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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食品安全现状及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

■　张　勇　(冀中能源邢台矿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油脂分公司　河北　邢台　０５４１００)

摘要:食品安全是国家高度关注的一个问题,而食品工业又是一个与国家经济发展密切相关的产业,更是需要

科技支撑的重要产业。随着经济的不断发展,食品的种类越来越多,比如各种有机食品、复合食品以及纯能量食品

等,食品的生产和加工技术也多种多样,这在一定程度上提高了食品发生安全问题的概率。食品安全检验技术的运

用,能够对食品安全进行有效的检验,对提高食品安全水平具有重要的意义。目前,我国的食品安全状况并不乐观,
因此,必须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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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生

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对食品安全的需求也越来越高。
为此,必须加强对食品安全的检验,并持续地引入国际
上先进的检验技术,以确保食品的安全和卫生。当前,
我国食品安全卫生领域的现状并不理想,必须进行优化
升级,才能让人民吃得放心。
１　食品安全发展的现状

１.１　行业发展持续进步
食品生产商应重视食品安全,保证每天所提供的原

料都能满足可食用标准。目前,我国的食品工业正在不
断地发展,食品的品种越来越多,这就要求食品监管部
门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监督管理,并重视引入和应用先进
的食品安全检测技术。我国对食品检测技术进行了大
量的投资,提高了检测技术应用的灵敏度和准确度,这
对食品行业的健康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１.２　食品安全要求提高
食品质量问题、食品保质期问题、食品添加剂问题

和食品味道问题等是最常见的食品安全问题,对于不同
种类的食品安全问题,要求使用不同的食品安全检测技
术来对其进行检测。因为食品安全与人民的生命健康
直接相关,因此,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非常关心,特别是
在食品安全检测方面,对检测技术的应用水平有更高的
要求。
１.３　监管力度有待提高
随着经济的持续发展,我国食品行业也在以更快的

速度发展,而原来的食品安全检测法律法规已经不能充
分满足食品行业发展的需要,许多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
还没有在法律法规的监管范围之内。国家对食品安全
问题非常重视,针对食品安全检测,制定了明确的标准
和规范,这样才能更好地进行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从而
为食品安全检测技术的应用提供法律保障。另外,有关
部门应加强对食品市场的监督管理,健全相应的法律和
制度,以提升我国的食品安全。
２　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

２.１　化学因素
农药和化肥、兽药和饲料添加剂、食品添加剂、包装

材料和环境污染等是影响食品安全的重要因素。
２.１.１　农药及化肥
当前,我国农民的文化素质仍然比较低下,在蔬菜、

水果等的种植过程中,存在着大量的滥用农药及化肥的
现象。比如,使用了过量的化肥及杀虫剂、除草剂等,而
这些化肥及农药会通过土壤、叶面等进入到可食部分,
从而导致蔬菜、水果等可食部分残留农药及化肥。
２.１.２　兽药及饲料添加剂
当前,在我国的养殖业中,对兽药和饲料添加剂的

滥用也是非常严重的。在饲料中加入如“瘦肉精”等违
禁品,以增加瘦肉的出肉率。为了抵抗疾病,他们会在
饲料中添加抗生素、抗寄生虫的药物,但他们并不知道,
如果长期使用,超过剂量,没有及时停止使用,就会形成
动物的残留物,人类吃了就会中毒。
２.１.３　食品添加剂
大多数的食品添加剂都是安全的,但是一些商家为

了改善食品的卖相和保质期,将其滥用到食品中,比如
在馒头中加入色素,在粉条中加入蛋白粉,在辣椒中加
入苏丹红,在牛奶和奶制品中加入三聚氰胺,在水发海
鲜中加入福尔马林等,在熟食中加入富马酸二甲酯防
霉,在肉制品中加入亚硝酸盐,在肉制品中加入护色和
发色等。但是,由于其在体内的残留物,会对人类的健
康造成一定的影响。
２.２　物理因素
食物的安全性也不能被忽略,例如,在食物的制作

和加工过程中,加入了过量的杂质,或者意外地加入了
玻璃、针头等锋利的工具,这些都会对食物的安全性产
生影响,严重时还会对人类造成伤害。另外,随着辐射
防腐技术用于延长食品保质期,其辐射剂量、残留量等
都将对食品的安全性产生一定的影响,因此,在食品的
加工和贮藏中需要特别关注。
２.３　生物因素
微生物、寄生虫、昆虫和鼠类是引起食品安全问题

的重要生物因子。其中,细菌、病毒、真菌以及它们所携
带的有毒物质的污染最为严重。微生物种类多、分布
广,与人类生活息息相关,我们一直生活在“菌海”之中。
例如,每克肥沃的土壤可以含有１０８种以上的微生物;
每公斤排泄物含有一千亿个细菌;在人类的皮肤上,平
均有１００,０００个细菌存在。所幸,大部分微生物对人体
都有好处,也不会造成伤害,如酱汁,醋,发酵奶制品,面
包,腌菜,葡萄酒,味精,以及各种氨基酸等,都是利用微
生物生产出来的。但是,某些微生物对人体也有一定的
伤害,比如被这些微生物污染过的食品,会发生腐烂,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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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之后会导致食物中毒。
３　食品安全检测技术应用

３.１　农药残留检测技术
作物的生长期很长,在生产中极易受到多种病虫害

的侵染,目前主要采用化学杀虫剂对病虫害进行防治。
对于病虫害的治理,大部分农民都会优先选择喷洒化学
农药的方法。因为农民缺乏专业知识,所以在使用农药
的方式中,会出现很多问题。这不仅不利于对病虫害的
防治,还会使农作物表面留有农药残留,在一定程度上,
很容易导致食品安全系数下降,从而对人们的生命安全
构成威胁。农残检验技术的运用,既可优化农产品安全
检验过程,又可提高农产品安全检验的品质。
３.２　兽用药物残留量的测定方法
随着养殖规模的不断扩大,饲料添加剂的用量也在

不断地增长,但由于饲养员对饲料添加剂的认识不足,
饲料添加剂的使用出现了各种各样的不科学现象。一
些饲养者会在动物的饲料中添加诸如瘦肉精等多种兽
药添加剂,以促进动物的生长,缩短动物的生长周期,从
而提高动物体内的瘦肉比率。除此之外,为了防止动物
感染疾病,饲养员还会在饲料中加入抗生素、激素等,从
而提高动物的抵抗力。由于多种添加剂的不合理使用,
导致了动物中大量存在的兽药残留,从而影响了禽类食
品的安全,而兽药残留检测技术则是针对这类添加剂进
行的一项重要手段,可以有效地保证禽类食品的安全。
３.３　毒素残留检测技术
毒素残留检测技术经常用于畜禽类食品和农产品

的检测,具有很好的检测效果和广泛的应用。如果食品
在生产和贮存过程中,其周围的环境中出现了毒素残留
问题,就会对食品的物质造成污染,比如霉菌。如果吃
了被霉菌污染的食物,就有可能引起食物中毒。黄曲霉
菌属于一类真菌,在其繁殖的过程中,不但会导致饲料
和农产品的质量下降,而且还会导致食物中的多种营养
物质的损失,吃了之后还会危害到人类的身体和健康。
毒素残留检测技术指的是对食品中的多种毒素残留进
行检测,其中的酶联免疫检测法,主要是对黄曲霉毒素
进行检测,这种技术的灵敏度和检测结果的准确性都比
较高,可以被广泛地用于毒素残留物的检测工作中。
３.４　转基因食品的检测技术
目前,我国对转基因食品的生产和营销都有明确的

要求,要求生产商在产品的外包装上做清楚的标识。同
样,转基因检测技术也可以被用于对天然食品进行检
测。一些商家为了获得最大的经济利益,在食品生产过
程中出现了以次充好、人工加工食品代替天然食品等违
法行为,从而对消费者的权益造成了损害。通过转基因
检验技术,可以鉴别出真正的自然食物,防止消费者买
到假冒伪劣的自然食物。转基因检验技术的检验原理,
要求以基因聚合酶为基础来检验食品中的转基因成份。
３.５　食品掺假检测技术
伴随着食品工业的迅速发展,一些厂商为了获取更

多的利润,出现了一些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生产现象,

它们在某种程度上已经破坏了食品安全的市场秩序,对
人民的生活造成了很大的威胁。人工栽培的人参,在市
场上被人工加工成野生人参等。在对掺假食品进行检
测时,需要在先进的检测设备和技术的帮助下,对食品
的图谱进行检测,利用红外线对食品中的各个组成成分
进行检测,食品检测技术人员根据检测结果,利用显微
镜对食品中的各种分子和颗粒进行观察,从而可以对食
品中的掺假成分进行识别。
３.６　快速检测技术
传统的检验方法已经不能适应食品工业的高速发

展,因此,如何提高检验方法的质量和效率,就成了一个
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快速检测技术是对传统检测技
术的一种升级,它具有操作步骤简便、操作设备使用方
便、检测流程更具灵活性等优点,它不但可以提高食品
安全检测的效率,缩短食品安全检测的时间,还在一定
程度上降低了食品检测的成本,有利于提高检测机构的
经济效益。通常所使用的快速检测技术有两种,一种是
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另一种是化学比色检测技术。这
种技术的使用要求食品监管部门重视对专业人员的培
养,并重视对专业人员队伍的建设。
３.７　生物检测技术
在食品安全检测中,生物性污染是一种普遍存在的

问题,它主要是由于微生物造成的食品性疾病,比如沙
门氏菌、螺旋杆菌和肠出血性大肠杆菌等,这类疾病的
发病率不高,但是对人民的生命和健康造成了很大的威
胁,如果吃了被污染的食物,就有可能会危及人民的生
命。利用生物检验技术,可以检测出食品中的多种食源
性疾病。随着生物技术的不断发展,我国的微生物检验
技术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微生物检验方法在BSE、禽流
感等疾病中有较好的应用。同时,在该技术的推广应用
中,还需要有关部门加大对该技术的人力和物力的投
入,为该技术的推广提供基本的保证。
结语

食品安全与每个人都有密切的关系,国家、有关部
门以及消费者要认真地对食品安全进行检测,对市面上
流通的食品质量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并积极地解决。而
要实现这一目标,就必须要有食品安全检测技术的辅
助,这就要求在安全检测技术上加大对其的投资,对其
进行持续的升级,对其进行重点培养,对其进行素质教
育。唯有如此,才能更好地提升食品安全的检测水平,
从而保障食品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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