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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省农村食品安全状况分析及对策探讨 

王兰兰, 黄  茜, 张  涛, 郭鹏程, 徐  成, 万旭刚* 

(湖北省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武汉  430070) 

摘  要: 目的  通过对湖北省农村市场上食品的检测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关注食品安全风险较高的食品种类

和指标, 分析农村食品安全现状, 探讨农村食品安全管理对策。方法  依据随机抽样原则, 对 2014~2015 年湖

北省农村市场抽取的 12类、2500份食品样品采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进行检测和判定, 利用统计软件 SPSS 13.0

对检测结果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结果  不同类别食品中水产品的合格率最高(98.62%), 酒类合格率最低

(73.20%), 两者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检测的品质指标、食品添加剂、重金属、其他污染物和微生

物等指标中, 重金属的合格率最高(99.80%), 食品添加剂的合格率最低(93.75%), 两者间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05)。结论  农村食品安全问题仍然存在, 不同食品种类、不同指标的检测合格率有所不同。酒类的质量

状况较差, 食品中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的现象较为普遍。今后应建立农村市场食品安全的长效监管机制, 提

高农村市场食品安全水平。 

关键词: 湖北省; 农村; 食品安全; 分析; 对策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 discussion of food safety situation in rural areas 
of Hube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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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ubei Provincial Institute for Food Supervision and Test, Wuhan 43007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analyze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food safety in rural areas and explore the management 

countermeasures by focusing on food and indicators with high safety risks which were determined by analyzing the 

detected data of food in rural areas of Hubei province. Methods  A total of 12 kinds of 2500 copies of food 

collected from rural market of Hubei province according to the principle of random sampling from 2014 to 2015 were 

determined by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 and data statistics and analysis were conducted by SPSS 13.0. Results  

The qualified rate of water products was the highest (98.62%) in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food, wines was the lowest 

(73.20%),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existe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The qualified rates of heavy 

metals and food additives were the highest (99.80%) and lowest (93.75%) respectively among the indicators of 

quality indicators, food additives, heavy metals, other pollutants, microorganisms, etc., and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m showed statistical significance (P<0.05). Conclusion  The food safety problem in rural areas is still prevalent 

and the qualified rate varies among the different categories and indicators of food. The quality of the wines and the 

abuse of food additives are serious. A long-term supervision mechanism of food safety should be established in rural 

market for improving the level of foo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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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国家统计局调查显示, 2013年

全国农村人口超过 6.2 亿, 占总人口的 46.27%[1]。农村群

众的饮食用药安全, 对坚持以人为本、统筹城乡发展及建

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重要意义[2]。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

稳步增长, 农村群众的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 日渐繁荣

的农村市场开始出现了“营养不良”现象, 农村食品安全问

题日益明显, 已引起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3]。为了解湖北

省农村的食品安全状况, 本研究对 2014~2015年 12类农村

市场食品的检测情况进行分析, 讨论问题原因, 探讨改善

农村食品安全状况的对策。 

2  材料与方法 

2.1  样品来源   

2014~2015年, 在湖北省农村食品市场抽取的 2500份

样品, 主要包括酒类、蜜饯、食用油、糕点、豆制品、炒

货坚果、肉制品、饮料、蜂蜜、膨化食品、调味品及水产

品, 共 12 类。采样地点为农村食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

超市、商店、食品摊点和中小学周边的食品经营单位。 

2.2  实验方法   

检验项目为品质指标、食品添加剂、重金属、其他污

染物、微生物及禁用兽药 6 大类, 各类食品按照其执行标

准中规定的项目检验, 检验方法均按食品安全标准进行操

作[4]。各类指标的具体检验项目见表 1。 

2.3  评价依据   

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产品执行标准进行判定[5], 凡 

有一项指标不符合标准即判定为不合格样品。 

2.4  统计学处理   

不同食品的各项目检测结果利用统计软件 SPSS 13.0

进行分析, 通过卡方检验对样本率进行比较, P<0.05 为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种类食品的检测结果  

2014~2015年共检测 12类食品 2500份, 其中 2235份

合格, 平均合格率为 89.40%。其中, 水产品的合格率最高, 

为 98.62%; 酒类的合格率最低, 为 73.20%，两者间的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P＜0.05) (表 2)。 

3.2  不同指标的检测结果  

对 2500 份食品样品中的 1254 份进行品质指标检测, 

平均合格率为 96.33%, 其中酒类合格率最高, 为 100%, 肉

制品合格率最低, 为 84.31%; 对 2336份样品进行食品添加

剂检测, 平均合格率为 93.75%, 其中蜂蜜和饮料的合格率

最高, 为 100%, 蜜饯最低, 为 76.67%; 对 1489份样品进行

重金属检测, 平均合格率为 99.80%, 仅肉制品和水产品中

检出不合格样品, 合格率分别为 99.75%和 99.60%; 对 1502

份样品进行其他污染物检测, 平均合格率为 98.00%, 其中

糕点、肉制品和水产品的合格率均为 100%, 食用油合格率

最低, 为 87.88%; 对 1812 份样品进行微生物检测, 平均合

格率为 95.86%, 其中蜂蜜和水产品的合格率最高, 均为

100%, 饮料合格率最低, 为 92.86%。不同指标的检测结果

中, 食品添加剂合格率最低, 为 93.75%, 重金属合格率最高, 

为 99.80%, 两者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表 3)。 

 
 

 
表 1  各类指标的具体检验项目 

Table 1  Inspection items of various indicators 

检测指标 检验项目 

品质指标 蛋白质、水分、二氧化碳气容量、酸价、过氧化值、羰基价、酒精度、干浸出物、总酸、氨基酸态氮 

食品添加剂 山梨酸、苯甲酸、脱氢乙酸、糖精钠、甜蜜素、安赛蜜、铝残留量、合成着色剂、二氧化硫、二氧化钛 

重金属 总砷、铅、镉、铬、甲基汞 

其他污染物 
N-二甲基亚硝胺、苯并[a]芘、亚硝酸盐、游离氯、邻苯二甲酸酯(DBP、DEHP、DINP)、甲醇、氰化物、溶剂

残留量、多氯联苯 

微生物 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霉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 

禁用兽药 孔雀石绿、氯霉素、硝基呋喃代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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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结果分析   

2014~2015年, 农村市场抽检的 12类食品的检测结果

表明, 农村市场食品安全问题普遍存在。从食品种类来看, 

酒类、蜜饯和糕点的合格率均低于平均值。农村市场散装

白酒和廉价白酒偏多, 生产加工者的食品安全意识不强, 

白酒中普遍存在的问题是为调口感而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

剂(甜蜜素、糖精钠); 蜜饯、糕点和豆制品多为“5毛”食品, 

价格便宜, 包装简陋, 多分布在学校周边的小卖店, 其滥

用食品添加剂和生产卫生状况不达标而导致微生物超标的

现象较严重; 我国农村多有腌制腊肉的习惯, 肉制品中品

质指标达不到要求多为腌腊肉制品因存放条件不当而导致

过氧化值超标, 微生物超标则是酱卤肉产品生产或存放过

程中卫生条件达不到要求而导致微生物污染; 食用油中检

出的其他污染物为苯并[a]芘, 多为小油坊在加工食用油过

程中工艺控制不当而导致; 饮料中较为突出的是桶装饮用

水中微生物超标的现象, 多由小水厂生产环境达不到要求

或未按规定对灌装线和水桶进行杀菌导致。 

表 2  12 类食品的检测结果 
Table 2  Detection results of 12 kinds of foods 

食品种类 样品数 合格数 合格率(%) 

调味品 146 140 95.89 

豆制品 136 125 91.91 

蜂蜜 66 63 95.45 

糕点 301 263 87.38 

炒货坚果 276 254 92.03 

酒类 459 336 73.20 

蜜饯 30 23 76.67 

膨化食品 90 86 95.56 

肉及肉制品 396 368 92.93 

水产品 289 285 98.62 

饮料 280 263 93.93 

食用油 33 31 93.94 

合计 2500 2235 89.40 

 

 
表 3  12 类食品不同指标的检测结果 

Table 3  Detection results of different indicators in 12 kinds of foods 

食品种类 

品质指标 食品添加剂 重金属 其他污染物 微生物 

样品数 合格数 
合格率

(%) 
样品数 合格数 

合格率
(%) 

样品数 合格数
合格率

(%) 
样品数合格数

合格率
(%) 

样品数 合格数
合格率

(%) 

调味品 146 142 97.26 146 144 98.63 44 44 100.00 0 0 / 146 144 98.63

豆制品* 0 0 / 134 131 97.76 134 134 100.00 0 0 / 134 127 94.78

蜂蜜** 66 64 96.97 66 66 100.00 66 66 100.00 0 0 / 66 66 100.00

糕点 301 290 96.35 301 286 95.02 0 0 / 301 301 100.00 301 284 94.35

炒货坚果 276 262 94.93 276 274 99.28 0 0 / 0 0 / 276 260 97.83

酒类 68 68 100.00 459 355 77.34 391 391 100.00 459 434 94.55 0 0 / 

蜜饯 0 0 / 30 23 76.67 30 30 100.00 0 0 / 0 0 / 

膨化食品 90 88 97.78 90 86 95.56 90 90 100.00 0 0 / 90 89 98.89

肉制品 51 43 84.31 396 389 98.23 396 395 99.75 396 396 100.00 345 333 96.52

水产品** 45 44 97.78 213 211 99.06 250 249 99.60 258 258 100.00 174 174 100.00

饮料 178 175 98.31 225 225 100.00 55 55 100.00 55 54 98.18 280 260 92.86

食用油 33 32 96.97 0 0 / 33 33 100.00 33 29 87.88 0 0 / 

总计 1254 1208 96.33 2336 2190 93.75 1489 1486 99.80 1502 1472 98.00 1812 1737 95.86

注: *豆制品中检出 1批次黄曲霉毒素 B1超标。**检测禁用兽药的食品种类为蜂蜜和淡水鱼。蜂蜜中检测的禁用兽药为氯霉素, 淡水鱼中

检测的禁用兽药为孔雀石绿、氯霉素和硝基呋喃代谢物, 两类食品中均未检出上述禁用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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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与对策 

农村市场食品安全问题突出, 究其原因, 一方面是食

品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不足。在大部分农

村地区, 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仍然是发展经济、增加农民

收入及解决农民就业的重要手段。但食品加工小作坊的食

品安全问题较为突出, 具体表现在部分小作坊的生产环境

卫生状况差、生产者未按照标准要求使用食品添加剂、产

品包装简陋、防护不当及经营者购进“三无”食品等。这种

复杂的情况决定了我国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的监管工作将

是一项长期、艰巨且复杂的任务[6]。而农村消费者对食品

安全的关注度不高[7], 在购买商品时多考虑价格, 导致农

村过期食品和“三无”产品泛滥, 特别是学校周边小卖店“5

毛”小食品横行。且农村消费者的权益保护意识较弱, 维权

能力不强 [8], 在购买到劣质产品时 , 往往选择不了了之 , 

或者单纯地退换商品。农村市场食品安全问题突出的另一

原因是农村食品市场的监管力度较弱。由于农村分布范围

广, 监管部门财力、人力有限, 易给不规范的小商小贩们可

乘之机。 

要解决农村食品安全问题, 首先应完善相应的法律

制度, 为农村食品安全监管执法提供强有力的保障。随着

《食品安全法》的出台, 相关实施细则和程序性规定也应

加快制定进程, 增强其操作性, 使我国农村食品安全监管

执法有法可依[9]。 

其次, 应提高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责任感和农民的食

品安全意识。通过各种渠道加强宣传, 通过媒体报道、

开展食品安全周活动等方式宣传食品安全法律法规, 增

强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责任感, 提高农民的法律意识和食

品安全意识 , 降低农村居民维权成本 , 自觉抵制假冒伪

劣食品 [10]。建立乡(镇)、村、组三级食品宣传、监管及

检测网络, 保证到乡(镇)、村甚至村以下的各个组都有食

品安全信息联络员。这样不仅能够对不法分子起到震慑

作用 , 还能真正让其发挥作用 , 将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常

识宣传下去, 传递正确的食品安全观和客观的食品安全

信息。 

再次, 政府职能部门应加强宏观管理、完善监管网

络、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加强基层监管与服务机构的能

力水平, 并且加大执法力度。各监管部门要充分利用现

有执法资源 , 面向基层、重心下移 , 进一步强化各级监

管责任和职能部门的监管力量[11]。对基层监管人员定期

进行培训, 不断更新其业务知识来应对瞬息万变的食品

安全市场。 

最后, 应加强农村食品安全的监管和整治力度, 严格

执法, 发现食品安全违法问题及时立案查处, 推进监管和

整治情况的信息公开。农村食品安全并非整治一次就结束

了, 需要加强长效的监管, 将整治成果保持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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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贮藏与保鲜研究与应用进展”专题征稿函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 消费者对食品的质量与安全性的要求也越来越高, 今天的消费者不仅要求食品

新鲜, 而且要求食品保持原有的天然风味和营养结构, 因此如何再延长食品贮藏期的同时, 保持食品原有风味

营养, 已成为人们研究的重点。 

鉴于此, 本刊特别策划了“食品贮藏与保鲜研究与应用进展”专题, 由《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副主编、

渤海大学食品科学研究院果蔬贮藏与加工研究所所长  冯叙桥 教授 担任专题主编, 主要围绕食品贮藏保鲜工

艺研究、食品贮藏保鲜新技术进展(如栅栏技术、生物酶技术、可食性包装膜、超高压等)、食品贮藏保鲜机制

分析等或您认为本领域有意义的问题进行论述, 计划在 2016年 10月份出版。 

本刊编辑部和 冯叙桥 教授 欢迎各位专家为本专题撰写稿件, 以期进一步提升该专题的学术质量和影响

力。综述、实验报告、研究论文均可, 请在 2016年 9月 15日前通过网站或 E-mail投稿。我们将快速处理并优

先发表。 

投稿方式:  

网站: www.chinafoodj.com 

E-mail: jfoodsq@126.com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