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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应重视食品安全风险分析

袁宗辉

(华中农业大学 动物医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

摘 要 风险分析由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构成。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是在全球经济一体化和食品

贸易国际化背景下产生和发展起来的新兴学科。美国采取多机构多层面管理模式,设有专门的团队,团队之间

分工明确,交流充分。欧盟采取集中管理模式,避免了对连续过程的分割,注重风险的源头管理。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的进口食品风险分析体系健全,目的明确,程序清晰。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设立专门的风险评

估和风险管理机构,建立了完善的风险分析原则,在协调各国风险分析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中国形成了风险

分析的氛围,但尚需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建立专门的风险评估机构,培养专业人才,完善风险交流机制,提高风险

管理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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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世界经济的全球化和食品贸易的国际化,
食品安全已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焦点。1999年,比
利时的“二恶英事件”发生之后,食品安全问题愈演

愈烈。如何保证食品的安全,维护消费者权利,促进

食品贸易健康发展,是各国必须思考解决的问题。
风险分析是近20年发展成熟的一种基于科学的方

法和合理有效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手段,可为食品

安全决策提供系统和规范的科学数据。本文介绍了

风险分析的原理和方法,特别是美国、欧盟、大洋洲

和中国的食品安全风险分析现状以及国际组织在食

品安全风险分析中所起的作用,以促进我国食品安

全特别是动物源食品安全风险分析的开展。

  一、食品安全风险分析的原理

风险分析由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三

元素构成。风险评估是通过一系列的科学研究,以
制订风险因子每日允许摄入量(ADI)和最高残留限

量(MRLs)等食品安全标准,确定危害发生的概率

和严重程度。风险管理是在征求各利益方(如食品

生产者、消费者、风险评估者、管理部门)的意见、权
衡政策、综合考虑消费者权益和公平贸易诸因素之

后,在必要的时候采取恰当的预防和控制措施的过

程。风险交流是就风险、风险相关因素和风险感知

等信息,在各利益方间交换意见的过程。
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是相互区别而

又紧密联系的整体(如图1)。风险评估是风险分析

的科学基础,为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提供基础数据

和科学依据。风险管理就是制订政策,而制订的政

策又会影响风险评估。风险评估和风险管理的结果

都要经过风险交流而进入使用阶段,使用的信息又

反馈给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在建立食品标准与食

品安全控制措施的过程中,风险分析促进了对食品

安全问题的全面、科学的评估,众多利益方的广泛参

与,决策过程的透明,对危害因素处理的一致性和风

险管理决策的系统性。风险分析促进了公众健康的

改善和国际食品贸易的公平进行[1-2]。

图1 风险分析三要素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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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国际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概况

1.美 国

美国的食品安全风险分析由卫生部食品药品管

理局(FDA)、农业部(USDA)、环境保护署、海关与

边境保护局等按照各自的职能,实行共同监管[3]。

USDA负责肉类和禽类等食品的管理,监督食品安

全法规的执行。卫生部食品药品管理局(FDA)负
责其他类食品和进口食品的管理,制订相关法规和

最高残留限量(MRLs)等食品安全标准。此种多机

构联合监管的模式体现在联邦政府、州和地方等层

面,可开展纵向的风险分析,也可跨机构进行横向合

作。
早在1997年5月,美国就成立了风险评估联

盟,旨在协调风险评估,交流信息,促进食品特别是

动物源食品的风险评估和科学研究[4]。
卫生部食品药品管理局(FDA)的风险分析活

动由风险管理团队(RM)、风险评估团队(RA)和风

险交流团队(RC)完成[5-6]。各团队在职能上相互独

立,但以经常性、规则性的互动方式开展工作,通过

与科学顾问、风险分析协调员和风险评估项目经理

的相互协作以完成风险分析任务。科学顾问确保风

险评估的科学性,坚持所有决定的可信性和透明度,
并对各项科学政策论题负责。风险分析协调员协调

风险管理者、风险评估团队和风险交流团队之间的

交流与沟通。风险评价项目经理对评价过程进行行

政的和技术的管理。风险评估组组长主要对评价的

技术行为负责。他们之间的关系如图2。

图2 FDA风险分析框架和施行者

  禁止在家禽使用恩诺沙星是卫生部食品药品管

理局(FDA)所作的食品安全风险分析的典型案例。
自1990年批准恩诺沙星用于家禽后,美国人感染氟

喹诺酮类耐药弯曲杆菌的程度明显增加[7]。1998
至2000年,卫生部食品药品管理局(FDA)依据上

报卫生部的弯曲杆菌病患者数、弯曲杆菌实际感染

数、因食用禽肉而引起氟喹诺酮耐药弯曲杆菌感染

数、氟喹诺酮类耐药弯曲杆菌污染的禽肉的消耗值

等数据,用数学模型进行风险评估[8],认定恩氟沙星

按以前批准的条件使用已不再安全[9],随后“联邦注

册”中禁止使用恩氟沙星治疗家禽的细菌感染[10]。
农业部(USDA)的风险分析也是由风险评估、

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三部分组成。为了保证风险评

估的科学性、客观性和公正性,风险评估者通常不参

与风险管理,但风险管理者和风险评估者之间经常

进行交流,以确保风险评估的结果既能满足风险分

析的需要又能满足风险管理的决策。

2.欧 盟

欧盟各国普遍认识到,农产品从生产到消费是

一个有机、连续的过程,因此农产品质量安全应做到

全程管理,不得人为地割裂。这种全程性管理不仅

重视从农业投入品开始,而且强调尽可能减少管理

机关的数量。欧盟的食品安全风险分析由欧洲食品

安全管理局(EFSA)和欧洲药品评价局(EMEA)负
责。欧洲食品安全管理局(EFSA)对所有食品安全

问题进行完整和连续的风险分析,并将风险分析作

为一个连续的整体。欧洲食品安全管理局(EFSA)
的科学委员会及其9个专门的科学小组负责风险评

估工作。各科学小组各有侧重,如资讯论坛侧重于

风险评估和食品与饲料安全问题的交流,包括紧急

情况下的危害识别。EFSA主要负责风险评估和风

险交流,不直接参与风险管理,它向欧盟委员会及其

下属机构、成员国、各利益方和广大民众通报及时、
可靠和客观的风险评估信息以及科学委员会和科学

小组的专门意见。欧洲药品评价局(EMEA)负责动

物源食品中兽药残留的风险分析,包括风险评估和

MRLs的制订。
欧盟的食品安全注重对农产品和食品的生产环

节的管理,强调从源头上解决不可避免的风险。

1973年,规定青霉素、头孢菌素、四环素、磺胺类等

10种抗生素不宜用作饲料添加剂。1999年起禁止

使用维吉尼亚霉素、磷酸泰乐菌素、螺旋霉素、杆菌

肽锌等四种抗生素作饲料添加剂[11],并停止生产和

使用氟蒂腺嗦吟、球痢灵、异丙硝哒唑等三种生长促

进剂。2006年起全面禁止在饲料中投放任何抗生

素[12]。

3.大洋洲

澳大利亚的食品安全问题由澳大利亚/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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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管理局(ANZFA)和农渔林业部下属的澳大利

亚检疫检验局负责。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管理局

(ANZFA)制定食品标准、法规和风险评估政策[13]。
对于进口的动物源食品,ANZFA按照风险程度进

行分类,并定期进行全面审核。一旦发现某种食品

与某种潜在危害有关时,就会通知有关团体依照风

险分析流程(如图3)进行评估。

图3 澳大利亚风险分析流程图

  澳大利亚是最早(20世纪80年代末)在国际上

开展进口食品安全风险分析的国家。2003年,澳大

利亚在进口的大虾中检出低浓度(μg/kg级)呋喃唑

酮残留标示物(AOZ)。ANZFA通过企业调查获得

了大虾的食耗值,从FAO/WHO食品添加剂专家

委员会(JECFA)对硝基呋喃类的再评估报告中获

得了危害鉴定和危害描述的数据。通过风险评估,
认为大虾中含量极低的硝基呋喃类对消费者是安全

的,没必要召回进入澳大利亚的这批大虾,但虾中残

留硝基呋喃不符合食品法典。相关毒理学数据的缺

乏使得没能建立起硝基呋喃类的ADI标准,这对风

险评估构成了很大的挑战。这些残留物在别的国家

已被检出,但因澳大利亚没有相关检测方法,不能确

认这些残留物的存在,这使澳大利亚在风险交流中

遭遇到很大的困难,特别是在如何面对媒体和消费

者的质疑方面[14-15]。

4.国际组织

联合国粮农组织(FAO)的宗旨是收集、分析、
解释和传播有关营养、粮食和农业的信息,提出诸如

技术分析报告、最佳操作方法、决策支持工具和内容

广泛的规定与标准[16]。世界卫生组织的中心任务

是建立食品卫生的规范和标准,包括风险评估。在

世界卫生组织(WHO)的努力下,风险分析的概念

已作为食品安全管理的基本框架内容[17]。国际层

面的风险分析旨在通过风险评估理论和技术的研

究,提供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的指导性建议,并规范

国际农产品的贸易。
联合 国 粮 农 组 织 (FAO)和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WHO)设立食品法典委员会(CAC),专门负责食

品安全的风险管理。食品法典委员会(CAC)下设

食 品 添 加 剂 和 污 染 物 (CCFAC)、食 品 卫 生

(CCFH)、食品标签(CCFL)、分析和采样方法(CC-
MAS)、农药残留(CCPR)、兽药残留(CCRVDF)等

9个分委员会。除负责风险管理外,这些委员会还

与风险评估者、消费者、管理者等进行交流。例如,
下设食品添 加 剂 和 污 染 物(CCFAC)、食 品 卫 生

(CCFH)、兽药残留(CCRVDF)确定优先评估的食

品添加剂、污染物及兽药清单,交由联合专家委员会

(JECFA)做风险评估,将制订的标准纳入《食品法

典》。食品法典是全球食品的消费者、生产及加工

者、管理部门和贸易机构参照的基本标准。食品法

典对食品生产、加工者的观念和消费者的意识产生

了巨大影响,对保护公众健康和维护公平的食品贸

易做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联合 国 粮 农 组 织 (FAO)和 世 界 卫 生 组 织

(WHO)还设立FAO/WHO食品添加剂专家委员

会(JECFA)、微生物风险评估(JEMRA)和农药残

留(JMPR)三个联席专家委员会。专家委员会是由

成员国的学术专家组成的咨询机构,负责制定风险

评估原则,开展成员国委托的食品安全因子的风险

评估,提出每日允许摄入量(ADI)、最高残留限量

(MRLs)等 食 品 标 准 草 案 交 由 食 品 法 典 委 员 会

(CAC)下设的分委员会讨论[18]。FAO/WHO 食

品添加剂专家委员会(JECFA)负责食品添加剂、污
染物、天然毒素和兽药残留的风险评估,主要为食品

添加剂和食品卫生(CCFH)、兽药残留(CCRVDF)
服务。农药残留(JMPR)负责农药残留的风险评

估,为农 药 残 留(CCPR)服 务。微 生 物 风 险 评 估

(JEMRA)负责食品微生物的风险评估,为食品卫生

法典委员会(CCFH)服务。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及
其分委员会与联席专家委员会之间的关系如图4。

图4 国际食品安全风险分析组织机构及其关系

  从头孢噻呋最高残留限量制订中可以看出食品

法典委员会和联合专家委员会是怎样相互配合的。
头孢噻呋是一种动物专用的头孢菌素,其钠盐和盐

酸盐在养殖动物上广泛使用。各国建议食品法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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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CAC)将其列入优先评估的兽药清单。FAO/

WHO食品添加剂专家委员会(JECFA)在第45次

会议上,根据毒理学、微生物学、残留和分析方法等

资料,确定头孢噻呋的每日允许摄入量(ADI)为
0~50μg/kg体重,并提出了头孢噻呋在猪和牛的肌

肉、肝脏、肾 脏、脂 肪 和 牛 奶 中 的 最 高 残 留 限 量

(MRLs)[19]。兽药残留委员会(CCRVDF)对FAO/

WHO食品添加剂专家委员会(JECFA)提出的每日

允许摄入量(ADI)和最高残留限量(MRLs)进行审

议,并将结果反馈FAO/WHO食品添加剂专家委

员会(JECFA)。FAO/WHO食品添加剂专家委员

会(JECFA)在第48次会议上对头孢噻呋进行再次

评估,提出了新的最高残留限量(MRLs)。随后,兽
药残留委员会(CCRVDF)再次审议,通过了这些标

准[20]。

  三、中国亟需构建食品安全风险分
析体系

  中国的食品安全风险分析主要参考美国模式。

2006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

法》要求把风险评估结果作为制定农产品质量安全

标准的重要依据,确立了风险评估的法律地位。

2009年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也对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及其结果的利用做出明确规定,
表明我国的风险评估已进入法制轨道[21]。然而,由
于起步较晚,法规不健全,风险分析缺乏完整、配套

的制度保障。食品安全风险分析只停留在对某一种

食品和产业链的某一环节上,风险分析体系尚未形

成。中央一级的相关工作由农业部、卫生部、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局等多部门负责,没有设立专门的

机构,风险评估能力弱。信息传播机制不完善,风险

交流不充分。食品行业缺乏诚信,影响风险分析效

果。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食品安全风险分析的现

状,就必须积极宣传和贯彻执行食品安全风险分析

的理念和方法,健全食品安全风险分析的法律法规,
建立完善的风险分析体系和机制,积极开展国际合

作与交流,培养专业人才,训练专业队伍,畅通风险

交流渠道,创新风险交流方式。

  四、结 语

由于风险评估的科学、规范性,风险管理的合

理、有效性和风险交流的公开、透明性,食品安全风

险分析已成为一种国际趋势。目前,各国的水平不

一,各有特点。美国层层监管,有专门的队伍。欧盟

注重集中管理特别是源头管理。大洋洲的进口食品

风险分析体系健全。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和世

界卫生组织(WHO)建有专门的机构,做到了资源

共享。中国已形成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氛围,但尚需

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健全法律法规,建立专门的机

构,培养专业人才,完善交流机制,提高风险管理

水平。

  (本文在写作过程中,王佩沛在资料收集和处理

过程中做了大量工作,在此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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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ShouldAttachImportancetoFoodSafetyRiskAnalysis

YUANZong-hui
(CollegeofVeterinaryMedicine,HuazhongAgriculturalUniversity,Wuhan,Hubei,430070)

Abstract Riskanalysisisconstitutedbyriskassessment,riskmanagementandriskcommunica-
tion.Foodsafetyriskanalysisisanewdisciplinewhichisdevelopedunderthebackgroundofintegrated
globaleconomyandinternationaltradeinfood.UnitedStatestakesmulti-agencyandmulti-levelmanage-
ment,withspecialteams,cleardivisionandfullcommunication.EUtakescentralizedmanagementmodel
andpaysattentiontothesourceofrisk-management,whichavoidsapartitionofcontinuousprocess.Risk
analysisforimportedfoodinAustraliaandNewZealandhasasoundsystem,definitetargetsandclear
procedures.FAOandWHOhavesetupspecialriskassessmentandriskmanagementorganizations,and
haveestablishedsoundprinciplesofriskanalysis.Internationalorganizationsplayanimportantrolein
thecoordinationofallcountriesinriskanalysis.Nowchinahasdevelopedtheatmosphereofriskanaly-
sis,butstillneedstodrawonadvancedinternationalexperience,establishspecializedinstitutions,train-
ingprofessionals,improverisk-sharingmechanisms,andimproveriskmanagement.

Keywords riskanalysis;foodsafety;managementpatter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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