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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聚焦!国际标准动态

第 !A 届国际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会议进展

!刘奂辰(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一’会议概况
*)&\ 年 && 月 &0 g&\ 日!第 !A 届国际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997"#会议在美国芝加哥召开% 会议主

席!来自美国农业部的 -C6E6D-=$#S<4 先生主持会议% B1 个成员国$& 个成员国组织$&* 个观察员以及联合
国粮农组织"7’+#和世界卫生组织"l"+#的代表出席会议% 美国农业部负责国际食品法典事务的 ,<TR

7T<4;#=女士致开幕词%

来自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中国水产
科学研究院黄海所和中国香港地区食环署食物安全中心的 &* 名代表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参加本次会议%

二’会议主要议题

按照会议日程安排!主要讨论了(食品卫生通则)和(鱼和鱼制品操作规范)中组胺控制指南等标准!并
通报了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9’9#大会与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相关的工作% 会议还讨论了本委员会未来

的工作规划%

"一#国际食品法典大会与本委员会相关的工作
香料和烹调用香草法典委员会"99V9"#向秘书处提出将 (低水分含量食品卫生操作规范) "9DU#DK

LRO6#46;>T<;$6;#KDTED[%CD6=$NT#KDDU=#中的 *<TDC<$6;L#TS=+"香草#更换为*;NE64<TRL#TS=+"烹调用香草#%
"二#7’+和 l"+开展的相关工作
7’+3l"+代表介绍了与食品卫生领域相关的国际微生物风险评估联合专家委员会"_-,H’#近期开

展的工作%

&J对产志贺毒素大肠埃希菌"VL6O<$D564%>TDUN;64OQ9.8$%(.8(’ .6"(!V.-9#的专家会议报告指出!V.-9在

全球范围内造成健康$经济和贸易影响!牛肉$蔬菜$水果$乳制品和小型反刍动物肉类是主要的食物来源%
V.-9的致病性与其携带的毒力因子"基因#密切相关!应加强食品链基线研究和有针对性的调查!以提供关

于疾病流行程度和食品污染程度的数据!并确定危险因素% 同时!7’+代表指出数据收集仍存在困难!督促
所有国家尽快提供相关暴发和3或病例监测数据%

*J关于水质"[<$#TPN<E6$R#的确切含义!l"+代表向委员会报告了 7’+和 l"+应委员会要求开展的
专家会议初步研究结果% 目前对*;E#<4 [<$#T+尚无统一定义!建议针对具体目标采取风险控制措施!以便获

得*适宜用水+"K6$%KDT%>NT>D=#[<$#T#% l"+代表指出!该风险控制措施与 l"+(水质指南)是一致的!这将

影响本委员会未来在文本中如何规定水质安全% 委员会表示支持 7’+和 l"+研究结果!期待最终研究
报告%

0J关于鱼和鱼制品中组胺% 7’+代表报告了关于鲑科鱼类组胺风险文献研究的主要结果% 研究结果
显示!在适当的时间%温度组合控制下!鲑科鱼类产品在保质期内产生大量组胺从而导致鲭毒素鱼类中毒
"=;DCSTD$D564 K6=L >D6=D464O!V7:#的风险极低% 目前因食用鲑科鱼类可能导致组胺中毒的流行病学证据不
足!因此!鲑科鱼类中组胺水平并非一个重大的公共健康风险%

此外!7’+和 l"+还简要通报了其他工作!如贝类卫生程序指南$风险评估方法更新$抗生素耐药$全

基因组测序和食品安全$良好卫生操作规范"G,:#$基于风险的肉类监督等%
"三#(食品卫生通则)及其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99:#附录的修订

大会第一天召开了工作组会议!并就以下修订原则达成一致意见’
&J初级生产">T6C<TR>TDUN;$6D4#仍单独作为一章!必要时增补例子加以说明&

*J食品卫生体系"KDDU LRO6#4#=R=$#C=#是一个总体概念!包括食品卫生和食品安全的各个方面!食品安
全控制体系概念相对较窄!只应用于和安全相关的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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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J在阐述食品从业者责任时没有使用*危害分析+ " L<Y<TU <4<ER=6=#一词!这应根据 "’99:原则来开展
"该原则将进一步讨论#&

!J所有从业者应能够理解并知晓与其业务相关的危害及应当采取的针对性控制措施&
1J基于良好卫生规范的体系"G":S<=#U =R=$#C=#在一些情况下足以控制危害&
BJ所有从业者应实施 G":=!可以单独使用或作为具体控制措施的前提方案">T#%T#PN6=6$#>TDOT<CC#=#&
\J体现三类控制措施!即 G":=$与安全有关且在关键控制点";T6$6;<E;D4$TDE>D64$=!99:=#应用的控制措

施$与安全有关但不在关键控制点应用的控制措施%

会议最后同意!建立电子工作组!继续修订三部分内容"介绍!G":=和 "’99:#&阐明三类控制措施的
关系&阐明食品从业者如何能够理解与其业务相关的危害及确定相应类型的控制措施%

"四#讨论(鱼和鱼制品操作规范)修订草案中关于组胺控制的章节
鉴于鱼和鱼制品法典委员会已经休会!因此鱼和鱼制品中组胺污染的问题交由本委员会继续开展工

作% 在 997"上届会议上!会议同意制定组胺控制指南!并设立电子工作组!主要工作内容包括’将组胺作为
控制生物胺的重要标记物!并通过实施 G":和 "’99:的方法!对(鱼和鱼制品操作规范)中 V7:风险控制
指南进行修订&确保组胺控制指南覆盖整个产业链"包括捕获$储存$运输$加工及流通配送环节#&针对(鱼
和鱼制品操作规范)中包含的每一种产品!考虑是否需要专门制定或修订组胺控制指南&基于 7’+3l"+文
献研究!考虑是否将鲑科鱼类列入易导致过敏的生物物种名单中%

本届会议主要讨论了以下事项’
&J鲑科鱼类不纳入易导致组胺过敏的鱼类名单
根据 7’+3l"+的研究报告!在适当的时间%温度组合控制下的鲑科鱼类产品的组胺水平较低!引起组

胺中毒的流行病学证据也不足!也不包含在法典委员会鱼与鱼制品加工操作规范"9DU#DK>T<;$6;#KDTK6=L
<4U K6=L#TR>TDUN;$=!9M91*/*))0#中相关标准列出的与 V7:相关的 B 类高风险鱼种"鲭科$鲱科$鳀科$鲯
鳅科$竹刀鱼科$蓝鱼科#之中%

委员会认为!7’+3l"+研究报告列出了引起组胺危险的潜在来源的鱼类清单!但清单的制定并不是以
风险为基础的!如果标准中包含报告中的所有鱼类!可能会给行业和监管部门带来不必要的负担%

委员会最终决定名单中仅列出 9M91*/*))0 中规定的 B 类鱼种!鲑科鱼类不纳入名单!将来可能会扩
大鱼种范围%

*J删除在渔船上应用 "’99:原则的内容
委员会修订了*船上操作+章节的部分内容!强调船上操作属于初级生产环节!实施 G,:即可控制组胺

形成和 V7:!最大程度地减少 V7:风险!无需应用 "’99:% 委员会进一步提出!在渔船组胺控制措施等文件
记录缺失的情况下!接收机构进行组胺含量检测是必要的%

该指南适用于所有的渔业船舶!包括小型船只% 因此删除应用 "’99:原则的描述!重点关注控制措施
的实施!如时间%温度控制$记录和文档的保存管理等%

0J组胺检测与组胺含量水平
委员会认为应强调组胺控制措施对产品安全性的重要性!而不是开展组胺检测% 因为组胺检测需要有

统计学意义!而这需要耗费大量资源%

按照 7’+3l"+专家报告!刚捕获的易形成鲭鱼毒素的鱼类中组胺含量水平一般低于 * CO3WO!应用
"’99:原则管理的鱼类中组胺含量一般低于 &1 CO3WO!为了避免将这两种方式获得的鱼类组胺水平产生混
淆或误判!委员会将报告研究结果作为脚注进行说明!为接收部门设置可接受的组胺水平提供参考%

!J后续开展的工作
委员会认为仍需要对与组胺安全相关的鱼与鱼制品产品标准中抽样计划及组胺检测分析等相关内容

进一步修订%

委员会同意将组胺控制指南推进至 13@ 步!提交至 9’9第 !& 届会议审议通过%
"五#其他事项
会议对本委员会下一步的工作重点做了讨论% 新工作包括’
&J制定(食品从业者食品致敏原管理操作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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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操作规范旨在为食品从业者和政府机构提供食品生产过程中的致敏原管理指南!包括预防交叉污染
和清除致敏原的控制措施% 食品致敏原管理也涉及致敏原标签!这部分内容是由(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O#4#T<E=$<4U<TU >T#><;W<O#U KDDU=!GVF:7#规定% 委员会认为该项工作需表明与食品标签的关系!确定所需

的专家科学建议!根据(程序手册)中规定的 1 项标准完成项目信息评估%

委员会决定成立电子工作组! 起草标准草案!并在下届大会上讨论%

*J制定生物性"微生物性#食源性危机3暴发管理指南

该指南旨在为相关机构提供食源性暴发3危机管理指南!包括国家层面的计划与国际食品安全当局网

络"8/7+V’/#的信息交流% 指南将规定*准备$检测$响应和恢复+的内容!涉及相关机构的职责!以及与食
品从业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的合作!以便控制相关事件的影响% 指南将补充 7’+3l"+和法典委员会的相

关文件%

委员会决定成立电子工作组! 起草标准草案!并在下届会议讨论%

食品安全聚焦!国际标准动态

第 1 届抗生素耐药性政府间工作组会议进展

!李凤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9’9#第 1 届抗生素耐药性政府间工作组会议".7’,H#于 *)&\ 年 && 月 *\ 日至
&* 月 & 日在韩国济州岛召开% 来自 !! 个成员国$& 个成员组织"欧盟#以及包括联合国粮农组织"7’+#$世
界卫生组织"l"+#和世界动物卫生组织"+8-#在内的 && 个国际组织的近 &B) 位代表出席了会议% 来自华
中农业大学$华南农业大学$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97V’#$山东省农业科学院$浙江省农业科学院$
香港食物环境署和香港食物及卫生局等单位的 &) 名专家组成的中国代表团参加了会议%

一’会议概况
会议由 .7’,H主席$韩国首尔大学兽医学教授 ]D4O"D:<TW 主持% 韩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HRN ]DN4O%

I64 先生代表韩国政府出席开幕式并致辞!对参会代表表示了欢迎% 9’9副主席 :NT[6R<T4D"<T6R<U6先生$
9’9秘书处 .DC"#6E<4U$先生$l"+食品安全和人畜共患部的 ’[<’6U<T<Q<4#博士以及 7’+农业和消费
者保护部的 V<T<L 9<L6EE博士分别对会议致辞%

本次会议就 9’9和其他附属机构转交的 @ 项议题进行了讨论!特别审议了 7’+和 l"+牵头的关于抗
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的两个标准的初稿’(最大限度减少和控制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操作规范)和(抗微生物
药物耐药性综合监测指南)%

会议期间!7’+$l"+和法典秘书处联合举行周边会议论坛% 来自加拿大$中国$智利和印度尼西亚的
专家分别介绍了各自国家关于抗菌药耐药性的监测情况% 来自 97V’的李凤琴研究员代表中国重点介绍了
中国基于人医临床的全国细菌耐药监测网和国家致病菌识别网$基于食品的 97V’以及基于畜禽的农业部
动物源耐药性监测网等单位在抗菌药耐药性监测中的主要工作以及相互间的合作!报告引起了多国与会专
家的关注!并在报告后进行了广泛交流%

二’会议主要议题
"一#9’9和其他附属机构转交的事项
委员会回顾了近 0 年来 9’9大会和以及执委会对抗菌药耐药性工作的讨论和总结% 早在 *)&1 年!

9’9就呼吁委员会审查诸如 9’93H9:B&/*))1 和 9’93GF\\/*)&& 等相关文本内容!并采取紧急行动!
以降低由于不恰当使用抗微生物药物带来的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风险% 在今年第 !) 届 9’9会议上!委员
会针对(最大限度减少和控制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操作规范)$(抗微生物药物耐药性综合监测指南)两项标
准分别设置电子工作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