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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食品安全工作需实现 5个转变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吴永宁 
 

 
    近年来，党和国家非常重视食品安全问题，将其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十五”以
来，我国先后设立了一系列的攻关计划重大科技专项、科技支撑计划，专项重点研究确保食品安

全的关键理论及技术，促进了我国食品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不断提高，也为科学生产、科学

监管、科学消费提供了强大的支撑。但同时我们也必须看到食品安全问题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进

一步加强科技探索、全面掌控风险隐患、深入研究解决方案、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

仍然是一项艰巨复杂的任务。 
    “十二五”食品安全科技支撑计划（2011－2015） 
    “十一五”结束后，我国食品安全状况有所好转，但形势依然严峻；微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疾
病成为我国首要食品安全问题；食品中非法添加成为公众及媒体关注的焦点；风险评估能力建设

刚刚起步；食品安全标准呈现协调与整合趋势，但基础支撑数据不足；快速检测能力落后，关键

技术亟待加强；事故预警和处理应对能力不强，关键技术亟待突破。根据国务院的要求，“十二

五”期间，首先要解决非法添加物问题，逐步解决体制机制问题，加强风险评估能力建设以及国

家风险评估中心建设等一系列的工作。“十二五”食品安全科技支撑计划投资超过两亿元，设置

了 4个重点项目，主要构建了农兽药残留、生物毒素、致病微生物、人兽共患病和重大动物疫病
的抗体资源库；研制了一批重要污染物参考标准物质，建立食物中毒综合诊断技术；开展了无机

砷、真菌毒素急慢性暴露评估，研发膳食暴露评估模型及其敏感人群中国国家技术参数，提出安

全限量标准；研发毒理学阈限值技术用于食品添加剂危害识别，建立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指标值；

开展了海产品中副溶血性弧菌定量微生物风险评估，制定限量标准；对食品新资源以及新技术与

新工艺（如纳米技术）产生的有害物危害特征描述和剂量—效应关系确立的关键技术进行了探索；

建立食品和保健食品中非法添加物筛查确证技术和装备；研发基于信息技术和计算机技术的预警

系统，研制了一批食品危害物控制工艺、设备、生产线，集成示范了一批大宗食品和地方特色食

品安全溯源系统。 
    “十三五”我国食品安全科学技术研究思路及重点方向 
    1.“十三五”重点研究计划总体思路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食品安全工作面临国际协调、贸易全球化、气候变暖，特别是
我国的城市化所带来的一系列挑战，农业资源尤其是土地的可利用性以及新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等一系列要求。从科技支撑角度上来说，建立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制度，实施国家食品安全风险

监测制度、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制度及国家食品安全全程溯源制度，成为国家食品安全工作的

总体要求。由此提出，“十三五”我国食品安全重点研究计划的总体思路是，我国食品安全工作

未来需要实现 5个转变，即以动物实验为基础的传统评估技术向以人为基础的新型评估技术的转
变，食品化学危害物检测从定向检测向非定向筛查转变，微生物诊断溯源由传统技术向下一代全

基因测序转变，食品安全控制理念要从基于风险评估的 HACCP向脆弱性评估为基础的全程控制
转变，溯源预警的各部门各自为政的分散状态趋于统一。要从以下 4个方面来部署食品安全关键
技术研究，即创新危害识别技术、突破前沿评估技术、集成溯源预警技术、发展安全控制技术。 
    2.“十三五”我国食品安全科学技术重点研究方向 
    鉴于科技部和各部委的科研计划已经整合为国家重点研究计划，建议 “十三五”期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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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食品安全科学技术研究计划按照前沿基础研究、前沿关键技术和重大产品示范应用 3个领域进
行部署。 
    一是前沿基础研究领域。从基础研究领域，“十三五”期间，要开展食品污染物健康效应的
毒性通路与分子毒理机制研究；中国总膳食研究与风险评估暴露科学及其生物利用率的研究；中

国人群食品过敏标识相关的过敏机制与流行病学调查研究；食品中病原微生物耐药性传播机制研

究；食品与农产品污染的迁移转化与消减规律研究；传统食品在加工过程中新兴化学危害物的生

成规律和控制原理研究；食品安全信息传播规律和预警的大数据汇聚融合理论研究等。 
    二是前沿关键技术领域。在前沿关键技术方面，“十三五”期间，要突破人源性细胞体外替
代毒性测试；开展食品化学危害物非定向筛查；构建食源性致病菌全基因组国家数据库和溯源技

术国家网络；研制食品安全检验检测所需的实物基体标准物质；研发新型抗体的识别与制备技术；

发展食品污染物和恐怖毒物人群健康危害的生物标志物监测技术；建立食品欺诈与非法添加应对

中食物链脆弱性评估、食品真实性溯源技术；研发产地污染 （农兽药、重金属、真菌毒素和海
洋毒素等）与农畜水产品安全控制等一系列技术。在此基础上，集成一批技术，开展示范应用。 
    三是“十三五”重大产品示范领域。在重大产品示范领域，“十三五”期间，重点在“横琴
食品安全示范区”对于食品安全理论与前沿技术进行科技示范。重点开发农产品与食品储藏保鲜

与防霉产品；研制农产品与食品特定包装材料；研发食品安全现场和在线监管所需的新型试剂与

装备；开发食品安全风险预警的大数据系统；研制食品链危害物控制关键工艺和设备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