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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还存在着以下不足 :

(1) 设备盲目引进现象较为突出 ,使用效率和

使用范围远低于国外同类实验室 ;

(2) 人员的技术水平和外语水平均还有待整体

提高 ,以满足不断发展的分析技术和设备的需要 ;

(3) 在食品检测方面的自主创新不够 ,真正我

国原创的检测方法很少 ,多数方法都是来源于国外 ,

这与我国现有的世界第一食品生产大国的地位是不

相称的 ;

(4) 检测工作中还存在着管理措施不到位的情

况 ,某种程度上也阻碍了相关人员技术水平的提高。

相信我国食品检测机构通过在现有基础上不断

地调整和修正发展的方向 ,预计在不远的将来必将

赶上国际同类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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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30 年来食品卫生标准工作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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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改革开放 30 年来食品卫生标准工作的进展 ,从我国食品卫生标准工作的成就和食品卫生标准体

系面临的挑战和发展方向进行介绍。食品卫生标准工作有效地保障了食品的卫生质量和阻止了国外低劣食品的

进入 ,降低了食源性疾病的发生 ,保护了消费者的健康 ,起到了重要的技术保障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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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卫生标准是政府管理部门为保证食品安

全 ,防止疾病的发生 ,对食品中安全、营养等与健康

相关指标的科学规定[1 ] 。食品卫生标准体系是我国

食品卫生法律法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食品生

产企业生产卫生、安全食品所必需遵从的技术法规 ,

也是政府监管部门开展食品卫生监督管理的重要技

术依据。

我国食品卫生标准的发展历史可以追溯到 20

世纪 50 年代 ,那一时期我国已经开始制定部分食品

卫生领域的单项标准或技术规定[2 ] 。20 世纪 70 年

代 ,卫生部下属的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负责

并组织全国卫生系统专家制定了 14 类 54 项食品卫

生标准 ,食品卫生标准体系得以初步成形。1978

年 ,上述 14 类标准开始正式实施 ,在随后的改革开

放 30 年中 ,我国的食品卫生标准体系开始逐步发展

和完善。

20 世纪 80 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试行)》颁布实施 ,卫生部成立了食品卫生标准专业

分委会[3 ] ,并系统组织开展食品污染物、生物毒素、

食品添加剂、营养强化剂、食品容器及包装材料、辐

照食品、食物中毒诊断以及理化和微生物检验方法

等在内的食品卫生标准研制工作。改革开放 30 年

来 ,经过几代食品卫生标准工作者长期不懈的努力 ,

食品卫生标准的制定始终依据科学制标的原则 ,开

展大量调查研究 ,并充分考虑我国国情 ,有效地保障

了食品的卫生质量 ,降低了食源性疾病的发生 ,保护

了消费者的健康。伴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 ,国际食

品贸易日益增加 ,食品卫生标准在有效地阻止国外

低劣食品的进入 ,减少我国消费者遭受健康和经济

方面的损害 ,维护国家的主权与利益方面 ,起到了重

要的技术保障作用。

1 　改革开放 30 年来我国食品卫生标准工作的成就

1. 1 　建立了较为完善的食品卫生标准体系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颁布之后 ,在卫

生部的组织领导下 ,我国食品卫生标准工作者依法

有计划、有步骤地制定了一系列标准 ,如 1984 年颁

布了 28 个微生物 ( GBΠT 4789 —1984) 检验方法[2 ]
,75

个理化 ( GBΠT 5009 —1985) 检验方法 ;1994 年颁布了

毒理学安全评价程序和方法 ( GBΠT 14193 —1994)

等。在此期间 ,食品卫生标准还进行了 3 次比较大

规模的清理整顿 ,使食品卫生标准不断适应时代的

发展。在 1990 - 1991 年间 ,通过召开全国制标协作

组组长会议 ,组织落实了冷饮、橡胶制品包装材料、

食用植物油、酒类、调味品、奶制品及食品添加剂等

清理整顿工作 ,复审、分级合并或废止了一些不适应

社会发展、标龄过长的标准。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

织后 ,为了适应入世需要 ,卫生部组织专家在 2001

年和 2004 年将我国标准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标

准进行了详细的比较分析 ,对与国际标准不一致的

内容进行了重新评估 ,结合我国居民的膳食模式修

改调整了部分技术指标。这次标准清理工作不但提

高了我国食品卫生标准水平 ,还尽可能使我国标准

与国际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截止 2008 年 10 月 ,我国食品卫生标准的数量

达到 454 项 ,其中 ,食品污染物、食品添加剂、真菌毒

素、农药残留、包装材料用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等基

础标准 8 项 ;食品及相关产品标准 128 项 ,涉及动物

性食品、植物性食品、辐照食品、食 (饮)具消毒产品、

包装材料等类别 ;检验方法标准 275 项 ,包括理化检

验方法 219 项 ,微生物检验方法 35 项 ,毒理学安全

评价程序和方法 21 项 ;食品企业卫生规范类标准

22 项 ,包括食品生产企业通用卫生规范和各类食品

企业的卫生规范或良好生产规范 ;食物中毒诊断标

准 19 项 ,形成了与《食品卫生法》相配套的食品卫生

标准体系。

《食品卫生检验方法 - 理化部分》( GBΠT 5009)

和《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GBΠT 4789) 是食品卫

生标准体系中两大检验方法系列标准 ,也是我国食

品卫生理化和微生物检验中的检测依据。目前 ,

GBΠT 5009 系列标准包括 206 项分析检测项目 ,涉及

产品标准体系中的各类食品 ,囊括了食物的一般成

分、金属污染物与微量元素、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食

品添加剂、真菌毒素、维生素、食品包装材料、保健食

品功效成分、有机污染物[4 ] 等分析方法。标准的起

草以现代分析技术为基础 ,并积极与 CAC 和 AOAC

标准等国际标准接轨。GBΠT 4789 系列标准共 35

项 ,包含了各类食品中指标菌、致病菌[5 ]等的检验方

法。在微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成为首要的食品安

全问题的情况下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成为及

时确定病因的重要手段。两大系列标准既满足了国

家级检验机构的检验要求 ,又适用于基层使用 ,对提

高我国的食品卫生水平和检测能力 ,保障食品安全

起到了重要作用。

1. 2 　食品卫生标准研制和组织管理体系进一步加

强和完善

20 世纪 70 年代前 ,食品卫生标准的研制工作

主要由中国医学科学院卫生研究所负责 ,以各省卫

生防疫站为主体 ,组成科研协作组 ,发动全国力量 ,

开展食品卫生的制标科研工作。1981 年 ,卫生部专

门成立了全国卫生标准技术委员会食品卫生标准专

业分委会 ,从此开始定期组织开展食品卫生标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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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计划制定和中长期规划制定工作。食品卫生标

准专业分委会每五年换届一次 ,每年召开一次年会。

1984 年 ,第一次卫生部食品卫生标准专业分委员会

扩大会议制定了食品卫生标准的审批程序 ,明确了

协作组的任务和职责 ,食品卫生标准的制 (修) 订工

作规划、标准审批程序开始逐步有序且规范化。

2008 年 7 月 ,第六届卫生部食品卫生标准专业

委员会成立。为了加强食品卫生标准工作 ,本届委

员会除食品卫生标准专业委员会外 ,还设立了污染

物、微生物、农药残留、营养与特殊膳食食品、食品产

品及卫生规范、食品容器包装材料等 6 个分委会及

特别工作组 ,共有委员 120 余人 ,是卫生部各卫生标

准委员会中唯一设立分委会的专业委员会。

食品卫生标准的研制一直采用技术机构为主

体、全社会广泛参与的制标模式。在卫生部的领导

下 ,卫生部全国食品卫生标准委员会已经建立了包

括全国疾病预防控制和卫生监督机构、科研院所、大

专院校、食品行业协会和生产企业广泛参与的食品

卫生标准协作组。标准研制单位来自卫生、质检、农

业、各类食品企业、行业协会 ,具有广泛的代表性。

一项标准经过科学的起草工作后 ,还要面向社会广

泛征求意见 ;在标准实施之前 ,还会按照世界贸易组

织 SPS 协定的规定向其他世贸成员通报。以上过程

也充分反映了制标过程的透明度。

1. 3 　风险评估在标准制定中的作用逐步提高

风险评估是对人体接触食源性危害而产生的已

知或潜在的不良健康作用的科学评价。风险评估已

是世贸组织和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强调的用于制定

食品安全控制措施的必要技术手段 ,是政府制定食

品卫生法规、标准和政策的重要基础。自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卫生部门制定第一项酱油中砷限量规

定至今 ,风险评估在我国食品安全工作中已从不自

觉到自觉而得到逐步应用 ,风险评估的原则贯穿于

标准制定和审查工作中。

早在制定食品中化学性污染物标准 (如镉、农药

残留等)中 ,就利用了风险评估的技术 ,并开展了多

次总膳食研究 ,以获得数据来评价我国居民对各种

化学性危害的膳食暴露。我国的总膳食研究及污染

物专题调查 ,以及 21 世纪初建立的全国食品污染物

监测网络和全国食源性疾病监测网络 ,通过调查研

究及监测工作 ,获得了大量我国居民食品摄入量的

数据及食品中污染因素的监测数据 ,为风险评估工

作提供了数据基础 ,为食品卫生标准的制 (修) 订提

供了重要依据。

2005 年修订颁布的《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2 —2005)是一项重要的基础标准。本标准利用

全国营养调查、全国食品污染物监测网和中国总膳

食的研究结果 ,结合相关动物试验、流行病学调查资

料 ,在对我国居民污染物膳食暴露评估的基础上 ,对

铅、镉、汞、砷、亚硝胺、多氯联苯、亚硝酸盐[6 ] 等污染

物限量进行了重新评价。各项指标的制定不仅能够

保护我国居民的健康 ,还符合我国具体国情。此标

准获得了 2007 年“中国标准创新贡献奖”的一等奖。

2006 年 ,专家在对我国人群进行蒸馏酒及配制

酒中杂醇油的暴露评估后 ,认为我国饮用白酒人群

和洋酒人群中 ,当前的杂醇油暴露量可以保证饮用

者的安全。基于风险评估的结论 ,我国主动取消了

《蒸馏酒及配制酒卫生标准》( GB 2757 —1981) 中杂

醇油[8 ]的指标 ,解决了国际蒸馏酒贸易中长期存在

的问题。

2007年修订完成的《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

准》( GB 2760 —2007)是食品产品生产所依据的最主

要的标准。在标准的修订过程中 ,我国开展了糖精

钠、乙酰磺胺酸钾、环己基氨基磺酸钠、苯甲酸、山梨

酸、胭脂红、苋菜红、日落黄、柠檬黄、亮蓝等使用较

普遍的 10 种食品添加剂在食品中实际使用量的监

测工作 ,收集了上述添加剂在食品中的实际使用量

数据。修订工作组应用国际通用的食品添加剂暴露

量评估方法丹麦预算法、膳食调查法完成了以上 10

种食品添加剂的风险评估工作[4 ] 。这是我国首次较

为全面系统地针对常用食品添加剂在食品中的使用

情况开展风险评估 ,评估的结果为添加剂最大使用

量的维持或调整提供了科学依据。

1. 4 　积极参与国际制标活动 ,加强食品卫生标准的

国际交流

我国自 1984 年正式加入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后 ,开始派专家参加食品法典委员会大会及其下属

委员会会议 ,并参加国际组织的食品卫生标准工作。

1986 年 ,国务院批准成立由卫生部、农业部牵头的

中国食品法典国内协调小组 (2004 年更名为中国食

品法典委员会) 。在国际法典标准的制 (修) 订工作

方面 ,中国已经由被动转为主动 ,在法典会议上积极

阐明立场观点 ,维护了我国的利益。

2002 年 ,中国首次担任了 CAC 标准“控制树果

中黄曲霉毒素污染生产规范”的牵头起草国 ,标志着

中国开始真正有效地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此

后 ,又牵头承担了食品添加剂通用标准前言部分、食

品添加剂通用标准中食品分类系统的修订工作及非

发酵豆制品标准的制定等工作。在酱油中氯丙醇限

量、酸水解植物蛋白限量、水产品的铅限量、微生物

危险性管理原则和指南、婴幼儿食品国际卫生操作

规范、发酵豆瓣酱和辣椒酱标准等法典标准工作中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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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积极参加制 (修) 订工作组 ,并积极提交我国的

监测数据。

2001 年入世以后 ,我国作为 WTO 的成员 ,开始

在 WTOΠSPS 协定的框架下通报及评议有关卫生与

植物卫生措施的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工作。在

与 WTO 各成员国对制 (修) 订的食品卫生标准进行

互相通报和评议的过程中 ,加强了食品卫生标准的

国际交流。承担这项工作以来 ,我们收集了上千项

其他 WTO 成员通报的各类食品安全法规、标准及其

背景情况说明 ,并对近百项可能影响我国食品贸易

的技术措施提出了评议意见。通过对其他国家食品

安全相关 SPS 措施的评议 ,能够发现我国在标准制

定过程中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对这些资料的分析、

整理对于提高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水平有着

很大帮助 ,对我国相关标准的制定有着重要的参考

意义。

2 　食品卫生标准体系面临的挑战和发展方向

正确认识我国食品安全管理体制面临的问题和

挑战 ,才能对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应当发挥的作用有

明确的定位。在我国处于经济发展、社会转型的社

会环境下 ,微生物污染和化学污染仍然是我国食品

安全的两大主要问题。由食品微生物污染导致的食

源性疾病仍然是我国现在和将来一段时间内最主

要、最严重的食品安全问题。由于环境污染造成的

食品污染、小农户为主的种植养殖模式使得农药及

其他农用投入品的规范化使用较为困难 ,食品加工

过程已知污染物的污染仍然较为严重。而我国复杂

多样加工工艺可能还产生未知的污染物、掺假使杂

造成非食用甚至有毒物质的污染等共同构成了复杂

的化学污染因素。

在这种复杂的社会背景下 ,单纯依赖标准不能

解决所有的食品安全问题。但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

如能充分考虑这些因素 ,提高标准的实用性和可操

作性 ,同时加强标准的宣贯 ,将能够使食品卫生标准

在食品安全管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食品安全法》在面向社会广泛征求意见后已经

颁布 ,法律草案中提出了食品安全标准的概念 ,除食

品安全标准外 ,不得制定其他的食品强制性标准。

新的食品安全标准所涵盖的范围与食品卫生标准基

本相同 ,更加明确了与食品安全、营养有关的标签、

标识、说明书的要求、与食品安全有关的质量要求及

通用的食品检验方法与规程等都是食品安全标准的

组成部分。根据法律草案要求 ,现行的食用农产品

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和有关

食品的行业标准中强制执行的标准都将予以整合 ,

统一公布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未来食品安全标准

体系的建设将在现有食品卫生标准体系的基础上更

加扩展。

此外 ,《食品安全法》还明确提出了建立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和评估制度 ,把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作为

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确定食源性疾病控制对策的重要

依据。这些规定为今后我国开展食品安全标准工作

提供了有利条件 ,也为今后的发展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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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一) 欧盟紧急修订食用菌中尼古丁限量标准

自去年 10 月份以来 ,经欧盟食品安全委员会调查 ,发现其市场上 99 %的野生菌样品中尼古丁含量均超

出其法定最高限量 0101 mgΠkg。迫于食用菌输出国政府、欧盟进口商和生产商组织的压力 ,该食品安全委员

会于 5 月 11 日 ,对食用菌中尼古丁限量做出紧急修订 ,并设立一个没有期限的过渡期。修订后 ,尼古丁在食

用菌鲜品和干品 (不含牛肝菌)中最高限量分别为 01036 mgΠkg 和 1117 mgΠkg ,而在牛肝菌干品的最高限量则

为 213 mgΠ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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