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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安全动态

中国入世后的形势与对策
与

摘 要 中国加入 !"#，为我国提供了参与国际贸易的大舞台，

同时，也给我国提出了挑战。国际贸易中食品安全问题是

各缔约国共同关注的问题，我国新入世贸，了解国际食品

安全动态，分析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提出应对措施并付诸

实施，是我国食品工业领域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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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中国将进一步

扩大对外贸易，参与全球经济一体化。国际贸易中，

各缔约国需要共同遵守的技术依据就是国际标准。

食品贸易中安全问题最为复杂和最受重视，并且越

来越成为双边贸易关注的焦点。了解食品安全的国

际动态，分析中国入世后食品贸易的形势与对策，是

摆在我国食品研究、开发、生产、监督、检验和管理者

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 国际食品安全动态

$#$ 国际食品安全问题概况

近年来，国际上有关食品污染造成的恶性事件

时有发生。%00’ 年，英国爆发疯牛病，英国牛肉成了

各国严禁进口的食物，疯牛病一度使欧洲食品安全

陷入困境，至今影响尚未消除。%000 年，比利时爆发

“二恶英”事件，并波及欧盟四国，欧洲食品安全又一

次陷入混乱。二恶英事件尚未平息，比利时又发生

“可口可乐”事件，使世界饮料名牌在比国乃至欧洲

遭到冷遇，人们正在慎视可口可乐事件之时，法国又

接二连三发生食品污染事件，先是葡萄酒净化剂污

染事件，后是熟肉制品李斯特杆菌污染事件，接着英

国猪瘟，欧洲的口蹄疫⋯⋯等等，欧洲食品安全的重

大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起，使欧洲食品在国际上

信誉一落千丈，甚至有些食品信誉全无，对食品污染

国造成了极坏的政治影响，也带来了严重的经济损

失，食品安全引发的贸易争端此起彼伏，愈演愈烈。

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为食品企业生存的关键因素

之一。许多食品企业因为没有对产品质量严格把关，

产生了一系列安全问题，最终导致公司破产，品牌信

誉受损。已有 1$ 年历史的日本雪印乳品公司，#$$$
年因为出售受污染乳品，使公司年销售额同比下降

0$2，公司部分企业关闭，并大量裁员。去年以来，英

国有 *$ 家食品公司，因为其产品安全问题受到重罚，

信誉和收入损失惨重，其中一半企业就此倒闭。据世

界卫生组织负责食品安全的一位协调员估计，目前，

有 *$2的人口，遭受到各种食品污染的侵害，每年约

有五万分之一的人因此而丧命。实际上一些慢性、潜

在危害和三致作用尚难以估计。%00+ 年，欧盟一项调

查发现，约有 ’,2的消费者对食品安全问题担忧。

造成食品安全的隐患极为广泛和复杂，污染来

源主要有农药残留、兽药残留、工业三废污染、重金

属污染，还包括食品加工过程中各种食品添加剂的

安全问题，以及致病性微生物及其毒素和寄生虫及

其虫卵的污染问题。因此，各国及国际组织对食品安

全极为重视和关注。

#$$$ 年，欧盟委员会发表了长达 ’$ 页的《食品

安全白皮书》，推出了一个庞大的食品安全计划，特

别强调加强国际联系与合作。同时 3(/ 和 .4/ 正

在起草标准，由 %’$ 多个成员国的政府官员、科学

家、技术工作者和食品企业、消费者共同参与制订。

制订标准的同时，各国也在大力发展和提高科技检

测水平，力争把以前发现不了的污染物检测出来，以

确保食品安全。

鉴 于 食 品 安 全 问 题 在 全 球 的 每 一 个 洲 都 有 爆

发，对社会安宁、国家形象、公共健康、食品贸易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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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严重的威胁。!""# 年 $ 月，由食品论坛发起成立了

一个名为全球食品安全的行动的组织，旨在提出全

球性食品安全的预警，加强与政府组织的联系，教育

消费者，以提高食品安全性。!""! 年 % 月，该组织在

日内瓦召开会议讨论食品安全问题。欧盟认为必须

打破原有的食品安全管理程序，建立一套有序的透

明的食品安全规则和统一的政府管理机构来尽可能

地降低食品安全风险，并提出希望成立欧盟食品安

全局。被食品安全问题所困扰的一些发达国家，也正

在努力进行减少食品安全风险的工作。

$#! 国际食品安全标准和检测监控体系概况

#&!&# 安全标准化工作机构和安全标准 ’() 和

*+) 于 !" 世纪 ," 年代组织制定了 《食品法典》，并

经多次修订，制订了各种食品中农药残留、兽药残

留、多种污染残留的 -./0（最高残留限量）及相关应

用限制，并经毒理学安全性评价，制订了食品中危害

物残留的人体 +12 值。

有 关 的 国 际 标 准 化 组 织 有 ：23)：245674859:48;
)7<849=859:4 >:7 3584?87?9=859:4 @国际标准化组织A；
*+)：*::? 84? +<79BC;5C76 )7<849=859:4 @联合国粮

农组织A；’()：’:7;? (68;5D )7<849=859:4 @世界卫

生 组 织 A；E+E：E:?6F +;9G645879C0 E:GG9009:4 @食
品 立 法 委 员 会 A；EE*+：E:?6F E:GG95566 :4 *::?
+??959H60 @食 品 添 加 剂 立 法 委 员 会 A；EE.I1*：

E:?6F E:GG95566 :4 .609?C60 :> I65679487J 17C<0
94 *::?0 @ 食 品 中 兽 药 残 留 立 法 委 员 会 A；21*：

245674859:48; 1897J *6?67859:4 @国际乳品业联合会A；
E)K：E:C4B9; )> KC7:L6（欧洲理事会）；以及 EEM.
（农药残留法典委员会）、N-M. （农药残留专家委员

会）、NKE*+（食品添加剂专家委员会）等 O" 多个专业

委员会和区域组织，负责协调和制订国际食品标准

和法规，其组织程序和工作范围如下图。

此 外 ，美 国 的 *1+@*::? 84? 17C< +?G9490578P
59:4A也具有国际权威性。

主要标准有 -./0（-8FG8; .609?C6 /9G95），+12

（+BB6L58Q;6 189;J 2458R6），休药期（S95D?78S8; 59G6）

或称消除期（16L;659:4 L679:?），应用限制以及残留分

析的取样方法和检验方法的规范化和标准化。

#&!&! 安全监控动态 欧盟制订了关于残留物监控

的一系列法规，具体规定了禁用或受严密监控的残

留物，并规定了欧共体仲裁实验室在操作中的权限、

条件和仲裁办法。

#&!&!&# 美国 美国残留物监控项目是教育、研究和

监管强行行政措施的综合工程，包括农牧业生产综合

情况，兽药品种及数量，农用化学药品和环境污染物

以及农药对农产品的影响。这些信息决定监控项目的

内容和规模。规定了受监控的农药、兽药品种，具有可

靠分析化合物的能力，对残留超标条件报告后的正确

监管，归纳分析和报告监控工作的全部信息。

美国新颁布的 “食品质量保护法”（*::? TC8;95J
M7:56B59:4 +B5U *TM+P#%%,）的主要条款如下 ：关 于

食品中农药等污染物允许量的新计量法和规定；关

于婴儿和孕妇需增设额外的安全因子的规定；关于

对总体接触污染物摄入量的计算规定；关于建立对

污染物积累危害性的评估规定；关于对残留允许量

和有机磷农药的重新评估；关于对农药效益的考虑；

关于采用先进科学成果和新技术的规定；关于设立

顾问委员会对允许残留量的重新评估。

#&!&!&! 日本 日本食品卫生法规定食品中不得含

有害、有毒物质；严格控制食品中农药残留量。这项

工作越来越受到日本政府和国民的重视。在 #%,V 年

制定了第一批农药最高残留限量（-./0），那时仅对

$ 种农药设定了其 -./0；#%WV 年增添了 !, 种农药

的 -./0；#%%W 年对 #,# 种农药设定了 V""" 个最高

残留限量。至 !""" 年日本卫生部将对 !"" 种农药制

订出最高残留限量，每年要进行 #, 万次食品和饮水

中农药残留量的检测。政府规定对于农药残留量超

标的食品一律加以销毁，并不准进口。

#&!&!&O 英国 英国政府专设农药残留工作委员会

（’MM.），并设立能独立行使行政职权的一位主席组

建专家委员会，代表政府专门监管食品中农药残留

量的监测项目。对所有商品特别是对那些明显存有

农药残留物的商品进行专门侦查和跟踪检验，其中

X"Y的抽查样品来源于进口食品。政府每年要化费

#UW""U""" 英 磅 ，约 合 人 民 币 !XUO,"U""" 元 ；每 年 检

验约 X""" 个样品，取得 V"U""" 多个数据。在 #%%,
年的检验结果中约有 X"Y的样品被检验出农药残留

物，其量值低于最高残留限量。为此英国政府强化了

农残检验工作，对国内的商品在农产品的产地进行

抽样直接检验；在农产品上市前对超标的商品就提

出事先的警告，不准进入市场；对进口商品直接在港

口进行农残检验，一旦发现其农药残留量超标，则严

禁其商品进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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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国入世后食品安全的形势与对策

!#$ 中国食品安全工作现状

我 国 的 食 品 安 全 标 准 研 究 和 制 定 工 作 起 步 较

晚，!" 世纪 #" 年代，卫生部组织各有关单位，通过调

查和研究，先后制定出粮、油、肉、蛋、水产、乳等 $%
种食品卫生标准和 !! 项卫生管理办法，同时制定了

统一的食品卫生检验方法。!" 世纪 $"&’" 年代，在进

一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上述食品卫生标准进行了

修订，并增加了数十种新的食品卫生国家标准，同时

补充了食品卫生检验方法和卫生管理办法，现有食品

卫生国家标准和多种食品卫生行业标准各 ("" 多种，

并且有 ("" 多种食品卫生标准检验方法，为我国食品

安全体系的建立和管理工作走上法制化轨道起到了

重要作用。但是，我国的很多食品卫生标准起点较低，

与我国加入 )*+ 后食品进行国际化市场的要求不相

适应。同时，我国很多具有特色的食品至今尚无食品

卫生标准，更谈不上建立安全监控体系，因而无法进

入国际市场或在国际贸易中受到很大的经济损失。因

此，我国亟待研究制定出一系列食品的质量安全体系

和有害物质的限量指标，尤其是要尽快研究制定出我

国特色食品的质量安全体系，以适应我国食品行业参

与国际贸易面临的新形势和新挑战的要求。

!#! 中国入世后的食品安全形势

中国入世后的食品安全形势相当严峻。今年以

来，欧盟、美国、加拿大、日本等国对我出口动、植物

源 性 食 品 实 行 了 更 加 严 格 的 查 验 和 极 为 苛 刻 的 农

药、兽药残留和微生物限量标准。入世后的食品贸易

情况表明，农产品出口面临的竞争更为激烈，形势更

为严峻。实际上，安全、卫生与检疫风险远远大于贸易

风险，其中农残法规设限项目多，且不断更新、增加，

从而加大了监控难度。目前，美国制订的苹果中农药

残留限量标准就有 ("! 种（(’’’ 年），日本有 ((, 种

（!"""），欧盟有 (!- 种（!""(），按照国外法规规定，凡

列入规定名录的农药允许其使用，但残留不得超标，

未列入规定名录的，除非提出申请，拿出科学论据，经

过审批增加，否则不允许使用。同时，进口国按照现有

仪器所能达到的检测低限监控，超限者则视为不安全

产品。西方发达国家基本上是根据本国现行农药使用

情况规定的，相互间相容性差，如欧盟与美国间共有

的仅 ., 种，且具体限量规定不尽一致。这就为我国农

药的使用方案筛选和监控造成了困难。

我国虽然很重视食品卫生检验与监测工作，但

目前我国国家标准只有 -"/左右等同采用或等效采

用了国标标准，覆盖面远远不够，标准化工作差距很

大。随着我国加入 )*+，需要尽快与国际市场接轨，为

此，尽快地建立起我国食品安全评价与检测体系，建

立国际共同关注的食品污染物残留快速检测方法和

监控体系以及食品安全工作网络，制订与国际接轨的

各项标准，是目前我国食品安全工作的当务之急。

!#% 对策

为了应对国外严格的食品安全标准，甚至贸易中

的技术壁垒，我国每年都在加大这方面的宣传、监测

和执法力度，并将食品安全研究列入了国家“十五”规

划。笔者认为，具体应从以下几个方面研究和实施。

!0.0( 加强政府对食品安全监管力度 国家应成立

诸如美国 123 的“国家食品安全管理局”，各省应有

相应的食品安全工作委员会，组织有关高等院校、科

研院所、技术监督、检验检疫、农业、果业、环保等单

位相关研究人员，加强与国际组织合作，必要时可聘

请外籍专家，研究解决农业生产及食品安全生产中

的重大、急需、疑难技术问题，对基层进行教育培训

及技术指导，为政府决策提供咨询服务。

!0.0! 化学危害因子安全检测方法的建立和规范化

根据安全因素分析和 43556 中的危害分析和关键控

制点，建立各主要危害因素，如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环

境污染物、重金属，食品添加剂（包括防腐剂、抗氧化

剂、稳定剂、色素、发色剂、甜味剂等），动植物生产调节

剂等检测方法，并达到灵敏快速、经济、实用和规范化。

!0.0. 生物危害因子安全检测方法的建立和规范化

在生物安全因素调研分析的基础上，建立各主要和常见

病原微生物及寄生虫的灵敏、快速的检验方法，并使之

规范化。建立主要病原微生物的 657，7*8657 等先进检

测技术，达到先进、灵敏、特异、快速，并使之规范化。

!0.0- 安全监控体系的建立和制度化 为保障从土

地到餐桌的全程安全监控，要建立起省、地、县三级

监控体系，配置设备，培养人才，形成检测网络，实现

全方位检测信息的及时传递和互通，及时指导生产

环节，并使之制度化。

在 大 型 重 点 食 品 企 业 推 行 9:+’""" 认 证 ，;<6
生产和 43556 监管和质量保证体系。

!0.0, 安全评价方法的建立和标准化 对于一些安

全性不确定因素，一些新的危害因素，新的污染物（包

括新的农药化肥、促生长调节剂、新的工艺污染源等），

应进行严格的毒理学安全性评价，即进行急性毒性、亚

慢性毒性、慢性毒性、致癌、致畸、致突变以及一些特殊

毒性，如生殖毒性、免疫抑制作用，迟发神经毒作用等

全面评价，建立良好的实验室条件（;=6）和严格规范

实验动物及实验方法，使各项评价环节标准化。

!0.0% 安全限量的制订和标准化 安全限量的制订

是一项深入、细致、复杂的工作，以安全评价为基础，

结合社会发展程度，人民生活水平和被评价物在食物

中的分布特点、人体吸收和人群摄入情况（食物结构）

综合考虑，标准的 制 订 既 要 参 照 13+、)4+、5+>、

123 标准，又要结合中国国情，既要考虑出口贸易需

要，又要考虑国内消费，制订安全、 !下转第 ""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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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业科技

综 述 综 述

合理的限量标准，并随着社会发展

和科技水平的提高不断修订。

!"#"$ 食品安全法规制定和保障体系的建立 食品

安全标准制订后，为保证安全标准的执行与实施，一要

制定明确的相应法规，二要有相关的执法保障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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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黄素、!@隐黄质等多种类胡萝卜素。

类胡萝卜素为桔皮干重的 ("%W左右，它不仅是

安全的着色剂，而且还是重要的营养强化剂。目前，

!@胡萝卜素国际年需求量在 %(((9 左右，天然 !@胡

萝卜素每千克售价为 !((( 美元左右。

$#% 纤维素（&’(()(*+’）

利用生产果胶后的柑桔皮渣，可以生产出完全

符合国家食用纤维素标准的产品。桔皮纤维素既可

广泛用于糕点、饼干、面包等食品中，又可用作食品

抗结剂等。

! 柑桔皮功能性物质的生产现状及联产工艺

研究

桔皮全身都是宝，柑桔皮深加工是高附加值的

产业，目前，每一单项的提取技术较为成熟，如浙江

黄岩等地的冷榨桔皮油、蒸馏桔皮油，粗制橙皮苷；

浙江衢州和四川的果胶、精制橙皮苷；浙江玉环的柠

檬苦素等等，都已形成了一定的生产规模。

另外，对桔皮功能性物质的综合联产利用也有

很多的研究报导，用超临界 QL! 法萃取橙皮油，在

.(-/(X及 %.-%0U;: 条件范围内，能选择性地萃取

出可散发浓郁桔香且富含天然色素的橙皮油。提油

后的果皮有待于进一步提取其他物质。

冷榨提油是将皮渣用 /(W乙醇提色素，然后用

酸解法提取果胶，也是桔皮综合利用中使用的一种

方法。缺点是经机械压榨取油后的桔皮，由于颗粒太

小会造成果胶液过滤时相当困难。

将桔皮切块，经@%(X冷冻，用无水乙醇浸泡，取

滤液用石油醚萃取，分别可得到油溶性和水溶性色

素，再将果皮酸解提果胶。这种方法可得到果胶和两

种色素产品。

将桔皮加入 %W的石灰粉，直接榨汁，经酸化，可

得 %%-%.YZ[ 糖蜜，直接发酵制取酒精，榨渣经饱和石

灰水浸泡、中和、沉淀后可得到较高得率的橙皮苷。

将桔皮干燥切块，酸解，提取果胶，果胶得率为

%#W-%.W；将滤渣冲洗，碱处理取滤液，用盐酸沉淀，

可得产率为 .W-.",W的橙皮苷。

综上所述，桔皮的全成分联产利用是完全可能

的，要实现桔皮的全成分利用，关键是导入超临界提取

系统，只有这样，才能在提取过程中保持桔皮的相对

完整性，使得后续的果胶及其他物质的提取能够实施。

桔皮的全成分提取工艺如图 % 所示。

, 结语

我们认为，中国是世界上第一产桔大国，柑桔业

的健康发展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对柑桔皮渣

功能性成分的系统利用，不仅能减少宝贵资源的浪

费，保护生态环境，也可完善柑桔业，带动整个柑桔

业的健康发展。目前国内很多厂家都是对桔皮中单

一成分的提取，如榨油的没有提果胶；提果胶的废

弃了桔油；提橙皮苷而废弃了果胶等等。由于技术设

备条件的限制，没能进行系统联产利用，造成了资源

的极大浪费，并产生了严重的环境污染。同时，对桔

皮中其它许多重要的功能性成分还缺乏有效利用。

面对如此现实，开展对桔皮的系统开发利用已迫在

眉睫。

系统地对柑桔皮进行串联提取，并对其功能性

物质进行综合利用属于生物质工业产品范畴，目前

生物质经济时代正在到来，在这个时代，生物质的产

品将冲击化学品及其原材料，特别是精细化学品。采

用新的提取方法以及绿色溶剂和绿色工艺进行生物

质的资源开发，是一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参考文献（略）

!!!!!!!!!!!!!!!!!!!!!!!!!!!!!!!!!!!!!!!!!!!!!!

!上接第 "# 页$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