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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 肖洁报道］近日，在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教授蒋士强那里，《科学时报》记者看到

了一份“日本食品健康影响评估计划”简介。这是蒋士强从熟识的日本同行手中获得的。 

 

该计划从2008年开始，以5年为期，将对758种农药等化学品进行风险评估。在计划简介的最后，有

一句意味深长的话——“因为没有时间进行食品健康影响评估，所以先制定肯定列表制，事后进行风险

评估”。 

 

国外的标准完全可信吗？ 

 

肯定列表制是日本为加强食品中有害的化学性污染（农药、兽药等残留）管理而制定的一项制度，

涉及蔬菜、禽肉、水海产品等200多种农产品，部分标准与要求异常严格。该制度2006年公布实施时被

认为是“史上最苛刻的标准”。而且，在此前后，欧美也不断修订和公布实施一系列食品安全标准，曾

把我国的食品出口业打击得晕头转向。 

 

日本为什么先制定肯定列表制，事后进行风险评估？“这充分说明肯定列表制其实缺乏风险评估的

基础。欧美公布的食品安全标准也同样缺乏严密的评估，因为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对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有着严密、复杂而科学的程序与步骤。”蒋士强说。 

 

可尽管如此，我国至今还很难争取到相关话语权维护自己的利益，因为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关键

技术手段——食品毒理学研究方面，我国起步晚，研究基础薄弱。据蒋士强介绍，我国1975年才首次开

办食品毒理学培训班；《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程序》国家标准到2003年才修订发布，2004年才实施；

连食品毒理学方面的书籍出版都是近3年的事。 

 

今年6月1日，我国的第一部食品安全法正式实施。蒋士强认为，这部法律比任何其他国家的食品安

全法更进步，概念更新。因为它是以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为基础，以食品安全标准为核心，进而以

法律条文明确食品安全的相关环节，直至法律责任。“而且对于近年来突出的添加剂问题，甚至用了多

达10条法律条款予以规范。这是很难得的。” 

 

但是，一个始终无法回避的问题就是，由于缺乏食品安全毒理学的深入研究，目前我国很多食品安

全限量标准只能跟着国外走。蒋士强认为国内很多人口头上常说“风险性评估”，以为只要测出有害物

质、搞清楚结构和含量就行了。至于毒理学数据，觉得从文献上查到的结果就是天经地义的依据。“我

们有一个误区，觉得国外搞安全限量研究很科学，实际上不见得，他们也缺乏严密的食品毒理学应用基

础研究。这一点，外国的科学家也认同。” 

 

严密的食品风险评估难而繁 

 

其实，食品的风险评估确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过程。在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的程序手册中，对风险

评估的步骤和过程有明确描述：首先是有害物的确定，接着是有害物的定性和定量分析，然后是对可能

摄入的有害物进行毒理学、生物学的影响评估，最后依据上述过程对产生不良健康影响的严重性作出定

性和定量估计，包括相关的不确定性。 

 

蒋士强认为，真正进行严密的有害物风险性评估，包括化学性污染（农药兽药残留、有毒有害的元

素及添加剂等）和生物性污染（病原性微生物及毒素）及物理性因素的安全性评估确实非常重要，这是

食品安全管理的科学基础。但是食品毒理学研究至今仍存在诸多难点和不足。 

 

目前，人们一般根据药物毒理学和流行病学调查来制定食品安全标准。“可药物学和食品学出发角

度不一样。药是有病才吃，食品则是每天都吃。”蒋士强说，有害物质经食品进入人体后的分布、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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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代谢、转化、复合、排泄、蓄集等过程远比药物毒理学复杂。食品中有害物的人群流行病学调查也

因地域、人种、年龄、性别、习惯及个体不同，而存在许多差异和不确定性。 

 

另外，食品中有害物的毒性、致癌性、致畸性、致敏性本身就很复杂。蒋士强以云南的毒蘑菇为

例，当地有的毒蘑菇在烹调前是绝对不能吃的，但如果放入火锅中煮一段时间，加之佐料的作用，毒素

等就会降解，变为美味，可以安心享用；在我国使用广泛的味精，对于不少西方人来说，却可能产生过

敏反应。 

 

而且，伦理道德不允许用人来做毒理学、生物学试验，只能用动物做体内和体外试验，不仅费时，

而且由于种属不同，反应差异和不确定性必然存在。蒋士强介绍说，在现行的残留标准值和每日容许摄

入量（ADI）的确定程序中，由动物毒性试验结果推论到人时，考虑到动物和人的生物学差异，一般采

用值为100的安全系数。“安全系数如此之大，一方面是为了确保安全，另一方面也说明食品毒理学的

许多关键问题和实验技术方法还没有研究透彻，不确定性很大”。 

 

蒋士强还指出，我们过去制定饲料和添加剂标准、土肥和环境标准，都是从促进动物与作物生长的

角度出发，而有害物在生物体内和自然环境中的降解、代谢、转移、富集的过程也如同有害残留物在动

物和人体内的毒性反应那样复杂，许多问题有待深入实验、研究和探讨。 

 

虽然难但必须做 

 

“虽然难做，我们还是要做，而且要加强力度做，这样才能取得国际上的相关话语权，也才能对得

起生产者和消费者，减少食品安全问题上的盲区和误区。”蒋士强强调。 

 

我国因缺乏国际上的相关话语权而“吃亏”的案例不少。“往往是国外公布一个安全限量标准，我

们就跟进。再推出相应的检测标准、投入品标准等。然后大量购买仪器，建设检测系统，并大力追求检

测方法和检测仪器的高精确。”蒋士强认为这是治标不治本的对策。而且，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标准体系

不仅滞后，还有些混乱。应该花更多力气，以食品毒理学研究这个根本性问题为核心，构建完善的与食

品安全相关的标准体系。 

 

“首先应根据食品毒理学和微生物学及营养学，制定出安全质量标准。”蒋士强认为这一点我国的

食品安全法已有明确规定，但很多人理解不全面。此外，不仅从药效，更应从农药兽药的降解、代谢以

及生物富集等高度来确定农药兽药安全使用标准；应从动物对饲料及添加剂的吸收、代谢和残留等高度

制定饲料及添加剂的标准；应从作物对养分和有害物的吸收、代谢、降解、转移、富集等高度来制定土

肥、农药和生态环境标准。 

 

食品安全与风险评估研究 

 

亟待深入和创新 

 

我国近几年已开始相关研究。蒋士强介绍说：“有的内容已经接近于深层次的食品毒理研究。比如

研究常用兽药在动物体内以及蔬菜地中有毒有害物的代谢、富集、降解及转移的过程。这些可算开始进

入应用基础研究阶段了。” 

 

但蒋士强觉得目前我国还缺乏足够支持来研究更多深层次的问题。另外，近年来，国外除了研究传

统的毒理学实验技术，分子生物学等新技术也得到越来越多的应用，如基因表达、克隆、核酸杂交、

PCR、DNA测序和突变检测、荧光原位杂交、DNA芯片技术、流式细胞检测技术、核磁共振技术、转基因

动物技术等。“我查了一下，国内发表的相关论文不仅不多，影响力也不太高，且以综述为主。而分子

生物学应用于食品毒理学研究是技术创新的大趋势，我们应该充分重视。” 

 

《科学时报》 (2009-12-10 A3 技术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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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6月1日，我国的第一部食品安全法正式实施。蒋士强认为，这部法律比任何其他国家的食品安全法更进步，

概念更新。因为它是以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和评估为基础，以食品安全标准为核心，进而以法律条文明确食品安全

的相关环节，直至法律责任。 

你说话真不用负责的。 

你就是这样的一个教授。 

严重不同意你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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