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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是国内唯一的国家级营养与

食品安全专业机构 ,是全国营养与食品安全业务技

术指导中心 ,主要承担国民营养健康与食品安全两

大领域的相关国家任务和科学研究工作 ;主持和参

与国家营养、食品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制修订 ;参与处

理国家重大营养与食品安全问题和突发事件 ;针对

我国不同时期出现的营养与食品安全问题组织承担

科技攻关研究 ,为国家营养和食品安全政策的制定、

国民的饮食营养改善和食用安全提供重要的科学依

据和基础资料。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多年来承担了大量科研工作

和国家任务 ,进入二十一世纪 ,国家在食品安全上面

临更大的挑战 ,食品安全研究成为科技发展的一个

热点。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共承担了二十多项国家食

品安全重点课题 ,其中“863”和“973”4 项 ,科技攻关

14 项 ,社会公益等 2 项 ,科研总经费在3 000万以上。

科研内容涉及食品的微生物污染物和化学污染物的

检测技术以及相关食品卫生标准制修订 ,建立健全

全国污染物监测网络。以下将其中有代表性的重点

课题加以介绍。

1 　食源性疾病监控技术的研究

该课题的负责人是首席专家刘秀梅研究员 ,在

2001 年 12 月至 2002 年 12 月期间 ,来自全国 10 多

个省市的 91 名科研人员参与了项目工作。主要是

针对我国食源性疾病报告与监控体系的不足 ,通过

协作研究和项目工作建立国家级监控网络和数据

库。将微生物危险性评估技术、DNA 指纹图谱分型

技术、病原微生物 PCR 快速检测技术作为食品安全

关键技术进行研究 ,并运用到我国的食源性疾病监

控体系中 ,实现了技术上的突破 ,为缩小我国食源性

疾病监控技术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和我国的进一步的

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11 　在我国 10 多个有代表性的省市 ,建立了我国

首批食源性疾病监测哨点 ,对包括动物性食品、植物

性食品在内的 10 大类食品 ,开展病原的主动监测研

究。掌握了我国目前食源性疾病发生、监测、预防以

及控制的一般现状 ,为提高全国的食源性疾病控制

水平提出了科学报告和对策。

112 　针对我国食源性疾病发生的特点 ,选择食物中

毒发病率最高、危害最严重的肠炎沙门菌 ,以及国际

间普遍关注而我国尚未在食品中广泛监测、具有较

大潜在危险性的出血性大肠杆菌 O157∶H7 ,分别进

行 DNA 指纹图谱分型技术的研究 ,并将其应用于我

国食源性疾病的快速诊断、病因确证和病原的准确

溯源。

113 　针对我国目前食品中常见病原微生物检验技

术明显滞后于国际水平的现状 ,研究并建立了主要

食物病原菌的 PCR 快速检测技术 ,包括肠炎沙门

菌、致病性大肠埃希菌、金黄色葡萄球菌、副溶血性

弧菌、单核细胞增生性李斯特菌等。

114 　以我国食物中毒居首位的沙门菌食物中毒为

代表 ,监测了我国高危食品 (禽肉类) 中沙门菌污染

水平 ,与沙门菌食物中毒发病率 ,人群摄入菌量的关

系等相关因素 ,进行定量危险性评估 ,为预防和降低

食物中毒发病率提供了新的科学技术手段。

该工作成果已应用于卫生部《食品安全行动计

划》,成为国家食品安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

课题研究建立的国家食品安全检测信息系统软件和

信息直报系统 ,已被纳入国家公共卫生信息平台 ,促

进了国家疾病预防与控制的信息建设 ,并直接地服

务于社会。

2 　食品中二　英、多氯联苯和氯丙醇的痕量与超痕

量检测技术的建立

课题负责人是吴永宁研究员 ,有多个部门的 23

名科研人员参与。自 2002 年 12 月至 2004 年 12 月

的 2 年时间完成了课题任务 ,取得了大量科研成果。

211 　建立了灵敏可靠的食品中二　英筛选技术和

检测方法 ,可以对多种食品种类进行二　英含量检

测。通过对国际上现有检测技术的验证与国际

AQA 考核 ,显示其检测技术处于世界先进水平。

212 　建立了食品中多氯联苯的稳定性同位素稀释

质谱检测技术 ,此技术可用于多种食品检测。并通

过对照国际上现有检测技术的验证和国际 AQA 考

核 ,达到考核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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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3 　建立了食品中氯丙醇的稳定性同位素稀释质

谱检测技术。此方法先后应用于全国食品污染物监

测网 2003 年 (11 省、市) 、2004 年 (8 省、市) 、卫生部

2004 年健康相关产品抽检计划 (9 个省、市) ,仅中国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就完成近 600

份市售酱油样品、30 余份总膳食样品、20 余份氨基

酸类保健食品、方便面调料、20 份酸水解植物蛋白

液、生物材料 (人体尿液) 4 种氯丙醇的检测 ,测定结

果准确 ,色谱、质谱系统均保持了较好的性能 ,再次

印证了本方法的广泛适用性。

3 　食品添加剂、饲料添加剂和违禁化学品检验技术

课题负责人是王竹天研究员 ,课题执行期间为

2002 年 10 月至 2005 年 12 月 ,参加课题人员 80 人 ,

该课题目前正在进行中 ,已完成 15 项检验方法的研

究 ,基本完成的检验方法有 13 项。

311 　开展了阿力甜、三氯蔗糖、纽甜、TBHQ 的气相

或液相色谱法 ,姜黄的平面色谱法 ,天然色素的液相

色谱法研究。

312 　进行了饲料中 6 种抗氧化剂的分析方法研究。

313 　开展了红景天甙、脂肪酸、番茄红素、叶黄素、

虾青素等天然功效成分检测研究。研制了菊苣酸、

血根碱、白屈菜红碱等标准对照品。

314 　完成了芬福拉明、四甲基咪唑、西力士等违禁

化学品检测方法的研究。

315 　开展了磷化物、杂醇油、甲醛、氨氮、二氧化硫

等快速比色法研究。完成智能型微型光电检测仪、

智能化近红外光谱仪的设计。

以上检验方法的研究为我国食品的卫生监督监

测建立了快速、灵敏的方法 ,而且 ,检验方法均是针

对我国食品安全中最为突出的问题和检测常见的添

加物或污染物所急需的检测方法 ,解决了食品安全

的关键技术。

4 　生物毒素和中毒控制常见毒物检测技术

课题负责人是计融研究员和李凤琴副研究员 ,

课题执行期间为 2002 年 10 月至 2005 年 12 月 ,参加

课题人员 85 人 ,目前正在进行中。

该课题针对目前我国生物毒素和中毒控制领域

常见毒物的检测缺乏快速、灵敏、简便技术 ,检测方

法不能满足大批量样品处理 ,快速检测设备匮乏制

约了现场检测工作开展等现状 ,选择急需解决的有

代表性难新问题进行攻关 ,取得了一系列成果。

411 　在获得抗 AFB1 单克隆和多克隆抗体的基础

上 ,分别建立了检测粮油食品中 AFB1 的两个 ELISA

方法 ,最低检出浓度分别为 0101μgΠkg 和 011μgΠkg ,

并分别成为国家标准 ( GBΠT 5009122 —2003) 和企业

标准 (QΠ320000FL05 —2003) 。

412 　在获得抗 TTX 单克隆抗体的基础上 ,建立了

检测河　鱼中 TTX 的直接和间接 ELISA 方法。间

接法的最低检出浓度为 110μgΠL。直接法的最低检

出浓度为 011μgΠL ,直接法比间接法灵敏 10 倍。同

时研制出基于直接法的 TTX ELISA 试剂盒。

413 　在获得抗伏马菌素 B1 单克隆抗体的基础上 ,

建立了检测粮食中伏马菌素 B1 的 ELISA 方法。最

低检出浓度为 5μgΠL ,线性范围 20～500μgΠL。在此

基础上研制出检测伏马菌素 B1 的 ELISA 试剂盒 ,并

用该试剂盒对国产粮食中伏马菌素 B1 污染水平进

行了调查 ,同时研制出用于样品前处理的免疫亲和

柱。

414 　建立了食品和中毒样品中亚硝酸盐、甲醇、桐

油、磷化物、氰化物、敌鼠、杂醇油、组胺、锰、砷、有机

磷农药、苯并 (a)芘、酸度、生物碱、巴比妥、安妥、铅、

汞、镉、硝酸盐 20 种毒物的快速检测方法 ,其中对亚

硝酸盐、甲醇等 14 个指标可以实现定量检测。

415 　首次将光电技术、传感技术、微电子技术、微机

械学技术、计算机技术和食品安全检测技术融为一

体 ,并将试纸法的试剂固定化技术和光反射传感器

技术联用 ,自行设计研制出操作简洁、结果直读、稳

定、体积小、重量轻、适于现场使用的便携式智能化

微型光电比色仪和光反射传感器。

5 　全国食品污染监测体系的研究

食品污染监测及其健康效应评价的研究是科技

部十五攻关课题 ,由王茂起研究员主持 ,全国 12 个

省市近 40 名科研人员参与了监测网工作 ,在 2001

年 12 月至 2002 年 12 月一年期间 ,通过对 WHO 推

荐的和我国存在的重金属污染物、农药残留等严重

危害我国人民健康的有害物质的监测 ,基本掌握了

我国食品污染物的污染物状况 ,对污染物 (重金属、

农残)进行危险性评价 ,绘制我国食品污染物污染状

况图 ,提出健康危险度管理的重点及防治措施 ,并建

立食品监督管理的预警系统 ,为制定我国和国际限

量标准提供了科学依据。

511 　建立了全国食品污染监测网框架 ,并在严格的

分析质量控制体系下使其在监测项目方面与国际接

轨。

512 　建立了包括监测数据的上报系统 ,包括数据库

计算机软件和污染状况报告的网络预警平台 ,可有

效对收集的数据进行整理、质控、分析与处理 ,在对

污染状况进行预警中促进信息的交流和利用 ,为食

品污染物危险性分析提供基础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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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3 　本研究不仅对世界卫生组织全球环境监测Π食
品部分 ( GEMSΠFood) 的核心名单进行监测 ,还对国

际上食品安全热点问题氯丙醇、二　英、伏马菌素污

染状况与膳食摄入量及其机体负荷开展了比较深入

的工作。

514 　卫生部已将污染物监测列入《食品安全行动计

划》,作为一项经常性工作。国务院办公厅也将污染

物监测列入《食品药品放心工程》。本研究的污染物

监测报告已经项目组织单位卫生部上报国务院 ,作

为国家食品安全政策的科学基础。

515 　监测数据已作为我国入世后食品卫生标准清

理、修订的主要技术依据。

516 　部分研究成果作为我国参与国际食品法典委

员会 (CCFAC)制定食品中铅、氯丙醇、霉菌毒素等限

量标准的科学依据。

517 　有关六六六、滴滴涕和二　英的膳食暴露评估

数据分别被 2002 年 (西班牙巴塞罗那) 和 2003 年

(美国波士顿)的国际二　英与其它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年会采纳。

6 　保健食品原料安全评价技术与标准的研究

课题负责人严卫星研究员、徐海滨研究员。自

2001 年 12 月至 2002 年 12 月的 1 年时间完成了课

题任务 ,取得了大量科研成果。

针对当前影响我国保健食品安全的检测技术和

评价技术 ,6 个课题组参与单位的 28 名科研人员通

过联合攻关研究 ,提出了适用于我国保健食品原料

成分的安全性评价原则、策略、程序和方法 ,按期完

成任务 ,达到预期目标 ,解决了当前影响保健食品产

业发展和消费者健康的重要的技术问题。

611 　提出了《保健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规范》,卫

生部已将其作为技术规范颁布 , 在全国实施。

612 　在国内率先建立了一套较系统的保健食品原

料安全性评价快速筛选试验组合 ,适合于我国保健

食品快速发展的需要 ,在我国保健食品安全评价方

面起到了积极作用。

613 　初步提出了可以作为保健食品原料的物质名

单以及芦荟、五味子、决明子等代表性原料的毒性作

用特点和作用剂量。

614 　首次开展了对我国螺旋藻养殖、生产环节及市

场产品中微囊藻毒素污染状况的调查。为螺旋藻的

科学管理和进一步制定微囊藻毒素的限量标准提供

了依据。

问答题 :

11 营养与食品安全所近年来的食品安全科研课题包括哪几个方面 ?

21 食源性疾病监控技术研究课题中监测的主要微生物有哪些 ?

31 在食品安全研究课题中采用了什么方法来检测食品中痕量与超痕量的二　英、多氯联苯和氯丙醇 ?

41 在生物毒素和中毒控制常见毒物检测技术课题研究中建立了哪些检测试剂盒 ?

51 全国食品污染监测体系的建立对我国食品安全具有什么重要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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