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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食品安全学 （foodsafetiology） 是研究食物对人体健康危害的风险和保障食物无危害风险的学问 ，是食
品科学的一个分支 ，也是近 ３０年来发展起来的一门新兴学科 。讨论 、交流和理解食品安全学的理论基础与技术
体系将有助于促进食品安全学的科学研究 、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有助于加强国家食品安全管理和监管能力建
设 。在研究大量有关国际组织文件 、学术报告 、会议文集 ，以及作者亲自考察 、学术研究 、自身理解的基础上 ，
提出了食品安全学的概念 ，归纳了食品安全学的理论基础和技术体系 ，探讨了食品安全学的学科构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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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全球经济的发展和公众生活水平的提高 ，
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新的有毒有害物质的发现 ，以
及食品科技的发展 ，食品安全日益成为公众和政府
关注的焦点 。食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 ，监督管理成
为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的工作重点

［１ ～ ５］ 。 如瑞典王
国在 １９７３年设立了食品安全管理局 ； 联合国粮农
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在 １９７６ 年就出版了 枟发展有
效的国家食品控制体系指南枠［６］ 。 在过去 ３０ 年间 ，
有关食品质量管理的理论和技术体系得到了迅速发

展 ，已被科学界和食品工业界及政府管理部门所接
受 ，并在生产 、加工 、贮藏和销售领域发挥了较大
的作用 。而食品安全的概念在 ２１ 世纪初才在许多
发展中国家广为流传 ，逐步被一些与食品科学 、食
品工程和质量控制有关的学者所接受

［６ ～ ９］ 。
在新的形势下 ，食品安全科技也得到了迅猛的

发展 。在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的推动
下 ，从 ２００２ 年起 ， 一个全球性的 、 地区性的食品
安全研讨会和论坛在世界各地接连举行 ，国家级的
食品安全管理机构也在不断的重组和加强 ，食品安

全的专业研究机构和学科专业相继产生 ，人才队伍
日益发展壮大

［１ ～ ５］ 。国内食品安全科技支撑能力建
设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 。 ２００２ 年中国第一个食品
质量与安全本科专业开始招生 ， ２００３ 年中国设立
了食品质量与安全 、或农产品质量与食品安全博士
点 ，开始招收和培养食品质量与安全方面的专门人
才

［５ ，８］ 。人们在从事食品安全管理 、 教学和研究的
同时 ，希望对食品安全的基本内涵 、食品安全学的
理论基础和技术体系有一个清楚的了解 。笔者在研
究了国际组织有关文件 、学术报告 、会议文集 ，以
及亲自考察 、学术讨论和自身理解的基础上 ，归纳
了食品安全学的理论基础 ，提出了食品安全学的学
科构架 ，探讨了食品安全学的技术体系 ，供食品安
全领域工作的学者 、管理人员和技术人员讨论和参
考 ，以推动食品安全学的教学和科学研究工作 。

１ 　食品安全的基本概念
1畅1 　食品安全

食品安全 （food safety） 是指食物是否有损于消



费者健康的急性或慢性危害 （hazards） 。 随着科学
技术的进步 ，新的致奇 、致病 、致突变危害物有可
能不断被发现 ，这些潜在的慢性危害和环境危害有
可能对人们的健康构成新的威胁 。
1畅2 　食品质量

食品质量 （food quality） 涉及针对消费者而言
的其他性状 ，即食品的使用价值 ， 有正面的性状 ，
如风味 、颜色 、 质地 、 营养等 ； 也有负面的性状 ，
如腐败性 、变色 、变味等 。
1畅3 　食品卫生

在食品链的各环节中 ，为保证食品的安全性和
适宜性所必备的一切条件和措施 。
1畅4 　食品控制

食品控制 （food control） 被定义为强化国家或
地方当局对消费者利益的保护 ，确保所有食品在生
产 、加工 、贮藏 、运输及销售过程中是安全的 、健
康的 、宜于人类消费的一种强制性的规则行为 ，同
时保证食品符合安全及质量的要求 ，并依照法规所
述诚实 、准确地对食品的质量与信息予以标注 。食
品控制的首要任务是强化食品立法 ，以确保食品消
费安全 ，使消费者远离不安全 、不卫生和假冒的食
品 ，通过禁止出售消费者不期望购买的非天然或不
合质量要求的食品的方式来实现 。
1畅5 　食品安全学

食品安全学 （ foodsafetiology） 是研究食物对人
体健康危害的风险和保障食物无危害风险的科学 。
食品安全关注的重点是接受食品的消费者的健康问

题 ，食品质量关注的重点则是食品本身的使用价值
和性状 。食品质量和食品安全在有些情况下容易区
分 ，在有些情况下较难区分 ，因为多数人将食品安
全问题理解为食品质量问题 。食品安全和食品质量
的概念必须严格加以区分 ，因为这涉及到相关政策
的制定 ，以及食品管理体系的内容和构架 。
1畅6 　食品危害物及分类

根据国际惯例和联合国粮农组织出版物的有关

定义 ，食品危害物 （ food hazards） 被分为五类［６］ ：
微生物危害 ；杀虫剂残留 ；滥用食品添加剂 ；化学
危害 ，包括生物毒素 ；假冒食品 。

假冒食品之所以也被列为食品危害物是因为它

违反了 “食品应准确 、诚实地予以标注” 的法律规
定 。食品危害还可以延伸到转基因食品 、 过敏原 、
兽药残留 ，以及在动物产品中为促进生长而添加激
素等 。

２ 　食品安全学的基本原理
2畅1 　食品安全管理的原则

当国家在建立 、升级 、强化或改变国家食品安
全管理体系时 ，必须对很多支撑食品管理行动的原
则和价值取向给予考虑 。这些原则包括 ：

１） 在食品链中尽可能充分地应用预防性原则 ，
最大幅度地降低食品危害的风险 ；

２） 对 “从农田到餐桌” 链条的定位 ；
３） 建立应急机制以处理特殊的危害 （如食品

召回制度） ；
４） 建立基于科学原理的食品控制战略 ；
５） 建立危害分析的优先制度和风险管理的有

效措施 ；
６） 建立与经济损益与目标风险统一的整体

行动 ；
７） 认识食品安全管理是一种多环节且具有广

泛责任的工作 ， 并需要各种利益代言人的积极
互动 。
2畅2 　食品安全学原理

经过 ３０多年的科学探索和交流 ， 特别是食品
安全管理问题的实践和讨论 ，科学家们归纳出了食
品安全学的四大基本原理 ，即 “从农田到餐桌” 的
整体管理理念 ，风险分析理论 ，透明性原则 ，法规
效益评估

［６］ 。
２畅２畅１ 　 “从农田到餐桌” 的整体管理理念 （The
farm to table） 　最有效地降低风险的途径就是在食
品生产 、加工和销售链条中遵循预防性原则 。要最
大限度地保护消费者的利益 ，最基本的就是把食品
质量和安全建立在食品生产从种植 （养殖） 到消费
的整个环节 。这种从 “农业种植者 （养殖者） －加
工者 －运输者 －销售商 －消费者” 的链条叫做 “从
农田到餐桌” ，这个链条中的每一个环节在食品质
量与安全中都是非常关键的环节 。

食品危害和品质的损失可能发生在食品链的不

同环节 ，要一一找出这些危害非常困难 ，并且成本
十分昂贵 。一种有机地组织起来的 ，对食品链中多
个环节进行控制的预防性方法可以有效地促进食品

质量与安全 。
对食品链上一些潜在的危害可以通过应用良好

操作规范加以控制 ， 如良好农业规范 （GAP） ， 良
好卫生规范 （GHP） ， 良好兽医规范 （GVP） ， 良好
操作规范 （GMP） 等 。一种有机组织起来的 、 重要

７第 ３期 魏益民等 ：论食品安全学的理论基础与技术体系 　



的预 防 性 方 法 ———危 害 分 析 与 关 键 控 制 点
（HACCP） 方法可应用于食品生产 、 加工和处理的
各个阶段 ， 可以有效地保证食品的质量与安全 ，
HACCP已成为提高食品安全性的一个基本工具 。
２畅２畅２ 　风险分析 （risk analysis） 　风险分析是指对
食品的安全性进行风险评估 、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
的过程 。风险评估 （risk assessment） 是以科学为基
础对食品可能存在的危害进行界定 ，特征描述 ，暴
露量 评 估 和 描 述 的 过 程 。 风 险 管 理 （ risk
management） 是对风险评估的结果进行咨询 ， 对消
费者的保护水平和可接受程度进行讨论 ，对公平贸
易的影响程度进行评估 ，以及对政策变更的影响程
度进行权衡 ，选择适宜的预防和控制措施的过程 。
风险交流 （risk communication） 是指在食品安全科
学工作者 、管理者 、生产者 、消费者以及感兴趣的
团体之间进行风险评估结果 、管理决策基础意见和
见解传递交换的过程 。

食品法典委员会 （CAC） 在国际层面上规范了
风险分析的程序 ，并将其引入卫生和植物检疫措施
协议 （SPS） 。有关国际组织鼓励其成员国在本国食
品管理体系中认可国际风险分析的结果

［１０］ 。
２畅２畅３ 　透明性原则 （transparency） 　食品安全管理
必须发展成一种透明行为 。消费者对供应食品的质
量与安全的信心是建立在对食品控制运作和行动的

有效性以及整体性运作的能力之上的 。应允许食品
链上所有的利益相关者都能发表积极的建议 ，管理
部门应对决策的基础给予解释 。因此 ，决策过程的
透明性原则是重要的 ，这有助于加强所有有关团体
之间的合作 ，提高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的认同性 。

食品安全权威管理部门应该将一些与食品安全

有关的信息及时介绍给公众 。这些信息包括对食品
安全事件的科学意见 ，对调查行动的说明 ，涉及食
源性疾病食品细节的发现过程 ， 食物中毒的情节 ，
以及严重的食品造假行为等 。这些信息的公布过程
作为对消费者进行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一部分 ，使
消费者能更好地理解食源性危害 ，并在食源性危害
发生时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 。
２畅２畅４ 　法规效应评估 （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s）
　在制定和实施食品控制措施的过程中 ，必须考虑
食品工业对遵守这些措施的费用 （包括资源 、人员
和所用的资金） ， 因为这些费用最终会分摊到消费
者身上 。重要的问题在于 ：法规益处的代价是否合
理 ？最有效的管理方式是什么 ？出口检验是为了确

保出口食品的安全和质量 ， 有助于保护国际市场 、
增加交易量并获得回报 。动植物的检疫措施可以提
高农业生产效率 。但与之相反 ，食品安全是实现公
众健康所必须的 ，可能会增加生产者的成本 ，而且
在食品安全上的投资也不一定能及时从市场上获得

回报 。
法规效应评估 （ regulatory impact assessments ，

RIA） 在确定优先重点方面的重要性在日益增加 ，
这有助于食品控制机构调整和修订其战略 ，以便获
得最佳的效果 。然而 ， 开展这样的评估相当困难 。
这里建议使用两种方法来确定食品安全法规措施的

成本和收益 。
１） 支付意愿法 （WTP） ： 发展一种理论模型 ，

以估 计 为减 少疾 病率 和死 亡率 的 支 付 意 愿

（willingness to pay ，WTP） 情况 。
２） 疾病成本估计法 （COI） ： 对一生中为偿付

医疗费用和丧失生产力的疾病成本 （cost of illness ，
COI） 进行估计 。

这两种方法均需要大量的数据资料加以解释 。
疾病成本估计法虽然未能衡量风险降低的所有价

值 ，但对于政策制定者而言 ，这种方法可能较容易
理解 ，因此已被广泛应用于食品控制措施的评价 。
而支付意愿法则较多应用于出口检验措施方面 ，其
操作要比在法规措施中更为简易 。

３ 　食品安全学的学科与技术体系
3畅1 　食品安全学的学科体系

食品安全在管理层面上属于公共安全问题 ，在
科学层面上属于食品科学领域 。 如同食品科学一
样 ，食品安全学不像数学 、化学和物理学等学科界
线十分清楚 ，学科内涵相对集中 。食品安全学不仅
包括了食品科学的内容 ，还包括了农学 、医学 、理
学 、管理学 、法学和传媒学的内容 ，另外 ，它甚至
与分子生物学的组学技术也有一定的关系

［１１］ 。 因
此 ，食品安全学的学科基础和学科体系相对较为宽
广 ，学科的综合性也较强 。

食品安全学的核心问题是保障人类健康 ，服务
对象是人 ，因此 ，它与医学领域的毒理学 、公共营
养与卫生学 、药学学科有关 。食品安全的研究对象
是食品 ，因此 ， 它与食品原料学 、 食品微生物学 、
食品化学 、食品科学等密切相关 。食品安全在社会
层面上主要是管理问题 ，政府从事食品安全管理主
要依靠法律法规 ，而食品安全执法又需要标准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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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技术与方法的支持 ，风险分析过程也需要管理学
的理论 ，因此 ，它又需要法学 、管理学的支持 ；另
外 ，由于公众的参与意识增强 ，以及媒体的广泛参
与 ，基于对食品安全事件增加透明度的原则 ，传媒
学也已成为其重要的学科体系之一 。
3畅2 　食品安全学的技术体系

从食品安全学的学科体系中可以看出 ，食品安
全学的技术体系也涉及到多个学科 、多项技术 。从
食品安全的管理过程来看 ，食品安全学涉及到风险
评估技术 、检测技术 、溯源技术 、预警技术 、全程
控制技术 、 规范和标准实施技术 （图 １） ； 从学科
领域的角度来看 ， 食品安全学涉及到分析化学技
术 、毒理学评价技术 、微生物分析技术 、食品卫生
检验技术 、同位素技术 、信息学技术 、质量控制技
术 、以及分子生物学技术等 。

图 1 　食品安全学的技术体系及其相互关系
Fig畅１ 　 Technological system and its relationships

of foodsafetiology

４ 　结论
食品安全在社会管理层面上属于公共安全问

题 ，在科学层面上属于食品科学领域 。食品安全是
指食物是否有损于消费者健康的急性或慢性危害 。
食品质量涉及对消费者而言的其他性状 ，即食品的
使用价值 ， 有正面的性状 ， 如风味 、 颜色 、 质地 、
营养等 ， 也有负面性状 ， 如腐败性 、 变色 、 变味
等 。食品安全学是研究食物对人体健康危害的风险
和保障食物无危害风险的科学 。食品安全学的理论

基础由 “从农田到餐桌” 的整体管理理念 、风险分
析 、透明性原则 、 法规效益评估四大理论体系构
成 。食品安全学的学科体系涉及到了工学 、 农学 、
医学 、理学 、管理学 、法学 、传媒学的内容 ，属于
综合性较强的学科 。食品安全学的技术体系由风险
评估技术 、检测技术 、溯源技术 、预警技术 、全程
控制技术 、 规范和标准实施技术等技术体系所支
撑 。讨论 、交流和正确理解食品安全学的理论基础
与技术体系将有助于促进食品安全学的科学研究 、
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 ，有助于强化国家食品安全管
理和监管能力建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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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oretical and Technical Systems of Foodsafetiology
Wei Yimin１ ，Xu Jun２ ，An Daochang３ ，Wu Yongning４ ，Zhou Naiyuan３ ，Pan Jiarong１
（１ ． Institute of Agro唱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Chinese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

Beijing 　 １０００９４ ，China ；２ ． Department of Rural and Social Development ， Ministr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 Beijing 　 １００８６２ ，China ；３ ． China National Center for Biotechnology Development ，

Beijing 　 １０００８１ ，China ；４ ． Institute of Nutrition and Food Safety ，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 Beijing 　 １０００５０ ，China）

［Abstract］ 　 Foodsafetiology is the sum of human knowledge on food safety ， It is a branch of food science that
studies specially the risk of food hazards on human health and protects human health from risk of food hazards It
is a new developing knowledge in the last ３０ years ．Discussing ， exchanging and understanding theoretical and
technical systems of foodsafetiology will be conducive to scientific research ， scientific subject building and
human resource training ，and also to strengthening the national management and control capacity for food safety ．
On the basis of paper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cademic presentations ，proceedings ，as well as author’s
scientific research ， study and understanding ， the paper proposed the definition of foodsafetiology ， induced its
theoretical and technical systems ， and discussed the scientific framework of foodsafetiology ．
［Key words］ 　 food ；food safety ；foodsafeti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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