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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评估
济南市高含铝食品铝残留量监测及人群暴露评估

孙延斌!孙婷!李士凯!刘素华!曹小丽
!济南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山东 济南&)%(()’#

摘&要!目的&了解济南市高含铝食品中铝的污染状况!评估居民膳食铝暴露的风险$ 方法&对 )(’’-)(’) 年济

南市面制食品%水产类制品%动物内脏%淀粉类制品中的铝残留量进行监测!以.)(() 年山东省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

查/的居民食物平均消费量数据和a8LA3)(’’ 年制定的食品中铝的暂定每周耐受摄入量"Z*5I#) SG‘RG!5为健康

指导值!按(食品安全风险分析-化学危害评估)推荐的点评估方法进行评估!并推算毎日安全摄入量$ 结果&共监

测食品样品 # 类 ’^( 份!铝平均残留量为 ),+1%$ SG‘RG!总检出率为 ,%1.^- "’)%‘’^(#!总超标率为 #+1,$-

"$+‘’^(#$ 其中面制食品铝平均残留量为 )(+1.^ SG‘RG!最高残留量为 ’ ),(1̂( SG‘RG!检出率为 %$1,$-".’‘’)’#!

超标率为 ++1(,-"#(‘’)’#!以油条超标最为严重!馒头类制品检出率低且无超标$ 干腌制水产品铝平均残留量为
#$#1%+ SG‘RG!最高残留量为 ) $’%1(( SG‘RG!检出率为 .#1#.-"+%‘#.#!超标率为 .(1)’-"++‘#.#!海蜇%紫菜两种

食品超标率均为 ’((1((-!且铝残留量极高$ 粉条粉丝制品铝平均残留量为 $(1,% SG‘RG!最高残留量为
#)+1(( SG‘RG!检出率为 .%1((-"^‘’)#$ 动物内脏铝平均残留量为 ’,$1’( SG‘RG!最高残留量为 )%’1(( SG‘RG!检出

率%超标率均为 ’((1((-$ 居民四类膳食食品中铝平均毎周摄入量为 ^1(. SG‘RG!5!是Z*5I的 #1%# 倍$ 其中面制

食品铝的暴露量最高!干腌制水产品次之!铝毎周平均摄入量分别为 ,1++ 和 )1)# SG‘RG!5!是 Z*5I的 +1’. 倍和
’1’) 倍$ 结论&济南市加工销售的油条%海蜇%紫菜%动物内脏等食品铝超标严重!居民膳食铝暴露水平高%风险大!

应加强对生产经营者科学合理使用含铝添加剂的技术指导!以降低居民膳食铝的摄入量$

关键词!铝& 含铝食品添加剂& 高含铝食品& 铝残留量& 暴露评估& 食品安全

中图分类号!*O)(’1,&&文献标识码!3&&文章编号!’((#4$#%,$)(’+%(,4(%,#4(#

收稿日期!)(’+4($4)^

基金项目!济南市科学技术发展计划项目")(’’)’(%%#

作者简介’孙延斌&男&副主任医师&研究方向为营养与食品安全&84SC<F’Q:<W<EQPJ_’,+YV@S

通讯作者’李士凯&男&副主任技师&研究方向为食品安全&84SC<F’F<Q:<RC<_’,+YV@S

C6’7#,11()$#&)(168,)68’#*,56(1*,)4,+4(168,)68
"&&5()55,#%(’2 #B3&*6’#(**#**8#)%,)U,)()

O>6=CE4J<E" O>6*<EG" HIO:<4RC<" HI>O;4:;C" L3]K<C@4F<
$a<ECE LME"M9N@9b<QMCQML@E"9@FCE/ Z9MUME"<@E" O:CE/@EGa<ECE )%(()’" L:<EC%

9:*%’($%& ;:<#$%,7#&*@;E/M9Q"CE/ ":MV@E/<"<@E @NCF;S<E;SV@E"CS<EC"<@E <E :<G: CF;S<E;SN@@/" CE/ "@CQQMQQ":M
9<QR @N/<M"C9PMXW@Q;9M"@CF;S<E;S<E a<ECEY=#%4&5*&O;9UM<FFCEVM@E CF;S<E;S9MQ</;CFQ<E NF@;9W9@/;V"Q" CD;C"<V
W9@/;V"Q" CE<SCF@NNCFCE/ Q"C9V: W9@/;V"Q[CQV@E/;V"M/ <E a<ECE N9@S )(’’ "@)(’)Y3VV@9/<EG"@CUM9CGMN@@/
V@EQ;SW"<@E N9@S . E;"9<"<@ECFCE/ :MCF": Q"C";QQ;9UMP@NO:CE/@EG9MQ</ME"Q<E )(() / CE/ ":MCF;S<E;S Z*5I
$W9@U<Q<@ECF"@FM9C"M/ [MMRFP<E"CRM% ) SG‘RG!5 <E N@@/ MQ"CJF<Q:M/ JPa8LA3<E )(’’" ":MW@<E"CQQMQQSME"SM":@/
9MV@SSME/M/ JPI((C 0+7%2<E*"J61+-<"*"4$3%:*&+-K+.+’C 6""%"":%12[CQCWWF<M/ N@9MXW@Q;9MCQQMQQSME"CE/ QCNMFP
/C<FP<E"CRMMQ"<SC"<@EY>#*61%*&’^( N@@/ QCSWFMQ@NN@;9VC"MG@9<MQ[M9M"MQ"M/Y*:MCUM9CGMCF;S<E;S9MQ</;CF[CQ
),+1%$ SG‘RG" ":M"@"CF/M"MV"<@E 9C"M[CQ,%1.^- $’)%‘’^(% CE/ ":MU<@FC"<@E 9C"M[CQ#+1,$- $$+‘’^(%Y*:M
CUM9CGMCF;S<E;S9MQ</;CF@NNF@;9W9@/;V"Q[CQ)(+1.^ SG‘RG" ":MSCX<S;S9MQ</;CF[CQ’ ),(1̂( SG‘RG" ":M/M"MV"<@E
9C"M[CQ%$1,$- $.’‘’)’% CE/ ":MU<@FC"<@E 9C"M[CQ++1(,- $#(‘’)’%Y*:MU<@FC"<@E 9C"M@NN9<M/ J9MC/ Q"<VR [CQ":M
:<G:MQ"" ":M/M"MV"<@E 9C"M@NQ"MCS J9MC/ [CQ":MF@[MQ"CE/ E@QCSWFMMXVMM/M/ ":MQ"CE/C9/Y*:MCUM9CGMCF;S<E;S
9MQ</;CF@N/9<M/‘QCF"M/ CD;C"<VW9@/;V"Q[CQ#$#1%+ SG‘RG" ":MSCX<S;S9MQ</;CF[CQ) $’%1(( SG‘RG" ":M/M"MV"<@E
9C"M[CQ.#1#.- $+%‘#.% CE/ ":MU<@FC"<@E 9C"M[CQ.(1)’- $++‘#.%Y*:MU<@FC"<@E 9C"M@NTMFFPN<Q: CE/ FCUM9[CQ
’((-Y*:MCUM9CGMCF;S<E;S 9MQ</;CF@NGFCQQE@@/FMW9@/;V"Q[CQ$(1,% SG‘RG" ":MSCX<S;S 9MQ</;CF[CQ
#)+1(( SG‘RGCE/ ":M/M"MV"<@E 9C"M[CQ.%1((- $ ^‘’) %Y*:MCUM9CGMCF;S<E;S 9MQ</;CF@NCE<SCFU<QVM9C[CQ
’,$1’( SG‘RG" ":MSCX<S;S9MQ</;CF[CQ)%’1(( SG‘RGCE/ ":M/M"MV"<@E 9C"MCE/ U<@FC"<@E 9C"M[M9M’((1((-Y*:M
[MMRFPCUM9CGMCF;S<E;S<E"CRMN9@SN@;9N@@/ VC"MG@9<MQ[CQ̂1(. SG‘RG!5" #1%# "<SMQ@NZ*5IY3F;S<E;SMXW@Q;9M



济南市高含铝食品铝残留量监测及人群暴露评估!!!孙延斌"等 !%,%&& !

N9@SNF@;9W9@/;V"Q[CQ":M:<G:MQ"" CE/ /9<M/‘QCF"M/ CD;C"<VW9@/;V"Q[CQ":MQMV@E/" [:<V: MQ"<SC"M/ "@,1++ CE/
)1)# SG‘RG!5" +1’. CE/ ’1’) "<SMQ@NZ*5I" 9MQWMV"<UMFPY?&)$16*,&)&*:MCF;S<E;S9MQ</;CFQ@NN9<M/ J9MC/ Q"<VR"
TMFFPN<Q:" FCUM9CE/ CE<SCFU<QVM9C[M9MQM9<@;Q<E a<ECEY*:M/<M"C9PMXW@Q;9M"@CF;S<E;S[CQ:<G: [:<V: W;":<G: 9<QR
;W@E F@VCF9MQ</ME"QYIE @9/M9"@9M/;VM/<M"C9P<E"CRM@NCF;S<E;S" "MV:E<VCFG;</CEVM@E :@["@;QMCF;S<E;S4V@E"C<E<EG
N@@/ C//<"<UMQQV<ME"<N<VCFFPCE/ 9C"<@ECFFPQ:@;F/ JMQ"9MEG":MEM/Y

@#2 A&’5*& 3F;S<E;S# CF;S<E;S4V@E"C<E<EGN@@/ C//<"<UMQ# :<G: CF;S<E;S N@@/# CF;S<E;S 9MQ</;CFQ# MXW@Q;9M
CQQMQQSME"# N@@/ QCNM"P

&&我国含铝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历史悠久"早在宋*元
朝时期已应用于面制食品*水产品加工以及蔬菜*水果
贮藏等方面"尤以具有膨松*稳定作用的硫酸铝钾和硫
酸铝铵$统称明矾%应用最为广泛)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
发展"铝对人体潜在的毒性危害逐渐被揭开) 研究表
明’’( "铝离子在人体内可干扰大脑的记忆功能"妨碍
钙*锌*铁*镁等元素的消化吸收"导致神经行为损害*
记忆减退*骨软化症*老年性痴呆等疾病)

本文应用 )(’’!)(’) 年济南市面制食品*水产
类制品*动物内脏*淀粉类制品中铝残留量的监测
数据"对居民膳食铝暴露水平进行了分析评估"旨
在了解济南市高含铝食品中铝残留量的基础数据"
评估居民膳食铝暴露的风险"为指导居民消费和政
府采取措施降低含铝添加剂的使用提供科学依据)

’&材料与方法
’1’&样品来源及种类

抽样方法按照0全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手
册1中规定的采样技术要求执行) 监测样品主要源于
济南市居民早餐供应点*农贸市场和超市"共监测食
品样品 # 类 ’^( 份) 其中面制食品包括馒头$含面制
花卷等%*油条*膨化食品$含虾味片*薯条*沙琪玛和
米饼等%#干腌制水产品包括海蜇*紫菜*海米*烤鱼
片*鱿鱼丝*虾皮和蛤蜊肉等#淀粉类制品包括粉条*
粉丝和粉皮等#动物内脏包括猪肝和鸡肝)
’1)&检验方法

采用铬青天 O 比色法"按国家0食品中化学污染
物及有害因素监测技术手册1规定的0面制品及海蛰
中铝测定 分光光度法1的标准操作程序进行检验’)( "
以干样品 3F计"铝残留检出限$H]b% m’( SG‘RG)
’1+&评价标准

按 7!).,(!)(’’0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1 ’+(规
定的使用范围*限量标准判定) 面制食品*水产类
制品铝残留限量$’(( SG‘RG为合格) 含铝食品添
加剂的使用范围不包括动物内脏制品"其铝的残留
量按检出限判定"未检出$H]bm’( SG‘RG%即为合
格) 明矾禁止在淀粉类制品的生产加工过程中使
用$卫生部 )((^ 年 ’$% 号和 )(($ 年%($ 号公告%"
但硅铝酸钠可在淀粉类制品中使用"且无限量规

定"故对粉条*粉丝*粉皮制品中铝残留量不做判定)
’1#&暴露评估

采用世界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添加剂
联合专家委员会 $a8LA3% )(’’ 年制定的食品中铝
的暂定每周耐受摄入量$Z*5I%) SG‘RG!5作为暴
露量评估标准 ’#( )

引用.)(() 年山东省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
查/居民各类食品的平均消费量数据作为暴露评
估参数 ’%( ) 其中面及面类制品$含膨化食品%平均
消费量为 ),,1# G‘标准人日"水产品及其制品平
均消费量为 +^1. G‘标准人日"动物内脏类制品平
均消费量为 )1. G‘标准人日"淀粉类制品 $按薯
类%平均消费量为 #$1) G‘标准人日) 居民体重统
一按 ,( RG标准计算#铝残留量低于检出限的食品
样品 按 检 出 限 的 ’ ‘) 计 算" 统 计 计 算 值 为
% SG‘RG) 膳食调查时将膨化食品列入焙烤食品"
并按面制品统计"故本次暴露评估将其列入面制
食品计算$以下暂称的面制食品含膨化食品% )

按0食品安全风险分析!化学危害评估1推荐
的点评估方法进行评估 ’,( ) 根据某种食品在人群
中毎人毎天的平均消费量和相对应食品中铝的残
留浓度"计算某种食品铝的暴露量"然后累加得到
各种食品的总暴露量"以实现对人群摄入铝的定量
评估) 根据a8LA3规定的铝的 Z*5I和食品中铝的
暴露量"推算毎日安全摄入食品量) 计算公式&

食品中铝的每周平均暴露量$SG‘RG!5% o&
’某类食品的消费量$G% i同类食品中铝的平均检
测值$SG‘RG%(‘体重$RG%

毎日安全摄入食品量$G% o铝的每日允许摄入
量$3bI"SG‘RG!5% i体重$ RG%‘同类食品中铝的
检测值$SG‘RG%

膳食铝的贡献率$-% o某类食品铝暴露量‘各
类食品铝暴露量之和

)&结果
)1’&铝残留量监测结果

共监测 # 类 ’^( 份样品"铝平均残留量为
),+1%$ SG‘RG"总检出率为 ,%1.^- $’)%‘’^( %"总
超标率为 #+1,$-$$+‘’^(%"其他检测结果见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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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居民膳食铝残留量监测结果
*CJFM’&O;9UM<FFCEVM9MQ;F"Q@NCF;S<E;S9MQ</;CFQ<E 9MQ</ME"/<M"

食品类别 食品品种 检出率‘- 超标率‘-
铝残留量‘$SG‘RG%

均数 d标准差 #%( #̂( #̂% 监测值范围
面制食品

干腌制水产品

淀粉制品
动物内脏
合计

油条 ^%1.#$#% ‘#.% .$1.)$+. ‘#.% #$)1#% d++$1̂^ ###1.( ^.’1., ’’’%1̂) H]bc’ ),(1̂(

馒头 $1$)$+ ‘+#% (1(($( ‘+#% ,1(% d+1%$ %1(( $1#( ’^1#( H]bc’^1#(

膨化食品$虾条等% %.1%($)+ ‘#(% .1%($+ ‘#(% ##1## d+$1̂# +$1,( .$1., ’+#1.# H]bc’.^1+(

小计 %$1,$$.’ ‘’)’% ++1(,$#( ‘’)’% )(+1.^ d+(.1#’ ++1#( .#’1’# $$^1)) H]bc’ ),(1̂(

紫菜 ’((1(($’# ‘’#% ’((1(($’# ‘’#% .’%1(( d+’.1)+ .%(1%( ’ ))(1%( ’ +#$1(( +%,1(( c’ +#$1((

海蜇 ’((1(($’+ ‘’+% ’((1(($’+ ‘’+% $.)1)+ d,),1)# .%%1(( ) ’’+1(( ) $’%1(( +’#1(( c) $’%1((

其它水产品 #(1(($$ ‘)(% +(1(($, ‘)(% .’1)( d’’(1’, %1(( ).%1.( +,+1%( H]bc+,$1((

小计 .#1#.$+% ‘#.% .(1)’$++ ‘#.% #$#1%+ d%’$1+% #’’1(( ’ (’,1(( ’ )#,1(( H]bc) $’%1((

粉条粉丝 .%1(($^ ‘’)% (1(($( ‘’)% $(1,% d’’%1)’ %(1)% ++#1() #)+1(( H]bc#)+1((

猪肝鸡肝 ’((1(($’( ‘’(% ’((1(($’( ‘’(% ’,$1’( d%,1(’ ’,%1%( ),^1(( ).’1(( ’((1(( c)%’1((
,%1.^$’)% ‘’^(% #+1,$$$+ ‘’^(% ),+1%$ d+.$1,) ,+1)% $),1#% ^^’1)+ H]bc) $’%1((

)1)&暴露评估结果
以.)(() 年山东省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

居民各类食品的平均消费量数据和本次监测的与
其相对应的食品中铝残留量为参数"对济南市居民
膳食品中铝残留量进行暴露评估) 济南市居民 # 类
膳食食品中铝平均毎周摄入量为 ^1(. SG‘RG!5)

其中面制食品铝的暴露量最高"干腌制水产品铝的
暴露量次之"平均毎周摄入量分别为 ,1++ 和 )1)#
SG‘RG!5"见表 ))

表 )&居民膳食铝暴露量评估结果

*CJFM)&3QQMQQSME"9MQ;F"Q@NCF;S<E;S9MQ</;CFQ

<E 9MQ</ME"/<M"

食品类别
平均消费量
‘$G‘标准人日%

每周平均暴露量
‘$SG‘RG!5%

贡献率
‘-

面制食品 ),,1# ,1++ ,^1.^

干腌制水产品 +^1. )1)# )#1.(

淀粉制品 #$1) (1#% #1̂,

动物内脏 )1. (1(% (1%%

合计 +%.1( ^1(. ’((1((

&&按 a8LA3)(’’ 年制定的食品中铝的 Z*5I
) SG‘RG!5暴露量标准进行比对"济南市居民 # 类
膳食食品中铝的毎 周平均摄入量是 Z*5I的
#1%# 倍) 面制食品*干腌制水产品铝的平均毎周摄
入量分别是 Z*5I的 +1’. 和 ’1’) 倍)
)1+&高含铝食品的安全限值

应用本次监测的食品中铝残留量和 a8LA3
)(’’ 年制定的食品中铝的 Z*5I) SG‘RG!5暴露
量标准为参数"假设铝的每日允许摄入量全部贡献
给一种食品"基于 ,( RG体重"推算济南市居民膳食
某种食品的毎人毎日最大消费量) 铝的 3bI为
(1)$% . SG‘RG!5"即 ’.1’# SG‘标准人日"见表 +)

+&讨论
’^$^ 年"a8LA3将低毒级金属元素铝正式确定

为食品污染物"并控制其在食品中的使用 ’.( ) 我

&&& 表 +&高含铝食品的毎日最大消费量

*CJFM+&bC<FPSCX<SCFV@EQ;SW"<@E @N:<G: CF;S<E;SN@@/

食品种类
铝残留量
‘$SG‘RG%

最大消费量
‘$G‘标准人日%

均数 #̂( 均数 #̂(

油条 #$)1#% ^.’1., +%1%+ ’.1,#

膨化食品 ##1## .$1., +$%1.% )’.1.(

紫菜 .’%1(( ’ ))(1%( )+1̂$ ’#1(%

海蜇 $.)1)+ ) ’’+1(( ’^1,% $1’’

粉条粉丝 $(1,% ++#1() )’)1%, %’1+)

猪肝鸡肝 ’,$1’( ),^1(( ’(’1̂$ ,+1.+

国现行的 7!).,(!)(’’0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1 ’+(

规定的含铝食品添加剂有 ’# 种之多"有关部门正在
修订或撤销食品中含铝添加剂的使用范围"这对降
低膳食铝暴露风险将起决定性的作用)

据文献报道 ’$ j’(( "盐渍海蛰*油条*膨化食品*

焙烤食品和动物内脏等高含铝食品中"膳食铝的暴
露主要源于含铝食品添加剂明矾的滥用) 本次监
测结果显示"济南市加工销售的馒头类制品在 #̂%
位数时铝残留量尚未超过标准值"膨化食品在 #̂%

位数时超过标准值"但超标率低"说明该两种食品
在生产加工过程中"违规超量添加明矾的现象极少
存在) 而油条*海蜇和动物内脏食品中铝残留量检
出率*超标率极高"铝残留量的均数*#%(* #̂( 和
#̂ % 均超过 7!).,(!)(’’0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1
限量值的几倍至几十倍"表明食品中超范围*过量
使用明矾的现象极为严重) 针对面制食品使用膨
松剂情况现场调查发现"油条是济南市居民喜爱的
早餐食品之一"食用的人数多"但制作油条多添加
明矾且用量大"很少使用无铝膨松剂"而蒸制小麦
粉馒 头 使 用 酵 母 发 酵 居 多) 另 外" 据 有 关 报
道 ’+"$"’’( "一般情况下天然食物中铝含量较低"而紫
菜等海藻类植物具有富集特性"导致铝本底值高#
含铝食品添加剂硅铝酸钠可在粉条*粉皮等制品中
无限量使用) 故对紫菜*粉条而言"其铝来源是否
与明矾添加有关"有待进一步查证)



济南市高含铝食品铝残留量监测及人群暴露评估!!!孙延斌"等 !%,.&& !

暴露评估结果显示"济南市居民 # 类膳食食品
中铝的毎周平均摄入量为 ^1(. SG‘RG!5"是
a8LA3)(’’ 年制定的铝暴露量标准 Z*5I的 #1%#
倍"说明济南市居民膳食铝的暴露水平高*风险大"
按正常消费量摄入即存在较大的安全隐患) 据刘
弘*庞洁等 ’’) j’+(报道"上海*广西居民膳食中面制食
品非主食"所占比例低"铝毎周平均暴露量分别为
+1%’ 和 ’1#’ SG‘RG!5) 而面制食品是济南市居
民的主要膳食之一"其消费量所占比例较高"对居
民膳食铝的贡献率最高"铝毎周平均摄入量为 ,1++
SG‘RG!5"是上海*广西居民面制食品膳食中铝平
均毎周暴露量的 ’1$(*#1#^ 倍"是 a8LA3的 Z*5I
标准 +1’. 倍"提示济南市居民膳食铝暴露水平远高
于上海*广西"且与面制食品的消费量存有较大的
关联"消费量越大"膳食铝暴露量就越高"故在调整
面制食品含铝添加剂使用标准时"应充分考虑居民
的膳食结构和消费量)

本次推算的毎人毎日食品安全消费量仅针对
单一食品而言"但实际上"食物中铝的来源有多种"
除含铝食品添加剂外"还可能来自茶叶*饮用水*含
铝制品及食品包装材料中铝的转移等 ’$( "累计叠加
其潜在的暴露量将远远超出每日允许摄入量)

点评估方法是利用居民食品消费量模式和食
品污染物现状调查数据进行暴露评估"准确可靠的
居民食品消费量基础数据是开展暴露评估必不可
少的条件之一) 采用点评估方法对济南市居民膳
食食品进行铝残留量的监测推算"简便易行"应用
范围广"其评估结果适用于大多数消费人群) 但点
评估方法也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忽略了个体间体
重*消费量的差异以及污染物残留量摄入水平等方
面的变异"不能对其之间存在的变异性和不确定性
进行量化模拟分析"其评估结果较为粗糙 ’#( ) 同
时"由于本次选择的是对高含铝食品中铝残留量的
监测"尚未引入变异因子"且采用铝的最高残留值
推算"在总体上可能高估了暴露的危险度)

本次监测的食品种类与引用的.)(() 年山东省
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中居民膳食摄入的食品
&&&

种类相比"尚未统一匹配"如膨化食品未单列分类
统计#某些铝残留量较低的同类别食品未进行监
测"如面制食品尚无小麦面粉*面条的监测数据"水
产品无鲜冻水产品的监测数据等"这可能导致高含
铝食品所占比例偏高"过高地估计了居民高含铝食
品的消费量) 另外"某些单一食品的样品数偏少"
易产生抽样误差"其代表性存在一定的缺陷"可能
对暴露评估的结果产生影响) 需要指出的是")(()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的采样点"不能代
表所在采样点的消费水平"所以"山东地区采样点
的消费量"不能代表山东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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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加强使用可可粉食品生产企业监管
要加大对使用可可粉的食品生产企业的监督检查力度$ 在日常监督检查工作中重点检查原料进货渠

道和进货台账!所用可可粉等原料的来源!原辅材料和添加剂使用是否符合要求&督促获证企业持续保持生
产条件!进一步落实各项监督措施!对巡查发现的问题及时有效地进行处理!以保证从严监管和有效监管$

四%工作要求
各地食品药品监管局%质量技术监督局%检验检疫局要在当地政府的统一组织领导下!加强配合!结合

今年开展的食品生产加工环节风险排查和整治工作!认真排查可可制品以及相关食品企业质量安全风险隐
患&要注重发挥行业协会的作用!建立隐患排查和风险管控机制!推动建立社会共管共治机制&在日常监督
检查中发现食品安全问题!要及时向当地政府和上级监管部门报告!并向相关部门通报信息$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二〇一三年十月二十三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