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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XXX 肉食品有限公司审核案例 

 

兴原认证中心有限公司    杨长福 

 

一、 审核时间：2010 年 5 月 7 日—5 月 8 日 

二、 获证企业：XXXXX 肉食品有限公司 

三、 审核体系及类别：质量管理体系、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监督 

审核 

四、 审核范围：酱卤肉制品、腌腊肉制品 

五、 审核依据：GB/T19001-2008   GB/T22000-2006   

              GB/T27301-2008   GB19303-2003 

六、 审核组长：杨长福 

七、 审核组成员：崔晓辉 

八、 审核背景 

企业于 2009 年 8 月 28 日通过兴原认证中心的质量管理体系和食 

品安全管理体系认证，按照国家认可委要求，此次对企业实施第一次

监督审核，以了解其管理体系的持续运转情况。 

    九、审核过程说明： 

(一)、企业基本情况 

XXXXX 肉食品有限公司位于浙江省 XX 市，为当地的农业产业化龙

头企业，主要产品为酱卤肉制品和腌腊肉制品，客户主要是大型餐饮

企业。企业具备生产酱卤肉制品和腌腊肉制品的基础设施、设备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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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为专业的技术人员，尤其是具有行业内较为先进的 XX 滚揉腌制设

备，企业的主要产品“酱鸭”在餐饮业有较好的声誉。为提升企业规

范化管理水平，保持产品质量稳定，公司管理层决定引进先进的管理

模式并于 2009 年建立质量和食品安全管理体系，通过兴原认证中心

认证审核，于 2009 年 8 月获得认证证书。 

(二)、企业主要适用的法规及标准： 

1、食品安全法 

2、产品质量法 

3、计量法 

4、GB/T19001-2008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5、GB/T22000-2006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食品链中各类企业的

要求 

6、GB/T27301-2008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肉及肉制品生产企业 

要求 

7、GB19303-2003    熟肉制品企业生产卫生规范 

8、GB2760-2007     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9、GB7718-2004     食品标签通用标准 

10、GB2726-2005    熟肉制品卫生标准 

11、GB2730-2005    腌腊肉制品卫生标准 

(三)、审核过程说明 

1、审核组按计划到达企业现场，企业地址没有发生变化，经与 

公司总经理等管理层人员座谈，了解到公司获证以后有了较大的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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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第一、公司名称由 XXX 肉食品有限公司变更为 XXXXX 开发集团有

限公司，企业的发展方向为饲料加工、养殖、肉食品加工和销售为一

体的集团公司，现已初具规模；第二、由于生产规模扩大，公司对生

产车间进行了部分改造；第三、公司的管理人员有所增加。其他没有

太大的变化，最后，公司总经理表示，企业通过认证，不是为了获得

证书，而是要加强规范管理，企业要上档次，要发展，同时要求审核

组一定要严格审核，使大家都能够认识和掌握标准要求。 

2、审核组了解到以上情况后，认为公司管理层的意识还是较好

的，且公司获证后有了一定的发展，由于本次审核是监督审核，重点

是确认企业管理体系是否持续有效运转，再有就是了解企业的变化以

及这些变化能否满足认证要求。本人认为，对于食品企业的审核，重

点应放在生产现场，包括现场的设备、设施、环境、工艺流程、过程

监控、产品防护、人员卫生、生产用水以及交叉污染、虫害鼠害、化

学危险品的控制等，再有，应关注有关法规要求在现场的贯彻情况，

应避免审核只注重记录、不注重现场的错误方法，此次企业管理体系

变化较大的环节在生产现场，故审核组决定加强对现场有关要求的执

行情况的审核。 

3、审核组在企业技术主管的陪同下进入生产现场实施审核。 

（四）、审核证据 

1、审核组进入生产现场查看，生产车间主体未发生变化，初加

工车间、腌制间、烘烤间、杀菌间均未发生变化，保持正常使用，能

够满足生产要求。由于腌制过程对产品质量影响较大，审核组重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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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进行了查看，其中腌制间温度、腌制温度符合工艺要求、各腌制罐

标识清楚，每半小时回转一次，以保证腌制效果，较上年有一定改进。 

2、本年度变化较大的区域在酱板鸭车间，车间内部主要包括蒸

煮间、冷却间、真空包装间、杀菌间，在本年度的改造中，更新了墙

壁瓷砖、顶棚及更衣室，蒸煮间及冷却间的面积有所增加，包装间重

新设置，生产工艺有部分调整，总体上车间环境有一定改善，但同时

发现此次改造也遗留了一些问题： 

（1）更衣室窗户没有安装纱窗； 

（2）真空包装间与冷却间只有门洞，未安装隔离门； 

（3）包装间没有安装空气杀菌设备； 

3、香肠车间有部分调整，主要是将配料间搬至车间内部，单独

设置，但未封闭，人员可以随意出入；另外，配料间外放置“特制一

等粉”、“大豆组织蛋白”“酱油”、“盐渍肠衣”等配料，未做标识。 

其他设备、设施方面状态正常。 

4、由于生产现场设备、设施及工艺有调整，需要及时更新部分

文件，包括工艺文件，操作性前提方案等，经与生产主管人员确认、

现场核查，上述文件尚未进行更新。 

（五）审核发现 

本年度车间改造从生产环境方面有所改善，生产过程的关键环节

和显著危害能够进行有效控制，但车间内部区域分隔、前提方案的落

实以及操作性前提方案的更新和实施、产品标识和追溯尚需改进。鉴

于法规、体系标准和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专项要求对于上述内容有明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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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审核组决定开具以下不符合项： 

 第一项：生产部（车间） 

1、 不符合项事实: 

1) 更衣室窗户尚未安装纱窗； 

2) 真空包装间与冷却间只有门洞，未安装隔离门； 

3) 包装间尚未配备和使用空气杀菌设备； 

4) 香肠车间的配料间尚未封闭. 

2、不符合项说明及沟通过程: 

（1）在 GB/T22000-2006 标准 7.2.3 条款中,明确要求“当选择和

制定前提方案时,应考虑交叉污染的预防措施、清洁和消毒”等； 

（2）在 GB19303-2003 熟肉制品企业生产卫生规范中也有“厂

区内各生产车间和辅助用房应根据生产工艺流程设置，各工序按照高

清洁区和低清洁区要求，做到相对独立，避免交叉。”的要求。 

（3）本人与陪同的技术主管人员了解为什么改造完的车间还遗

留了这些问题，其回答为一方面对于标准和规范理解的还不够，另一

方面车间内门多了产品运输会有一些不方便，对于消毒设备，正在考

虑和选择，还未最终确定。本人认为，符合规范的生产车间和必要的

消毒设施是食品企业产品生产的重要条件，如果不能作到相对独立和

封闭，交叉污染不可避免，可能会对产品造成隐患。同时，配料间属

于精细操作车间，且肉制品配料包括防腐剂等添加剂，如果配料间不

加以严格管理，会对产品防护造成极大隐患。经本人向陪同人员讲解

产品防护、交叉污染的一些要求和控制方法以及不规范的设施和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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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带来的隐患后，均表示理解和接受。 

3、企业整改情况： 

根据卫生规范、标准及审核组要求，企业对更衣室全面安装纱窗， 

包装间与冷却间安装隔离门，包装间内部安装臭氧消毒器，香肠配料

间安装封闭门严格管理。 

4、实施效果： 

上述整改完成后，生产车间现场从布局、区域划分、卫生及消毒

设施、关键场所管理等基本能够满足法规和标准要求，对产品的防护

条件也有较大提高。企业的管理人员通过整改，进一步明确了法规和

标准的要求，体系运行效果和管理的能力也有所加强。 

第二项：生产部（车间） 

1、不符合项事实： 

目前酱板鸭产品有蒸制工序，生产工艺中尚未明确进行规定。 

2、不符合项说明及沟通过程: 

审核组在现场审核过程中，本人发现车间内部有使用蒸箱这一设

备，但是，蒸制工序在初次审核时是没有的，生产工艺文件也没有此

工序的说明，经与陪同的技术主管核实，蒸制工序是新调整的工艺， 

本人再进一步询问，此工艺是否经过试验、评价，是否在工艺文件中

进行了明确规定，包括工艺参数、操作要求等，其回答是：经过试验，

效果较好，但工艺文件还未对此工序作出明确规定。 

     本人认为，工艺文件是指导生产的重要依据，随着重大工艺的

调整，工艺文件应及时进行更新，这其中还可能需要重新进行危害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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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以判定是否有新的危害引入，是否需要采取新的监控措施等。企

业目前的状态不能满足标准对产品实现策划和更新的要求，需加以改

进。 

3、企业整改情况： 

对生产工艺文件重新进行修订，将蒸制工序纳入生产工艺流程 

中，明确了蒸制时间、温度等工艺参数和操作要求， 规范了体系文

件和生产要求。 

4、实施效果： 

    通过对工艺文件的补充、更新，强化了企业管理人员重视体系文

件的意识，完善了对产品的控制要求，避免了生产操作的随意性，使

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得以保证和提高。 

第三项：生产部（车间） 

1、不符合项事实： 

尚未对新包装间有关操作性前提方案进行规定。 

2、不符合项说明及沟通过程: 

按照 GB/T22000-2006 标准的定义，“操作性前提方案”是为减少

食品安全危害在产品或产品加工环境中引入和（或）污染或扩散的可

能性，通过危害分析确定的基本的前提方案。操作性前提方案针对的

是现有的产品或产品加工条件和环境，本次审核时，车间的重要场所

“包装间”已经有了较大的变化，原有的操作性前提方案已经不能满

足新包装间的需要，企业应结合新包装间的设备、设施及产品加工环

境卫生要求更新或者重新制定操作性前提方案，加以实施并检查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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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果。 

经与陪同的技术主管人员沟通，了解其对操作性前提方案的理解

和执行情况，其对这些要求基本了解，但对于何时进行更新尚不十分

清楚，进一步核查，生产部也未进行相关文件的更新。 

3、企业整改情况： 

企业对新包装间的操作性前提方案进行了重新制订并实施，重点 

对臭氧杀菌设备的使用情况进行了监控。 

4、实施效果： 

通过新操作性前提方案的制定和实施，强化了企业生产人员的卫

生意识，规范了卫生操作要求和监控记录，保证了生产环境符合产品

加工需要。 

第四项：生产部（车间） 、 第五项：供销部 

1、不符合项事实： 

1）香肠配料间外放置“特制一等粉”、“大豆组织蛋白”“酱油”、 

“盐渍肠衣”等配料，标识不清。 

2）提供的“进货记录”、“产品销售台帐”尚未记录原料和产品

批号，无法实施追溯。 

2、不符合项说明及沟通过程: 

审核组在香肠车间配料间外看到有上述原辅料存放，询问陪同的

生产主管，这些原辅料的生产日期、保质期、批号、供应商等信息如

何识别，其不能准确说明，从现场的状态看，企业对标识管理很松懈，

进一步核查供销部门原料进厂管理情况，提供的进货记录比较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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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原料的批号记录，再进一步追溯产品销售情况，提供的销售台帐也

不能反映产品批号，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企业对于原料和产品的标

识、追溯系统还不完善。鉴于我国新颁布的食品安全法明确要求食品

生产企业应建立原料验收、贮存管理、产品出厂追溯等制度，

GB/T22000-2006 标准 7.9 条款对原料和产品的追溯也有明确的要求，

企业对原辅料管理和产品追溯的管理状态尚不能满足上述要求，需加

以整改。 

3、企业整改情况： 

（1）对库存原辅料进行标识，包括产品名称、生产日期、保质 

期、进厂日期、产品质量和供应商名称。对仓库管理员进行了产品标

识、产品追溯等方面的培训。 

    （2）建立原料批号、入库、出库日期、库号、生产加工、贮藏、

运输、产品销售等环节的追溯体系和记录。 

4、实施效果： 

（1）结合不符合项的整改，强化了企业守法和执行标准的意识，

规范了原辅料的管理，增强了对产品的防护措施。 

（2）完善了企业原料、产品的追溯体系，使原料的进厂验收、

使用、产品销售去向能够做到记录清楚、有追溯性。 

十、审核效果说明： 

本次审核结合认证监督审核的要求、管理体系标准、相关法规等

要求，对企业的质量和食品安全管理体系进行了评审，通过与企业人

员沟通、不符合项的出具和整改，取得了一定成效，主要体现在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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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方面： 

1、强化了企业关注法规要求、遵守法规要求的意识 

本次审核的企业为以熟肉制品生产为主的食品企业，近年来，由

于不法企业的造假、违规添加非食品用添加剂等事件多次发生，国家

出台多项对食品企业的法规，包括体系认证有关的法规，由于种种原

因，企业对这些法规的收集和了解以及执行的意识还较弱，在审核过

程中，审核组尽可能与企业人员沟通，结合不符合项强化其关注法规、

遵守法规的意识，做到守法经营。 

2、强化了企业执行标准的意识 

通过认证的基本条件之一是符合体系标准的要求，此次审核的企

业认证标准为 GB/T19001-2008、GB/T22000-2006 以及肉制品生产企

业的专项要求和熟肉制品生产企业卫生规范，企业技术人员在专业能

力和生产经验方面均较强，但对于体系标准的理解和掌握及执行还有

较大的提升空间，审核过程中，审核组尽量多将标准的要求结合实际

情况向其讲解，结合不符合项强化其执行标准的意识。 

3、完善了企业的基础设施、体系文件和监控记录 

此次审核的不符合项，涵盖了企业的基础设施、体系文件和监控

记录，通过不符合项的整改，上述几个方面均有完善和提高，尤其是

生产环境有关基础设施的完善和工艺参数的规范保证了产品质量的

稳定和提高，不合格品的发生率有显著降低。 

4、理顺了体系运行的思路、明确了改进的方向 

在审核过程中，多次有企业人员讲：“我们该做的工作都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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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不知如何写文件和记录。”针对这种情况，审核组结合企业现状

和出现的不符合项，引导其多读标准，理解标准的精髓，使企业管理

人员的思路逐渐清晰，对体系运行起到良好促进作用。 

此次审核过程中，与企业的高层领导、技术人员及部门主管进行

了较充分的沟通，除了开具 5 项不符合项以外，还提出了 7 项书面观

察项，通过这些问题的提出，使企业了解了自身的不足，明确了改进

的方向。公司总经理表示，通过审核，发现了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

解决在企业下一步的发展中的作用至关重要，大家一定要高度重视，

认真对待，全力整改，希望审核组下次再来，公司一定会有新的面貌。 

企业的更多的改进和实施效果会在下次审核进行关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