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4 期 中 国 科 学 基 金 2 2 3

·

科学论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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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 W T O )
,

给畜牧业 带来 了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和挑战
。

但 中国

出 口 到美国
、

日本和欧盟等国家的肉类
、

鱼虾
、

蜂蜜等农产 品和食 品多因被检出有致病微生物和药

物残留问题
,

纷纷被进 口 国拒收
、

扣留
、

退货
、

索赔甚至终止贸易
,

这不仅使我国蒙受了 巨大的经 济

损失
,

也使我国食品产业 丧失了 良好的信誉
。

加 强食品安全的基础研究刻不容缓
,

只有加强基础研

究
,

才能有助于彻底解决动物性食品安全问题
,

以适应加入 W T O 后的新形势
。

〔关键词 〕 食品安全
,

基础研究

概 况

欧美发达国家 自 20 世纪后半叶起就一直 重视

动物性食品安全问题
,

于 20 世纪 50 年代至 80 年代

初掀起 了食品安全生产的第一波
“

浪潮
” ,

如在乳品

加工过程中引人 巴氏消毒法
,

解决了乳制品和大部

分加工食品的基本卫生问题
。

第二波
“

浪潮
”

始 于

20 世纪 80 年代
,

在动物性食品屠宰加工 过程 中建

立的危害分 析与关键控 制点 体系 ( H az a dr A an l iss
s

a n d C ir t i c al C o n t or l oP i n t s ,

H A C C P )
,

进一步提高 了食

品的卫生水准
。

尽管如此
,

欧洲 国家 自 19 85 年 以来
,

由沙 门氏

菌和空肠弯曲杆 菌引起 的食 物 中毒还是增加 了 5

倍
。

在美 国
,

仅在 2 0 00 年 由 5 种细菌 (空肠弯 曲杆

菌
、

沙门氏菌
、

大肠杆菌 0 15 7 : H 7
、

非 0 15 7 : H 7 类大

肠杆菌和李斯特杆 菌 )引起 的食物 中毒病人 就达

34 0 万
,

死亡 122 9 人
,

经济损失 6 9 亿美元川 ; 20 0 0 年

5 月 6 日
,

美国正 副总统就食品安全问题专门发布

总统令 ( C l in t o n 一

oG er A d m i n i s t ar t i o n )
,

强调到 2 00 5 年
,

将鸡蛋污染引起的沙门氏菌肠炎降低至 19 99 年度

的二分之一
,

到 2 0 10 年则需完全消灭
。

英 国的一项

调查表明
: 鼠伤寒沙门氏菌的双重耐药性 19 81 年为

36 %
,

19 % 年则升为 90 %
,

多重耐药性 由 6 % 跃增到

81 % ; 国内资料表明
,

猪源大肠杆菌呈显著的多重耐

药性
,

其中对 四环素的耐药性竟高达 99 % 圈 ; 台湾

19 90一 19 96 年间所分离的动物源性沙门氏菌的耐药

性达 58
.

6 % 图
。

产 生耐药性的微 生物 由家畜传染

给人
,

由于多种抗生素是人畜共用的
,

从而使治疗人

类 的一些疾病成了困难
。

解决耐药性问题的常规方

法是增加药量
,

结果导致药残超标
,

影响了消费者的

健康和食品出 口
。

至于人畜共患病 (如结核病
、

炭疽

病
、

狂犬病
、

囊虫病等 )
,

不论是 欧美发达国家
,

还是

经济不发达的国家
,

都是要竭力控制 的
,

近年欧洲一

些 国家流行 的疯牛病被认 为与人类 老年痴呆症有

关 [4
,

5」。

人们不禁要问
,

为什么 在现代科技高度发达的

今天
,

食物中毒问题还会如此之多 ? 主要问题之一

是养殖业为追求效益
,

不断提高饲养密度
,

造成对病

原微生物和寄生虫病控制难度加大
,

隐性感染严重
,

致使畜产品中的原发性
“

污染
”

情况愈加突出
。

养殖

业为减少疾病发生
,

将抗生素类药物作为添加剂长

期使用
,

使药物残 留加剧
。

另外食 品污染中毒事件

也是屡见不鲜
,

如浙江
、

广东
、

四川等地 的
“

瘦肉精
”

(盐酸克仑特罗 )食物中毒事件
,

养殖业上非法使用

促生长剂雌激 素引发的儿童性早熟事件等
。

据 报

道
,

我国每年食物 中毒人数约为 2一 4 万人
,

专家估

计这个数字尚不到实际发生数的 1八O
。

看来
,

由于

滥用兽药及添加剂
、

使用违禁物导致农畜禽产品有

害物残留量超标
,

已成为影响食 品卫生的新的重要

因素
。

本文于 2 00 2 年 4 月 18 日收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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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美国 F D A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向中国卫生

部透露
,

20 01 年 8 月至 2 0 02 年 1 月
,

美国 DF A 共扣

留了 6 34 批中国出口食 品
,

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就

是兽药
、

药物添加剂和黄曲霉素等化学物质的污染

或药残超标等
。

近年来
,

我国出 口到美国
、

日本和欧

盟等国家的肉类
、

鱼虾
、

蜂蜜等农产品和食品因药物

残留超标问题
,

纷纷被进 口 国拒收
、

扣 留
、

退货
、

索赔

甚至终止贸易
,

不仅使我国蒙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
,

也使我国食品产业 丧失 了 良好的信誉
。

自欧盟于

199 6 年 中断我国对其畜禽产品的进 口 以来
,

欧盟兽

医委员会每年都派代表来中国考察
,

2 001 年短暂的

恢复了我国 上海
、

山东部分企业畜禽产品出 口
,

2 0 02

年 1 月又宣布全面禁止我 国畜禽产品出 口欧盟
,

主

要原因就是畜禽产品中的病原生物污染和兽药残留

超标
。

20 00 年 5 月举行的世界卫生大会充分认识到

了食品安全问题涉及全球 的公共卫生
,

建议将其列

为世界卫生组织 ( W H O )优先考虑的问题
。

W H O 于

20 01 年 2 月在其总部 日内瓦组织召开了
“

食品安全

性战略计划会议
” 〔7 〕

,

会议强调了食品安全性
、

风险

分析
一

与评估
、

食源性疾病 的监测
、

立法
、

成员国之间

的合作等问题
。

我国政府也已经开始重视食品安全

问题
,

初步启动了食品安全性检测网络建设
、

动物防

疫检疫法和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制订等工作
,

但与发

达国家相比
,

我国在食品安全性方面的工作 尚缺乏

系统性和全面性
,

特别是在动物性食 品安全领域的

基础科学研究还相当滞后
。

2 主要问题

2
.

1 养殖业滥用抗生素

在养殖业中抗生素作为饲料添加剂长期使用
,

虽然提高了养殖业的经济效益
,

但副作用也显而易

见
,

既可诱导细菌产生耐药性
,

又因其在动物性食品

中的残留
,

影响消费者健康及对外贸易
。

一些发达

国家己经开始大幅度减少甚至禁止在饲料 中使用抗

生素
。

瑞典早已全面禁止在饲料中添加抗生素类药

物
。

丹麦也正在逐步减少抗生素在养殖业 中的使

用
。

就我国 目前 的兽药流通体制和养殖业发展现

状
,

在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还有可能继续使用抗生

素
。

2
.

2 防疫和检疫措施基础平台不坚实

19 85 年 w H O 评价人畜共患病多达 90 余种
,

其

中猪病 25 种
、

禽病 24 种
、

牛羊病 26 种
、

马病 13 种
。

一些新传染病的潜在危害更大
,

如近年肆虐欧洲的

疯牛病等
。

由于国外优 良品种的引人
、

大量动物性

食品的国际贸易和国际间人员流动
,

动物性传染病

和食品安全问题已呈现国际化趋势
。

在国内
,

活畜

调运频繁
,

屠宰管理和养殖防疫措施不力
,

畜禽养殖

规模过大
,

养殖场地微生物和寄生虫污染严重
,

畜禽

传染性疾病和隐性感染呈上升态势
,

直接影响畜产

品加工的卫生质量
。

从我 国相关基础来看
,

对一些

人畜共患病微生物和寄生虫的分子鉴定与分型
、

环

境生态特性及其分子流行病学特征以及新出现的人

畜共患病检测与监控缺乏系统的基础研究
。

2
.

3 屠宰加工业缺乏规范化管理

我国在畜禽屠宰和加工方面 目前还很落后
,

主

要表现在加工 品种
、

数量和质量方面
。

大中型企业

少
,

小型企业多
,

采用先进的西式产品的加工技术主

要集中于规模不是很大的少数几个企业 ; 在代表地

方特色的传统食品加工方面
,

更多的是前店后厂的

作坊式生产
,

加工设备简陋
、

工艺参数模糊
、

加 L过

程不规范
、

缺乏有效 的卫生监控措施
。

加上我 国还

未出台新的与国际接轨的动物食 品卫生检验规程及

相关 技 术 标 准
,

很 多屠 宰加 工 企业 还没 有 通 过

15 0 90 00 质量体 系认证
,

没有引人 H A C C P 卫生质量

管理体系
,

无法保证动物性食品的质量和安全
。

2
.

4 自由市场为主体的市场体系

在欧美
,

超市中出售的每一块 肉或每一只鸡腿

基本上都可以追踪到其原产农牧场
,

若食品 出现问

题
,

就会在很短的时间且很容易追踪到污染源
,

把危

害尽可能降低
。

尽管近年来我国的大 中城市陆续涌

现出了一批超市
,

但我们的市场体系还是 以 自由市

场为主体
,

流通体制比较混乱
,

特别是个体屠宰或加

工制品在 自由市场的销售还是大众消费的主体
,

因

此难 以实施对其卫生质量的检测和污染源的跟踪
。

2
.

5 食源性疾病的监测网络体 系不健全

欧美发达国家近年来陆续建立 了一些针对主要

食源性疾病的监测体系及其相应的网络数据库
,

意

在加强对食源性疾病及其致病微生物的控制
。

如美

国的 M o ht i d it y an d M o t a l i ty W
e e k ly R e p o rt

、

oF
o d N e t 以

及欧盟的 E u or s u vr e i l la n e e

w
e e kl y 主要报道食源性疾

病的发生频率及其严重程度和新 出现食源性疾病的

流行病学
,

美国的 uP lse N et 主要是应用标准化的脉

冲场电泳技术对主要食源性病原微生物和寄生虫进

行分子分型
,

用于追踪 污染源 和分子 流行病学 研

究 [“了
。

w H o 的 以 o b a l s al m
一

s u yr 主要是进行沙门氏

菌和空肠弯曲杆菌的流行情况和耐药性监测
,

并建

立各个 国 家 的 网络数 据 库囚
。

两 大世 界 性 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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W H O 和 F A O 除了其下属的食品法典委员会 ( CA C)

以外
,

还有食品添加剂 w H O / F A O 联合专家委员会
、

微生物污染风险评估 W H O / F A O 联合专家委员会等

咨询机构
。

在欧美
,

兽 医不但是从事有关人畜共患

病或食源性病原生物的监控
、

细菌和寄生虫耐药性

检测等方面的科学研究
,

而且还是食品安全监管的

主体
。

我国有关部门还没有建立起 比较完整的食物

中毒病或人畜共患病监测与报告系统
,

更谈不上能

够 比较确切反映这些疾病发病情况的网络数据库
,

因此造成食 品卫生立法部门或有关政府部门对于食

品安全监管方面的决策缺乏相应的第一手资料
。

鉴于目前我国的食 品安全管理体系中分别由农

业
、

工商
、

质检
、

卫生等不 同政府部 门执法
,

很难协

调
,

应考虑与国际接轨
,

采取 由农业部门兽医行政为

主体的食品安全监督制度
,

以适应加入 W T O 后 的新

形势
。

3 应 加强的研究领域

食品安全性已经成为当今影响广泛而深远 的社

会性问题
。

加强对食 品安全的管理控制及研究
,

既

是社会进步的需要
,

也是公众健康的保证
。

研究人

员应围绕主要食源性病原生物污染的发生
、

传播
、

流

行规律开展基础性或应用基础研究
,

为建立动物性

食品生产过程中食源性病原生物污染的监控和预警

系统奠定基础
。

3
.

1 食源性病原生物污染的分子监控

研究建立针对主要食源性病原生物的分子鉴定

与分型方法
,

应用这些方法研究动物性食 品从养殖

场到餐桌的全程卫生质量控制体系 ( H A C C P 体系 )
、

W H O 和 F A O 已联手向世界各国推荐在食 品加工中

引人 H A c c P 体 系 [ ’ 0 〕
,

旨在减少致病微生物污染 和

食源性疾病的发病率 [川
,

即对食品生产的各个环节

主要病原生物的污染传播特点
、

途径及其流行规律

进行分析和跟踪
,

在此基础上提出整个生产系统 中

的关键控制点及其阂值参数
,

确保食品的卫生质量
。

主要的食源性病原生物包括
:

沙 门氏菌
、

大肠杆菌

0 157
:

7H
、

单核细胞增多性李斯特杆菌
、

空肠弯曲杆

菌
、

幽门螺杆菌
、

弧菌
、

禽流感病毒等
。

3
.

2 食源性寄生虫污染的分子监控

动物性食品中往往携带着各种可 以传播给人而

引起寄生虫病的感染期病原体
。

要预防这类寄生虫

病的感染
,

必须清除这些食 品的原料 中的寄生虫的

感染期病原体
,

为此
,

必须加强 肉类食品的寄生虫检

测技术
。

传统 的寄生虫检测 技术依赖于显微镜检

查
,

费时
、

需要经验
、

漏检率甚高
,

而针对寄生虫抗原

进行分子鉴定与分型
,

则是未来寄生虫检测的快速
、

敏感
、

特异的技术
。

3
.

3 细菌和寄生虫产生耐药性的分子基础

在系统研究细菌和寄生虫耐药性产生和发展趋

势的基础上
,

深人研究耐药性细菌和寄生虫 的流行

规律及其数据库
,

细菌和寄生虫耐药性产生及其转

移的分子机制
,

细菌和寄生虫耐药性基因在动物
-

环境 一 人体之间的转移及其规律
。

研究结果可以为

有关政府部门对现有抗生素或新抗生素在养殖业中

长期使用的风险评估
、

制订养殖业抗生素使用准则

等方面提供基础数据
。

3
.

4 免疫方法应用于药残分析

传统 的残 留分 析主要应用波谱
、

色谱
、

原子 吸

收
、

原子发射等理化手段在实验室进行
,

应用这些理

化分析技 术对食 品 中痕量兽药
、

药 物添加剂
、

硝酸

盐
、

农药
、

重金属残留物进行分析
,

需要经过烦琐的

分离
、

提取
、

纯化
、

浓缩
、

衍生化等前处理过程
,

分析

速度慢
、

成本高
,

前处理过程使用的大量有机溶剂又

造成环境的污染
。

20 世纪 80 年代后期
,

免疫测定 法在残 留分析

中发展迅速
,

目前有很 多重要的兽药残 留已建立或

试图建立免疫测定法 (多数为 E LI SA )
,

如青霉素
、

链

霉素
、

四环素
、

氯霉素
、

磺胺二甲基啼咤
、

三甲氧节氨

嗜咤
、

莫能霉素
、

盐霉素
、

阿维菌素等
。

未来兽药残

留分析技术中的免疫分析技术将 向试剂标准化
、

使

用更灵敏
、

抗干扰性强 以及与理化分析技术联用方

向发展
。

生物传感器是一种 以生物 活性单元 (如抗体
、

酶
、

核酸
、

细胞等 )作为敏感基元
,

对被分析物具有高

度选择性的现代化分析仪器
。

它通过各种物理
、

化

学换能器捕捉 目标物与敏感基元之间 的反应
,

然后

将反应的程度用离散或连续的数字 电信号表达 出

来
,

从而得出被分析物的浓度
。

免疫传感器是基于

抗原
一

抗体反应由不同的转换器组成的
,

具有高特异

性和高灵敏度等特点
。

国外已有关于免疫传感器检

测方法在磺胺类
、

氯霉素
、

恩诺沙星和环丙沙星等兽

药残 留检测中应用的报道
。

我国也应加强免疫分析

技术和免疫传感器技术的研究
。

3
.

5 预测病原生物学以及相关软件研究

根据动物性食品的特点
,

研究不同加工产品在

不同条件下细菌和寄生虫的动态生长特性及其数学

模型
,

研究不同有机酸
、

国家准许的食品防腐添加剂

或新型生物性抗菌防腐剂单独或联合应用后细菌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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寄生虫的动态消长特征及其数学模型
。

3
.

6 食物中毒病网络数据库

研究建立针对上述主要食源性病原生物污染所

引起的食物中毒病发病情况的监测与报告体系和网

络数据库
,

并进行分子流行病学分析 以追踪污染源
,

为建立食物中毒病的预警系统
、

加强食物 中毒病的

监控奠定基础
。

综上所述
,

动物性食 品安全问题涉及 到从动物

饲养管理
、

屠宰加工
、

储运
、

零售
、

烹饪等各个方面
,

只有实行从农场到餐桌 的 H A CC P 体系才 能最大限

度地确保食品的卫生质量和消费者 的健康
,

这其中

涉及诸多技术要素
,

需要进行的基础研究很多
。

但

是
,

由于这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
,

交叉性 比较强
,

不

少科学家在申请经费支持时
,

很难找到相应 的分支

学科进行投送
,

所以要保证该学科的发展
,

科学基金

应该首先设立动物性食 品安全 的分支学科
,

从管理

的角度给科学家创造有利于开展工作的先决条件
。

只有加强基础研究
,

才能从根本上彻底解决动物性

食品安全问题
,

所 以加强动物性食品安全 的基础研

究刻不容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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