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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详情

01、目的

规定前提方案的编制步骤和实施方法，确保前提方案与组织有关食品安全的需求相适应，并能满足如下

目的：

a) 控制食品安全危害通过工作环境进入产品的可能性；

b) 控制产品的生物、化学和物理污染，包括产品之间的交叉污染；

c) 控制产品和产品加工环境的食品安全危害水平。

2、范围

适用于公司所有前提方案的策划和实施管理。

3、职责

3.1食品安全小组负责前提方案的策划，包括编制组织、审核，以及实施的监视。

3.2管理者代表负责前提方案的批准。



3.3各部门参与和配合前提方案的策划，编制、执行和落实本部门负责的前提方案。

4、定义

4.1前提方案：针对运行的性质和规模，而规定的程序或指导书；用以改善和保持运行条件，从而更有效

地控制食品安全危害，和（或）为控制食品安全危害引入产品和产品加工环境、及控制危害在产品和产

品加工环境中污染或扩散的可能性。

4.2操作性前提方案：为控制食品安全危害引入的可能性和(或)食品安全危害在产品或加工环境中污染或

扩散的可能性，通过危害分析确定的、必需的前提方案PRP(s)。

4.3控制措施：能够用于防止或消除食品安全危害或将其降低到可接受水平的活动。

4.4基础设施和维护方案：不属于操作性前提方案的前提方案。

5、程序

5.1前提方案策划时机

a)设计并实施前提方案，是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策划、建立、实施的起点。

b)当一个食堂分店开始运作前，应策划前提方案。

c)根据危害分析的结果，重新评审已经确定的操作性前提方案，当操作性前提方案不能满足危害分析确

定的控制措施要求时，应重新策划操作性前提方案。操作性前提方案的重新策划引致基础设施和维护方

案的变化要求应得到识别和实施。

d)按文件控制的要求，应定期评审前提方案，进行必要的更改，以保证其适宜性。

e)当质量、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变更时，应重新进行前提方案的策划。

5.2前提方案的输入

a)顾客的产品要求；

b)法律法规的要求；

c)相关的食品安全指南和国际法典原则；

d)行业规范；

e)食品安全研究的技术成果；



f)经验和同类产品、场所、技术、企业的相同案例；

g)组织的可控制力和可影响力；

h)危害分析和HACCP计划的结果。

5.3基础设施和维护方案

5.3.1基础设施和维护方案的内容，应在如下方面规定要求：

a)建筑物和设施（包括厨房、专间、库房、就餐场所、厕所和更衣室）的布局、环境、设计和建设； 

b)空气、水、能源和其他条件的供应；

c)设备和工具要求，包括其预防性维护、卫生设计和每个单元维护和清洁的可达性；

d)包括废弃物和排水处理的支持性服务。

e)基础设施的修缮、改造等维护，并保持记录。

5.3.2有必要时，公司根据需要，并考虑危害分析的结果和选定控制措施对确定的食品安全危害的控制能

力，应据此编制其适用的《基础设施和维护方案》和对基础设施进行、环境进行必要的修缮和改造。

5.3.3基础设施和维护方案的验证：

a)目的：验证基础设施和维护方案满足输入的要求，并得到实施。

b)方法：对照前提方案的策划要求进行文件评审，对照基础设施和维护方案现场进行确认。

c)频率：shou次运行或变更后重新运行时和不超过六个月的时间间隔进行。进行。

d)职责：由HACCP小组负责。

e)记录：参加人员应填写验证签到表（会议签到表），编写基础设施和维护方案验证报告记录验证过程

和结果。对验证不合格开立文件更改申请表或不合格处理单以对其进行纠正。

5.4操作性前提方案

5.4.1根据前提方案的输入要求，应在如下方面分别建立操作性前提方案：

a)与食品接触或与食品接触表面接触的水和冰的安全；



b)防止交叉污染；

c)有毒化学物质的标记、储存和使用；

d)人员卫生；

e)清洁和消毒：包括与食品接触的表面（包括设备、手套、工作服）的清洁度，手的清洗与消毒，厕所

设施的维护与卫生的保持；

f)虫害控制；

g)交叉污染的预防措施；

h)包装程序；

i)对采购材料（如原料、辅料、化学品）、供给（水、空气、蒸汽、冰等）、清理（如废弃物和排水系

统）和产品处理（如贮存和运输）的管理；

j)生产加工和检验的作业过程。

5.4.2每个操作性前提方案均应包括控制措施，明确如下内容：

a)目的和范围：说明该操作性前提方案对哪些已确定的食品安全危害进行控制（包括适用的终产品、场

所、工艺和危害类型）。

b)职责和运行：说明该操作性前提方案及其控制措施的过程是如何进行的，应过程职责和权限的细节。

c)监视：规定能够证实操作性前提方案(OPRP(s))有效的相关监视程序（参数、频率和记录要求）。

d)纠正和纠正措施：当监视显示控制措施不适用时应采取的纠正和纠正措施。

5.4.3操作性前提方案的验证：

a)目的：验证操作性前提方案的有效性。

b)方法：检查监视记录，验证方案是否得到实施；运行操作性前提方案，检查作业人员是否遵守规范，

设备是否运转正常，仪器是否得到校准，以确定其控制的食品安全危害水平是否在预期范围内。

e)记录：参加人员应填写验证签到表（会议签到表），编写操作性前提方案验证报告记录验证过程和结

果。对验证不合格开立文件更改申请表或不合格处理单以对其进行纠正。

5.4.4操作性前提方案应与组织的经营规模和类型，以及生产和（或）处理的产品性质相适应；无论是整



体应用，还是用于特定产品或生产线，操作性前提方案应在整个生产体系中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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