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食品安全性>>

图书基本信息

书名：<<食品安全性>>

13位ISBN编号：9787501923380

10位ISBN编号：7501923388

出版时间：1999-01

出版时间：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作者：杨洁彬

页数：254

版权说明：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Page 1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食品安全性>>

内容概要

　　几年来，食品行业欣欣向荣、繁花似锦，市场上中华饮食文化与世界各国的特色菜肴交相辉映，
五彩纷呈。
然而，先进的科学技术与滞后的文化建设同样并存于日常经济生活之中，食品安全性问题正是这样一
种矛盾的反映。
食品不安全的因素产生于人类食物链的每个环节，从原料生产、加工、储运、销售直到消费的整个过
程，这既有因社会及工业发展带来的各种污染，也有因精神文明素质不高弄虚作假或对食品安全性了
解不够等人为因素。
特别是现代社会由于生产技术、生活方式及饮食习惯的变化，使食品的安全性问题更加突出。
环境的污染直接影响到人民的饮食安全，如淮河的严重污染竟使两岸居民无净水可喝，要靠购买人工
纯净水饮用。
还有不法之徒用甲醇配兑假酒、用死鸡制作烧鸡、用病畜肉加工熟肉等屡禁不绝；食品加工行业中不
按安全规定滥加有危害性的色素、防腐剂等添加物问题时有发生；不少人不了解马铃薯、四季豆等在
不适宜的贮藏或烹调条件下会产生有毒物质；也经常有人误食蘑菇中毒。
此外，由于生活、饮食不合理引起肥胖症的人们，误信宣传滥用药物或不科学的减肥方法，而损害了
健康。
凡此种种，问题繁多不胜枚举。
前不久英国的疯牛病引起的食品风波未平，香港又出现了生禽流感病，使世界为之震惊。
在饮食安全上如何防患于未然，是全国人民十分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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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食品安全性已成为当今影响广泛而深远的社会性问题。
加强对食品安全性的管理控制，既是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民族健康的保证。
历史的经验和国内外的发展形势都说明，确保食品的安全性必须建立起完善的社会管理体系，这应包
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就食品安全性进行完整的立法　　确保食品生产和供应中的安全性
是食品生产者、供应者、管理部门的共同责任，应通过完善的国家立法及地方或部门法规明确规定各
自的职责。
消费者有权获得安全无害的食品，拒绝不安全食品。
严禁生产、供应、销售含有危害因子、在正常食用条件下可能引起健康损害的食品。
严禁食品生产、加工、保藏过程中违反规定，滥用、超量使用农药、兽药、添加剂及其他有毒有害化
学品。
一切农用化学品及其他用于食品加工、保藏、制作的化学品在推向市场前必须提供其对食品安全无害
的科学依据，获准应用许可。
管理部门应制定每种化学品用于不同农作物或家畜家禽的安全使用量、使用规程及残留标准。
对滥用化学品引起消费者健康损害的，应予追究。
不言而喻，任何立法必须有执法的有效配合才有意义。
　　（二）对食品生产和供应系统所用的各类化学品，建立严格的药物管理机制　　随着农业和食品
行业的发展，农药、兽药、食品添加剂和饲料添加剂的种类、用量及使用范围急速增长，国外被禁用
或被淘汰的各类药物也不断涌入我国市场。
在缺乏有效管理的条件下，这种形势会愈演愈烈，加强药物管理是兰项根本对策。
加强药物管理的核心问题是建立适合我国情况的化学品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制度。
风险评估一般包括危害物确认（确定某特定化合物是否与某种特定健康问题有因果关系）、剂量—反
应评估（确定某化学品暴露量或食入量大小与出现健康问题概率的关系）、暴露量评估（确定采取调
整措施之前或之后特定化学品通过饮食对消费者暴露或被摄入的程度）、风险评定（明确该种化合物
所致风险的性质、大小等级及其相应的不确定性等）几个不同的步骤。
做好这些工作显然必须取得在我国具体条件下的相应数据。
通过风险评估，应针对食品中存在的可引起危害的特定化学成分查明其问题性质，以及确定出一个对
消费者健康无风险或有极微风险的暴露水平或残留量水平，作为进一步管理对策的依据。
建立在风险评估基础上的风险管理，其最终目的就是要确保消费者对特定化学品的食入量（暴露量）
低于某种允许水平，从而将可能引起的风险降至最低。
风险管理还要求进行定期的　　食品安全性检验，收集有关化学品暴露量的资料，及时向消费者传达
有关饮食的风险信息等。
　　（三）对食源性疾病风险实行环境全过程控制　　食物携带病原菌致病，特别是肉蛋奶类及其制
成品受微生物侵害引起致病，至今困扰着生活于现代文明中的消费者，而且风险呈上升趋势。
从更广泛的环境角度考察，这一公共卫生问题可看做是一个环境问题。
因为食品中许多重要的致病菌如肉毒梭菌、弯曲杆菌、利斯特氏菌、沙门氏菌等普遍存在于自然界，
如农场、牧场、水体、饲料、家畜、野生动物、人体、厩肥及其他腐生环境中，并可在适当条件下在
人工环境中滋生、爆发、蔓延。
控制这类病害对食品和人体的侵染，不可能只采取消灭某一处病原的方法，而必须考虑在整个环境循
环或食物链的各个环节上，控制、减少病原菌的数量和侵染机会。
这也就是要对从农场、牧场到餐桌的整个食物环境进行全过程控制。
环境全过程控制是通常称之为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HACCP）系统的核心，即通过对生产过程的
控制来达到食品质量和安全性的控制。
为此要对生产全过程进行监测，并要确定这一过程中的主要问题，即找出对最终产品的安全性有影响
的关键环节，改善操作管理，加强预防性措施，确保生产出的食品安全可靠。
　　（四）采用绿色的或可持续的生产技术，生产对人与环境无害的安全食品　　现代食品安全性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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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的出现，在很多情况下固然与生产条件不佳、生产过程不规范、管理不善等有关，但更根本的问题
则是受短期、局部的目标和利益驱使，采取了某些违背生态规律、破坏自然资源的生产技术，造成恶
果。
如为片面追求生产效益而滥用化肥农药，生产出的瓜、菜、水果淡而无味，营养成分含量低，硝酸盐
等有害成分上升，并因作物易感染病虫害而使用农药越来越多，最终结果是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降低
。
过度依赖化学品支持的农业与畜牧业，在农业生态环境恶化、生产成本上升、消费者安全性意识提高
的情况下，面临着改变经营策略和生产技术的挑战。
这正是现代可持续的农业技术或绿色生产技术成为当今技术进步重要趋势的原因。
我国绿色食品生产的出现和发展，可望为改善我国食品的安全性作出贡献。
　　（五）建立健全市场食品安全性的检验制度，加强执法，保障人民健康　　在市售食品多渠道来
源以及食品中可能的危害因子因时间地点而多变的条件下，仅通过生产、加工等过程的监测与管理还
不能保障食品的安全可靠。
加强食品市场管理，建立食品市场检验制度，是政府管理部门可能和必须进行的另一项保护消费者的
重要措施。
这对于加强瓜果蔬菜的农药污染控制、畜产品中寄生虫危害及超量兽药残留的控制，以及对于各种伪
劣掺假加工食品的控制，都有重要意义。
加强这方面工作的法制法规建设和执法力度，以及相应的食品标准制定，已成当务之急。
随着国际食品贸易种类数量的日益增多，相应的进出口食品检验问题也突出起来。
我国近年除进口食品质量问题屡有发生外，也多次出现出口食品的质量与安全性问题，对如茶叶、蜂
蜜、肉类、蔬菜及其他传统农畜土特产品的出口有相当的影响，亟特改变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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