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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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