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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 RASFF通报我国食品及饲料类违例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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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欧盟是我国食品出口第 2大市场, 它利用自身优势在标准制定、认证认可、检出指标和检测限值等方

面设置壁垒, 影响我国食品对欧盟的出口贸易。本文对 2002~2012 年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系统(rapid alert 

system for food and feed, RASFF)通报我国食品及饲料类产品出口欧盟的违例信息进行总结, 深入分析了真菌

毒素和食品接触材料两大类问题, 并针对欧盟通报的重点问题和变化趋势进行分析, 以期为我国政府调整出

口欧盟食品政策, 制修订我国农产品加工相关标准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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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iolation information and trend analysis of Chinese food and feed based 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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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European Union(EU) is the second largest market of Chinese food exports. EU sets lots 
of barriers in standards development, certification and accreditation and detection index or limit, which 
have great influence on China’s export trade. In this paper, the violation information of Chinese food and 
feed based on the notification of EU rapid alert system for food and feed from 2002 to 2012 were 
summarized, thoroughly the problems of mycotoxins and food contact materials, and states the key point 
and change trend were analyzed in order to adjust the export policy and provide references to relevant 
standards develop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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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概  述 

20 世纪末, 欧洲发生了一系列食品安全事件, 欧
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经济代价[1]。因此, 欧盟在 2000 
年的《食品安全白皮书》中明确指出建立快速预警系统, 
并于 2002 年的 178/2002 号法规《食品基本法》调整
并正式建立了欧盟食品和饲料类快速预警系统(rapid 
alert system for food and feed, RASFF)[1]。RASFF是一
个连接各成员国食品与饲料安全主管机构、欧盟委员

会以及欧洲食品安全管理局的网络系统, 定期(每周 1
期)发布预警通报及信息通报[2-4], RASFF 是确保欧盟
食品安全的重要措施。随着食品贸易全球化的发展, 
食品安全管理系统的研究日益受到关注。RASFF是欧
盟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也是其进出
口贸易中食品安全的重要保障。本文归纳总结了 2002
至 2012 年 RASFF 对我国食品及饲料类产品通报情
况，并进行深入分析, 便于我们了解欧盟对食品、饲
料和食品接触材料等产品安全问题关注的热点及变化

趋势, 从而为企业的产品设计和生产、管理部门政策
和标准制定提供参考, 进而提高输欧产品质量, 增强我
国应对和破解欧盟贸易技术壁垒的能力[5-6]。 

2  RASFF 通报类型 

RASFF 为欧盟各成员国食品安全主管机构及时
提供信息的途径, 并采取相关的措施保证各成员国
的利益不受损害[7]。RASFF要求当某一成员国发现存
在对人体健康有直接或间接严重危害的警情时, 应
立即通过该预警系统通知委员会, 然后委员会根据
相关资料决定风险的等级并负责将信息转发给各成

员国, 各成员国根据发布的信息进行反应, 并及时将
结果反馈给委员会, 委员会再进行进一步的判断确
认, 必要时将此信息传达给其他成员[8]。RASFF通报
一般包括以下 4 种类型, 即预警通报、信息通报、拒
绝入境通报和新闻通报[9-11]。 

2.1  预警通报 

某一欧盟成员国在市场上检查出问题并采取相

应措施后, 向欧盟委员会发出预警通报, 然后由委员
会传达给其他各成员国。在向委员会通报的同时需要

采取的相关措施, 如撤离市场或者产品召回等, 目的
是给其他成员国提供相关信息, 以确定其他成员国
市场是否也有类似的相关的产品, 便于及时采取补

救措施[12-16]。 

2.2  信息通报 

信息通报是确定销售的食品或饲料确实存在

安全风险 , 但因这类食品或饲料并未进入欧盟成
员国市场, 或已被市场下架或风险很小, 因此不需
要立即采取行动。这类通报大多是涉及经检测并没

有真正的进入欧盟市场被拒绝在欧盟口岸之外的

食品和饲料[12-16]。 

2.3  拒绝入境通报 

拒绝入境通报是针对在欧盟边防站检测出的并

被拒绝的存在健康危险的食品及饲料, 将通报下发
给各欧洲经济区边境站, 便于有效控制管理, 确保禁
止入境的产品不会通过其他边境渠道进入欧盟[12-16]。 

2.4  新闻通报 

新闻通报指任何形式的相关的食品或饲料安全

信息, 在未构成预警通报、信息通报或禁止入境通报
的情况下, 被成员国的食品及饲料监控局鉴定为需
要关注的产品信息[12-16]。 

正式由于欧盟的食品和饲料的预警系统涉及多

个国家、不断搜集信息并分析数据, 并将自己发现的
异常问题及时的反馈给各个成员国, 及时更新和发布
相关的信息, 使得各成员国在进入类似的突发事件之
后, 能够根据他们提供的有用信息及时的做出有效的
预防和控制措施, 并能够通过信息的共享保持消费者
的信心, 防止事态的进一步恶化和扩大, 这对我国建
立类似的预警系统提供了一定的参考和借鉴[17-18]。 

3  欧盟 RASFF 通报中国食品及饲料类违

例信息(2002 至 2012 年) 

2002 至 2012 年, 中国出口欧盟食品及饲料类
违例信息通报总量(表 1), 整体呈现逐年增加趋势, 
2012年 是 2002 年通报数量的 3.67 倍。食品类通报
是 3 类通报中数量最多的, 占通报总量的 75.25%, 
食品类信息通报数量的变化趋势与通报总量趋势一

致, 饲料类通报信息一直较少, 而接触材料类违例信
息在 2008 年开始大幅增加 , 2008 年通报数量是
2002 年的 111 倍, 占该年通报总量的 22.2%, 2011 
年占该年通报总量的 37.85%, 2012 年上升到 39.85%, 
由此可见欧盟对食品接触材料的食品卫生安全问题

越来越重视[19-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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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02-2012 年我国出口欧盟食品及饲料类违例信息

统计(批次) 
Table 1  Food and feed violation information statistics of 

China’s exports to the European Union from 
2002 to 2012 (batch) 

年份 总计 食品类 饲料类 接触材料类

2002 149 147 1 1 

2003 134 133 0 1 

2004 158 157 0 1 

2005 255 248 2 5 

2006 264 254 6 4 

2007 356 315 25 16 

2008 500 378 11 111 

2009 345 218 9 118 

2010 450 295 2 153 

2011 568 339 14 215 

2012 547 320 9 218 

总计 3726 2804 79 843 

 
近年来, 我国出口欧盟的食品接触类材料及其

制品总量稳步增加, 但是根据欧盟食品及饲料快速
预警系统(RASFF)发布的食品和饲料类产品通报统
计表明, 越来越多的食品接触类材料及其制品由于
各种原因遭到通报召回或退运[23-24]。其中, 初级芳香
胺迁移、甲醛迁移、重金属迁移以及过高的迁移总量

是通报的主要原因[23-25]。因此, 我们应该根据具体问
题具体分析, 对照自己产品的现状, 及时的更新和跟
踪国际相关产品的标准, 以便使自己生产的产品符
合国际标准, 从而保障国际贸易的顺利进行[26-28]。 

4  欧盟 RASFF 通报我国食品及饲料类违

例信息趋势分析 

4.1  真菌毒素 

4.1.1  欧盟黄曲霉毒素(Aflatoxins, AF)标准最为严格 
欧盟有关 AF的限量标准是世界上最为严格的。

2010 年欧盟修订了食品中 AF 最大限量值, 规定玉
米中 AFB1限量值为 5 μg/kg, 总量(B1 +B2+ G1+ G2)
限量值为 10 μg/kg, 奶制品中 AFM1的限量值为 0.05 
μg/kg。同时, 欧盟也规定直接食用或直接用作食品组
分的花生、坚果及干果中 AFB1限量值为 2 μg/kg, 总
量(B1 +B2+ G1+ G2)限量值为 4 μg/kg。非直接食用的
花生仁中 AFB1限量值为 8 μg/kg, 总量(B1 +B2+ G1+ 

G2)限量值为 15 μg/kg[29]。我国出口产品中, 以花生、
坚果等制品中真菌毒素污染较为严重, 每年此类产
品均有被通报[30-31]。这严重影响了此类产品的出口, 
从而造成了严重的经济损失。 
4.1.2  欧盟真菌毒素违例信息以黄曲霉毒素为主 

出口欧盟的谷物和坚果类食品中真菌毒素污染

严重, 是欧盟通报我国出口食品的主要问题。由表 2
可知, 2002 至 2012 年真菌毒素相关违例信息以黄
曲霉毒素(aflatoxins, AF)为主。2006 年以前全部是
AF违例信息, 其中以 AFB1为主, AF总量(B1 +B2+ 
G1+ G2)也有检出, 主要涉及花生制品。从 2007 年
开始检出赭曲霉毒素(ochratoxin, OTA), 随后几年
内 均 有 通 报 , 2011 年 开 始 通 报 呕 吐 毒 素
(deoxynivalenol, DON), 涉及产品的种类也增加了, 
包括辣椒粉和面粉等。 
4.1.3  真菌毒素被通报的比例居高不下 

由表 2可知, 2002至 2012 年真菌毒素相关违例
信息在食品类违例信息总数中一直占有较高的比例, 
占通报总量的 28.23%。2002 年通报的真菌毒素类信
息数量占食品相关信息通报总数量的 12.9%, 2008年
高达 45%。其中被通报的产品, 花生、坚果及其制品
中 AF 超标问题突出, 2012 年真菌毒素信息共计 61 
批次, 其中 AF 相关信息 60 批次, 主要涉及花生及
其制品(59 批次), 其他产品还有辣椒粉(1 批次)。其
他毒素为赭曲霉毒素(Ochratoxins, OTA), 涉及产品
为辣椒粉(1 批次)。由此可见, 近年来欧盟对我国真
菌毒素相关信息的通报数量一直居高不下, 约占我
国出口食品被通报总量的 28.23%, 由此看出我国出
口农产品中 AF问题一直是欧盟通报的重点。 

4.2  食品接触材料 

欧盟对我国违例信息通报的另一个重点是食品

接触材料。食品接触材料涉及食品包装、餐具、厨具、

食品加工机械、食品用小家电等产品中能与食品接触

的材料, 如塑料、橡胶、金属、纸和纸板、玻璃陶瓷、
竹木和纺织品等, 也包括这些产品和材料的着色剂、
印刷油墨、黏结剂等辅助材料。在与食品接触的过程

中, 某些化学成分可能扩散到食品中而随之被摄入
人体, 从而影响到人体健康[32-38]。食品接触材料的安

全已引起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欧盟是我国食品接触

材料的主要出口地区, 也是目前世界上对食品接触
材料监管最为严格的地区[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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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2002-2012 年我国出口欧盟真菌毒素类违例信息统计(批次) 
Table 2  Mycotoxins violation information statistics of China's exports to the European Union from 2002 to 2012 (batch) 

年份 
食品相关 
信息数量 

食品中真菌 
毒素相关 
信息数量 

真菌毒素占 
食品相关 

信息的比例(%) 

黄曲霉毒素 
相关信息数量

黄曲霉毒素

占真菌毒素

的比例(%) 
备注 

2002 147 19 12.9 19 100.0  

2003 133 43 32.3 43 100.0  

2004 157 61 38.9 61 100.0  

2005 248 80 32.3 80 100.0  

2006 254 71 28.0 71 100.0  

2007 316 60 19.0 59 98.3 OTA：1 

2008 378 170 45.0 169 99.4 OTA：1 

2009 218 59 27.1 58 98.3 OTA：1 

2010 295 81 27.5 80 98.8 
OTA：2, (其中 1例是同时检出 

AFT和 OTA) 

2011 340 67 19.7 63 94.0 
DON：1, OT A：4(其中 1例是同时 

检出 AFT和 OTA) 

2012 323 61 18.9 60 98.4 OTA：1 

总计 2735 772 28.23 763 98.83  

 
4.2.1  欧盟建立了完善的食品接触材料标准体系 

欧盟已经在食品接触材料领域形成了严密的

法规和标准体系。有关食品接触材料的立法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 , 截止目前已建立了较为全
面而严密的法规体系和市场准入制度 , 确保与食
品直接或间接接触的材料和制品足够稳定 , 避免
其成分向食品扩散的数量达到威胁人类健康的程

度, 或导致食品成分不可接受的变化, 或引起食品
感官特性劣变[40]。 
4.2.2  食品接触材料通报数量急剧增加 

由表 1 分析可知, 欧盟 RASFF 对我国出口接触
材料类违例信息从 2008 年开始大幅增加, 2008 至
2012 年 RASFF 对我国食品接触材料通报数量急剧
上升。2011 年所有国家出口欧盟的食品接触材料违
例信息总量为 308 批次, 其中我国的此类信息数量
有 215 批次, 占总量的 69.81%。我国在 2002至 2012 
年出口欧盟食品类产品违例信息总共 3726 批次, 其
中食品接触材料 843 批次, 占总量的 22.62%。近年
来我国食品接触材料出口量不断增长, 但出口因不
符合欧盟相关法规标准而屡遭通报, 禁止入境、退货
或销毁处理, 造成很大损失, 已成为此类产品出口欧
盟贸易中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41]。 

5  对策与建议 

综上分析可以看出, 导致我国食品安全危机事
件频繁发生的原因主要是我国预警机制的缺乏和各

部门不能有效的协调沟通, 使得掌握信息不及时, 进
而导致不能及时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使得我们在面

对食品安全危机时政府各部门无能为力。因此, 构建
合理完善高效的食品安全预警机制和食品安全监管, 
对预防我国食品安全危机事件的发生和发展十分重

要。针对 2002 至 2012 年欧盟对我国食品及饲料类
通报违例信息重点问题的通报, 对食品中真菌毒素
和食品接触类材料具体提出以下建议:  

5.1  尽快与真菌毒素国际标准接轨 

欧盟、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 对于真菌毒素有
相对完善的标准体系。我们针对国内水平低、笼统和

覆盖范围窄的标准应继续不断完善和细化, 根据具
体的国情尽可能学习和借鉴其制订标准的先进技术

和方法, 使得制定的国内标准与国际标准接轨, 从而
在进行国际贸易往来的时候减少不必要的麻烦, 这
对完善我国农产品加工相关真菌毒素标准具有重要

的指导意义[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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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加强食品中真菌毒素的检测力度 

根据对欧盟通报重点问题的分析, 有针对性的
加强对我国食品尤其是谷物和坚果类制品中真菌毒

素的检测, 并且建立高效快速的检测方法。制定严格
的标准规范各企业在加工、贮藏和运输等各环节中的

要求并进行严格的监管, 防止真菌毒素危害食品卫
生安全。 

5.3  加强食品接触材料相关标准的跟踪 

自 2011 年以来, 欧盟多次修改有关食品接触材
料及制品的法规。相比之下, 我国这方面的国家卫生
标准和法规不够完善。因此需要加强对欧盟此类标准

及其变化的跟踪力度, 学习和借鉴国外制修订食品
接触相关材料标准的经验和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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