口头意见、投诉,企业相关管理部门应作记录并查

找原因,妥善处理。

154 应建立文件的管理制度,对文件进行有效管理,确保各相关场所使用的文件均为有效版本。

155 鼓励采用先进技术手段 (如 电子计算机信启、系统),进行记录和文件管理。

16 学校使用桶装饮用水管理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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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1 桶装水生产企业提供具有杀菌功能的持有有效的 3C认证证书的饮水机,饮水机质量应符合 GB/T

2⒛90的要求。

16.2 提供供货批次桶装水出厂检验报告和检验合格证。

16.3 饮水机清洗消毒

16,3.1 饮水机必须做好定期清洗消毒,建立操作规程和清洗消毒书面记录。

16.3.2 清洗周期为每学期开学必须清洗消毒一次。

16.4 水质检验

16,5 采样点:为每个学校随机选定不少于 2个采样点,水样采集应为饮水机水嘴放出水。

16.6 检验标准按 GB19⒛8或 GB8537的规定检测,菌落总数 (1个样品,检测数为参考值,按 GB4789.2

检验 )、 大肠菌群、铜绿假单胞菌。

16,7 检验频次:每两月检测一次。 丶
l
 

冫
F

丶
"
;
j
ζ

丶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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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源水的卫生防护

A,1地下水水源地保护

地下水水源地应设立卫生防护区,防护区划分为 I、 Ⅱ、Ⅲ级,并在防护区界设置固定标志和卫生

防护区图。            、
·

A1.1 I级保护区 (采集区)

范围包括地下水取水点、引水及取水建筑物所在区域。 I级保护区边界距取水点最少为 15m。 取

水点有封闭式建筑物,并有专人管理:该范围内限制未授权人员进入:禁止设置与引水无关的建筑;消除

一切可能导致地下水污染的因素及妨碍地下水采集正常运行的活动。

A1,2Ⅱ 级保护区 (内保护区)                                   窝
l

范围包括水源地周围区域,即地下水向取水点流动的径流地区。在泉 (井 )外围半径 30m范围内,     
甘

不得设置居住区、厕所、水坑,不得堆放垃圾、废渣或铺设污水管道。该范围内,禁止设置可导致地下水

水质、水量、水温改变的引水工程;禁止进行可能引起含水层污染的人类生活及经济工程活动。

A1.3Ⅲ级保护区 (外保护区)
、

范围包括地下水资源补给和形成的整个地区,其防护半径应不小于 100m,在此区域内只允许进

行对水源地卫生情况没有危害的经济工程活动。

A,2地表水水源地保护

水源地应设立卫生防护区,防护区划分为 I、 Ⅱ级,并在防护区界设置固定标志和卫生防护区图。     ζ

A2,1 I级保护区

I级保护区为严格保护区。取水点外围半径 30m范围内,限制未授权人员进入:禁止设置与引水

无关的设施或建筑:消除一切可能导致地表水水体污染的因素及妨碍地表水采集正常运行的活动。

A22 II级保护区

H级保护区为限制区。取水点外围半径 50m范围内,禁止设置可导致地表水水质、水量、水温

改变的引水工程:禁止进行可能引起水体污染的人类生活及经济工程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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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源水水质监测项目及监测频率

监测项目 监测频率

浑浊度、色度、肉眼可见物、臭和味、余氯
1

每日一次

耗氧量
2、

菌落总数、大肠菌群 每周一次

铜绿假单胞菌 三月一次

GB5749中 表 1要求的项目
3

每半年一次

GB8537要 求的全部项目
4

每半年一次

GB5749中 表 3要求的项目
3

每年
—

次
1仅

适用于以来自公共供水系统的水为生产用源水的包装饮用水。
2仅

适用于以来自非公共供水系统的水 (地表水、地下水)为生产用源水的包装饮用水。
3饮

用天然矿泉水除外。
4仅

适用于饮用天然矿泉水。

注:以来自公共供水系统的水为生产用源水的包装饮用水,可 以公共供水方的水质监测报告作为监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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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包装饮用水生产过程中微生物的监控
监控项目 取样点

灌装防护区域人员手部

灌装防护区域

灌装没备灌装头

监控微生物

环境的微生物

监控

监控频率 监控指标

不得检出

≤3个/(⑦9omm。 o5h)

灭肠 困群 l次汐周

沉降菌(静态) l次泛周

大肠菌群、菌落总数 I次/2周

大肠丙群不得检出 ;

菌落总数≤Ioo cFu/个 灌装头
(每 lO个灌装头抽 l个取杆、

过程产品的微

生物监控

淆冼、消毒后包装物 (瓶、桶、盖 )

(吹灌旋一体灌装可豁免 )

食品加△用水

大肠菌群、菌落总数 l次趁周
大肠菌群不得检出;  _
菌落总数≤IOO CFu/个

大肠菌群不得检出/1oomL;

菌落总数≤1oo cFu/mL;

铜绿假申胞菌不得检出

大肠菌群、菌落总数

铜绿假申胞菌
l次泛周

J冫
:刂1∶ 1. 氵饣

r,矽 1,rF么 ,叩遇厄目然沉降原理收集在帘气中的牛J///l烯 i=耳 I±

的菌落进行计数。
纡 石 卞 叮 丨叫 ,

注 2:微生物监控指标不符合情况的处理要求:各监控点的监控结果应当符合监控指标的限值并保持稳定增加取样频次等措施加强监控;当出现严重不符合时,应当立即纠正,同时查找问题原因,以确定是否需纠正措施。

注 3:样品的采样及处理按 GB47891执行,检验方法:大肠菌群 GB4789⒊201o;菌落总数 GB4789⒉彡

茌适宜的条件下让其繁殖到可见

,当出现轻微不符合时,可通过

要对微生物控制程序采取相应的

!010,沉 降菌 GB丌16294~2o勹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