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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污染物监测体系理化指标监测介绍及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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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部分国家和国际组织食品污染物监测体系的监测历史、监测点选择、监测食品类别、污染物类别、

采样原则、数据共享、数据利用 ,并将我国和发达国家这方面的工作进行了比较 ,找出差异和可以借鉴的方面 ,并提

出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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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卫生组织和国际粮农组织在 2001 年度食

品安全战略 (草案)中把化学性有害物质的监测作为

危险性评估的重要手段 ,建设食品污染物的监测体

系成为食品安全管理的核心环节[1 ] 。一些国家根据

自身的情况和实际需求建立起了相应的食品污染物

监测体系。我国的《食品安全法》[2 ]也将污染物监测

纳入法律管理的范围。本文从多个角度就国际的食

品污染物监测体系进行比较分析 ,寻找出可借鉴和

学习的方面 ,用于发展和完善我国食品污染物监测

体系。

1 　WHO 的 GEMSΠFood 体系

1976 年 ,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 WHO ) 、粮 农 组 织 ( UN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 FAO) 与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United Nations Environment Programme , UNEP) 共同

努力设立了全球环境监测系统Π食品项目 ( global

environmental monitoring system , GEMSΠFood) ,旨在掌

握各会员食品污染状况 ,了解食品污染物的摄入量 ,

保护人体健康 ,促进贸易发展[3 ] 。参与这个体系的

国家和组织达到了 70 多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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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EMSΠFood 体系要求每个会员依据本国国情进

行食品污染物的监测工作 ,收集相关的污染水平数

据 ,并通过电子网页或者电子文档的形式上报给

GEMSΠFood 相关组织 ,并根据各个国家的实验室能力

水平制定了一套不同监测水平的参考目录 (核心名

单、中等名单和全面名单) [426] ,各会员国可进行选择。

在实验室质控方面 , GEMSΠFood 对参与的国家

进行定期的实验室检测能力的质量控制分析研究 ,

并采用了另外一种参考标准的方法来提高数据的可

靠性 ,在 2003 年 GEMSΠFood 修订的食品污染物电子

数据传送的文件中附有分析方法、分析质量保证和

采样等方面的调查问卷 ,此调查问卷为粮农组织Π世
界卫生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 (Joint FAOΠ
WHO Expert Committee on Food Additives , J ECFA) 制

定 ,通过调查问卷制定出相关的参考标准 ,对上报的

数据进行分级 ,确保数据的质量和可靠性[7 ,8 ] 。

在数据收集方面 , GEMSΠFood 于 1996 年建立了

污染物数据库 ,其中包括一般食品污染物数据库和

总膳食数据库 ,各个会员可以通过分析实验室操作

程序 I、II、III[8 ] ( Operating Program for Analytical

Laboratories , OPAL)将数据上报给相关组织 ,将数据

汇集到相应的数据库中 ,便于数据的储存和分析。

为了满足 WHO 欧洲地区工作的需要 ,促使欧

洲地区所有国家均参与 GEMSΠFood 体系 , 1991 年

GEMSΠFood 欧洲[9 ] ( GEMSΠFood 2Europe) 体系建立 ,

旨在协调合作其它的食品污染物监测体系 ,尤其是

欧盟的监测体系。2001 年欧洲有 22 个国家或地区

设置了 WHO 合作中心 (Collaborating Centre , CC) 或

参与机构 ( Participating Institution , PI) ,13 个国家设

有国家联络点 (National Contact Points , NCP) ,还有 7

个国家对参与该体系存有兴趣。

总之 ,GEMSΠFood 体系的建立为确保全世界的

食品安全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方面为各国污染物监

测工作进行了指导和安排 ,收集整理了各国的数据 ,

另一方面也提高了会员国的实验室检测的能力 ,为

世界各国的数据汇总和实验室分析搭起了一个科学

的平台 ,方便各国数据的交流和共享。

2 　北美地区

2. 1 　美国

美国食品污染物监测工作主要由食品药品管理

局 ( 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 FDA) 、美国农业部

(United States 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 ) 共同执行。

FDA 主要负责农副产品中农药残留量的监测工作 ;

USDA 的食品安全局 ( Food Safety and Inspection

Service , FSIS) 主要负责畜、禽、蛋类的食品安全工

作 ,开展了兽药残留的监测 ,同时美国农业部的农业

市场服务部 (Agricultural Marketing Service , AMS) 为

了进行暴露评估也开展了农药残留监测项目

(pesticide data program , PDP) 。所以美国污染物监测

体系是由 FDA、USDA 两个部门共同负责 ,其机构体

系健全 ,职责分工明确。

2. 1. 1 　FDA 的农药残留监测[10 ] 　从 1963 年起 ,

FDA 开始从事常规农药残留监测 ,旨在了解该国农

药残留的状况和趋势。最近公开的数据表明 (2006

年电子公开数据) ,监测的食品重点为初级农业产

品 ,也涉及一些加工的食品。食品类别包括 :谷类、

乳与乳制品、蛋类、鱼、甲壳动物类和其他水生动物

类、水果和蔬菜等。监测的食品来源于国内产品和

进口产品 ,国内产品来源于美国 41 个州 ,监测的进

口食品来源分布于 100 个国家。监测的农药种类多

达 360 多种。

监测网采集的国内产品最大可能地接近于真实

的市场流通和居民消费情况 ,采集的进口产品接近

于美国商业的进口产品 ;其取样类型和数量取决于

多种因素 ,包括往年的残留监测数据、农药使用的区

域情况、该食品作为膳食的重要程度、产品的产量或

者进口数量、化学特性和农药的毒性、农药的使用模

式和生产量等因素。

在数据共享方面 ,每个参与的联邦州政府相关机

构均可以共同享有监测数据 ,从 1987 年始 ,FDA 对农药

残留监测数据进行年度报告 ,从 1993 年开始 ,年度报告

公布于 FDA 的官方网站 ,以便资源的共享。

FDA 的监测结果以及对农药残留趋势的分析 ,

不仅对超标样品有所掌握 ,并采取相应的惩罚手段 ,

也为美国制定合理的农业管理法提供了重要的技术

支持。

2. 1. 2 　FDA 其他监测项目[11213 ] 　FDA 除了对农药

残留进行常规监测外 ,对钠、镁、钾、钙、锰、铁、镍、

铜、锌、磷、砷、硒、钼、镉、汞、铅、碘等元素进行了长

期监测。此外 ,1994 年开展了水产品中的总汞和甲

基汞的监测 ,积累了大量的数据。

FDA 也关注一些环境化学污染物 ,如丙烯酰胺、

苯、二　英和多氯联苯、氨基甲酸乙酯、呋喃、硝基呋

喃、高氯酸盐等。

2. 1. 3 　USDA 的 农 药 残 留 监 测 ( pesticide data

program , PDP) [14 ] 　为了进行食品污染物的暴露评

估 ,1991 年起 USDA 下属的农业市场服务部执行了

农药残留监测项目。截止到 2005 年有 12 个州参与

该监测工作 ,覆盖美国的过半人口和过半面积。

该监测项目监测的食物类别侧重于婴幼儿和儿

童食品、生鲜Π冷冻Π罐藏水果和蔬菜、果汁、乳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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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类、玉米糖浆、禽类、肉类和饮用水。监测的农药

多达 420 多种农药 ,包括杀虫剂、杀菌剂、除草剂和

生长调节剂。

PDP与 FDA 的常规农药残留监测在采样原则

上有明显的区别。该采样方式是运用统计学设计

的 ,样品选择以 EPA 的数据需要情况、婴幼儿和儿

童的食品消费情况来决定 ,尽可能地接近实际的消

费模式。

在实验室质量控制方面 ,PDP 以 EPA 制定的良

好实验管理规范 ( Good Laboratory Practice , GLP)为基

础起草每年的标准作业流程 ( standard operation

process , SOP)和质量控制考核。每个实验室需要通过

ISO 17025 评审 ,并且均要参加 PDP 的能力考核

(proficiency testing , PT) 和官方分析化学家协会

(Association of Official Analytical Communities , AOAC)的

能力考核。相关质控人员也经常进行现场考评 ,督察

监测过程是否符合 SOP规定 ,确保分析和数据质量。

在数据共享方面 ,PDP 的每年数据的结果均公

布于 USDA 的官方网站 ,可被 EPA 和各联邦州相关

机构免费利用 ,所有的利益相关集团均可共享。

该监测结果主要是为 EPA 用于农药残留在膳

食摄入情况下的暴露评估工作 ,也可依据食品质量

保护法 (Food Quality Protection Act , FQPA)的需求 ,用

于农药重新登记等工作 ,对于执行 1996 年美国国会

通过的《食品质量保护法》起着重要的作用 ,为该国

参与食品法典委员会提供数据和技术支持。

2. 1. 4 　USDA 的国家残留监测方案 (national residue

program , NRP) [15 ] 　1967 年 , FSIS 就开始执行了国

家残留监测计划 (NRP) , 旨在掌握肉类、禽类和蛋

类中污染物的超标情况 ,减少消费者的危险指数。

NRP 主要对这些食品中的兽药残留、农药残留、环境

污染物等项目进行监测。

NRP 的样品采集方案的制定需要以下几步。首

先要确定哪些为肉类、禽类和蛋类产品要关注的污

染物 ;其次 ,使用相应的运算规则来确定污染物的级

别 ,将污染物与产品的级别匹配 ,运用统计学运算计

算样本量。

如发现有超标的样品 ,FSIS 将对这些产品进行

处理 ,如果产品已经进入流通市场 ,便采取召回措

施 ,并将数据传递于 EPA 和 FDA ,除此以外 ,监测的

数据可以为暴露评估分析提供依据。该监测项目同

时有助于 FSIS、FDA 和 EPA 加强联邦法律和法规。

总之 ,美国的污染物监测在农药、兽药残留监测

方面体系健全 ,职责分明 ,监测的历史悠久 ,监测农

药残留、兽药残留的品种全面丰富 ,多达几百种。监

测数据公开透明 ,并应用到多研究领域。

2. 2 　加拿大[16 ]

加大拿食品检验局 ( Canadian Food Inspection

Agency , CFIA)负责食品污染物的监测计划。监测计划

主要包括 3 大部分。第一部分为食品监测 (monitoring

sampling) ,目的是监测食品供应中可能存在的污染物水

平 ,这一部分主要包含在食品化学残留监测方案 (the

national chemical residue monitoring program , NCRMP)中 ;

第二部分为定向监测 (directed sampling)主要是针对目

标地区的目标样品 ,核实可疑的化学污染物问题 ;第三

部分为依从性监测 (compliance sampling)目的是为了将

超标食品清除出市场。

2. 2. 1 　食品化学残留监测方案[17 ]
NCRMP 于 1978

年正式启动 ,该方案由食品微生物和化学评估部门

根据 CAC 发布的关于兽药和农药残留的标准来制

定监测计划和时间规划。一方面监督本国的农业生

产和畜牧业是否符合良好农业规范 (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s ,GAP)和良好兽药使用规范 (good practice in

veterinary , medicine ,GPVM) ,另一方面了解本国的污

染状况。

监测的食品种类主要为 :奶制品类、蛋制品类、

蜂蜜制品类、肉制品类、新鲜的水果蔬菜类、加工的

水果蔬菜类和糖浆类 ;监测的污染物为 :兽药残留、

农业化学物 (包括农药残留) 、放射性核素、工业污染

物和环境污染物。每年大约对220 000份国内和进

口的食物进行检测。

NCRMP 有明确的采集样品计划和检测计划 ,其

中规定了的工作人员于某时某地采集相应的食物 ,

并于何时将样品送至指定的实验室进行检测 ,何时

信息发布。采样按照统计学运算来计算样本量 ,进

行无偏移采样。

在数据的共享方面 ,监测的数据每年公布在

CFIA 的官方网站上 ,与其他国家相关机构进行共

享 ,作为无壁垒贸易的数据前提。

监测结果作为暴露评估的一种参考资料 ,也用

来制定新的食品卫生标准和修订以往的卫生标准 ,

除此外 ,对超标样品可以及时采取定向监测和依从

性监测 ,并采取相应的强制性措施。

加拿大的 3 种监测方式相辅相成 ,与食品检疫

工作紧紧相连 ,其中 NCRMP 为定向监测和依从性

监测提供了基础数据和监测的方向重点 ,为食品暴

露评估工作提供了基本的依据。

3 　欧盟

欧盟已经将残留监控的技术规范转变为污染物

监控指令和执行法令 ,包括动物源食品残留物质的

监测、农药残留监测及其它监测方案 ,前两个监测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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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均开展于 1996 年。欧盟监测体系与 GEMSΠFood2
Europe 监测组织是相互协调的 ,均是要求每个国家

将监测数据上报给该组织 ,以便更好地了解欧洲地

区的食品中污染物污染状况。

3. 1 　动物源残留物质的监控方案[18 ]

欧盟的各个会员国都要在指令 ECΠ23Π96 和 ECΠ
22Π96 的框架下进行本国的动物源食品的残留物质

的监控。监测的具体食品为 :水产品类、牛奶、蛋类、

蜂蜜、各种牲畜类和野生动物等 ;监测的项目为 :荷

尔蒙、类固醇、违禁的化学物、抗菌素、兽药残留和其

它环境污染物。

采样原则按照指令 97Π747ΠEC2 中相关的样品

采集水平和采集频率的条款采集本国内的食品 ,采

样方式必须是随机方式。

对于超标样品 ,将采取一系列的行动 :调查源头

农场、再次重复实验、禁止该农场的商品流通、对确

认的阳性结果并有可能造成较高风险的源头动物进

行宰杀 ,加强对源头农场的监督 ,及时对外公布源头

动物信息 ,防止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3. 2 　农药残留监测[19 ]

除兽药残留监测的相关指令外 ,欧盟在一系列

农药残留的法规指导下进行植物源食品中农药残留

的监测 :欧盟内部合作的农药残留监测项目、每个国

家分别进行的本国自身的农药残留监测项目。两个

项目均于 1996 年开始执行 ,旨在了解欧洲的实际膳

食中的农药残留的暴露水平。

3. 2. 1 　欧盟内部合作农药残留项目 　以 2005 年为

例 ,监测的农药残留品种达到了 55 个 ,监测的食品

为 9 种 (梨、豆类、土豆、胡萝卜、橙子、桔子、菠菜、大

米、黄瓜) 。参与合作监测的国家为 28 个 ,参与检测

的实验室为 173 个。

在采样方面 ,最小采样量按食品法典委员会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 CAC) 制定的统计学

方法计算而出 ,一般每种样品大于 12 个Π10 万人 ,然

后根据欧盟制定的 2005Π118ΠEC 条例 ,根据该国的

人口数和消费人口数等因素调整样本量 ,其范围可

以在规定的数量范围内增加或者减少 12～93 个样

品。采样的地点为零售商店、批发商店、市场、进口

单位和加工部门。

3. 2. 2 　国家农药残留监测项目 　欧盟要求每个会

员国都根据欧盟的相关指令和本国的相关规定进行

本国的植物源食品的监测 ,其重点监测的食品为水

果、蔬菜、谷类、加工食品类 (包括婴儿食品) 。每年

有 15～20 种食物被调查 ,食品采样数量每年4 700

份 ,即17 000名消费者对应一份样品 ,每种食物大约

抽取 240 份。采集样品又分为两种类型 :一种是监

测样品 ( surveillance samples) ,即随机抽样。另一种

为跟踪样品 (follow2up enforcement samples) ,即对曾经

检测出的生产者或运输者的超标为例食物进一步监

测。以 2005 年收集的数据汇总为例 ,国家农药监测

项目中监测的食物 92 %属于初级农产品 ,8 %属于

加工食品。监测的农药残留项目共 706 个 ,其它污

染物 146 种。349 种污染物 (包括农药残留)被检出 ,

检测的样品数目达到62 569个 ,参与检测的实验室

由起初的 44 个发展到 631 个 ,并且各实验室均要通

过实验室认可。

3. 2. 3 　其他[20222 ] 　除此以外 ,欧盟也有官方监控体

系 ,对食品中各污染物进行监控 ,各国根据本国实际

情况 ,随机抽样监测 ,一旦发现违背法规的产品便立

即通报并采取相应行动。欧盟的食品和饲料的快速

预警系统 (rapid alert system for food and feed , RASFF)

得到各国相关权威机构的信息后 ,及时发布预警信

息 ,确保快速行动。欧盟还针对特定食物中的特定

污染物进行监测 ,例如 :2007 年 5 月 3 日欧盟起草了

关于监测食品中丙烯酰胺的水平的建议 ,涉及的食

品为油炸的土豆片、烧烤的咖啡、饼干等。2007 年 3

月欧盟委员会采纳了关于监测食品中呋喃水平的建

议。所有的监测分析用于法规的制定和暴露评估分

析应用。

欧盟污染物监测的特点是农药监测分为两种监

测形式 ,欧盟内部合作农药残留监测和国家农药残

留监测 ,这既可以掌握本国情况 ,又可以了解欧盟整

体情况 ,便于各国自行采取解决问题的行动 ,也便于

欧盟统一的食品安全预警 ,但欧盟对环境污染物的

监测刚刚启动 ,还未真正形成持久体系。

4 　澳新地区[23225 ]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食品监测是由澳新食品标

准局 (Food Standards Australia New Zealand , FSANZ)负

责实施的。该监测方案最大的特点就是可形成两国

共同的食品监测和执法策略 ,可以共同享有和讨论

数据信息 ,以确保两国食品的安全。

2005 年 ,FSANZ牵头对澳大利亚范围内水产品

中的化学残留物质进行监测 ,监测了 50 个兽药残留

物。而新西兰食品安全局 (New Zealand Food Safety

Authority , NZFSA)于 2002 年 7 月进行食品监测 ,监

测方案包括国家残留监测项目 ( national residue

program ,NRP) 、奶制品残留监测项目 ( dairy residue

monitoring program , DRMP) 、食品残留物监测项目

(food residues surveillance program) 、目标调查 ( target

survey) 。四者相辅相成 ,对动Π植物源食品、原料奶

等食品中的农药、兽药残留和重金属等污染物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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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监测 ,利用数据结果进一步进行暴露评估 ,为两

国共同制定卫生标准提供依据。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双边监测双边执法 ,可以

相互交流和共享数据 ,制定共同的标准 ,为两国贸易

合作奠定了无壁垒的基础。

5 　中国

我国食品化学污染物监测主要集中在农业部

门、卫生部门。农业部门主要负责种植业的农药残

留监测 ,而卫生部承担了污染物监测网工作 ,对农副

产品及加工食品的污染物进行长期监测 ,以便为制

定卫生标准提供依据。

5. 1 　农业部的农药残留监测[26 ,27 ]

为了全面推进《无公害食品安全行动计划》,农

业部于 2001 年在北京、天津、上海、深圳 4 个试点城

市开始蔬菜农药残留的定点监测工作。2008 年扩

展到全国 37 个城市。全年 4 次对 37 个城市蔬菜中

的农药残留、36 个城市的畜禽产品中瘦肉精及药物

的残留、26 个城市的水产品中氯霉素等药物污染物

开展监测工作。每个城市每次采集的样品不得低于

100 份 ,采集地点集中在蔬菜生产地、批发市场 ,农

贸市场、超市 ,数据的结果一方面可以作为制定农

药、兽药残留限量的参考依据 ,同时也可以为农药监

管工作的调整提供必要的依据。

5. 2 　卫生部的全国食品污染物监测

1981 年 ,我国加入了 GEMSΠFood 组织 ,开始了

零星数据的收集。为了系统地了解我国污染物污染

状况 ,1992 年 ,由卫生部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负责

开展了食品中农药残留、重金属和黄曲霉毒素的监

测[28232 ] ,其中选择北京、黑龙江、四川、浙江、广东 5

省市对粮食、蔬菜、水果、肉禽、水产、植物油、蛋、乳

8 类食品进行了六六六、DDT 的监测 ,采集样品 355

件 ,获得了2 840个数据 ;选择北京、上海、广东、江苏

和四川省对粮食类、蛋类、乳类、水产品、肉类 6 种食

品进行了重金属 (铅、镉、汞) 的监测 ,采集样品 600

多件 ,获得1 800个数据 ;选取广西、河北、江苏、北京

4 省市对玉米和花生油进行了黄曲霉毒素 B1 的监

测。这些数据的获得为修订我国卫生标准提供了参

考 ,同时也为农药的监管提供了科学的依据。

2000 年在卫生部主持、科技部的资助下 ,由卫

生部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开展的全国污染物监测网

启动。2002 年卫生部颁布了《卫生部关于建立和完

善全国食品污染物监测网的通知》(卫法监发[2002 ]

134 号) 。2003 年卫生部颁布了《食品安全行动计

划》(卫法监发 [2003 ]219 号) ,要求进一步将污染物

监测技术和监测网络在全国推广。这两个通告的颁

布 ,使得污染物监测工作更加正规化和规模化 ,将科

研工作纳入到政府职能范围内成为常规工作。

初期 10 个省市参加监测点的工作 ,2008 年监测

省市扩大到了 16 个省市。覆盖地理面积和人群均

过半。监测点的选择原则[33 ] 是 ,选择我国食品生产

和加工的主要省市 ,其食品污染物监测数据具有地

域代表性。为使数据具有更广泛的代表性 ,确定为

监测点的省市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地区分布状况选

择若干采样点。

为了和国际监测数据有可比性 , 我国参考

GEMSΠFood 所制定的监测名单 ,根据本国的实验室

检测能力选择监测的污染物和食品类别。此外考虑

到我国的农药、兽药、添加剂的使用情况和环境污染

物的污染状况 ,及其监测区域的种植生产和食品消

费情况 ,确定当前监测计划和任务[33 ] 。以 2008 年的

监测计划[34 ]为例 ,见表 1。

表 1 　2008 年中国污染物监测的污染物和食品类别

监测污染物类别 监测的污染物项目 监测的食品类别

金属污染物 无机砷、铅、镉、汞、铝 粮食类、根茎蔬菜、叶类蔬菜、茄果类蔬菜、食用菌、茶叶、猪肝、猪肾、
藻类、水产品类、皮蛋类、馒头、油炸食品

食品添加剂 富马酸二甲酯、甜蜜素、二氧化
硫、硝酸盐、亚硝酸盐、合成色素

果汁饮料、乳饮料、碳酸饮料、酱菜、白南瓜子、熟肉制品、冰激淋、月
饼

霉菌毒素、氨基甲酸乙酯等 黄曲霉毒素 B1 、B2 、G1 、G2 、M1 、

丙烯酰胺、氟、氨基甲酸乙酯

粮食类、酱油类、茶叶类、乳制品、花生酱类、酒类、油炸食品、焙烤食
品、小食品

农药残留 有机氯、氨基甲酸酯类、拟除虫
菊酯、有机磷

豆类蔬菜、茄果类蔬菜、叶类蔬菜、根茎类蔬菜、甘蓝类蔬菜

　　在实验室检测和质量控制分析方面 ,为了保障

监测数据的可靠性 ,每年给参与检测的实验室发放

质控样品 ,通过平均值法、尤登双样法和 Z 值评分

法对质量控制结果进行考评 ,先后开展过重金属、有

机氯、有机磷、防腐剂、甜味剂等项目的分析质量控

制[33 ] 。除却各省市的质量考核外 ,我国还在 1992

年 ,1999 年参加了 GEMSΠFood 的农药残留的质量考

核 ,取得了良好成绩[35 ] 。

在数据利用方面 ,1992 年我国利用重金属的监

测数据和全国营养调查的食品消费量对无机砷进行

了危险性评估。2000 年正式开展污染物监测后 ,利

用数据开展了描述性统计和趋势分析 ,与国标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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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标准进行了比对 ,同时采用了国际危险性评估

的基本原则 ,对部分污染物进行了暴露评估 ,其中涉

及重金属、添加剂、氯丙醇等监测结果[36241 ]
,监测数

据为我国制定卫生法规和卫生标准提供了必要的依

据 ,同时也为我国在 CAC的发言提供了科学支撑。

6 　比较和思考

6. 1 　中国与国外监测工作的比较

我国和其它组织和国家的监测体系无论是从监

测目的、实施过程 ,还是在数据的利用方面都具备共

同点 ,但也存在一定的差距。

6.1. 1 　监测历史 　国外的污染物监测工作均开展较

长 ,美国的农药残留和兽药残留开展均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 ,目前已经累计了大量的数据和工作经验。

我国于 20 世纪 80 年代加入 GEMSΠFood 组织 ,

1992 年进行过相关的零星数据的收集 ,但直至 2000

年 ,才真正连续、规模化地进行全国污染物的监测 ,

仅历时 9 年 ,所以我国目前无论是在数据累计的程

度上 ,还是在经验的积累上都显得不足。

6. 1. 2 　监测的食品类别 　发达国家食品中的监测

更倾向于初级农业产品和婴儿食品 ,加工食品涉猎

较少 ,以美国和欧盟为例 ,监测的加工食品仅占

8 % ,而且包括本国的和进口的食品。

我国农业部主持的农药监测主要为初级农副产

品 ,卫生部开展的全国污染物监测网监测的食品不

仅涵盖了初级农产品 ,也涵盖了较多的加工食品。

其中对加工食品的关注较国外强。但对婴儿食品较

之不够关注 ,而且监测的食品大多为本国产品 ,对进

口产品没有进行监测。其主要原因在于我国食品安

全的监管分别由农业、质检、工商、卫生 4 个部门实

施。其中初级农产品生产环节的监管由农业部门负

责 ,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质量监督和日常卫生监管

由质检部门负责 ,食品流通环节的监管由工商部门

负责 ,餐饮业和食堂等消费环节的监管由卫生部门

负责 , 进出口农产品和食品监管由质检部门负

责[42 ] 。从体系上 ,我国虽然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善的

食品监管体系 ,职责分工明确 ,但从目前实施过程来

看 ,在部门衔接和配合上还存在不足 ,导致卫生部主

持开展的全国污染物监测工作无法直接从农田和农

场进行食品的采集 ,更多的食品采自超市 ,所采集的

食品大多为包装加工食品。由于进口食品的监管隶

属于质检部门 ,因此全国食品污染物监测的食品种

类未涉及到进口产品。我国对加工食品的关注也是

污染物监测工作的一大特色 ,因我国食品加工行业

良莠不齐 ,加工食品种类繁多 ,对加工食品的长期稳

定的监测有助于我国更有效地了解我国食品加工行

业的食品安全状况 ,为人们提供更好的食品安全

信息。

6. 1. 3 　监测点的选择和分布 　发达国家食品污染

物的监测点较广 ,但我国目前的监测点主要集中在

东南经济较为发达的地区 ,西部的监测点较少。

其主要的原因一方面在于我国每年投入的污染

物监测经费有限 ,要继续发展监测点需要政府更大

的财力投入 ,另外一方面在于我国西部 ,无论是人口

还是食品的分布 ,所占比例都较低。随着监测工作

的发展和资金的投入 ,西部等欠发达地区也会成为

日后的监测点。

6. 1. 4 　监测的污染物种类 　我国采用的是 GEMSΠ
Food 推荐的中等水平的监测名单 ,并在此基础上增

加了一些项目 ,如食品添加剂 ,以便了解我国食品添

加剂的使用情况和超标情况 ,但某些热点环境污染

物的监测还未真正展开 ,例如多氯联苯、二　英等。

食品添加剂虽然不属于食品污染物 ,但却是我

国食品污染物监测工作的一个重要的监测领域 ,其

原因在于我国部分地区的加工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情

况不容乐观 ,有过量使用添加剂的情况 ,严重地威胁

了人们的身体健康 ,系统地进行食品添加剂的监测 ,

可及时、动态地掌握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现状 ,从而

对食品加工行业进行及时调整。采用 GEMSΠFood 推

荐的中等水平的监测名单是根据目前我国参与污染

物监测的实验室的检测能力而选择的 ,检测多氯联

苯和二　英等污染物 ,对参与的实验室的仪器配备

和人员技术都有较高的要求 ,所以目前还没有真正

开展这些污染物的监测 ,随着我国实验室能力水平

的提高 ,今后会适当进行增加和扩充。

6. 1. 5 　样品的采集原则 　发达国家在监测的实施

过程中 ,注重样本的采集 ,通过对食品消费量、污染

物污染的状况、人口面积等多因素进行综合考虑 ,运

用统计学计算样本量。目前我国在样品采集方面统

计学运用相对较弱 ,用不断增加样品量和采样点来

消除数据的偏倚性。其原因在于我国目前在污染物

监测方面的资金、人力投入有限 ,尤其由于食品分

布、经济分布、人口分布不平衡等因素 ,严格按照统

计学原理进行样本量的计算 ,存在一定的难度。

6. 1. 6 　质量控制 　国外的质量控制体系较为成熟 ,

美国的 PDP 监测不仅对每个实验室的进行质量控

制考核 ,而且制定了详细的 SOPs ,也进行现场督察

和考评 ,从采样到数据上报 ,各个环节都进行相应的

督察。

我国每年都对参与的实验室进行质量考核 ,但

存在重视实验室分析 ,轻采样等环节把关 ,而且目前

没有建立合理的现场督察措施 ,存在一定的数据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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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问题 ,需要日后在制定计划、计划实施和结果评价

中总结和改进。

6. 1. 7 　数据的共享 　国外的数据共享程度远高于

我国 ,有些国家拥有了相应的数据库 ,建立了相应的

数据公布网页 ,将每年的数据公布在 Web 页面 ,供各

需求机构使用 ,而我国目前还没有真正实现数据共

享。其原因一方面在于污染物监测信息的数据库未

能建立 ,未能真正形成数据收集、数据管理、数据交换

的信息系统 ,另一方面由于部门间仍然存在分头管

理 ,不注重合作 ,部门间的数据未能真正实现共享。

6. 1. 8 　数据的利用 　我国和发达国家在数据利用

上的目的是一致的 ,因监测开展工作不长 ,暴露评估

的工作较发达国家开展较晚 ,无论是数据的收集量、

信息的全面性、食品消费数据的收集情况、还是暴露

评估的技术手段和工作人员的技术水平都与发达国

家存在着很大的差距 ,所以数据的利用不充分 ,但我

国目前正在加强暴露评估分析工作。

有些国家的污染物监测数据可以对超标案例进

行溯源性跟踪 ,并进行相应的调查和处理 ,而我国目

前因监管体制的原因 ,部门间没有共同开展过合作 ,

污染物的监测数据没有在此方面有所利用 ,需要以

后加强部门间的协调。

6. 2 　借鉴与建议

6. 2. 1 　加强部门间的合作 　我国人口众多 ,地域广

阔 ,地区发展不平衡。卫生部一方面很难监测全部

食品种类和全部污染物项目 ,另一方面有些监测重

复 ,如全国污染物监测计划中的农药残留的监测与

农业部的农药残留监测的工作重复。若能将各部门

的监测有机地结合起来 ,进一步明确各部门的工作

职责 ,适当分配监测任务 ,充分透明地享有监测的数

据 ,可减少部门间的重复劳动和工作 ,提高工作效

率 ,减少成本 ,增加效益。

6. 2. 2 　制定更详细的监测计划 　应借鉴发达国家

的监测计划 ,制定详细、周全、合理的食品污染物监

测方案 ,提供更科学的技术支撑。除了应注重整体

布局外 ,也要注重一切关系到数据意义的细节 ,例如

采集样品的数量 ,采集样品的地点 ,是否有代表性 ,

是否具有统计学意义 ,样品的采集信息是否全面 ,是

否可以根据采集的信息来进行食品的溯源等等。

6. 2. 3 　数据的共享 　应建立相应的污染物数据库

网络平台 ,进行数据的储存、管理、分析、共享和交

流。也可以上报给 GEMSΠFood 进行数据的比对。公

开发布污染物监测计划、实施方案、数据分析结果。

结合其它部门的专项调查 ,仿照欧盟体系 ,建立快速

预警系统 ,及时发布食品安全事件 ,减少信息孤岛和

信息不对称的情况。

6. 2. 4 　数据的利用 　我国虽然在 20 世纪 70 年代

就将数据用于食品的“危险性评估”,但数据还未真

正全方位地用于暴露评估分析。应借鉴国外权威机

构的数据及其暴露评估分析的技术手段 ,加强我国

暴露评估分析 ,同时更应将数据传送质检部门和卫

生监督部门 ,对有可能造成食品安全事件的食品进

行监管 ,提高数据的利用率和产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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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文件

卫监督发[2009 ]1 号

关于餐饮业、食堂等消费环节食品安全监管职责调整工作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卫生厅局、食品药品监管局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局、食品药品监管分局 :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卫生部主要职责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国办发 [2008 ]81 号) 和《国家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主要职责机构和人员编制规定》(国办发[2008 ]100 号)的精神 ,卫生部已将食品卫生许可 ,餐饮
业、食堂等消费环节食品安全监管职责移交给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自通知发布之日起 ,各地上述工作的
上级对口部门为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

各级卫生和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履行好工作职责 ,防止在职责调整中出现
工作上的空白。在地方政府机构改革后 ,各省级卫生和食品药品监管部门要及时将有关食品安全监管职责
调整情况通报卫生部和国家食品药品监管局。

特此通知。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二 ○○九年一月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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