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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4 针对性防控措施的选择

尽管食源性疾病暴发监测与报告系统有其局限

性，但其分析结果仍然可用于确定食源性疾病的防

控措施
［12］: 重 点 关 注 食 品 工 业、食 品 服 务 和 消 费

者
［17］;结 合 HACCP 管 理、食 品 卫 生 监 测 和 健 康 教

育，提高临床医生诊治食源性疾病的能力、样品采集

和报告意识
［18］;推进监测效率较高的食源性疾病主

动监测系统建设
［11，17］;积极开展风险评估和风险交

流，加强从业 人 员 和 消 费 者 安 全 知 识 宣 传
［19］;提 出

和实施构想良好并且具有公共卫生影响力的策略，

以有效控制危险因素
［20］，降低食源性疾病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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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栏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公告

2010 年 第 1 号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经全国食品添加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审核，现批准二氧化硫

等 20 种食品添加剂和食品营养强化剂 1，3 二油酸 － 2 － 棕榈酸甘油三酯扩大使用范围及使用量，将硫酸铜

列入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名单。
特此公告。
附件:扩大使用范围及使用量的食品添加剂及食品营养强化剂、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新品种( 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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