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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方圆标志农食（福建）认证检测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漳州市标准化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方圆标志农食（福建）认证检测有限公司、漳州市餐饮烹饪行业协会、漳州市瑞

和餐饮集团有限公司、福州中善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漳州衡丰餐饮管理有限公司、福建中谷餐饮管理有

限公司、漳州市盈兆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漳州市标鑫标准化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杨凯、黄振舜、陈齐、林益兴、林铭煌、陈志君、张信民、张亚发、吴明勇、

王艺伟、钟远强、涂卫林、罗金梅、陈少芳。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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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餐饮 虫鼠害防治管理指南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校园餐饮服务提供者的虫鼠害防治管理总则、环境管理要求、硬件管理要求、食品储

存及使用要求、虫鼠害防治管理控制要求、防治效果检查与评估以及文档管理的内容，并给出了相关信

息。 

本文件适用于校园餐饮服务者虫鼠害防治管理的工作指导，其他餐饮服务者可以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316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餐饮服务通用卫生规范 

GB/T 23795 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方法 蜚蠊 

GB/T 23796 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方法 蝇类 

GB/T 23798 病媒生物密度监测方法 鼠类 

GB/T 27770 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 鼠类 

GB/T 27772 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 蝇类 

GB/T 27773 病媒生物密度控制水平 蜚蠊 

3 术语和定义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及以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有害生物 Harmful organisms 

在一定条件下，对食品加工、生产经营过程中可能产生食品安全污染的生物，如鼠类、蟑螂、飞虫

等。 

 

有害生物防治服务商 Pest controlservice provider 

经注册并取得有关资质，其员工持有有害生物防治员职业技能资格证和健康证明的专业单位或机构，

以下简称“服务商”。 

4 虫鼠害防治管理总则 

校园餐饮服务提供者有害生物防治工作应结合自身经营特点和要求，采取预防为主的控制措施，清

除鼠类、苍蝇、蟑螂等有害生物孳生地和栖息场所，建立完善防鼠、防蚊蝇等设施，有效控制有害生物

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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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环境管理要求 

外部环境要求 

5.1.1 加工经营场所周边不得存在开放式化粪池、隔油池等。 

5.1.2 室外餐厨废弃物存放处地面应硬化，并填平坑洼，封堵鼠洞。 

5.1.3 室外垃圾桶应离墙放置，布局、数量和垃圾桶容量等符合正常活动的需求。 

5.1.4 垃圾桶应加盖，垃圾桶内部及底部应清洁干净，不得有污垢及污水残留，餐厨废弃物日产日清。 

内部环境要求 

5.2.1 室内排水沟不得有污水及垃圾积存或堵塞，盖板反面不得有积垢。 

5.2.2 室内货架、橱柜上物品堆放整齐，地面、墙角不得有乱堆杂物。 

5.2.3 地面及墙角、设备、操作台死角需清洁到位，果蔬需密封或冷藏保存，不得有果蔬残渣及垃圾残

存。 

5.2.4 用餐区的各类箱柜、设备箱应密闭无缝隙，洁净无食物残渣，无老鼠活动痕迹。 

6 硬件管理要求 

建筑结构要求 

6.1.1 加工经营场所的墙壁、地板无缝隙、破损、积水、积垢，天花板修葺完整。 

6.1.2 所有管道（供水、排水、供热、燃气、空调等）与外界或天花板连接处应封闭，所有管、线穿越

而产生的孔洞，选用水泥、不锈钢隔板、钢丝封堵材料、防火泥等封堵，孔洞填充牢固，无缝隙。 

6.1.3 所有线槽、配电箱（柜）封闭良好，天花板上方电缆桥架应有盖。 

6.1.4 建筑顶部或者墙壁不得有飞虫进入的通道。 

设备设施要求 

6.2.1 食品处理区与外界直接相通的门能自动关闭，人员、货物进出通道及原辅料仓库设有防鼠板且完

好，防鼠板与插槽、地面的缝隙小于 6mm，防鼠板高度不低于 60cm。 

6.2.2 校园餐饮服务提供场所内应使用粘鼠板、捕鼠笼、机械式捕鼠器等装置，不得使用杀鼠剂。 

6.2.3 场所外可使用抗干预型鼠饵站，鼠饵站和鼠饵必须固定安装，并设置警示标识和编号。 

6.2.4 食品处理区、就餐区宜安装粘捕式灭蝇灯。使用粘捕式灭蝇灯的，下沿一般安装在距离地面 1.8m

—2.2m 处，其灯光从室外不能直接看到。使用电击式灭蝇灯的，灭蝇灯不得悬挂在食品加工制作或贮

存区域的上方，防止电击后的虫害碎屑污染食品。 

6.2.5 应根据餐饮服务场所的布局、面积及灭蝇灯使用技术要求，确定灭蝇灯的安装位置和数量。 

6.2.6 排水管道出水口安装的篦子应使用金属材料制成，篦子缝隙间距或网眼应小于 10mm。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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浊气及有害生物。 

6.2.7 与外界直接相通的通风口、换气窗外，应加装不小于 16目的防虫筛网。纱窗如有损坏应及时修 

补或更换，未经许可任何人不准打开纱窗。 

6.2.8 通户外的入口处宜安装风幕机、防虫幕帘等防虫设备；使用风幕机的，风幕应完整覆盖出入通道，

出风口向外倾斜 30°角，落地风速宜大于 4m/s。使用防虫幕帘的，防虫幕帘应覆盖整个门框，底部离

地距离小于 2cm，相邻胶帘条的重叠部分不少于 2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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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食品储存及使用要求 

食品储存要求 

7.1.1 食品入库时检查运输工具（托盘、推车等）和食品包装不得有有害生物活动迹象（如鼠粪、鼠咬

痕等鼠迹，蟑尸、蟑粪、卵鞘等蟑迹），防止有害生物被携带入侵。 

7.1.2 食品存储库房内应设置足够数量的存放架，其结构及位置能使贮存的食品和物品离墙离地 10cm

以上。 

7.1.3 存储库食品应该定期翻动，闲置的物品或设备应定期清理。 

7.1.4 散装食品应有覆盖隔离设施以防虫鼠害侵入。 

7.1.5 加工后需过夜食品应放入冰箱或密封存放。 

食品使用要求 

在食材进出库、粗加工、烹饪、备餐环节（分餐）、配送、餐具保洁等环节，各工序负责人应感官

目测食品或餐饮（用）具是否混有老鼠等有害生物或其活动痕迹，未使用完的食品应加盖防护。 

8 虫鼠害防治管理控制要求 

管控主体 

校园餐饮服务提供者应对其加工经营场所有害生物预防控制承担主体责任。应做好有害生物风险防

制工作，委托服务商开展有害生物风险防治的，服务商应按照合同规定，开展有害生物风险防制工作。

服务商开展有害生物防治后，应将发现的问题及改进建议记录在作业报告中并告知校园餐饮服务提供者。 

智慧管理设施应用 

8.2.1 充分发挥“互联网+明厨亮灶”可视化系统作用，运用 AI智能抓拍等科技化手段，实时捕捉老鼠、

蟑螂等有害生物活动痕迹，一旦发现有害生物进入食品处理区，要及时查找原因，堵塞漏洞，消除隐患，

并运用智慧抓拍系统，全时段对有害生物活动进行监测，抓拍有害生物活动照片，及时推送预警。 

8.2.2鼓励使用电子驱鼠器、驱蚊器等新型防治设施，有效防范老鼠、飞虫、蟑螂等有害生物进入校园

餐饮服务场所。 

卫生杀虫剂和杀鼠剂的管控要求 

8.3.1 尽量不使用化学方式防治处理。非用不可的情况，可自行或委托服务商进行消杀，鼓励使用低毒

或微毒的卫生杀虫剂和杀鼠剂。购买卫生杀虫剂和杀鼠剂，应当选择有资质的企业购买，选购产品应标

签信息齐全（农药登记证、农药生产许可证、农药标准）并在有效期内，保存购物凭证。不得将不同的

卫生杀虫剂制剂混配使用。 

8.3.2 应针对不同的作业环境，选择适宜的卫生杀虫剂和杀鼠剂种类及剂型，并严格根据卫生杀虫剂和

杀鼠剂的技术要求确定使用剂量和位置，同时设置警示标识。 

8.3.3 使用卫生杀虫剂和杀鼠剂的人员必须经过有害生物防治培训合格。 

8.3.4 卫生杀虫剂和杀鼠剂产品不得存放在食品相关区域，应设置单独、固定的存放场所，并由专人负

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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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5 由服务商开展有害生物防治的，如需使用杀虫剂的，在使用前，应向客户方充分沟通，在确保其

知晓安全措施及需要配合的相关事项后方可实施。 

虫鼠害管控要求 

8.4.1 捕鼠装置应放置在鼠道或有鼠活动的地点，如库房门口内外两侧、天花板、餐厨设备隐蔽处、传

菜电梯处、设备管线处等。捕鼠装置上投放诱饵，定期更换诱饵及变更捕鼠装置位置，及时清理捕获的

鼠类并进行器械维护。 

8.4.2 在主副食库房、粗加工、烹饪等重点场所，宜采用超声波驱鼠设备进行防鼠驱鼠，超声波驱鼠器

功率应在 30 khz 以上 

8.4.3 蟑螂控制以杀蟑胶饵为首选，遵循点多、量少、面广的原则，在发现有蟑迹的缝隙、孔洞和设备

内部，针对性施用杀蟑胶饵，在定期检查施用杀蟑胶饵区域，根据需要及时添补和替换失效的杀蟑胶饵。 

8.4.4 诱捕灯的粘纸以及紫外线灯管应定期更换，灯管宜一年更换一次；电击式灭蝇灯的电击网应定期

清理。 

8.4.5 采用滞留喷洒等化学喷洒方法的，应在确保安全的非营业时间，经学校及食品安全责任人同意并

确认配合，实施时应采取有效保护措施，对货架、调料瓶、罐、食物和器具等要做遮盖防护，不得污染

食品（含原材料）和食品接触面及包装材料，操作结束后，应彻底清洁整个经营场所和设备设施，消除

药物残留。使用完的杀虫灭鼠产品容器严禁用作它用，必须毁形后作废品处理。 

8.4.6 应每周至少开展一次虫鼠害检查，检查食品库房或食品贮存区域、固定设施设备背面及其他阴暗、

潮湿区域是否存在有害生物活动迹象。发现有害生物，应尽快将其杀灭，并查找和消除其来源途径。 

9 防治效果检查与评估 

明确有害生物的孳生状况、密度和防护设施建设状况。 

重点检查区域包括专间、专用操作区、烹饪区、粗加工制作区、切配区、餐用具清洗消毒区、餐

用具保洁区、收货区、食品库房等。 

重点部位为食品加工制作设备设施、食品传递设施、餐厨废弃物存放处、通风口、门窗、排水沟、

地漏等。 

应按照附录 A的要求，每月对虫鼠害控制情况进行检查和控制效果评估。 

10 文档管理 

落实主体责任管理要求 

10.1.1 应建立有害生物防治制度，并将“防控有害生物污染食品”常识纳入从业人员日常食品安全培

训。 

10.1.2 应将“防控有害生物污染食品”工作纳入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每日排查鼠类等有害生物污

染食品风险，定期检查有害生物防治设施和设备是否有效，发现损坏或无法正常工作时，及时更换和（或）

维护。发现校园餐饮服务提供场所内存在鼠类或其活动迹象，应采取有效的有害生物防治措施，及时杀

灭，并做好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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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3 食品安全总监每周应对有害生物污染食品风险进行重点排查，分析研判情况，研究解决日管控

中发现的问题。如委托虫害防治服务商的校园餐饮服务提供者，还要及时对虫害防治服务商提出的建议

进行跟踪整改，有效落实虫害防治工作。 

10.1.4 校园餐饮服务提供者负责人在月调度时，应对有害生物污染食品风险排查情况进行重点调度，

堵塞漏洞，提供相应的资源，配备设施，有效防控污染。如委托虫害防治服务商的，定期对虫害防治情

况进行考核，如虫害防治服务商考核不合格应及时更换。 

自行开展虫鼠害防治管理的文档管理 

自行开展虫鼠害防治管理的，应当及时做好文件和资料的归档工作。文档资料包括但不仅限于下列

资料： 

——使用的杀虫剂和杀鼠剂：药剂清单、安全数据说明书、标签和农药登记证以及使用的剂量、场

所和方法； 

——防治作业记录：有害生物风险识别、沟通和管控等作业记录； 

——防治设施示意图或设施位置清单。 

服务商开展虫鼠害防治管理的文档管理 

服务商开展有害生物风险综合管理的，除符合 10.2规定外，还应当做好以下文档资料或者复印件，

包括但不仅限于： 

——有害生物综合管理合同； 

——有害生物防治服务方案； 

——资质证件：营业执照经营范围含有“有害生物防治”，服务机构服务能力等级证书； 

——人员资质：有害生物防治员持有职业资格证或行业协会的上岗证以及健康证； 

——紧急联系人信息：联系人员、电话； 

——保险证明：雇主责任险、商业综合责任保险。 

文档保存 

有害生物风险管理的文档资料需要确保真实性、规范性、正确性并保存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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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虫鼠害防治有效性检查表 

表 1 虫鼠害防治有效性检查表 

项 目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内外部环

境 

1 
垃圾桶加盖，垃圾桶内部及底部清洁干净，无污垢及污水残留，餐厨废弃物日

产日清。 
□是□否 

2 室内排水沟无污水及垃圾积存或堵塞，盖板反面无积垢。 □是□否 

3 用餐区的各类箱柜、设备箱应密闭无缝隙，洁净无食物残渣，无老鼠活动痕迹。 □是□否 

建筑结构

及设施 

4 厨房的墙壁、地板无缝隙、破损、积水、积垢，天花板修葺完整。 □是□否 

5 
所有管道（供水、排水、供热、燃气、空调等）与外界或天花板连接处均封闭，

孔洞填充牢固，无缝隙。 
□是□否 

6 
食品处理区与外界直接相通的门能自动关闭，人员、货物进出通道及原辅料仓

库设有防鼠板且完好。 
□是□否 

7 室内粘鼠板、捕鼠笼均正常运行，无鼠害痕迹。 □是口否 

8 室内灭蝇灯均正常运行，粘纸有定期更换。 □是□否 

9 排水管道出水口安装有金属篦子，排水系统入口安装有带水封的地漏等装置。 □是□否 

10 
与外界直接相通的通风口、换气窗外，加装有不小于 16 目的防虫筛网，无破

损；纱窗无敞开现象。 
□是□否 

11 安装有风幕机、防虫幕帘的，设备设施均正常运行。 □是□否 

食品储存 

12 食品入库时均有检查运输工具和食品包装。 □是□否 

13 食品存储库房内食品和物品离墙离地 10cm 以上。 □是□否 

14 存储库食品应该定期翻动，闲置的物品或设备应定期清理。 □是□否 

15 散装食品应有覆盖隔离设施以防虫鼠害侵入。 □是□否 

16 加工后需过夜食品应放入冰箱或密封存放。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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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制作 

17 
加工制作前，查看各种容器是否加盖密闭，食品原料、半成品、成品及容器中

是否有老鼠侵入；场所内是否有鼠粪、鼠咬痕等鼠痕迹。 
□是□否 

18 
下班前，查看各种盛放食品及调味料的容器是否加盖密闭，餐厨废弃物和食物

残渣是否清理干净等。 
□是□否 

19 在初加工、切配、加工过程中原料及食品中是否有老鼠及粪便等异物。 □是□否 

表 1（续） 虫鼠害防治有效性检查表 

项 目 序号 检查内容 检查结果 

加工制作 

20 在食品加工过程中是否发现老鼠出没情况。 □是□否 

21 每日上班前、下班前，是否检查防鼠设施完好且处于正常状态。 □是□否 

文件记录 

22 日管控查出防鼠问题后是否得到有效整改。 □是□否 

23 是否建立有害生物防治制度。 □是□否 

24 是否开展从业人员防鼠相关培训且有记录。 □是□否 

25 是否有有害生物杀灭记录。 □是□否 

其他 

26 
利用“互联网+明厨亮灶”可视化系统及 AI 智能监控抓拍记录，查看食品加工

操作区有无老鼠出现。 
□是□否 

27 
根据情况，适时调取“互联网+明厨亮灶”可视化系统监控视频，回放查看夜

间有无老鼠出现。 
□是□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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