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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十三五”时期, 北京市拟通过系统开展食品安全“二四六”规划建设, 即建设京津冀食品安全生产

加工技术集成和京津冀食品安全风险控制协同创新两个体系, 建设检测装备研发与协同应用、安全检测与防

控技术研发、风险评估与预警科技支撑以及食品安全智慧监管信息化四个平台, 优先实施农产品安全生产与

安全投入品研发科技促进工程、食品生产加工与现代物流技术升级工程、营养健康促进与功能食品研发科技

创新工程、食品安全智慧监管科技保障工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预警应急科技支撑工程和食品安全高通量

检测技术研发科技提升工程六项工程, 有力推动京津冀食品安全和质量控制关键技术和产业升级, 提升北京

市风险发现、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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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During the period of 13th Five-Year, Beijing intends to carry out food safety Two-Four-Six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systematically, including the construction of two systems, namely Beijing-Tianjin-Hebei food 

safety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technology integration system and food safety risk control collaborative 

innovation system; the construction of four platforms, namely research, development and collaborative application 

platform of testing equipment,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security detection and prevention technology platform,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port platform for risk assessment and early warning, and food safety intelligence 

supervision information platform; preferred embodiment of six projects, namel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omotion 

project for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afety an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of safe inputs, food processing and 

production and modern logistics technology upgrade proje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project for 

nutrition and health promoting and functional food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food safety intelligence supervision 



第 2期 张卫民, 等: 北京“十三五”时期食品安全关键技术及实现路径研究 675 
 
 
 
 
 

proje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port project,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upport project for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and early warning , and food safety high throughput detection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project. Such work will not only strongly improve Beijing-Tianjin-Hebei food safety and quality control key 

technology and industrial upgrading, but also enhance the risk detection, risk assessment and risk control ability of 

Beijing. 

KEY WORDS: Beijing; food safety; key technology; realization path 
 
 
 

1  引  言 

北京市食品安全除了面临传统的病原微生物污染、农

兽药残留、食品添加剂滥用、非食用物质非法添加等风险

外, 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对中危害物质快速、准确检测技

术和重大活动保障中敏感物质检测技术要求的不断提高, 

以及国内外新技术、新工艺、新资源带来的未知物风险, 都

对首都食品安全风险防控提出了新的挑战。基于上述存在

的风险, 建议通过系统开展“二四六”规划建设, 即建设两

个体系, 四个平台, 优先实施六项工程(见图 1), 有力推动

京津冀食品安全和质量控制关键技术与产业升级, 提升北

京市风险发现、风险评估和风险控制能力。 

2  建成两个体系, 提升食品质量安全风险控制

水平 

2.1  京津冀食品安全生产加工技术集成体系 

同中国大部分地区相似, 京津冀地区的食品生产源 

头, 主要还是以农户分散的形式为主, 由生产企业统一进

行采购。这种生产模式由于农民对食品安全的认知能力较

差, 会带来许多生产源头不可控的食品安全风险因素, 如

过量使用农药、非法添加激素等问题[1]。在食品运输环节

方面, 农民为降低成本, 宁愿选择价廉、路程较远的路线, 

这样就会延长食品运输时间, 增加食品安全在运输过程中

的风险[1]。 

建立京津冀食品生产技术集成与科技示范体系, 支

撑种养殖业加快升级, 推动食用农产品标准化基地创建及

升级改造, 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生产, 加快优质、高产、低

碳、循环等先导技术的转化应用, 促进食用农产品安全生

产能力进一步提升, 就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 还应加快

食品加工、物流技术研发与升级, 根据各地特点, 整合资源

和食品生产环境, 依靠科学技术, 形成独特的具有三地优

势的食品生产、加工及物流配送模式。 

2.2  京津冀食品安全风险控制协同创新体系 

京津冀地区, 乃至全国各地区之间存在“诸侯经济”的 

 

 
 

图 1  北京市“十三五”时期食品安全“二四六”规划建设示意图 

Fig. 1  Schematic of food safety Two-Four-Six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in Beijing during the period of 13th Five-Yea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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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问题。在解决各地区食品安全问题的同时, 还需解决

本区域中存在的如各自为政、市场分割和地方保护等阻碍

跨区域合作和经济资源的自由流动等, 抑制食品安全管理

的因素[1]。在此方面, 澳大利亚有过“整体政府”的成功经验, 

指的是公共服务, 以完成共同的目标、实现跨部门的协调, 

以解决联合机构的一些特殊问题[1]。京津冀食品安全风险

防控协同发展改革的实施, 既要借鉴“整体政府”的经验, 

同时要走出一条适合本国本地区现实的食品安全防控区域

间政府合作之路。 

目前, 京津冀已建立并运行了足以保障本地区食品

安全的食品安全监测网络和风险数据库系统, 但是检验检

测体系和信息化建设尚不完备。如县乡级及城乡结合部的

定性检测及抽检手段相对落后, 配套设施不够, 人员素质

不足等[1]。 

风险警示共享能力有限, 风险评估工作仍主要在本

地区, 三地的整体风险监测、技术支撑能力依然薄弱[1]。 

为此, 应充分发挥北京的首都核心区和智力平台作

用, 充分利用及发展网络和信息技术, 实现公共设施和高

科技资源的整合。加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未知物筛查和

风险评估技术研究, 同时支持与天津和河北两地省级技术

机构在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评估、预警、技术仲裁等方面

开展深入合作, 注重提高传统风险控制能力和潜在风险的

评估和防范能力。建立京津冀食品安全检验结果报送、共

享和互认机制, 调动区域内各级政府、行业协会和企业资

源, 完善监测网络建设, 实现数据共享与可溯, 提高风险

控制能力和效率[1-3], 尽力做到食品从生长、收成、加工直

至消费者最后使用等每一个环节的安全检查, 建立京津冀

食品安全风险防控协同发展长效机制[4]。 

 

3  建立四个平台, 全面提升食品安全监管控制

能力 

3.1  检测装备研发与协同应用平台 

通过加强数字化、智能化检测技术和装备研制, 推广

应用于基层监管部门、京内企业、京津冀一体化食品产业

创新转移项目和京外种养殖基地, 并利用网络信息传送技

术建立覆盖京津冀地区的检测数据网络平台, 实现数据共

享和实时传输, 前移监管关口, 提高风险发现能力[5]。 

3.2  安全检测与防控技术研发平台 

针对监管中遇到的实际问题和企业食品质量安全

风险, 有针对性地开展高效检测技术和非目标化合物识

别技术研究 , 高通量、高精准检测技术研究 , 前瞻性检

测技术研究和监管急需食品安全检测装备的研发, 破解

监管技术难题, 同时也帮助企业突破食品质量安全控制

技术瓶颈。 

3.3  风险评估与预警科技支撑平台 

借鉴和利用国内外先进研究成果, 提高首都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技术能力。通过完善首都居民危害因子暴露评

估数据库建设, 引入系统科学方法、地理信息系统和大数

据技术, 建立风险评估预警平台, 重点强化趋势及关联分

析, 提高食品安全系统性风险的研判能力, 并在标准制定

过程中, 强化风险评估基础作用, 加强食品市场准入、农产

品质量安全、食品物流和餐饮业规范等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的制定、修订和整理。 

3.4  食品安全智慧监管信息化平台 

欧盟每个国家都注重建立以参比实验室为依托的检

测监测体系[4]。借鉴国际先进经验, 京津冀三地可利用信

息化技术, 建立覆盖京津冀地区的食品安全监管信息云平

台。通过收集和共享食品安全信息, 特别是区域食品特点, 

提高抽样检验的针对性, 避免重复开展抽样检验, 同时对

问题样品实现从样品采集、检验、分析、后处理全过程的

信息溯源, 增强监管部门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追溯和控制能

力, 提升监管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4  “十三五”期间建议重点开展的技术研究工程 

通过对农产品安全生产、食品制造、营养健康与功能

食品研发、流通追溯、风险评估、检测技术与装备等六个

方面的科技强力支持, 构建多元主体参与北京市食品安全

关键技术研究模式, 实现对影响首都食品安全主要风险因

素的准确识别、科学评估, 有效防范, 为监管执法部门提供

风险防控手段, 为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提供质量安全技术规

范和指导, 从而提升首都食品安全水平, 有效遏制食品安

全违法行为, 降低食品安全事件带来的经济、社会风险。 

4.1  农产品安全生产与安全投入品研发科技促进

工程 

推动京津冀食用农产品标准化基地创建及升级改造, 

实现规模化、标准化生产。加快生物农业安全投入品研发

及产业化, 开展共性技术攻关。实施“菜篮子”安全生产技

术集成应用, 加快优质、高产等先导技术的转化应用。 

4.2  食品生产加工与现代物流技术升级工程 

充分发挥行业协会桥梁纽带作用, 针对食品生产、加

工和物流等环节分别分析和研究技术共性, 开展食品加工

过程中的微生物变化与调控技术研究, 传统发酵食品现代

化生产与危害物控制技术研究, 形成先进的食品加工制造

和食品加工过程有害物形成控制新技术和新工艺。强化农

业物联网技术、冷链物流在食品安全物流中的集成应用, 

实现食品物流技术装备的现代化和食品物流通道结点网络

化, 构建高度集中的食品现代物流体系[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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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营养健康促进与功能食品研发科技创新工程 

推进营养健康的米、面、油等基础食品、功能配料和

保健食品的开发, 开展功能成分分离提取与处理技术、功

能成分在食品中应用的量效关系、功能成分组分结构变化

与稳定性控制技术、食品营养与功能检测评价技术、有害

物控制与营养保留等营养健康共性技术研究。 

4.4  食品安全智慧监管科技保障工程 

在开展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与装备研究基础上 , 

利用信息化技术和数据采集设备, 建立功能完善、标准统

一、信息共享、互联互通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平台, 收集

和共享食品安全信息, 提高抽样检验针对性, 避免重复开

展抽样检验, 同时对问题样品实现从样品采集、检验、分

析、后处理全过程的信息溯源。 

4.5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预警应急科技支撑工程 

我国现有的食品安全监督体系主要是依靠检测手段

来排查可疑食品, 并未建立有效的食品跟踪、追溯和召回

制度对生产流通全过程进行有效的监管。一旦发生食品危

害, 政府将很难从源头追溯各种原辅料[4]。借鉴欧盟的食

品和饲料快速预警系统, 并结合京津冀三地实际情况, 搭

建食品安全高风险物质毒理学评估技术平台, 构建食源性

致病菌和病因性食品溯源平台, 建立北京市化学污染物暴

露评估数据库和致病微生物定量评估数据库, 建立首都食

品安全综合风险评估模型, 开展食品中各种危害因素的风

险评估工作; 建设风险预警系统和平台, 研发相应预警模

型和技术; 开展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技术研究, 建立食品供

应链安全风险交流平台; 研究建立食品安全突发事件应急

处置信息系统[8-10]。将食品安全全链条的实时信息与食品

安全机构联网, 做到发生危害时有迹可循, 能够及时地予

以应对。 

4.6  食品安全高通量检测技术研发科技提升工程 

开展食品安全风险高通量、高灵敏度同步识别技术研

究, 提高食品安全风险识别准确率和速度, 开展动物源性

食品中兴奋剂多组分检测及来源鉴别技术、食品中未知化

合物快速在线鉴定技术、动物源性食品中高风险危害因子、

过敏原检测等食品安全检测前沿技术研究, 加快研制肉及

肉制品中 β-激动剂类、乳及乳制品中喹诺酮类抗生素、水

产品中氯霉素类抗生素以及饮料中食品添加剂等急需基体

标准物质研究[11-16]。 

5  结  语 

食品安全事关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事关

社会和谐稳定。“十三五”时期, 北京市将建设京津冀食品

安全生产加工技术集成和京津冀食品安全风险控制协同创

新两个体系, 建设检测装备研发与协同应用、安全检测与

防控技术研发、风险评估与预警科技支撑以及食品安全智

慧监管信息化四个平台, 优先实施农产品安全生产与安全

投入品研发科技促进工程、食品生产加工与现代物流技术

升级工程、营养健康促进与功能食品研发科技创新工程、

食品安全智慧监管科技保障工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与预

警应急科技支撑工程和食品安全高通量检测技术研发科技

提升工程六项工程, 进一步提升首都及京津冀地区食品质

量安全风险控制水平和食品安全监管控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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