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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态化疫情防控时期的食品安全问题及对策 

裘  胜* 

(渤海大学医院, 锦州  121013) 

摘  要: 当前全球新冠肺炎疫情形势依然严峻, 而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对我国食品安全提出了全新的挑

战。我国在疫情防控中取得的成效来之不易, 在现阶段疫情防控长期化和常态化时期, 绝对不能轻视食品安全

意识的缺失和管理漏洞, 如何保障食品安全至关重要。本文通过分析新冠肺炎疫情下我国进口冷链食品和生

鲜市场凸显的食品安全问题, 提出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保障食品安全的有效措施, 进一步加强对进口冷链食

品的风险防控, 建立控制新冠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传播的预防体

系和溯源体系, 切实保障冷链食品的安全; 加强对生鲜市场的监督管理和防疫防控体系设计, 完善食品安全

应急响应机制, 以期为保障人民群众的食品安全和身体健康提供参考, 维护好当下疫情防控的胜利果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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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ood safety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in the period of normalized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QIU She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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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t present, the global COVID-19 epidemic situation is still severe, and the sudden COVID-19 

epidemic presents a new challenge to China's food safety. China's achievements in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re hard-won. In the period of long-term and normalized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the lack of food safety 

awareness and management loopholes must not be ignored, and how to ensure food safety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his paper mainly analyzed the food safety problems that highlighted in imported cold chain food and fresh food 

markets in China after the outbreak of COVID-19, and proposed effective measures to ensure food safety in the 

period of normal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further strengthens the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mported 

cold chain food, establishes prevention system and traceability system to control the spread of (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 and effectively ensure the safety of cold chain food; and 

strengthen the supervision of the fresh market and the design of the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ystem, and 

improving the food safety emergency response mechanism,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to ensure the food safety and 

health of the people and maintain the fruits of victory in the current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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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2020 年, 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新冠肺炎在全球迅

速蔓延开来, 其传染性强, 传播速度快。根据世卫组织最

新统计数据, 截至 2021.06.22, 全球新冠肺炎累计确诊病

例超 1.78 亿例, 死亡病例超 387 万例。新冠肺炎是呼吸道

疾病, 是由新型冠状病毒(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coronavirus 2, SARS-CoV-2)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和接触传

播等引起的急性肺部感染[1]。虽然新冠肺炎不属于食品安

全问题, 但是和食品安全息息相关, 对人们生活的影响深

远而持久[2]。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暴露了我国公共卫生应

急管理体系建设的短板和不足, 同时也给我国食品安全风

险管理敲响了警钟[3]。 

经过全国人民的不懈努力, 我国在抗击新冠疫情斗

争中取得了重大战略成果, 对食品安全的监管工作也取得

明显成效, 但目前我国仍处在疫情防控长期化和常态化的

重要时期, 要加倍珍惜来之不易的防控成效, 始终绷紧食

品安全这根弦, 做好较长时间应对外部变化的准备。从新

冠疫情爆发以来, 国内多地批发市场成为疫情发生和反弹

的传染地区, 并多次从进口冷链食品尤其是动物源生鲜食

品包装中检出新冠病毒, 引起了社会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

高度重视, 特别是冷链食品与新冠肺炎病毒的关联性受到

高度关注, 我国在食品冷链物流环节上的疫情防控面临着

巨大的挑战[4]。在现阶段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 如何保障

人民群众的饮食安全和身体健康至关重要。 

本文主要就新冠肺炎疫情下冷链食品和生鲜市场凸

显的食品安全问题进行分析, 并提出疫情防控常态化时期

保障食品安全尤其是进口冷链食品安全的措施, 以期为保

障疫情期间我国食品产业的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 

1  疫情防控下的食品安全问题 

1.1  新冠病毒的潜在宿主和传播途径 

新冠病毒主要是通过近距离呼吸道飞沫或与患者密

切接触的方式传播, 患者在咳嗽、打喷嚏时产生的呼吸道

飞沫或气溶胶携带了大量病毒颗粒, 经由眼睛、口腔、鼻

腔进入人体后进一步入侵人体呼吸道上皮细胞[5]。目前的

研究表明, 新冠病毒需要通过动物或人类宿主才能实现繁

殖, 其传染源很可能来自野生动物这样的天然宿主, 并通

过天然宿主感染中间宿主最终感染人类 [6‒7] 。随着

COVID-19 疫情的持续蔓延, 新冠病毒的宿主传播网络将

变得更加复杂, 许多常见的家禽牲畜也将不可避免地感

染、传播该病毒, 引发了大众对食品安全的恐慌[7]。食品

本身不会感染新冠病毒, 但有可能被污染, 其污染途径可

能有两个, 一是食品在生产、加工、包装、储运和销售的

各个环节, 周围环境或加工利用的水源被病毒污染; 二是

受携带病毒的食品加工者的污染。新冠病毒可在食品本身

及其内包装和外包装表面吸附较长时间且不丧失感染性, 

在达到一定滴度后, 可感染接触人员或者是易感人群[8]。

此外, 新冠病毒同其他冠状病毒一样, 在低温(0 ℃以下)条

件下仍具有较强的生命力, 可存活几十天甚至数月[9]。DAI

等[8]研究表明, 低温条件可延长新冠病毒在三文鱼体内的

存活时间, 在 4 ℃环境下新冠病毒能够存活 8 d, 而在

25 ℃下只能存活 2 d。由此表明, 新冠病毒在低温冷冻条

件下可以长期存活, 并且可由物传染给人, 那么食品在新

冠疫情高发地区或冷链运输环节中被污染后, 极易把病毒

带到非疫区, 从而引起疫情的传播。 

1.2  新冠疫情限制冷链食品的进出口 

新冠病毒的耐低温特性使其在较低温度下能够存活

较长时间, 而生鲜食品在冷链物流运输过程中始终保持低

温高湿的环境, 冷冻食品表面和冷库的环境为病毒的生存

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北京新发地生鲜食品批发市场、大连

海鲜加工车间和天津冷链物流园等都成为了新冠疫情传播

和扩散的源头, 表明生鲜食品的销售、加工、储存和运输

等都具有潜在的病毒传播风险[10]。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病毒病预防控制所对北京新发地市场进行溯源 , 发现三

文鱼口拭子及周围环境中检测出的新冠病毒全基因组序

列与欧美地区流行株高度相近, 经分析判定其与进口冷

链食品有关。此外, 海关进出口检验检疫局曾多次从进口

冷冻食品尤其是冷冻生鲜产品外包装中检出新冠病毒核

酸阳性[10‒11], 由此表明冷链食品因其特殊性存在着新冠病

毒传播的风险, 给相关食品原材料的进出口、生产加工和

销售以及餐饮服务业都带来了巨大的冲击和挑战[12]。 

冷链物流作为保障食品和民生安全的重要手段, 已

深度融入各产业链的核心环节。近年来, 我国食品冷链市

场的需求巨大, 冷链物流规模逐渐增长, 但目前我国冷链

物流技术相对落后, 自动化程度仍处于较低水平。一些进

出口冷链食品如冷冻肉类、海产品等一般为小件杂货, 港

口装卸时仍以人工操作为主, 需要工人下到船舱装卸, 而

进口冷冻集装箱中的冻品也需要工人手工掏箱。由于该过

程的冷链环节几乎都需要人工介入, 增大了作业时长, 也

增加了作业人员接触、传播新冠病毒的风险[13]。同时, 由

于进口冷链食品每天入关的数量庞大, 种类和批次繁多, 

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 很难做到对全部产品进行核

酸检测, 而食品的内、外包装和食品本身每个环节都有潜

藏新冠病毒的风险, 通过抽检很难发现所有携带病毒的

产品[13]。此外, 我国食品冷链物流行业还存在监管的精确

性、透明性较低, 冷链物流食品安全的标准体系、法规体

系和检测体系不健全, 冷链物流信息交流不通畅, 疫情应

急联动机制匮乏, 相应的追溯体系还不够完善等问题[14], 

尤其是在后续的流通环节中难以实现追溯, 这就会造成在



6230 食 品 安 全 质 量 检 测 学 报 第 12 卷 
 
 
 
 
 

 

应对新冠肺炎突发事件时, 难以第一时间切断进出口冷链

食品中新冠病毒的传播。因此, 加强进出口冷链食品的常

态化疫情防控刻不容缓。 

1.3  新冠疫情凸显生鲜市场的供应隐患 

生鲜农产品批发和零售市场将多种食品的流通和销

售渠道连接在一起, 目前仍然是我国生鲜农产品流通体系

的重要组成部分[15]。然而, 从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和北

京新发地批发市场爆发的疫情来看, 生鲜市场本身存在的

问题也逐渐暴露出来。生鲜市场的设施建设标准不高, 内

部规划分区不合理, 导致场地空间狭窄拥挤, 通风设施不

完善。为满足消费者对食材新鲜的要求和每日购买的习惯, 

生鲜市场一般距离市中心较近, 存在人员组成复杂、人流

密集、难以跟踪人员的来源和去向等问题, 特别是处在疫

情防控阶段 , 更容易引发群体感染 , 导致食品安全和公

共健康等问题。此外, 生鲜市场的管理模式较为粗放, 经

营环境差, 且生鲜产品不易保存, 易发生腐败变质, 若不

及时清理, 很容易成为微生物滋长的温床和病毒传播的载

体[16], 这也凸显出市场管理方面的不足, 因此营造生鲜批

发市场清洁、卫生、绿色的营销环境迫在眉睫。我国现阶

段的生鲜农产品供应主体仍为离散小农户, 其标准化意

识、质量意识和品牌意识尚待提高, 行业品牌标准以及信

息追溯体系有待进一步完善[15]。 

2  疫情防控常态化下保障食品安全的措施 

2.1  食品供应环节—供应来源的安全可靠 

生鲜食品是人们日常生活中的刚需产品, 根据国内

多地新冠疫情的溯源分析可知, 生鲜食品冷链物流过程中

的低温与湿润环境使新冠病毒的存活时间更长, 冷链物流

成为新冠病毒“物传人”的重要途径[17]。冷链物流已成为人

们生活的重要保障, 如何科学监管进口冷链物流环节, 预

防冷链物流过程中传播新冠病毒, 保障进口冷链食品的安

全可靠, 成为我国面临的新挑战。在疫情防控常态化的态

势下我国冷链物流体系标准及对风险的应急机制还需要进

一步完善。 

2.1.1  加强进口冷链食品的检疫标准和检测强度 

为有效防范新型冠状病毒的输入风险, 规范进口冷

链食品的检疫流程, 国家和各地方出台了相关的政策措

施。采购、销售的肉类食品必须具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肉品品质检验合格证明; 进口畜禽肉类食品应当查验核酸

检测合格证明; 进口的冷链食品应储存在符合检验检疫要

求的冷库中。海关部门应严格监督进口冷链食品的运输工

具和集装箱的防疫消毒处理工作, 并对来自中高风险疫情

地区的冷链食品加大核酸检测的频次和数量, 并按照相关

规程延长留样时间。建立冷冻进口食品熔断机制, 对发现

病毒产品的疫情交易地区, 暂停进口该地区食品或食品原

料, 严格落实疫情防控政策, 最好将病毒控制在海关处, 

确保食品安全之后方可进入国内市场。 

2.1.2  建立冷链食品 HACCP 预防体系和追溯体系 

为了防止新冠病毒通过冷链物流的途径传播, 除了

加大对进口冷链食品的检测和消杀, 建立冷链物流新冠病

毒的预防体系和追溯体系非常重要。HACCP 是针对危害

源进行鉴别、评价和控制, 确保食品安全的一种重要预防

体系。为保障进口冷链食品的安全, 针对新冠病毒这个特

殊的危害源, 应尽快建立基于 HACCP 原则的冷链物流控

制新冠病毒传播的预防技术体系[17]。根据新冠病毒冷链传

播的特点及危害, 确定冷链物流过程中防控新冠病毒的关

键控制点, 建立相应的监控程序、消杀要求和技术指标等, 

确保按 HACCP 体系有效运行, 防控冷链食品新冠病毒的

传播[17]。此外, 注重源头治理也是保障食品安全的重中之

重, 利用物联网技术完善食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 将各批

次产品的产地、加工、物流等的进口信息生成追溯码, 作

为进入市场销售的身份证, 方便监管部门定位追查或者消

费者查询食品来源, 做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15]。经销商

应当主动向供应商索取相关食品安全和防疫检测信息, 严

格执行食品原料索证索票和进货查验制度。 

2.2  食品交易场所—销售环境的清洁绿色 

疫情防控阶段暴露出的生鲜批发市场营销环境差以

及管理粗放等问题, 是食品安全的潜在威胁, 极易引发病

毒聚集性感染。因此, 需通过调整市场管理模式, 加强市

场环境的整治和食品的取样检测, 营造清洁绿色安全的销

售环境, 来提高食品的安全保障。 

2.2.1  探索市场管理新模式 

生鲜市场应进一步完善行业操作规范和管理体系 , 

提高入市的准则和门槛; 大力提倡生鲜市场批发与零售分

开, 借鉴国外知名市场的休市制度, 从而减少人流量以降

低传播风险[18]。市场建设应进行科学合理的规划和改造, 

强化市场内的分类分区管理, 按照不同的功能服务进行划

分, 包括出入口、停车场、交易区和结算区等区域, 冰鲜

产品和牛羊猪禽类应单独设立交易区, 与其他产品分隔开

来。要加强对市场环境和销售食品进行定期抽样检测, 落

实消毒和清洁工作。此外, 可以利用数字化手段建立监督

管理平台, 实现监管规则程序化和标准化, 提高食品监管

的深度和专业程度[19]。 

2.2.2  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加强从业人员健康管理 

食品企业作为食品生产加工和流通的重要主体, 要

明确食品经营者的食品安全主体责任义务, 定期对市场内

进行清扫和消毒, 减少病毒滋生和传播的可能。市场监管

部门应加大对食品企业的监督和食品安全检查, 及时查办

违法行为, 建立企业的质量安全和信用意识[20]。加强对食

品从业人员的上岗培训, 严格按照相关规范和要求进行操

作, 对进口冷冻食品进行加工、运输和销售时要佩戴防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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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罩、手套等, 同时加强自我健康监测, 一旦出现相应病

症, 即刻离岗[8]。 

2.2.3  改进市场销售模式, 促进资源整合 

生鲜产品作为人们生活中的高频刚需产品, 在疫情严

格防控时期, 生鲜电商满足了人们日常采购的需求, 通过建

立社区团购、网上订购和线下配送等模式, 实现线上和线下

的资源整合[19]。在现阶段疫情防控常态化的形势下, 一些消

费者仍会选择线上购买的方式, 而在线销售可通过产品标

准化、价格透明化和销售服务多样化等方法来提升产品的交

易量, 培养消费者的在线消费习惯, 并且鼓励无人零售和无

接触配送服务, 促进生鲜电商的进一步发展, 同时维持生鲜

市场的供需平衡, 降低疫情带来的负面影响[21]。 

2.3  完善食品安全应急响应机制 

食品安全管理绝非一蹴而就, 在疫情防控进入常态

化后, 应持之以恒将食品安全管理工作放在首位, 始终贯

彻自上而下、层层把关的责任应急管理制度, 制定全面的

食品安全应急预案, 建立应急管理机制, 提高食品监察机

构的应急处理能力[22]。坚持“属地原则”和“一岗双责”制度, 

对生鲜食品的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等环节严格把控, 落

实分级负责的管理原则, 监察部门应加强对进口生鲜产品

的检测排查, 避免问题产品流入市场, 从而确保市场中生

鲜产品的质量安全[16]。建立物流应急联动和产品溯源机制, 

加强对于人、货物、车辆等的信息追踪和管理, 提高食品

安全事故和疫情反弹时期的源头追查速度和准确度, 及时

缩小事件影响范围并有效防控疫情的传播。 

3  小  结 

新冠疫情的爆发给我国食品行业带来了巨大考验。在

现阶段疫情防控长期化和常态化的重要时期, 仍要吸取食

品安全的经验教训, 结合我国实际, 建立和完善食品安全

相关的预防体系和溯源体系, 加强冷链物流环节的安全管

控, 提高检疫标准和检测强度; 加强对生鲜市场的监督管

理, 进行科学规划和分类管理, 实现升级改造, 并加强防

疫防控体系设计, 完善食品安全应急响应机制, 以期维护

好当下疫情防控的胜利果实, 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食品安

全和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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