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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报道 ( 一 ) 全国食品卫生监督管理专题学术会议

中华预防医学会食品卫生学会于1 9 8 8年 10 月29 至n 月3 日在江 苏省常州市
,

召开了全国

食品卫生监督管理专题学术会议
,

会议收到论文 2 64 篇
,

有 69 篇论 文作 者在大小会议上进行

了交流
,

另外还请三位专家作了国外食品卫生考察报告
。

食品卫生监督管理作为一个学科举办全国性的学术会议
,

这在我国还是首次
。

它反映了

我国预防医学界观念的改变
。

特别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
’

试行 ) 》颁布实施以来
,

全国食品卫生监督管理科学技术与过去三十年相比
,

有了迅速的发展
,

食品卫生监督管理这

门科学
,

随着社会进步
,

必然愈益受到重视与发展
。

由于全国食品卫生工作者的共同努力
,

这次会议收到的监督管理专题学术论文
,

比以往

会议交流的论文无论从数量或质量上都有了不同程度的进步与提高
。

这些论文既有在实践基

础上论述了如何适合我国国情的监督体 制
,

有 理有据 地阐述了街头食品生卫现状与发展对

策 ,
也有食品卫生法试行五周年中遇到的技术性很强的实际问题

,
·

从法学法理及我 国现行法

规条律进行了比较深入的探讨 ; 有的作者从食品卫生法法律责任的具体实施活动中的有益经

验加以升华
,

做了很有意义的报告
,

对提高今后的依法管理
、

执法监督很有价值 ; 也有的作

者从现代心理学研究入手
,

论述了食品卫生经营者
、

消费者在消费过程中 的心 理 活 动
,

此

外
,

还有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对策的制订与实施
、

计算机和统计学如何应用于食品卫生监督管

理工作以及这些工作所取得的社会效益等报告
,

所有这些都表明我国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学科

有了长足的发展
。

这次监督管理的论文报告的一大特点
,

就是改变了过去那种一般低层次的

总结
,

而跃为有一定理论的论述性的学术探讨文章
。

为提高学术水平
,

学委会决定对作者发给论文证书
,

以资鼓励
。

(高庆仪供稿 )

消息报道
: ( 二 ) 中华预防医学会第二届食品卫生学会委员会议

中华预防医学会第二届食品卫生学会委员会
,

于 1 9 8 9年1月18 至19 日在广 州召开
。

出席

会议新
、

老委员共 4 1名
。

中华预防医学会副会长
、

卫生部卫生防疫司戴志澄司长到会并宣布

了各省分会新推荐的第二届食品卫生学会委员名单
。

食品卫生学会副主任委员
、

卫生部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所长戴寅教授
,

代表上届学委会

作了学会工作回顾 与展望的总结报告
。

报告中回顾了成立学会三年所 取 得 的成 绩和学会工作的经验
、

体会
、

存在的问题和展

望
。

三年来所取得的成绩是大的
、

共召开了全国性的学术会议四次
,

举办一次掺伪食品学习

班
,

收效较大
。

几次会议的效果可概括为三句话
,

即数量多
、

质量高
、

影响大
。

数量多是指

三年来几次会议征集的论文
,

逐年次几乎成倍增多
。

第一次会议71 年至 81 年5 00 篇
,

年平均

5 0篇 , 8 1年至5 5年5 0 2篇
,

年均1 2 0篇 ; 5 5年至 5 7年4 6 1篇
,

年均 2 3 0篇
, 5 5年2 6 4 篇

。

说 明广

大食品卫生科技人员对积极参加学术活动的兴趣愈来愈浓
。

也反映了食品卫生专业的迅速发

展
。

质量高是指几年来会议交流的论文或报告中
,

如黄曲霉毒素
、

有机氯农药
、

化学污染物
、
稀

土肥料
、

辐照食品
、

酵米面黄杆菌中毒
、

霉变甘蔗中毒等不少研究成果获国家级
、

部级奖或受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到国外同行的好评
。

影响大是指在社会上引起了反响
,

如食品掺伪监测方法专题讨论会召开后
,

不少报刊发

布了消息或引用其中数据
,

人民日报英文版也刊载了有关文章
,

引起了国外的关注
、

加拿大

籍侨胞为此多次来函
,

要求来华进行 工作
。

会议上的食品掺伪监测箱被拿到马来西亚国际会

议上进行交流
,

西太区官员认为这一检测箱很有应用价值
,

应大力发展
,

有助于其他国家
。

说明我们的工作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
。

报告中总结了食品卫生学会开展学会活动的经验体会
,

指出学会活动必须从我 国实际出

发
,

密切配合本专业的业务工作
,

有的放矢才能有生命力
。

会议经民主协商酝酿选举产生了第二届食品卫生学会常务委员会
,

推选出正
、

副主任委

员
。

’

并聘任了刘志诚老教授为名誉委员
。

,
一‘

会上传达了卫生部副部长
、

中华预防医学会会长何界生同志在预防医学会各省分会秘书

长及专科学会主任会议上的书面讲话
。

讨论了第二届学委会的工作任务和学会的组织发展
_

E作
,

决定 89 年试刊 出版 《中国食品

卫生杂志 》 ,

并通过了杂志编委会人选及编辑部人选
,

研究了89 年学术活动
,

定于八九年下

半年召开有关街头食品卫生管理及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方面的专题学术讨论会
,

会议圆满

地完成了任务
。

( 高庆仪供稿 )

消息报道 (三 ) 食品安全问题讨论会

1 9 8 8年10 月1 6一20 日在北京由美国毒理学论坛 (T o xi c ol og 丁 F。 : u m ) 和中国预防医学

科学院联合主持
,

与美国生命科学会 ( In te r n a tio n a l L ife s e ie n e es In s titu te ) 和
一

世界

卫生组织共同组织召开了食品安全问题的国际讨论会
,

与会中外正式代表共几 7人
。

中国预 防

医学科学院陈春明院长
,

卫生部防疫司效志澄司长
,

毒理学论坛主席 P
.

S hub ik
,

生命科 学

会主席A
.

M al as p扣a ,

W H O食品安全处官员 F
.

K
.

K a fe r s t o in
,

及前任美国食品药品管 理

局 ( FD A ) 食品安全和应用营养中心局长 S
.

M ill
e r和现任局长R

.

J
.

R o n k
,

加拿大毒理中心

所长I
.

C
.

Mun
r 。和许多国内外知 名的食品卫生专家和行政负责官员都参加 了这次讨论会

。

在

会上共有29 位代表就食品卫生管理法规
,

食物中毒
,

化学和生物性污染
,

农药管理
,

辐照食

品
,

安全性评价
,

检测方法等方面的问题作了专题报告 ( 夕卜宾 19 篇
,

我国代表n 篇 ) 和热烈

讨论矿通过这次讨论会
,
交流了各国在食品卫生监督管理 以及专题研究方面的经验和成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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味管理限羞及其执行 菲律宾的农药中毒和法规管理措施  食品中农药残留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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