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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先”, 这是自古以来人们
对食品的要求和期望, 也是食品生产者在食品生产
过程中应遵循的原则。《食品安全法》第四章食品生

产经营第二十七条规定“食品生产经营应当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 第二十八条规定“禁止生产经营下列食
品: (一)用非食品原料生产的食品或者添加食品添加
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

食品, 或者用回收食品作为原料生产的食品”。但是, 
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 人们对食品的品质以及
多样性等提出了更高要求, 有些不法企业和商贩在
生产经营过程中为了谋取更大的利益, 便使用不正
当的, 甚至是违法的手段生产“食品”, 即食品掺假。
这不仅危害了广大消费者的利益, 损害了企业利益, 
而且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济秩序, 严重影响了国家
经济建设和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这些食品掺假行为

的最基本的特点是均受经济利益的驱动, 目的是以
更少的成本获得更高的利润。这种经济利益驱动的食

品掺假行为 (Economically motivated adulteration, 
EMA)也逐渐成为食品安全关注的重要方面。 

2008 年发生的三鹿牌婴幼儿奶粉重大食品安全
事件, 对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极大威
胁, 严重损害了我国食品产品的声誉。为严厉打击违
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的违法犯罪行

为, 保护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维护社会
稳定和经济发展, 2008 年原卫生部等 9 部门联合开
展打击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

整治工作。通过此次专项整治及其后续工作, 产出
了我国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

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名单》。该名单共 6 批, 包
含 48种 64个非食用物质和 22条目易滥用的食品添
加剂。其中在 48 种非食用物质中, 只有 27 种具有
推荐的检测方法。 

2013 年 10月 30日, 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以
下简称卫生计生委)正式成立《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
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专家组。专家组分为名单审查专

家组和检验方法专家组, 由常任专家委员和单位委
员(包括食品安全相关部门和行业协会)共同组成专
家委员会。秘书处设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名单审查专家组负责审查“黑名单”中的非食用物质, 
检验方法专家组负责审查非食用物质的检验方法。专

家组确定了“黑名单”的修订原则: (一)不属于传统上
认为是食品原料的、不属于食品安全相关部门公布的

食药两用或作为普通食品管理物质的、未列入我国批

准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和营养强化剂品种名单的物质; 
(二)该物质是否影响人体健康、是否真正存在食品安
全隐患、是否能够对人体造成较大的健康风险; (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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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属于经济利益驱动的非法添加, 即违法使用后
是否获利; (四)违法添加是否引起了社会重大关注。 

检测方法专家组确定了“黑名单”物质检测方法
清理的基本原则: (一)“黑名单”物质的检测方法不列
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 在参考现有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检测方法和国内外最新检测方法文献的基础

上建立相应的检测方法, 并以标准操作规范的形式
发布; (二)“黑名单”物质的检测方法需经实验室内的
方法学验证以及实验室间的协同性验证, 确保方法
的实用性、可靠性和准确性; (三)对于在食品中具有
(天然、环境、包装材料迁移等)本底水平的非食用物
质, 应开展相应的本底调查, 并结合产生非法添加作
用的最低水平进行综合判定。根据上述原则, 卫生计
生委会同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结合质检总局

公益性行业专项项目 “打击侵犯知识产权和制售假
冒伪劣产品专项行动”中的“双打”急需的“食品中违
禁成分检测及判别技术研究”课题, 对“黑名单”中非
食用物质的检测方法进行调研和分析, 提出研制配
套检验方法的技术路线, 并联合浙江省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北京市海淀区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重庆出

入境检验检疫局、深圳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共同开展

“黑名单”物质的配套检验方法研制及验证工作。 其
中, “黑名单”中的吊白块、硼酸及硼砂、硫氰酸钠、
甲醛、β-内酰胺酶、革皮水解物等物质, 虽然建立了
检测方法, 但是不能区分是非法添加还是本底来源
(包括在食品中天然存在、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的轻
微污染及包装材料迁移等情况), 因此, 需要结合违
法添加的最低获利水平综合判定。对于无特征检测指

标的非食用物质, 如毛发水, 工业火碱等工业级及非
食品级物质等, 不推荐检测方法, 对于其违法添加的
判定亦不依赖于实验室检验, 可直接依据违法事实
和监管过程进行认定。 

随着“黑名单”的修订和检测方法的完善, 我国
公安部门和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监管手段将更加完

善, 有利于打击食品掺假行为, 以便最大限度地保障
食品安全, 保护人们健康, 维护社会秩序稳定。 

本期专题选录的文章即是部分非食用物质的检

测方法, 验证及比对研究工作的成果。这些方法经
《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检测方法

专家组审定后, 将以标准操作规范的形式发布, 以供
食品安全相关部门在打击食品中违法添加非食用物

质过程中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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