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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食品是人类最直接、最重要的消费品，自古以来食物的卫生与安全被视为民生的基础、国泰民安的根
本。
同时，食品质量安全状况也是一个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和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标志。
我国政府坚持以人为本，高度重视食品安全，一直把加强食品质量安全摆在重要的位置；自2001年中
国先后启动实施了“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建立了食品质量安全市场准人制度，建立了全国食品安
全风险快速预警与快速反应系统，积极开展食品生产加工、流通、消费环节风险监控，建立健全了食
品召回制度，并初步建立了企业食品安全诚信档案，建立了食品生产加工企业红黑榜制度。
同时，在食品流通领域，深入实施以“提倡绿色消费、培育绿色市场、开辟绿色通道”为主要内容的
“三绿工程”，加大餐饮等消费环节的食品安全监管力度等政策措施。
经过努力，我国食品质量总体水平稳步提高，食品安全状况不断改善，食品生产经营秩序显著好转。
但同时必须看到，中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食品安全的总体水平，包括标准水平和食品生产的工业
化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一定的差距，尤其是食品生产过程中掺杂使假、以假充真，以非食品原
料、发霉变质原料加工食品，不按标准生产，滥用添加剂等违法行为屡禁不止。
近几年来，毒米、毒面、毒油几乎年年“东窗事发”，加上“三鹿”奶粉事件，闹得国内市场人心惶
惶，与此同时，中国农产品、食品的出口也因卫生问题而出现了一些被出口国退货现象⋯⋯这些食品
质量与安全事件，严重威胁广大消费者的身心健康，影响人们的食品消费信心，影响我国食品产业的
国际声誉，成为制约我国食品工业健康发展的关键问题。
为此，我国政府在2009年2月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为我国的食品安全提供了严格的
法律保障。
为更好地提高我国食品质量和食用安全，更好推行“从农田到餐桌”的全方位的食品安全控制，本书
围绕食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的相关环节着重阐述影响食品质量与安全的潜在因素和污染来源，以及相
应的控制措施。
本书主要包括植物源性食品的安全性、动物源性食品的安全性、加工食品的安全性、食品安全性评价
、食品生产过程和加工过程的安全质量保证、食品流通和服务环节的安全质量控制、食品卫生安全法
规标准、食品安全监管的机构和制度等内容。
本书由全国多所院校共同参与编写，汇集了从事本学科教学与研究工作的主要力量，是集体智慧的结
晶。
本书编写人员分工：第一章由西南大学陈宗道、刘雄编写；第二章由西南大学马良编写；第三章由西
南民族大学张焕容编写；第四章由西南大学刘雄编写；第五章由四川农业大学刘书亮编写；第六章由
四川农业大学林居纯编写；第七章由四川农业大学田刚编写，第八章、第九章由西南大学赵国华编写
；第十章由西南大学陈宗道编写。
全书由刘雄和陈宗道统稿。
在本书编写出版过程中得到了编者所在院校和化学工业出版社的指导、帮助和支持，在此深表谢意。
由于我们水平有限，工作繁忙，加之食品质量与安全学科内容广泛和其仍在研究发展中，书中的疏漏
和不妥之处在所难免，殷切期待各位读者和同行的惠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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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食品质量与安全》围绕食品生产、加工和销售的相关环节着重阐述影响食品质量与安全的潜在
因素和污染来源，以及相应的控制措施。
《食品质量与安全》主要包括植物源性食品的安全性、动物源性食品的安全性、加工食品的安全性、
食品安全性评价、食品生产过程和加工过程的安全质量保证、食品流通和服务环节的安全质量控制、
食品卫生安全法规标准、食品安全监管的机构和制度等内容。
　　《食品质量与安全》可作为食品专业及相关专业的本科生和研究生教材，也可供从事食品安全管
理的研究人员和管理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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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第二章 植物源性食品的安全性第一节　天然有毒物质对植物源性食品安全性的影响一、概述植
物是人类最重要的食物资源。
我国幅员辽阔，地理成分复杂，植物种类丰富，有毒植物的种类也很多。
据研究报道，我国有毒植物约有1300种，分属于140个科。
有毒植物中的天然有毒物质是人类植物源性食物中毒的重要因素之一，对人类健康和生命安全有较大
的危害。
植物中的天然有毒物质是指植物体本身存在的或者由于储存条件不当形成的某种对人体健康有毒害的
非营养性天然物质成分，不包括那些污染的和吸收入植物体内的外源化合物，如农药残留和重金属污
染物等。
因此，植物源性天然有毒物质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植物天然含有的有毒成分，如生氰糖苷、硫苷等
，另一类是植物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有毒成分，如发芽马铃薯中的龙葵碱等。
 植物中有毒物质的摄入可不同程度地危害人体健康，降低食品的营养价值和影响风味品质，引起人食
物过敏和对食品的特异性反应；此外，因含有毒物质的植物外形、色泽与无毒的品种相似，易被人们
混淆误食引起食物中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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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食品质量与安全》是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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