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589　　 —

食品安全聚焦·国际标准动态

联合国粮农组织 / 世界卫生组织关于牛肉和生乳产品生产加工
过程中产志贺毒素大肠埃希菌控制措施专家组会议进展

(白莉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联合国粮农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FAO)和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WHO)于 2020 年 6 月 1 日至 26 日召开了牛肉和生乳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产志贺毒素大

肠埃希菌(Shiga
 

toxin-producing
 

Escherichia
 

coli,STEC)控制措施专家网络视频会议。
会议成员组成由专家组、秘书处及资源组构成。 专家组由来自 14 个国家的科研院所、政府机构及大

型企业从事该领域专家组成,包括兽医学、食品科学、微生物学及生产加工过程质量控制等专业,共 17
人;秘书处由 FAO 和 WHO 的专业技术官员组成联合工作组,共 4 人;与国内评估专家委员会会议不同的

是,除了专 家 组 和 工 作 组,还 有 资 源 组,该 小 组 由 熟 悉 该 领 域 的 专 家、食 品 卫 生 法 典 委 员 会 ( Codex
 

Committee
 

on
 

Food
 

Hygiene,CCFH)专家及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AC) 相

关官员组成,共 8 人。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白莉研究员受邀参加会议。

　 　 一、CAC 关于 STEC 控制措施的工作情况

STEC 引起的感染已成为全球性重要公共卫生问题。 感染症状除轻微的肠道不适外,还可引起溶血性

尿毒综合征、终末期肾病,严重者导致死亡。 WHO 在其关于食源性疾病全球负担的报告中估计,2010 年食

源性 STEC 导致 120 多万人患病,128 人死亡,近 1. 3 万人的伤残调整寿命年 ( disability-adjusted
 

life
 

year,
DALY)。

2013 年第 45 届 CCFH 将食品中 STEC 相关问题列为最高优先工作计划之一。 2015 年第 47 届 CCFH 会

议明确要求 FAO / WHO 利用现有研究内容形成一份报告,对全球 STEC 暴发数据的疾病负担归因分析、
STEC 的危害识别、危害特征描述(遗传特征的信息以及毒力基因等)及监测方案四方面内容进行总结。 在

2016 年第 48 届 CCFH 会议上,FAO / WHO 微生物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 Joint
 

FAO / WHO
 

Expert
 

Meetings
 

on
 

Microbiological
 

Risk
 

Assessment,JEMRA)秘书处对第 47 届 CCFH 会议提出的四方面内容向委员会汇报了关

于 STEC 工作的进展和总结。
在 2017 年第 49 届 CCFH 会议上,JEMRA 秘书处汇报了 STEC 相关工作的进一步情况:(1)食品中 STEC

不仅造成严重的疾病负担,也对贸易产生经济负担;(2)牛肉、蔬菜 / 水果、生乳产品、小反刍动物的肉是最重

要的归因食品;(3)毒力基因应运用于预测食品中 STEC 与疾病严重程度的风险;(4)监测应基于风险,针对

高风险食品,并在食品链中实施有效的干预措施。
在 2018 年第 50 届 CCFH 会议上,JEMRA 秘书处报告了 STEC 归因食品方面开展的工作:(1)56%

 

STEC
导致的暴发事件中,无法确认归因食品,但在已查明的来源中,牛肉和蔬菜 / 水果各占全部已知归因来源暴

发事件的 30%;(2)病例对照研究确定牛肉是 STEC 病例的主要原因;(3)以上结果进一步指明在所有食物

种类中,应优先在牛肉和蔬菜 / 水果中对 STEC 的污染进行控制;(4)发布 2015 年第 47 届 CCFH 会议确定的

《产志贺毒素大肠埃希菌和食品:归因、特征和监测》报告。
2019 年第 51 届 CCFH 会议根据 STEC 食品归因研究,确定牛肉 / 生乳产品、蔬菜 / 水果和豆芽中 STEC 控

制措施分别作为 2020 年和 2022 年 JEMRA 的工作重点,同时发布《产志贺毒素大肠埃希菌引起疾病的特定

食物》报告。
由此可见,本次专家会议的主题是从 2013 年开始动议,随着专家组对食品中 STEC 污染及 STEC 导致食

源性疾病归因分析等多方面认识的逐步深入,最终确定牛肉和生乳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 STEC 控制措施为

工作的重点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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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本次专家组会议进展

专家对牛肉和生乳产品生产加工过程针对 STEC 的物理、化学和微生物控制措施(及其组合),通过检索

相关关键词查找已发表的文献和各个国家或机构相关的报告,在基于科学性、有效性和实用性基础上,将上

述查阅的相关控制措施进行高、中、低三类分级,最终形成一份以科学证据为基础的专家意见报告。

针对牛肉和生乳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 STEC 控制措施,专家组会议得出:

2. 1 牛肉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 STEC 控制措施

专家组分别对农场使用饲料、饲料中添加剂、抗生素、疫苗以及从农场到屠宰场等 STEC 相关控制措施

进行分析和评估;其次,基于屠宰加工的生产线流程,对皮革去污处理(例如洗涤、脱毛等)、胴体去污处理

(例如噬菌体、乳酸处理、辐照)、包装处理等 STEC 相关控制措施进行了分析和评估。

2. 2 生乳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 STEC 污染控制措施

初级生产环境以及生乳运输的温度和卫生控制是商业生乳供应链的关键点,可显著影响用于饮用或制

造生乳乳酪的加工前生乳中微生物的含量。 专家组主要针对生乳和生乳奶酪生产加工过程中温度和卫生

状况等 STEC 相关控制措施进行了分析和评估。

　 　 三、对我国相关工作的启示

食品安全的风险评估由危害识别、危害特征描述、暴露评估、风险特征描述四个步骤组成。 危害识别

是指识别或确认可能存在于某种或某类特定食品中,并且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的生物、化学和

物理因素;危害特征描述是指对存在于食品中可能对健康产生不良影响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因素性质的

定性和(或)定量评价;暴露评估是指对于食品的可能摄入或通过其他有关途径接触的生物、化学和物理

因素的定性或定量评价;风险特征描述是指根据危害识别、暴露评估和危害特征描述,对某一给定人群的

已知或潜在对人体健康的不良影响发生的可能性和严重程度进行定性或定量的估计,其中包括伴随的不

确定性。 食品安全的风险评估是世界贸易组织(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WTO)和 CAC 规定作为制定食

品安全标准和控制措施的必要手段。 我国 2009 年 6 月 1 日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将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作为提高我国食品安全管理水平的一项重要科学保障措施,强调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是制

定、修订食品安全标准和对食品安全实施监督管理的科学依据,这对风险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提

出了很高的要求。 随着第二届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的换届,新增加了生物危害分委会,使

得委员会专家的专业性和职责更加突出,可以更好推进我国食品微生物风险评估工作。 通过参与本次会

议有以下几点思考:

1.
 

项目立项: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通过部门、行业和社会广泛征集食品微生物风险评估立项建议,后续

由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审议并确定项目。 其立项工作程序和 CCFH 的工作机制一致,后者是

通过广泛征集全球各国立项建议。 但 CCFH 确定项目的过程,从动议到确定,往往要通过多轮国家和专家会

议,在收集充足科学证据的基础上,确定高风险食品-微生物组合。 给我们启示是,需要加强食品污染监测和

食源性疾病监测数据系统分析和利用能力,尤其确定高风险的归因食品,才能有的放矢的进行有效的食品

微生物风险评估工作。

其次,大多数食品中的微生物是难以完全除去的,且在全链条生产经营过程中会发生各种变化,需要根

据风险评估结果确定可接受的风险范围,从而为制定相关的措施或标准提供科学依据。 目前 GB
 

29921—

201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致病菌限量》主要针对预包装食品,对终端产品进行限制;食品生产加工过程

中微生物标准较为薄弱,基于具体“食品-微生物”组合风险评估结果的控制干预措施较少。 因此,应加大对

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微生物风险评估项目立项。

2.
 

项目实施:目前食品微生物风险评估项目的工作机制是基于一个承担单位组建工作组完成项目,最

后将评估报告提交专家委员会审议,相比 JEMRA 可利用的数据和资源,存在一定的局限性。 随着第二届国

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改选,优化委员会框架,完善工作程序,建立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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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为依托,以外部资源(省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大专院校等)为重要补充的多单位承担风险评估项目

的工作机制,不断拓展风险评估工作体系。

3.
 

结果公布:FAO / WHO 从 2002 年公布第一个风险评估报告《Risk
 

Assessments
 

of
 

Salmonella
 

in
 

Eggs
 

and
 

Broiler
 

Chickens》到现在已公布了 34 个相关的报告。 建议新一届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在

完善相关工作规范和章程的基础上,加快推进制定食品微生物风险评估报告的公布准则,以便研究成果及

时与部门、行业及公众共享,从而推动食品微生物风险评估结果对制定、修订食品安全标准和对食品安全实

施监督管理的影响,降低食源性疾病的发生,也推动微生物风险评估学科的发展。

4.
 

未来挑战:我国食品微生物风险评估工作通过十年的积累,已经初步建立了有效的工作机制和框

架,逐步构建我国食品中常见致病菌的污染数据和消费行为模式等参数数据库,取得了一定的成效。 但

面对后疫情时代食品供应链变化、集约化生产加速、行业创新加工新技术升级改造(低温 / 轻加工等) ,使

得食品安全风险激增,对食品中微生物的控制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急需食品微生物风险评估技术快速跟

进。 其次,随着分子生物学技术的运用,突破以往风险高估,获取更加精准风险评估结果有了可以实现的

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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