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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学性有害因素是近年来引起食品安全问题的

主要因素之一。化学性危害物存在于从农田到餐桌的

整个食品供应链, 包括原料种养殖环节引入的农兽
药、除草剂、生长调节剂及抗生素, 食品加工过程中
新形成的有害物, 如丙烯酰胺、杂环胺、三氯丙醇等, 
以及以铅、砷、汞等有害矿质元素为代表的环境污染

物。近年来, 诸多食品安全事件与化学性危害物有关, 
因此, 食品化学安全逐渐成为各国关注的研究热点。
该领域涉及化学、农学、食品科学、毒理学等学科, 成
为一个充分体现多学科交叉的新兴领域, 包括化学
性危害物的分析检测方法、安全性评价、加工过程中

的形成机理、控制技术、毒性干预等多个研究方向。 
“食品化学安全”专题共 19篇文章, 第十期 10篇, 

本期 9篇。本专题收集了 7篇综述性文章, 其中有 4
篇是检测技术的综述。分子印迹聚合物是一种具有专

一识别作用的聚合物, 具有预定性、识别性和实用性
的特点。其中一篇重点总结了分子印迹聚合物传统合

成方法、原子转移自由基方法和可逆加成-断裂链转
移自由基聚合法以及它在食品安全中的应用; 另一
篇则关注新型的高效分离及分子识别技术磁性分子

印迹聚合物在食品中的农药残留、生物医药残留和兽

药残留等方面的检测应用及其研究进展。一篇综述了

QuEChERS 方法在茶叶农药残留检测中的重要应用, 
详细评述了在取样量选择、样品预处理方法、提取剂

选择及净化过程等方面的研究进展, 提出了该方法
在茶叶农药残留检测中的发展方向。本专题也收录了

一篇介绍食品接触材料中初级芳香胺的检测方法及

相关标准与法规的综述, 分析了各种检测方法的前
处理、仪器条件及优缺点, 并对未来发展趋势进行了
展望。 

在危害物风险评估方面, 一篇综述从危害识别、
危害特征描述、暴露评估方面论述了水产养殖业中广

泛使用的麻醉剂——丁香酚的风险评估研究进展 , 
并提出我国对丁香酚使用方面加强检测标准、政策

法规制定等建议。对于重金属的安全性评估和风险

管理, 重金属的有效性评估方法研究极为必要, 本
专题收集了一篇关于土壤中重金属研究现状的综

述。此外, 还有一篇综述了食品在高温加工过程中
产生的内源污染物丙烯醛的形成途径、对人体的危

害及控制方法。 
相应的, 本专题收录的 12 篇研究论文也包括了

化学危害物的分析方法、控制技术, 仪器分析手段的
应用及化学基础理论的渗透, 体现了学科的交叉融
合, 提升了食品化学安全领域的研究深度。 

在分析方法方面,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已经逐
步成为一种常规手段, 在农兽药残留的检测中得到
广泛应用; 同时, 通过对物质的质谱裂解规律解析也
能为危害物的代谢研究提供一定的参考。提升检测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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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一直是食品安全检测技术的发展方向之一, 除了
开拓快速检测方法, 如酶联免疫吸附(ELISA)方法、
荧光定量 PCR 方法等, 提升样品前处理速度也是研
究者的主要关注点。本专题有 3篇文章探讨了浊点萃
取、在线超滤、分散式固相萃取等样品前处理技术。 

食品中危害物控制技术是食品安全控制中极为

重要的研究领域, 尤其是以热加工食品为代表的由
于组分变化而产生的内源危害物, 如丙烯酰胺、杂环
胺、呋喃等。目前国内外研究者主要从原料选择、配

方控制、技术和工艺改进等角度进行研究, 并形成一
些“工具箱”进行系统控制。同时, 对于外源污染物的
降解技术也日益受到关注, 包括农兽药残留、环境污
染物等。而降解技术的安全性评价也极为必要, 这包
括降解技术中涉及到的各因素是否影响处理后食品

的安全性, 本专题中一项研究是利用从土壤中分离
获得的一株巨大芽孢杆菌进行啶虫脒降解, 对该菌
的安全性评价是极为必要的基础性工作。而降解技术

引起的化学性危害物的代谢及其产物的安全性是容

易被忽视的话题, 应加以重视。 
本专题的 19 篇综述及研究性文章, 选材广泛,

内容覆盖了食品供应链的各个环节, 充分反映了食
品安全化学因素的复杂性和广泛性。本专题的文章具

有较高的学术水平,能反映出当前我国食品化学安全
领域的研究热点, 也充分体现了与化学、农学等相关
学科的渗透和融合。本专题收集的论文中, 有关分析
检测技术的较多, 对加工过程中有害物形成机理、控
制技术的研究论文较少, 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研究
方向之间的不平衡性。此外, 就整个食物供应链来看, 
由化学性危害物引入的安全风险不可能完全排除 , 
这些有害物进入人体后会参与到代谢过程中并造成

对人体健康的危害。因此, 如何对有害物的毒性进行
干预的问题也应受到应有的重视。 

通过本专题的出版希望能进一步促进食品化

学安全领域研究者之间的交流 , 提高本领域的研
究水平和科技支撑能力, 推动我国食品安全水平的
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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