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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食品污染物标准建设成效及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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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食品污染物标准是控制食品污染,保证食品安全的重要手段。 经过 30 多年的发展,我国污染物标准不断

完善,在保障消费者健康、促进公平贸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本文梳理了我国污染物标准发展历程及变化,分析

了我国污染物标准的科学性及国际地位的变化,并提出了我国污染物标准体系今后发展的对策建议,为食品污染

物标准率先进入发达国家先进行列和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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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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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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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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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ensure
 

food
 

safety.
 

Af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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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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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velopment,
 

our
 

food
 

contaminant
 

standards
 

have
 

been
 

continuously
 

improved,
 

which
 

ha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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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o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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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tect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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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ealth
 

and
 

promoting
 

fair
 

tra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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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3 年 12 月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 “ 四个最

严” ,即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

罚、最严肃的问责,从制度建设的角度科学地阐明

了建设我国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指导思想、基本原

则和根本遵循,也为推动食品安全工作再上新台阶

提出了更高标准和更严要求 [ 1] 。 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食品安全既是重大的民生问题,也是重大的政

治问题” 。 2019 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 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 [ 2]

(以下简称《意见》 ) 设定了建立最严谨标准的工作

方向和任务目标,即到 2035 年要实现食品安全标准

水平进入世界前列的目标。
在建党第一个一百年的历史交点前夕,本文从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四个最严” 要求和《意见》 精神

为目标,深入剖析我国污染物标准的科学性和国际

性,认真梳理我国污染物标准 30 余年的发展历程及

主要变化,并提出我国污染物标准体系今后发展的

对策建议,为科学建设我国污染物标准体系、保障

食品安全提供参考,为食品污染物标准率先进入发

达国家先进行列和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能力现代化

提供坚实的基础。

1　 我国食品污染物标准的现状

广义的食品污染物是指食品从生产(包括农作

物种植、动物饲养和兽医用药) 、加工、包装、贮存、
运输、销售、直至食用等过程中产生的或由环境污

染带入的、非有意加入的化学危害物质。 目前,GB
 

2761—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

量》 [ 3] 和 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中污染物限量》 [ 4] 是我国食品污染物标准体系的两

项核心标准。 GB
 

2761—2017 规定了食品中真菌毒

素类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7 规定了食品中除

生物毒素和放射性物质以外的化学污染物限量。
这两项标准规定了黄曲霉毒素、脱氧雪腐镰刀菌烯

醇、展青霉素等 6 种真菌毒素,铅、镉、汞、砷等 7 种

重金属,苯并[ a] 芘、N-亚硝胺等 4 种有机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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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亚硝酸盐、硝酸盐等化学危害物质的限量,涉

及水果及其制品、蔬菜及其制品、食用菌及其制品、
谷物及其制品、豆类及其制品、藻类及其制品、坚果

及籽类等 22 类食品。
我国暂未将放射性核素类污染物纳入污染物

标准 的 框 架, 有 单 独 的 一 套 管 理 标 准, 我 国 GB
 

18871—2002《电离辐射防护与辐射源安全基本标

准》 [ 5] 已对食品和饮用水中规定了放射性核素通用

行动水平,而 GB
 

14882—94《食品中放射性物质限

制浓度》 [ 6] 则规定了正常情况下食物中放射性物质

的限制浓度。 在《食品安全法》发布后,GB
 

14882—
94 于 2012 年立项修订,目前已完成修订工作,于

2013 年 7 月上网公开征求意见。 此外,对于自然界

某些动植物中含有的一些天然毒素,例如贝类毒

素、木薯中的氰化物等,一般在相应的食品产品安

全标准中予以考虑。 贝类毒素的限量要求,目前已

列于 GB
 

2733—2015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水

产动物性水产品》 。
自 2016 年以来,我国还陆续立项了“食品中黄

曲霉毒素的控制规范标准” “食品中铅污染控制规

范标准”等多项污染物控制规范标准,逐步建立危

害物质的控制措施规范标准。

2　 我国污染物标准建设的发展及成效

2. 1　 体系初建

我国早在 1981 年便制定了食品中黄曲霉毒素

B 1 等污染物的限量标准。 但我国食品污染物限量

标准在制定之初,是按照一个物质一个限量标准

的方式进行管理,例如 GB
 

4809—84 《 食品中氟允

许量标准》 、GB
 

2762—81《食品中汞允许量标准》 、
GB

 

2761—81 《 食 品 中 黄 曲 霉 毒 素 B 1 允 许 量 标

准》 、GB
 

9676—88 《 牛乳及其制品中黄曲霉毒素

M 1 限量卫生标准》 等。 直至 2005 年,中国加入世

贸组织后对我国食品卫生标准开展了第一次清理

整合,将当时 20 余项污染物限量标准整合为两个

污染物通用标准,即 GB
 

2761—2005 《 食品中真菌

毒素限 量 》 和 GB
 

2762—2005 《 食 品 中 污 染 物 限

量》 。 初步形成了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AC) 、
欧盟等发达国家类似的污染物限量标准体系。

这个时期尽管我国已经开始学习国际上推行

的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框架,但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体

系尚未建立,风险评估工作也未得到有效开展,限

量标准制定还是以检出情况及检测合格率作为主

要的依据,也导致了多数食品都制定了铅、砷、汞、
镉限量。 限量指标多而杂,但实际膳食暴露风险管

理效果和成本并不成比例。

2. 2　 标准统一

2009 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规定了“国家建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制度” ,推动了

中国系统性建设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体系 [ 7] ,也为我

国各类标准体系中的污染物限量指标清理整合和

彻底形成一套科学有效的污染物限量标准体系,提
供了坚实有力的科学手段。

虽然 2005 年 我 国 已 经 初 步 形 成 了 类 似 于

CAC 标准 Codex
 

Standard
 

193—1995 《 食品和饲料

中污染物和毒素通用标准》 的污染物通用标准体

系,但当时我国食品产品标准仍很少引用通用标

准中的内容,而通常是重复列出限量指标或设置

新的限量要求。 并且由于标准同步更新不及时或

对限量设置理解的不同,使得指标有时是相互掣

肘,甚至是相互矛盾,以致削弱了中国食品安全的

监管力度 [ 8] 。
针对这一问题,2010 年原卫生部启动了污染

物及真菌毒素限量标准的清理整合工作,以 GB
 

2761—2005 及 GB
 

2762—2005 为基础对当时 600
余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
品质量标准以及有关食品行业标准的强制执行标

准中污染物的限量指标进行梳理,利用多年来我

国积累的食品生产和食品污染物监测数据 [ 9] 及总

膳食研究结果 [ 10] ,开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最终形

成了我国统一的污染物限量要求 [ 11] 。
新标准整合了现行产品标准中的污染物指标

标准,如锡、镍、3-氯丙二醇等,使现行食品标准之间

交叉矛盾的现象得到彻底解决;也根据砷 [ 12] 、脱氧

雪腐镰刀菌烯醇 [ 13] 等风险评估结果,调整了现有指

标适用的食品范围,提升了标准的科学性;同时,统
筹横向标准之间的协调一致,例如,鉴于肉制品中

亚硝酸盐残留来源主要是添加剂的使用,所以在污

染物限量标准中取消了肉制品中亚硝酸盐限量,以
避免重复制定。 最终形成了一套科学、合理、适用

的污染物国家标准体系。
此次污染物标准清理整合工作还参考 CAC 及

欧盟等发达国家的管理方式,首次提出了限量标准

的制定原则,为我国污染物限量标准体系的构建,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2. 3　 不断完善

一个有活力的标准体系不是一旦建立便长久

不变,而是随着科学研究的发展及社会监管的需

求,不断完善。 最严谨的标准需要建立在灵敏高效

的风险监测和科学权威的风险评估工作基础之上,
以保证食品安全、防止食源性疾病发生、保护消费

者健康为根本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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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工作的深入,针对

稀土、赭曲霉毒素等指标开展了我国膳食暴露风险

评估研究工作 [ 14] ,2016 年基于相关的风险评估研

究结果又再次对两项污染物基础标准进行了修订

完善。 2017 年 3 月 17 日,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发布了 GB
 

2761—2017 及 GB
 

2762—2017 两

项重要的食品安全通用标准,增加了咖啡和葡萄酒

中赭曲霉毒素 A 限量、取消了包括茶叶在内的植物

性食品中稀土限量要求。 其中稀土元素的风险评

估成果填补了国际空白,首次提出了稀土元素的健

康指导值,成为此次标准修订的重要依据。 新标准

的出台意味着困扰中国茶企,特别是乌龙茶企 26 年

之久的“稀土超标”问题,最终在各方详细论证和努

力之下,得到圆满解决,进一步增强了标准的科学

性和适用性。
2. 4　 过程控制性法规初建

随着标准管理能力的不断提升,我国污染物标

准已不再满足于终端限量倒逼企业采取行动的管

理方式,而开始逐步构建预防和降低污染物的操作

规范标准,参照法典标准制定相应污染物的生产规

范,从根本上降低食品中污染物含量, 确保食品

安全。
目前国际食品法典中已经包括了预防和控制

各种食品污染的几十项生产过程的规范,涵盖了生

物污染、生物毒素、外源性化学污染物、加工中生产

的污染物等方方面面,如 CAC / RCP
 

49—2001《降低

食品中化学品污染的源头控制措施操作规范》 [ 15] 、
CAC / RCP

 

56—2004《 预防和降低食品中铅污染的

操作规范》 [ 16] 、CAC / RCP
 

62—2006《 预防和降低食

品和饲料中二噁英及二噁英样 PCB 的规范》 [ 17] 等。
实际上,CAC 对于如二噁英及二噁英样多氯联苯等

化学污染物并不是首先制定限量标准进行控制,而
是首先制定针对污染源控制措施来保证食品安全,
对于真菌毒素等天然毒素也是通过制定从农田到

餐桌的全过程安全操作规范实施安全控制。
我国于 2016 年立项了《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中黄曲霉毒素污染控制规范》 ,随后又陆续立项

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防和降低果汁中展青霉素

操作规范》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丙烯酰胺污

染控制规范》 等多项污染物控制操作规范标准,拟

形成以科学合理的污染物限量标准为基础,辅以实

用可行的污染物质过程控制类标准,构建从农田到

餐桌全过程的食品安全风险控制能力,指导企业标

本兼治主动防范化解风险,提升食品全链条质量安

全保障水平。 这标志着我国污染物标准体系建立

进入了一个新的维度。

3　 我国污染物标准国际影响力的变化

20 世纪 90 年代初,我国食品安全标准的工作

还是以引用国际标准和向国际标准靠拢为我国制

标政策 [ 18] ,但随着中国综合国力的增强以及参与国

际食品安全标准工作的不断深入,我国食品安全标

准逐渐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在国际食品安全标准

制定过程中的话语权日益增加。 中国由观察员、沉
默的听众,逐渐转为重要标准的牵头国,所取得的

成绩举世瞩目。
2002 年,中国首次担任了 CAC 标准“控制树果中

黄曲霉毒素污染生产规范”的牵头起草国,标志着中

国开始真正有效地参与国际标准的制定工作[ 19] 。 作

为全球唯一设立大米中无机砷限量指标的国家,2014
年我国首次将我国大米中无机砷限量转化为国际标

准,我国食品安全管理能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2018 年,第 12 届国际食品污染物法典委员会(CCCF)
通过了中国提议的食用菌铅限量标准,将我国食用菌

产品在国际贸易市场可能受限的产品减少一半以上,
有力维护了我国食用菌贸易和产业发展。 我国在食

品安全的国际大家庭中已成为十分重要的角色,我国

的一批专家也成为国际标准牵头工作的重要成员,为
国际社会贡献中国智慧的同时保护中国利益,逐步实

现了《意见》所要求的“食品安全标准水平进入世界

前列”的长远目标。

4　 下一步发展建议

4. 1　 加强新型污染因素和污染模式的侦察能力

随着气候变化、食品加工工艺发展以及农业

新技术应用,食品中传统污染物的污染模式发生

了改变,并且出现了一些新型污染物。 目前我国

污染物的风险管理在技术上还不能满足新形势

下的问题需求,应对新风险的侦察能力仍有待加

强。 应从检测、监测、评估到标准,加强对新型污

染因素和污染模式的关注,开展相关研究,并形

成动态联动工作机制,及时调整完善我国污染物

标准,以保障我国污染物标准的先进性、前瞻性

和科学性。
4. 2　 全面落实从农田到餐桌的风险管理理念

化学污染物的污染特点决定了最有效且经济

的控制手段是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链条的控制。
过程控制类标准是实现全链条管理的有效管理手

段,应被纳入我国污染物管理控制今后发展的一个

重点方向。 尽管我国已开展该类标准的构建,但工

作刚刚起步,还处于对 CAC 标准的转化过程。 今后

应对我国膳食特点、加工特点制定适合我国国情的

污染物过程控制类规范标准,同时结合我国食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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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监管特点,研究该类标准的应用方式,切实从源

头减少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的污染发生。
4. 3　 继续深化国际标准交流合作

食品安全治理,本质是风险管理,根本是提升

能力,关键是共治共享。 尽管目前我国污染物标准

在国际舞台上已经取得了长足进步,但仍面临不少

困难和挑战,国际交流合作深度仍需进一步深化。
特别是如何与世界各国合作建立更加顺畅的食品

安全信息共享机制,搭建有效的全球食品安全共治

合作平台。 进而提升我国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能力

水平,筑牢食品安全防线,维护公平贸易。 为实现

中共中央国务院《意见》 “食品安全风险治理能力现

代化”的目标,特别是食品安全标准进入发达国家

先进行列,力争在食品污染物标准与风险控制领域

率先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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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欧盟公布食品接触塑料法规最新修订案

　 　 2020 年 9 月 2 日,欧盟委员会公布食品接触塑料法规(EU)
 

No
 

10 / 2011 第 15 次修正案。 具体修订内容

如下:
添加了三种物质:经十六烷基三甲基溴化铵修饰的蒙脱土、亚磷酸三苯酯与 α-氢-ω-羟基-聚[氧(甲基-

1,2-亚乙基)](CAS 号 1227937-46-3)、表面经氟化物改性氧化铝处理的二氧化钛,包括纳米形式;将 1,3-苯
二胺和初级芳香胺的检出限降低至 0. 002

 

mg / kg;规定了 24 种元素的迁移限量。
法案将于欧盟官方公报公布后第二十天生效。

(来源食品伙伴网,相关链接:http: / / news. foodmate. net / 2020 / 09 / 571406. html)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