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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加热也要足。

    四、安全存放。熟食常温难久藏，

食毕及时进冰箱，食前仍需加温煮，冰

箱不是保险箱。

    五、材料安全。饮食用水要达标，

菜果新鲜仔细挑，保质期过不再吃，莫

为省钱把病招。

( 参考WHO资料 )

因此可以更早地发现、预防和控制食品

安全隐患。

        科学认知，自我保护
          ——食品安全五大要点

   

    一、保持清洁。餐前便后要洗手，

洗净双手再下厨，饮食用具勤清洗，昆

虫老鼠要驱除。

    二、生熟分开。生熟食品定要分，

切莫混杂共保存，刀砧容器各归各，避

免污染惹病生。

    三、完全煮熟。肉禽蛋品要煮熟，

贪吃生鲜是糊涂，虫卵病菌需杀尽，再

食品安全的头号敌人
了解食源性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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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是负责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国家级

技术机构，由医学、化学、农学、

食品学、营养学、微生物学、毒理

学等多方面专业人员组成，采用国

际上通用的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方

法，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

交流和食品安全标准技术管理等方

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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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人们总觉得“人吃五谷杂粮，难免

会生病”，都是见怪不怪的事。但是，

食源性疾病的杀伤力不是其它食品安全

问题所能比的。如果保障食品安全是一

场战役的话，那么食源性疾病就是这场

战役中经常被我们忽视的头号敌人。

       
       

什么是食源性疾病？

    食源性疾病是指食品中致病因素进

入人体引起的感染性、中毒性等疾病，

通俗的说就是吃出的病。按致病因素

分类，包括化学性的（农药、亚硝酸

盐、真菌毒素等）、生物性的（细菌、

病毒、寄生虫性等）、有毒动植物的（霉

变甘蔗、河豚鱼）及毒蘑菇等。而多

数的食源性疾病是由于吃了被致病微

生物污染的食物所致。

        为什么它是食品安全
        的头号敌人？

    食源性疾病对人群健康有着极大的

影响。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食源性疾病时刻威胁着人群的健康和生

命安全。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估计，

全球每年发生食源性疾病数十亿人，发

达国家每年约有三分之一的人次感染食

源性疾病。如美国估计每年约有 4800 万

例食源性疾病患者，其中 12.8 万人入院

治疗，3000 人死亡。

    在我国，威胁食品安全的最大问题

同样是致病微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

常见的有沙门氏菌食物中毒、蜡样芽孢

杆菌食物中毒、副溶血性弧菌食物中毒、

大肠杆菌食物中毒。如 2001 年江苏和安

徽发生的肠出血性大肠杆菌 O157:H7 食物

中毒事件，导致2万人中毒，177人死亡。

仅就发病和死亡人数来讲，食源性疾病

是其他食品危害所不能比的。常见的微

生物食物中毒症状有呕吐、腹痛、腹泄等。

        主动监测、加强预
        防 ——政府在行动

    对于这个头号敌人，我国建立了食

源性疾病主动监测系统和国家食源性疾

病分子溯源网络。通过这些系统和网络，

我们能够了解我国食源性疾病的发病趋

势，评估发生在不同地区的食源性疾病

是否由同一种食品引起的，准确快速地

对食品中的致病因素进行追踪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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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体裁衣  科学管理
浅谈“食品安全标准内外有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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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C）下属两个重要分委会的主持国，

分别是食品添加剂分委会（CCFA）和农

药残留分委会（CCPR）。我国也积极参

与国际标准的制定，比如大米中砷限量

的国际标准就是由我国专家牵头起草的，

这说明我国在食品安全领域的技术能力

已经得到国际上的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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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应当全面、客观，不应仅以个别标

准或个别指标进行比较。

        食品安全标准为什么
      “内外有别”？

    由于各国食品安全标准存在差异，

食品出口到哪个国家，就要符合那个国

家的食品安全标准要求。如日本的食品

进口到我国销售，就要符合我国相关食

品安全标准的要求；我国出口到日本的

食品就要符合日本的相关食品安全标准。

    当贸易中各国食品标准“打架”时，

参照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制定

的食品国际标准进行仲裁。

        国际食品标准中的中
        国声音

    目前我国是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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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安全标准就像我们穿的衣服，

制定标准的基本原则就像一把尺子，不

同的国家如同形形色色的人。国际标准

只提供一个尺码，不是每个人都合身，

而各国制定自己的食品安全标准好比用

同样的尺子为不同的人量体裁衣。

        食品安全标准制定的
          国际通行准则是什么？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和各

国政府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的根本出发点

是控制风险，保护消费者健康。国际标

准并非强制，按照世界贸易组织（WTO）

有关规定，为保护本国公众健康，基于

充足的科学依据，各国可以根据本国国

情制定国家标准。

        食品安全标准要不
        要与“国际接轨”？

    食品安全标准总是要向更科学更合

理的方向发展，同时又不能脱离本国居

民食品消费和产业发展的实际国情。标

准的“国际接轨”是指制定标准的原则、

程序和科学依据要符合国际通行的规则，

标准的架构和国际上基本一致，而不是

一味追求标准的数量、限量数值与国际

标准相符。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在制

（修）订过程中以我国的风险评估结果

为依据，并参考国际组织所给出的指导

标准、风险评估结果以及风险管理等基

本措施来确定。

        各国的食品安全标准
         为什么会有差异？

    由于各国的食品消费及膳食结构不

同，生产经营情况各异，各国的食品标

准存在差异是客观存在的，也具有其科

学依据。

    各国食品安全标准的差异不能说明

标准本身的优劣。对不同国家标准的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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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没有食品添加剂的食
        品就安全吗？

    现代食品工业离不开食品添加剂，

合理使用能提高食品的安全性保障，比如

合理使用  保障安全
正确认识食品添加剂

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指导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编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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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防腐剂的酱油会发霉，没有抗氧化

剂的食用油会哈喇，而真菌毒素、油脂

酸败带来的健康风险远大于防腐剂本身。

    对于宣称“不含防腐剂”的食品，

消费者要理性看待。有些食品不需要使

用防腐剂，例如一些食品的高糖、高盐

特性具有抑制微生物的作用，但高糖、

高盐膳食也会带来健康风险。

的安全性评价，同时我国对食品添加剂

也建立了完善的再评估机制，随时根据

最新研究进展调整其品种或使用范围、

使用量。只要符合国家标准规定的使用

范围及使用量就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危

害，目前尚未发现合法使用食品添加剂

导致的食品安全事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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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1       
什么是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指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

香、味以及为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

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

物质。

     食品添加剂可以是化学合成的，也可

以是天然存在的物质。只有经过安全性

评价不会给消费者的健康造成危害，并

且在食品加工过程中有必要使用的物质

才能作为食品添加剂。《食品添加剂使

用标准》（GB2760）以及国家卫生和计

划生育委员会（原卫生部）公告允许使

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之外的物质都不是

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是如何管
        理的？

     我国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

和其他发达国家一样，建立了食品添加剂

安全性评价制度，对食品添加剂实行品种

审批、生产许可和监督管理制度。食品添

加剂只允许在法规、标准规定的范围和使

用量内使用。

       
        为什么要使用食品添
        加剂 ?

    食品中使用食品添加剂是现代食品

加工生产的需要，对于防止食品腐败变

质，保证食品质量和供应起到了重要作

用。如果没有防腐剂，很多食物会在短

时间内腐败变质，无法实现长途运输，

我们就没有丰富多样的食品可选择。当

然我们要强调的是，食品添加剂必须按

照规定的品种、范围和用量使用。

        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
        质不是食品添加剂

    令公众恐慌的三聚氰胺、瘦肉精、

苏丹红不是食品原料或食品，也不是食

品添加剂，而是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

因此无论添加多少，均是违法行为。近

期出台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

察院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对食品中违法

添加行为加大了打击力度。

        食品添加剂对健康有
        害吗？

    我国对食品添加剂有严格的管理制

度，批准使用的食品添加剂都通过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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