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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中化学污染物风险评估研究进展 

周  妍, 闻  胜*, 刘  潇, 毛燕妮, 罗  苹, 李永刚, 陈  明, 史廷明 
(湖北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应用毒理湖北省重点实验室, 武汉  430079) 

摘  要: 化学污染物是影响全球食品安全和危害人体健康的主要因素之一。对食品中化学污染物进行风险评估

是保障食品安全、促进食品贸易和健全食品安全体系的重要手段。本文简要介绍了化学污染物风险评估的内

容和基本方法, 对国外化学污染物风险评估开展情况进行了概述, 重点对国内开展的食品中化学污染物风险

评估的研究进展进行综述, 包括重金属、有机污染物、农药残留、黄曲霉毒素等, 并对国内开展食品中化学污

染物风险评估的方法进行了分析比较。重金属、农药残留和黄曲霉毒素方面的评估结果均表明: 儿童的膳食暴

露量偏高, 需引起重视。此外提出目前我国食品中化学污染物风险评估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和建议, 为进一步开

展化学污染物风险评估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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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view on the risk assessment for chemical contaminants in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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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emical contaminants are of immediate and serious concern to food safety and human health.  
Risk assessment for chemical contaminants in food not only protects food safety and human health, but also 
enhances consumer protection and facilitates international trade. Conceptions, classification and methods ap-
plication on chemical risk assessment were introduced in this paper. The risk assessment of chemical contami-
nants in foreign countries was summarized, and progress in research of chemical contaminants risk assessment 
in food at home was reviewed in detail, including heavy metals, organic pollutants, pesticides, and aflatoxin etc. 
The methods of these risk assessment were analyzed and compared. The assessment results of heavy metal, 
pesticide residues and aflatoxin showed that: children's dietary exposure is high.  Main problems in chemical 
risk assessment in China at present were pointed out and advices were given on further complete chemical risk 
assessment. 
KEY WORDS: risk assessment; chemical contaminants; food safety 
 
 

 
 

近年来, 食品安全问题受到全球重视和关注, 食品中
污染物是引发食品安全事件的直接因素[1]。食品安全风险

评估是针对食品生产供应过程中所涉及的各种危害对人体

健康不良影响的科学评估, 是世贸组织和国际食品法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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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强调的用于食品安全控制措施的必要技术手段, 也是
政府制定食品安全法规、制定、修订食品安全标准和对食

品安全实施监督管理的科学依据。近年来, 我国发生的重
大食品安全事件如“苏丹红”、“三聚氰胺”、“瘦肉精”等大
多与化学污染物有关, 化学污染物的风险评估包括农药残
留、兽药残留、天然毒素、重金属、环境污染物以及食品

加工过程形成的有害物质等的风险评估[2]。多年的监测数

据表明, 农药残留、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添加剂滥用
等化学性污染所造成的急性(如中毒、死亡)、慢性(如癌症、
痴呆)疾病, 不仅严重影响人类的生活质量, 也给家庭和社
会带来沉重的经济负担。因此, 进行化学污染物评估是保
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手段, 也是当前食品安全领域研究的重
点和热点。 

1  化学污染物风险评估基本内容和方法 

1.1  化学污染物风险评估的基本内容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指对食品、食品添加剂中生物
性、化学性和物理性危害对人体健康可能造成的不良影响

所进行的科学评估[3]。化学污染物风险评估是利用毒理数

据、污染物残留数据、统计方法、暴露量评估等相关资料

和模型, 对因食品中某些化学因素的暴露对人体健康产生
的不良后果进行识别、确认以及定性和(或)定量, 并最终做
出风险特征描述的过程。根据评估的结果估计出该种风险

因子对食品和人体的危害性, 从而制定科学的限量标准, 
保障食品安全, 保护人体健康, 促进食品公平贸易。 

1.2  食品中化学污染物风险评估的基本方法 

化学污染物风险评估的方法可以分为定性风险评估

和定量风险评估, 评估者可以根据不同的需求及对数据资
料的掌握程度来选择不同的方法。定性风险评估是最简单、

最快速的方法, 它类似于危害分析与关键点控制(HACCP), 
主要是从食品的“安全性”角度考虑, 需要确认危害的性质
和关键点[4]。定量风险评估是根据食品中化学污染物浓度、

食品摄入量, 结合其它相关毒理学资料和暴露评估模型, 
确定化学污染物的摄入量及其对人体产生不良作用的概

率。定量风险评估可以是简单的确定性, 如点估计评估结
果; 也可以是复杂的随机性, 如通过概率分布评估产生的
范围性数值结果[5]。 

1.2.1  食品中化学污染物风险评估步骤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包含危害识别、危害特征描述、暴

露评估、风险特征描述四个步骤[6], 危害识别是指识别可
能对人体健康造成不良作用的、可能存在于某种或某一类

特定食品中的化学因子的过程。危害特征描述是对食品中

可能存在的化学因素造成的健康不良效果定性和定量评价, 
其核心是剂量－反应关系的评估。暴露评估是指对于通过

食品的可能摄入和其他有关途径暴露的化学因素的定性和

/或定量评价。暴露评估是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核心步骤, 
它主要根据膳食调查和各种食品中化学物质暴露水平计算

人体对该种化学物质的暴露量。暴露评估分为短期急性暴

露和长期慢性暴露。风险特征描述是对人体因摄入化学污

染物造成的已知或潜在健康不良效果的发生可能性和严重

程度进行定性和/或定量的估计, 其中包括伴随的不确定
性, 它是危害识别、危害特征描述和暴露评估的综合分析。 

1.2.2  食品中化学污染物风险评估中暴露模型 
(1)点评估模型 
点评估模型是将食品消费量 (如平均的或较高的消

费量数据)和固定的残留物质含量或浓度(通常是平均残
留量水平或耐受或法规允许值的上限)这两个量相乘[7]。

点评估一般采用食品高消费量和污染物高残留量进行计

算, 体现了保护大部分人群的原则。农药的急性暴露估计
一般采用点评估模型。点估计法操作简单、便于理解, 易
于推广, 因此点评估模型经常被用于筛选食品中风险较高
的化学污染物。 

(2)简单分布模型 
简单分布模型采用食品摄入量的分布, 通常使用消

费量调查的数据库系统, 结合食品中化学物残留量(使用
一个固定参数值)来计算, 点评估和简单分布的方法趋向
于使用“最坏情况”的假设, 而不考虑化学物在食品中存在
的概率, 这一保守特征使其在制定化学物摄入量上限值时
具有独特的优势[8]。 

(3)概率评估模型 
由于个体间食物消费量和食物间化学物浓度均存在

着差异, 因此个体间的化学物暴露水平也存在着很大的变
异[9]。概率评估将食品中某化学物的浓度与实际含有该物

质的食品消费量结合起来进行模拟, 从而提供了一个真实
暴露评价的基础。与点评估和简单分布相比, 概率暴露评
估模型是对人群潜在暴露更为真实的估计, 而不是简单的
“最差”估计。它可用来描述食品化学物的暴露风险分布, 
如对某一特定的健康影响发生的概率; 它也可用于描述最
终可能用于概率风险评估的暴露分布[10]。 

2  国内外开展化学污染物风险评估的研究进展 

2.1  国外化学污染物风险评估开展概况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是目前国际通行的食品安全防范

方式, 被认为是继食品卫生质量管理体系和危害分析关键
控制点(HACCP)技术后的在食品安全管理上掀起的第三次
高潮[11], 它重点对人类健康的直接危害以及整个食物链进
行分析, 在美国、欧盟、日本等国家和地区食品安全管理
中得到广泛应用。 

联合国粮农组织(WHO)和世界卫生组织(FAO)设立了
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A)、农药残留联席会议
(JMPR)及微生物风险评估专家会议(JEMRA), 前者负责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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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添加剂、化学、天然毒素、兽药残留的风险评估, 农药
的风险评估。后者负责微生物的风险评估。食品法典委员

会(CAC)在食品中理化性质的危险性评估、食品中微生物
的危险性评估和转基因食品的危险性评估等方面已做出卓

越成绩。JECFA1956年成立至今, 已对 1300多种食品添加
剂的安全性、25种食品中的污染物和自然产生的有毒物质
以及约 100 种兽药残留物进行了评价, 同时还为食品中化
学物质的安全性评估制定了若干原则[12]。 

为应对欧盟食品安全问题, 提高政府的监管、控制能
力, 欧盟于 2002年成立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 主要目的
是提供独立整合的科学意见, 让欧盟决策单位面对食物链
直接与间接相关问题及潜在风险能做出适当的决定, 并向
公众提供风险评估结果和信息[13]。它实施的“欧洲食品安
全-食品和膳食中化学物质的风险评估”项目, 为化学物质
风险定性定量评估方法奠定了科学基础[14]。 

德国于 2002 年成立联邦风险评估研究所(BfR), 其中
心任务是在国际认可的评价标准基础上, 通过风险评估和
风险交流, 独立于政府开展消费者健康保护和食品安全评
估工作。近 10年来,  BfR先后对食品中塑化剂、双酚 A、
多环芳烃、二噁英、激素类、农药等化学污染物进行了风

险评估[15-17]。 
美国负责食品安全及相关风险评估工作主要有食品

药品管理局(FDA)、食品安全检查局(FSIS)、环境保护署
(EPA)以及疾病预防控制中心(CDC), 作为世界上食品安
全水平最高的国家之一, 美国对多种化学物危害, 如药品、
杀虫剂等危害都有着成熟的评估技术和全面的法律规范
[18]。近年来, 美国化学污染物评估在特定人群(职业人群和
敏感人群等)评估[19]和累积暴露评估方面[20]也做了大量的

工作。 
日本于 2003 年成立了食品安全委员会, 从事日本食

品安全风险评估和风险交流工作。该委员会分别对化学物

质、生物材料和新食品(转基因食品、新开发食品等)进行
风险评估。日本食品安全委员会自 2003年以来接收到风险
评估提议 470 项, 业已完成大部分的评估项目, 食品风险
评估内容涉及国内水产品、转基因食品、抗药菌、肉禽类

食品, 以及外国所生产的食品等[21]。 

2.2  国内化学污染物风险评估研究进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3]于 2009 年 6 月 1
日起正式实施, 着重加强中国食品风险评估体系建设。
2011 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和第一届国家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的成立, 为开展全面、科学的食品
安全风险评估奠定了基础。国家卫生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卫
生部)和农业部等部门在全国开展的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
调查和总膳食研究初步积累了我国居民膳食消费基础数据, 
全国食品污染物监测、食源性疾病监测和农产品安全检测

工作的开展, 初步掌握了我国食品中重要污染物和有害因

素的污染状况。这些数据积累为我国已开展的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报告和研究提供重要技术依据。此外, 我国目前已
经有一些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如食品中镉、铅限量标准的

制定是在开展风险评估的基础上进行[22]。 
李筱薇等[23-25]利用 2007 年中国总膳食研究获得的全

国 12个省的代表性膳食样品以及膳食调查数据, 测定样品
中重金属含量, 分别计算居民膳食砷、汞和铅摄入量。结
果表明, 我国人群膳食中总砷和无机砷摄入量是安全的; 
我国总膳食汞摄入量全国平均水平为 740 ng/(kg•d); 中国
居民铅的摄入量为 48.7~116.7 μg/d, 2~7岁以及 8~12岁组
儿童少年的铅暴露情况最不容乐观。刘弘等[26]对上海市市

售食品中铅、镉含量进行监测, 并结合上海市居民膳食营
养素摄入量调查, 应用点评估方法, 对上海市居民膳食中
铅、镉暴露水平进行评估。结果显示上海市居民平均每周

膳食中铅、镉暴露量分别为 0.0062、0. 0025 mg /kg·BW, 占
暂定 PTWI的 24.77%、35. 06%。高端消费人群(食物消费
量第 90 百分位数) 每周膳食中铅、镉暴露量分别为 0.0123
和 0.0048 mg/kg·BW, 占 PTWI的 49.08%、68.09%。黄李
春等[27]按照中国总膳食研究方法和要求, 于 2009~2010 年
在浙江省对常住居民进行膳食调查, 测定膳食样品的铅、
镉含量, 进行膳食铅、镉的暴露量评价, 结果表明浙江省 3
个地区居民膳食铅、镉摄入总体处于安全水平。刘桂华等
[28]采用点评估的方式,  计算居民各类食品中铅、镉含量的
实际摄入量水平, 结果表明 2007 年和 2008 年深圳市居民
食品中铅每人每天的摄入量分别为 63.3 和 84.2 μg,  占
PTDI的 29.5%和 39.3%。2007和 2008年深圳市居民食品
中镉每人每天的摄入量分别为 46.4 和 68.0 μg,  分别占
PTDI的 77. 4%和 113.3%。 

肖贵勇等 [29]以各类食品中镉含量的中位数值结合

2010 年丰台区居民膳食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数据进行膳
食暴露估计, 再结合 PTMI 值对居民膳食镉暴露风险进行
点评估 , 结果表明该地区居民膳食镉暴露水平总体上安
全。梁高道等[30]对武汉市市售食品进行镉含量测定,  结合
居民膳食调查数据,  用 EPA 的健康风险评价模型对武汉
市总膳食中的镉所带来的健康风险进行定量评价, 武汉市
总膳食中镉所带来的平均健康风险总体上处于可接受水

平。梁鹏等[31]对广东省沿海地区居民的膳食结构进行问卷

调查, 结合水产品汞检测数据, 估算其每日摄入的汞含量
平均水平为 25.32 ng/(kg•d), 与欧美等国家相比, 广东省居
民食用水产品摄入的汞处于较低水平。宋晓昀等[32]通过整

合 2002 年江苏地区 3~12 岁儿童 24 h 膳食回顾资料和
2001~2006 年江苏省农产品铅污染监测数据, 计算出江苏
不同年龄组儿童每周膳食铅暴露量中位数范围为 9.0~11.7 
μg/kg。谭铭雄等[33]对广州市城区和郊区的儿童少年进行总

膳食研究调查, 获得其膳食重金属含量和摄入量, 研究结
果表明广州市儿童膳食中重金属暴露量低于 WHO 推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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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TWI 值, 但在城区部分的年龄段儿童膳食食物铅、镉的
PTWI值接近或超过WHO推荐的 PTWI值。 

孙金芳等[34]根据 2002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
查中江苏省居民膳食消费量数据和 2001~2006年江苏省食
品污染物监测网中的铅临测数据, 采用非参数概率评估模
型, 通过 Monte Carlo模拟获得人群膳食铅暴露量。结果表
明分布江苏省居民膳食铅暴露量中位数、P99估计值分别为

1.02、9.29 μg/kg/d, 全省 6.38％的人群暴露量超过耐受摄
入量; 农村居民暴露量普遍高于城市; 儿童及高端暴露人
群铅摄人量较高。宋晓昀等[35]分别采用点评估和简单分布

评估方法计算镉的膳食暴露量, 对不同年龄组镉的膳食暴
露量进行比较, 点评估结果显示, 江苏省居民每天镉的膳
食平均暴露量为 5.7~8.6 μg/kg; 简单分布评估结果显示, 
江苏省居民每天镉的膳食平均暴露量为 0.2~0.4 μg/kg, 简
单分布评估得到的江苏居民镉的膳食暴露平均水平位于安

全限值以下, 且远低于点估计得到的暴露值。宋雯等[36]检

测南方 6 省的稻米样品, 结合中国居民膳食调查数据, 采
用非参数概率方法对稻米中总汞的膳食暴露量进行了评

估。结果表明我国居民食用这 6省稻米产生的汞暴露风险
较小, 但 2~4 岁儿童和 4~7 岁男童的摄入量占 PTWI 的
60％以上, 潜在风险较大。张德新等[37]应用蒙特卡洛法模

拟对武汉市居民大米途径摄入的镉进行健康风险评估, 市
售大米中镉污染对于普通人群所带来的健康风险总体上处

于可接受水平, 但对于 8.89%的高暴露人群需加强风险管
理。陈志军等[38]检测中国花生镉含量, 结合中国居民膳食
调查数据, 采用非参数概率方法对花生中镉的暴露量进行
了评估。结果表明花生镉的膳食暴露风险总体轻微。一般

消费水平下, 人群的暴露量远低于 PTMI 值; 高消费水平
下, 人群中有 5％的个体暴露量接近或超过 PTMI值, 有一
定潜在风险。 

我国食品中重金属方面的风险评估开展相对较多 , 
从已有的重金属膳食评估结果来看, 食品中铅、镉、汞和
砷的摄入量总体上低于威胁居民健康的水平, 但是儿童膳
食重金属摄入量偏高, 儿童是重金属的敏感人群, 重金属
摄入的健康风险需引起重视。 

在有机污染物膳食暴露评估方面, Zhang 等[39]通过分

析动物性食品和植物性食品中二噁英类物质含量, 结合膳
食消费量获得了最新的我国居民二噁英类物质膳食摄入量

数据, 并对高暴露人群的摄入水平进行了评价。结果显示
不同性别、年龄组居民膳食摄入量均值在每个月 15.4~38.7 
pg TEQ/kg,  高暴露人群(97.5％分位数)的摄入量在每个
月 68.5~226.1 pg TEQ/kg。沈海涛等[40]的研究结果显示杭

州居民的每日二噁英类物质膳食摄入量最高可能达到

233.1 pg TEQ, 杭州居民二噁英类物质摄入量及其潜在健

康风险不容忽视。Zhang 等[41]通过分析第 4次中国总膳食
样品结合膳食消费量首次获得了我国一般人群多溴联苯醚

的膳食摄入水平。结果表明不同性别年龄组人群膳食暴露

均值在 0.7~1.5 ng/kg。高暴露人群在 2.0~4.2 ng/kg。王向
勇等[42]对持久性有机污染物膳食摄入的研究进展进行了

详细综述, 认为总体上该类化合物的膳食摄入还不足以对
人们的健康造成明显的影响。从不同的研究来看, 都是选
择了当地具有代表性的食物, 一般只能用于初步的风险评
估, 在以后的研究中应该更加全面的了解持久性有机污染
物的膳食暴露水平。 

在农药残留方面, Zhou等[43]通过检测 2007 年全国总
膳食研究样品中有机氯农药污染水平, 对我国居民有机氯
农药膳食暴露水平进行了评估, 发现有机氯农药的膳食暴
露平均水平与过去相比明显下降, 我国居民膳食摄入水平
目前低于威胁人类健康的水平。赵敏娴等[44]整合江苏居民

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数据与全国农产品污染物监测数据, 
以毒死蜱作为指示农药, 运用美国 EPA推荐的相对强度系
数法, 采用简单分布评估模型, 计算江苏居民有机磷农药
膳食累积暴露量, 并与急性参考剂量比较, 进行评估。结果
显示江苏居民的平均暴露水平处于安全范围, 少数高端暴
露儿童存在急性中毒风险; 对青菜和韭菜等高贡献度食物
需加强监控。尚静等[45]对稻米中的三唑磷残留含量结合膳

食调查数据, 对不同年份不同年龄段的人群进行膳食暴露
及风险评估, 结果表明, 2~5岁儿童摄入量偏高, 存在一定
安全风险。上述研究表明食品中农药残留的摄入量总体上

处于安全水平, 但是儿童膳食摄入量偏高。 
在其它有机污染物方面, 国家风险评估中心 [46]2012

年采用简单分布模型方法, 计算全国不同地区居民的反式
脂肪酸摄入水平, 以及北京、广州城市不同年龄组的反式
脂肪酸摄入水平, 评估反式脂肪酸的潜在健康风险, 结果
表明大城市居民平均摄入水平高于其他类型地区居民的摄

入水平, 我国居民膳食中反式脂肪酸的健康风险很低。Xia
等[47]对中国太原食品中多环芳烃进行检测,  计算了当地
居民多环芳烃的膳食暴露水平并进行了健康风险评估, 结
果显示当地居民多环芳烃具有高潜在致癌风险, 且各年龄
段的男性的膳食暴露水平均高于女性。陈莉莉等[48]通过大

学生的塑料瓶装饮料摄入情况问卷调查, 结合市售塑料瓶
装饮料中 DBP 及 DEHP 的检测数据, 运用蒙特卡洛概率
模型拟合大学生群体 DBP 和 DEHP 每日暴露情况, 结果
表明大学生经塑料瓶装饮料 DBP 和 DEHP 的暴露值均低
于其每日允许摄入量, 安全限值均小于 1, 大学生经塑料
瓶装饮料摄入 DEHP 的暴露量尚不存在健康风险。 

在黄曲霉毒素方面, 王君等[49]通过食品中黄曲霉毒

素的污染水平和人群食物摄入量计算人群黄曲霉毒素的膳

食暴露量, 结果表明我国成人、2~6 岁儿童、城市人群、
农村人群的平均黄曲霉毒素膳食暴露量分别为 665.43、
415.39、487.64、749.14 ng (人•d), 农村人群和 2~6 岁儿童、
玉米和大米在控制我国人群黄曲霉毒素膳食暴露量、降低

肝癌患病率中是不可忽视的重点人群和重点食品。郭耀东

等[50]对我国不同人群通过玉米食品对黄曲霉毒素 B1 的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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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暴露情况进行非参数概率评估, 结果表明 2~6 岁儿童、
标准人、城市标准人、农村标准人中玉米食品高消费人群

对黄曲霉毒素 B1 摄入量的高百分位数 P99 分别为

29.98(19.03~68.59)、10.18(6.46~23.30)、5.46(3.47~12.49)、
13.37(8.49~30.60) ng/(kg•d), 我国玉米食品中黄曲霉毒素
B1对我国总体肝癌发病率贡献较小。丁晓霞

[51]采用非参数

概率评估方法评估了中国人群产后花生黄曲霉毒素膳食暴

露量, 结果表明儿童属于产后花生黄曲霉毒素高暴露人群, 
45 岁以上中老年人群产后花生黄曲霉毒素膳食摄入风险
较大。白艺珍等[52]应用暴露限值法评估黄曲霉毒素暴露风

险, 评估结果显示: 城市和农村人群膳食摄入黄曲霉毒素
致癌风险无显著差异, 儿童属于高风险人群。上述研究均
提示儿童是黄曲霉毒素的高暴露人群。 

国内食品中化学污染物风险评估中暴露模型以前多

采用点评估方法, 近 5 年, 逐步采用简单分布评估和概率
评估方法; 风险特征描述大多是用暴露量与 WHO 推荐的
参考剂量如 PTWI、PTDI、PTMI、ARfD 等进行比较, 也
有部分采用 EPA的健康风险评价模型[30, 44], 还有将应用暴
露限值法(MOE)法应用于遗传毒性致癌物如黄曲霉毒素[52]

风险描述上。这种由定性到定量, 由对人群单一评估到个
体分布, 由全人群到不同年龄组人群评估, 不仅反映了我
国在暴露评估方法学上的进展, 也将提升我国化学污染物
风险评估水平, 从而提供更为可靠和精细的评估结果。 

3  我国化学污染物风险评估中存在的问题 

由于以前我国实施食品安全风险管理较晚, 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运行机制还不够完善。虽然近年来化学污染物

风险评估工作有一些进展, 但与一些发达国家之间还存在
一定的差距, 还存在着一些不足之处。 

3.1  毒理学资料缺乏 

食品毒理学是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基础, 我国在食品
毒理学研究方面起步晚, 研究基础薄弱。由于缺乏全面系
统的食品毒理学研究资料, 我国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大
多借用国外的毒理数据, 很多食品安全限量标准的制定参
考国外的毒理学资料。此外, 某些中国自己特色的化学物
如只在我国使用的农药和兽药还没有相关数据, 需要开展
相关毒理学研究, 积累毒理学资料。 

3.2  膳食暴露数据缺乏 

暴露评估技术是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最关键的技术

环节。暴露评估需要大量的食物污染物残留量数据和膳食

消费量数据[53]。国外这方面数据比较全面, 但是由于不同
国家人群特点、膳食结构、污染物本底值, 农药和兽药使
用等情况不同, 我们要获得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 需建立
起我国完善的数据库, 才能更详细准确地反应我国的食品
安全状况。前面提到的中国居民营养调查相关资料虽积累

了较为丰富的膳食和营养数据, 但膳食以大类来调查统计, 
如水产品、新鲜蔬菜、新鲜水果等, 具体食品如鳜鱼、大
白菜、苹果、茶叶等的详细消费量数据还不完善; 全面的
膳食调查 5 年一次, 缺乏样本的连续抽样跟踪调查, 很多
膳食变化的演变不太清楚。我国通过食品安全监测等项目

的实施, 对食品中主要污染物的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 但
是食品中的许多污染情况仍然“家底不清”。食品中新增农
药和兽药残留、生物毒素及其他持久性化学物的污染状况

缺乏系统的监测资料[54]。目前现有监测网络的覆盖面、项

目指标、监测数据等方面与开展科学评估的资料需求还有

一定差距。 

3.3  开展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不够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涉及到食品、微生物、化学、流行

病学、药学、毒理学、统计学等多方面知识, 我国这方面
的跨学科人才比较缺乏[54], 开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研究工
作的单位和人员有限, 因此, 相对国外形式多样, 种类良
多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报告, 我国的风险评估报告数量还
不够。因缺乏暴露评估准则和定性定量风险分析模型的标

准, 质量也参差不齐。此外, 专门为婴幼儿、孕妇、老年人
等敏感人群和污染物水平较高、膳食摄入量较大等特殊地

域做的评估报告较少。 

4  对我国化学污染物风险评估的建议 

4.1  加强风险评估技术研究 

加强食品中新的危害物质的系统毒理学安全性评价

研究, 将风险评估建立在自主性的危害识别科学研究基础
上。尽快发布风险评估规范性文件, 加强评估所用模型和
软件的开发。  

4.2  加强风险评估基础数据的采集和信息平台的建设 

科学、合理地开展中国居民膳食调查, 加快总膳食调
查的步伐, 获得全面的人口统计学和膳食摄入量数据。加
强我国不同地区不同类别食品中各类污染物水平监测, 建
立高质量的食品污染物数据库。 

4.3  逐步有序开展食品中化学污染物风险评估 

根据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重点和国际关注热点, 制定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规划, 提出优先风险评估计划, 并
对食品中化学污染物开展有序评估, 评估结果作为制定食
品安全标准和食品安全风险管理的依据。 

4.4  加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宣传和交流 

一方面, 动员、引导、支持公众参与食品安全风险评
估活动、参与食品风险的监督管理[55], 并保证公众对影响
自己健康利益的食品风险事项, 有知情权、参与权、监督
权; 另一方面, 通过交流和宣传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引导
公众和媒体正确认识风险, 增进其对于风险评估结果的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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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和接受。 

4.5  加强国家与地区, 国家与国家间的交流合作 

WHO/FAO 等国际组织和美国等国家在化学污染物
毒理学、污染水平和评估方法等方面已积累了大量的数据

和资料, 进行我国食品中化学污染物风险分析时, 可有选
择地采用, 以避免类似工作的重复。另外不仅仅要参考他
们的评估结果, 而且要研究、吃透他们的方法学[56]。同时, 
我们要积极参与国际组织, 与国际接轨, 在食品安全风险
评估工作中尽可能采用国际通用的方法如食品分类系统, 
国际通用检测方法和食物消费量调查方法等, 以便我们的
数据得到国际认同, 提高食品安全方面的国际话语权和影
响力。 

5  结  语 

我国已在化学污染物风险评估方面开展了一定的研

究, 但在评估数量和质量上与发达国家均存在着一定的差
距, 因此 , 我国需要借鉴国际先进风险评估理念和方法, 
建立完善的中国居民化学污染物暴露数据库, 建立符合我
国国情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技术和方法学体系, 对食品
中化学污染物风险进行更多有效的评估, 有选择性对特定
人群开展专项评估, 为我国食品安全标准的制定提供科学
依据, 提供食品中化学污染物安全预警信息, 保障我国居
民的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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