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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食品安全问题是全球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之一!尤其在全球化发展趋势下!影响食品安全问题的因素越

来越多样化和复杂化$ 而在中国!近十年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使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其中存在的

各方因素使得这一问题的解决变得十分棘手$ ,‘/+F+NO-@-作为一个跨学科领域的新方法已在多个国家进行了实

践$ 本文综述了国内外在食品安全问题方面出现的新的影响因素!着重介绍了,‘/+F+NO-@-的发展历程和内涵!及

世界各国在,‘/+F+NO-@-领域的实践!为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解决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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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球化的趋势下"食品安全问题会受到各种
因素的影响"而食品产供销系统的持续改变将会继
续加剧这一趋势"迫切需要一种新的方法来解决日
趋复杂的食品安全问题) +‘/+F+NO-@,作为一种新
的理念和模式已在多个国家进行实践并取得了一
定成果"将成为日后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有效途径)

#"世界食品安全现状
#:#"食品安全问题现状

食品安全问题在全球范围内一直都是人们关
注的焦点"尤其是随着近年来与食物相关的新发
疾病和人兽共患病的出现对食品安全造成了新的
威胁"甚至引起疾病在全球范围内的流行) 从
F’*# 禽流感到 F#*# 新甲型流感"在造成动物大
量死亡的同时"F#*# 新甲型流感还引起了人与人
之间的流感爆发)

食品产供销系统与食品安全密切相关"其改变
也必将对食品安全造成影响"如今食品供应的全球
化已经放大了食源性疾病中单一污染事件造成的
健康和经济影响) 科学家们推测在下一个 #& 到 $&
年食品产供销系统会继续改变"并出现新的推动因
素"包括食品产供销系统继续从供应模式向需求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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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转变*全球人口数突破 #&& 亿和人口老龄化*气候
改变影响水源供应*对不可再生资源使用的限制*

文化冲突等 ’#( )
#:$"食品安全影响因素

在当今的世界环境下"k./H’$(给出了今后会影
响食品安全的四点关键性趋势&人口增长*移民和
老龄化#食品贸易全球化#肉类消费的增长$随着畜
牧养殖业的增加"肉类产品消费量也持续增长"
#!!a!#!!! 年全球肉类产品消费量为 $ 亿 # 8&& 万
吨"$&;& 年将达到 ; 亿 a 9&& 万吨"在 ;& 年的时间
内增长 a&c ’;( % #人类与动物的频繁接触)

食源性疾病病原体可在 +农场到餐桌,的任一
环节中通过多种途径污染食物"食源性疾病的传播
也受到各方面因素的影响) 首先"是环境因素 ’$( "

包括农业集约化*人类2牲畜2野生动物接触变得频
繁*共同面对的环境介质) 这些因素一方面使得人
和动物的接触越来越密切"另一方面将污染的范围
扩大到更多区域) (L.>X,K/ 等 ’7(总结了植物性食物
受到污染的四种途径"其中人类和动物粪便对食物
的污染应成为+‘/+F+NO-@,在提高食品安全性方面
的关注焦点) 其次"人类本身也会对食品造成污
染"kKKSTN/,’’(总结的病毒污染食品的三种途径中
就包含了受感染的食品加工人员对食品的污染)

另外"病原体的耐药性问题也对食品安全构成威胁)
总结了各种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后"k./H提出

了+W.>X+P SLKUO+T,的概念"意指顽固的"持久的"难
以解决的问题"它通常具有以下特点&复杂且难以
准确定义#前所未有的"无法用过去的经验解决#有
许多可能的解决途径"但任何一种解决方案所能达
到的效果都不确定#具有威胁性#通常昭示了另一
问题的存在) 而食品安全问题正是这样一类棘手
的问题)

$"中国食品安全现状
一项由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在六省内

进行的急性胃肠炎疾病负担评估显示 ’9( "$&#&!
$&## 年急性肠胃炎的食源性疾病发病率为 &:#’a
次<人年"意味着每 9 人中有 # 人在过去一年中曾发
生食源性疾病"且我国当前的食源性疾病监测网络
尚不完善"现监测的内容和范围主要是腹泻和急性
中毒"对于重金属等污染引发的食源性疾病尚无法
覆盖) 所以"食源性疾病依然是我国头号食品安全
问题) 此外"从 $&&& 年的+有毒大米,事件开始"十
几年的时间内我国的食品安全事件屡见不鲜"包括
引起全世界震惊的+三聚氰胺奶粉,*+地沟油,*+瘦
肉精,等事件) 频发的食品安全事件严重打击了民

众对我国食品的信心"更是反映出我国的食品安全
监管存在不足)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我国食品呈现出的问题
更加复杂"雷方华 ’a(从六个方面较为全面总结了我
国食品安全的现状&产业起点较低*从业人员素质
不高*从农田到餐桌食物链污染严重*重金属和水
污染日趋严重*食品企业违规生产加工食品且少数
不法分子参加制假"以及无证食品新技术新资源的
应用"同时指出我国当前传统工艺制作食品也暴露
了不少问题) 许辉 ’8(揭示了食品安全存在的另外
两个问题&病原微生物控制不当*新出现的生物技
术产品以及转基因食品的潜在危险) 我国还存在
食品安全标准体系落后和监管不当的问题 ’!( ) 对
此"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的分段监管模式已开始转
变"组建了新的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整合
职能"统一监管 ’#&( )

所以"无论从世界还是中国的角度出发"面临
目前的食品安全困境"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理念和途
径来解决这些问题"+‘/+F+NO-@,呼之欲出)

;"%‘/+F+NO-@&的发展历程及定义
;:#"+‘/+F+NO-@,的发展历程

+‘/+F+NO-@,作为一种新的途径和模式"并非
是一个新创造出的概念"其设想的提出可追溯到古
希腊时期"古希腊医生希波克拉底就曾提出清洁的
环境对公众健康的影响) 直到 #8 世纪末"法国大革
命时期"CKE.,20+/wl和 3NL+/-24@x-+O+-6首次提出
了人类"动物和环境的健康是相互联系的观点 ’##( )

接着在 #! 世纪末德国医师兼病理学家 l.L>@KW0
提出了+人兽共患病,这种理念"并认为人医和兽医
之间不应存在界限) 他的这一观点为+‘/+F+NO-@,

的提出奠定了基础) #!7a 年 )>@WNU+4[ 提出了
+‘/+b+P.>./+,理念) 从 $&&; 年至今 kNL+,@ [等
人在世界范围内组织了一系列以 +‘/+[KLOP2‘/+
F+NO-@,为主题的会议) $&&a 年 7 月"美国兽医协会
$6lb6% 建 立 了 + ‘/+F+NO-@ , 倡 议 行 动 小 组
$‘F\1]%并通过了+‘/+F+NO-@,决议) ‘F\1]最终
演变为+‘/+F+NO-@,委员会 $‘F4%"由 bN@L0主
持"其总部设立于爱荷华州立大学) 随后世界许多
国家都意识到+‘/+F+NO-@,的重要性"美国*澳大利
亚*加拿大*丹麦等国家都已建立了自己的 +‘/+
F+NO-@,机构)
;:$"+‘/+F+NO-@,的定义

6lb6把+‘/+F+NO-@,定义为多学科间协同努
力"以期在本地*国内和全球获得人*动物和环境的最
佳健康) 联合国粮食与农业组织$]6‘%给出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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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运用合作性的*国际性的*跨部门的*多学科的方法
在动物2人群2生态系统的交叉面上应对威胁"减少来
自关键性感染性疾病的风险’#$( ) 无论哪种定义都强
调了跨部门*多学科在全球范围内通力合作"共同提
高人类*动物和环境的整体健康"这也正是 +‘/+
F+NO-@,的宗旨) +‘/+F+NO-@,涵盖的领域十分广泛
而且在不断增加"主要包括了基础医学*临床医学*公
共卫生*兽医学*生物学*环境科学*食品安全等自然
科学相关学科"还有伦理学*心理学*经济贸易*教育
和培训*公众意识各方面)

7"%‘/+F+NO-@&在食品安全方面的应用
7:#"+‘/+F+NO-@,相关法律和机构

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于 $&## 年 # 月颁布
了.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 ’#;( "旨在建造一个以预
防为主和基于风险评估的检测监管的食品安全新
体系"这其中融入了 +‘/+F+NO-@,的理念) 它要求
对整个食品系统进行从+农场到餐桌,的监管#强调
在证据基础上降低风险#同时包括了人和动物食物
的安全问题#关注国际贸易对食品安全的作用和带
来的风险) 在+‘/+F+NO-@,具体实践方面"不仅在
政府机构层面开展"而且已融入到食品企业中) 美
国某公司是一家国际化的食品产供销一体的公司"
他们采用了融入+‘/+F+NO-@,理念的从农场到餐桌
的全面监管方式"同时联合国内和国际的监管机构
保障食品安全 ’#7( )

加拿大的+‘/+F+NO-@,相关工作由几个联邦政
府机构共同完成"包括加拿大公共卫生局 $3EUO.>
F+NO-@ 6H+/>VK?4N/NPN%负责监测食源性疾病的流
行趋 势# 加 拿 大 食 品 检 验 局 $ 4N/NP.N/ ]KKP
\/,S+>-.K/ 6H+/>V%负责动物卫生和食品检验#加拿
大卫生局$F+NO-@ 4N/NPN%制定食品安全法规"进行
风险评估#加拿大农业和农产品局$6HL.>EO-EL+N/P
6HL.]KKP 4N/NPN%监督动物源性食品产品的生产)

除了中央机构外"加拿大的各州都开展了 +‘/+
F+NO-@,实践"开展的相关科学研究活动包括监督*

检测*公共健康风险评估*研究影响食源性人兽共
患病的人口和环境因素*建立食物链系统模型来确
定最理想的干预措施*发展干预策略 $生产疫苗产
品"向食品生产和加工人员教授相关知识% ’#’( )
7:$"在人兽共患病方面的应用

当今世界上的新$再%发感染性疾病中超过 a&c

属于人兽共患病"其中一部分是与食物相关的人兽共
患病"按照病原体类型可分为寄生虫*病毒和细菌三
类) +‘/+F+NO-@,的主要关注点之一就是对人兽共
患病的控制"通过人医*兽医和其他利益相关者间的

合作"建立一个共同的监测系统"早期监测和控制人
兽共患病"从食品供应源头上保障食品安全) 比如"
澳大利亚在 $&&! 年 F#*# 流感大流行后建立的流感
监测系统"还包括了兽医对动物的监测’#9( #秘鲁采用
+‘/+F+NO-@,方法对肝片吸虫的控制’#a( #以及通过给
动物注射疫苗的方式"实现对动物和人类健康的保
护’#8( "目前科学家们正设想设计一种+‘/+F+NO-@ 疫
苗,来达到对动物和人群的最佳保护效果’#!( )
7:;"抗生素耐药性问题

丹麦针对病原体耐药性问题建立了丹麦抗生
素耐药性综合监测系统$M6*b63%"并以 l+-)-N-项
目$监测抗生素的使用%作为补充) M6*b63抗生
素耐药监测系统收集和检测来自人*食品和动物的
样品) 从 $&&& 年起"M6*b63中监测抗生素使用
的 l+-)-N-项目开始监测动物中规定使用的抗生素
的情况) 它从农场编号*动物种类和年龄*药物编
号*药物质量*疾病种类*兽医编号*药物使用量和
使用日期等方面进行详细的监测 ’$&( ) 根据监测得
到的数据制定了严格的药物使用量限值"减少抗生
素的使用需要学者*政策制定者*生产者及其他利
益相关者的广泛合作"这也正是 +‘/+F+NO-@,所倡
导的)
7:7"食源性疾病监测

加拿大根据不同监测系统提供的 $&&’!$&#&
年沙门菌的监测数据"运用+‘/+F+NO-@,的方法描
绘出了病原体*不同种宿主*自然环境*人类和动物
健康之间的复杂关系) 加拿大的两个综合监测项
目2加拿大抗生素耐药综合监测项目和国家肠道病
原体综合监测项目作为主要的数据来源"并联合地
表水中肠道病原体污染的评估项目"将来自人*动
物和环境的监测数据进行整合分析来发现针对沙
门菌引起的疾病的关键控 制点 ’$#( ) JNTULN/N2
1KLL+O.K等 ’$$(提出可以通过电脑模型在地图上生成
食源性新发疾病的+热点,来预测可能发生疾病的
地区"帮助研究者进行早期监测)
7:’"发展中国家的策略

对于发展中国家"从生产食品的源头来解决食品
安全问题是漫长和艰巨的"对于如何在短期内减轻食
品安全问题造成的威胁"+‘/+F+NO-@,也可为我们提
供借鉴) 一项在非洲两个发展中城市中"运用+‘/+
F+NO-@,方法的研究表明以教育和引导为主的相对简
单的干预手段对提高食品的安全性起到一定
作用’$;2$’( )

’"展望
+‘/+F+NO-@,作为一种新的解决食品安全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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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模式"可在食品安全问题的各个方面发挥作用)
目前国外已有不少国家建立了+‘/+F+NO-@,中心并
进行了相关实践"而在中国+‘/+F+NO-@,的理念尚
未被国人普遍接受和了解"在该领域的实践尚处于
空白阶段) +‘/+F+NO-@,倡导的跨部门多学科协作
的理念正契合了当前中国食品安全管理的弊端"必
将具有远大的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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