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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食品安全已成为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面临的一个根本性的公共卫生问题, 食品安全监管是各级政

府的重要责任。“十三五”期间, 针对北京市食品监管现状, 建议北京市政府开展食品安全智慧监管科技保障工

程, 研发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装备、便携技术、在线检测技术。利用信息化技术和数据采集设备, 建设京津冀一

体化、互联互通的信息平台, 实现信息共享, 提高监督抽检的针对性, 实现对问题样品全过程的信息溯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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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safety has become a fundamental problem of public health of every single country and the whole 

world. Food safety regulation is an important responsibility of all levels of government. During the 13th Five-Year 

period, according to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food supervision in Beijing, the municipal government is suggested to carry 

out the food safety and intelligence regulation and technical support project, and develop rapid detection equipment, 

portable technology and on-line detection technology. In the use of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data acquisition 

equipment, the food security information platform which is interconnected and interoperable in the reg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can be established in order to share the information of food safety and improve the pertinence of 

sampling, achieving the information traceability of the failed test sam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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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食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影响国家稳定、社会和谐、经

济繁荣的重大公共安全问题。尤其是北京作为特大型消费

城市, 其食品主要由外埠供应, 未知风险、人为风险、衍生

风险较大, 同时国内外新技术、新工艺、新资源的开发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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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食品安全监管提出了新的挑战。在食品安全依法监管的

同时, 如何利用科技创新, 研发监管所需的食品安全检测

装备, 破解监管技术难题, 提高监管的针对性、有效性、科

学性, 全面提升食品安全监管的能力和水平, 将是本文探

讨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本文从北京市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情

况、食品安全监管情况、食品安全智慧监管科技保障工程

建设等方面进行探讨。 

2  北京市食品安全现状 

食品安全监管是改善食品安全状况和维护良好市

场秩序的重要环节, 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食品安

全工作, 将其作为第一民生, 连续 10年列为为民办的重

要实事之一。“十二五”期间 , 全市食品安全总体水平稳

步提高, 未发生大的食品安全事故。2014 年是北京市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全面履职后的第一年, 全市 65 大类

食品监测抽检合格率达到 97.46%, 其中列入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指标的大米、小麦粉、食用植物油、蔬菜、

猪肉、豆制品 6类重点食品的食品安全抽检合格率达到

了 98.39%[1]。 

近几年的监测数据显示, 不合格食品中排名靠前的

食品类别为蔬菜及其制品、粮食及其制品以及水果及其制

品。在检测项目中的不合格项, 添加剂超标占半数左右, 微

生物超标为 1/5 左右。防腐剂、甜味剂、菌落总数所占不

合格项比重为 80%左右, 需进行重点防预。 

2.1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情况 

全市目前共有食品生产企业 1567 家, 食品经营单位

156750 家, 餐饮服务单位 63326 家。从产业发展看, 2012

年全市实现食品生产经营主营业务收入 4166.8亿元, 较上

年增长 16%; 实现利税 308.2亿元, 较上年增长 24%。“十

二五”期间, 北京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 一

方面通过构建稳定的食品供应基地, 严格首都食品市场准

入, 另一方面通过提升食品生产加工产业水平、提升食品

生产的组织化程度、提升餐饮业的组织化程度和产业水平, 

推动传统餐饮业升级改造, 实现食品产业升级。 

2.2  食品安全监管情况 

2013年, 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正式成立, 其职

责包括了原市政府食品安全监督协调办公室、市药监局、

市质监局的生产环节食品安全监管、市工商局的流通环节

食品安全监管、市卫生局的餐饮服务环节食品安全监管的

职责。按照机构改革方案, 北京市在市、区县和 322 个街

乡均设立食品药品监管机构。此外, 在市、区县食品药品

监管局分别设立食品药品稽查总队和大队, 以强化对食品

药品违法犯罪的打击。 

在监管过程中, 如何利用有限的人力、物力, 第一时

间精准地将不合格食品下架召回, 以及迅速了解不合格食

品的来源、批发、零售等环节的信息, 如何在现场快速对

食品样本进行初筛, 如何将食品信息快速地上传系统, 这

些监管难题使得食品信息“大数据”平台的建设以及快检技

术及设备的更新越来越重要, 智慧监管的必要性及重要性

越来越突显。 

3  食品安全智慧监管科技保障工程 

3.1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设备现状 

我国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设备主要涉及微生物、农药残

留、有毒有害物质检测。根据市场上销售的快速检验产品

划分, 主要分为快速检验卡、快速检验试纸、快速检验试

剂或试剂盒以及快速检验小型仪器和设备[2]。虽然近年来, 

食品快检设备发展迅速, 检测项目逐渐增多, 检测能力越

来越强, 但整个市场还存在一些问题: 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存在“假阳性”、“假阴性”问题; 检测项目不够全面, 在食品

监管一线无法实现检测项目的全覆盖; 我国快检设备评价

体系发展较晚, 与快检产品相对应的评价标准比较匮乏, 

无法保障快检设备检测的可靠性。 

3.2  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装备研发 

开展生物传感器[3]、离子迁移谱[4]等先进检测技术的

研究应用, 研发操作简单、便携性强, 定性准确, 具有半定

量功能的食品安全快速检测装备,优化升级监管部门执法

一线的装备配备。以黄曲霉毒素、贝类毒素以及河豚毒素

等食品毒素为研究对象, 以免疫学检测技术为基础, 研发

并集成各类生物毒素的检测技术, 以实现对生物毒素的快

速、高通量检测。针对餐饮服务行业特点, 研究适合现场

执法以及餐饮企业自检使用的智能化、数字化快速检测技

术。利用等温扩增反应技术[5,6]、寡核苷酸适配体[7]等技术, 

研究致病微生物高灵敏、高通量检测试剂和设备, 实现对

食品中大肠杆菌 O157:H7、金黄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等

主要致病菌同步快速检测和部分高风险微生物重点指标的

即时筛查。 

3.3  食品便携式基因检测技术的研究 

利用环介导等温扩增技术 (loop-mediated isothermal 

amplification, LAMP)[8,9], 开展可同时用于清真食品物种成

分和食品中转基因成分快速检测的便携式检测技术的研究
[10], 通过方法的整合和改进, 提高检测通量和自动化程度, 

满足大量样本检测需求, 为基层一线执法、食品生产经营

企业自检、大型活动保障提供有效的技术保障。 

3.4  探索开展食品安全在线检测装备研发 

加强光谱分析技术在食品安全无损[11]、在线检测方面

的运用；建立基于太赫兹[12]等光谱技术的真菌毒素、食品

添加剂、果蔬表面危害物在线检测方法, 实现食品安全超

快速、非破坏性检测[13]；加强在线固相萃取技术与色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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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谱技术的联用[14], 实现对饮用水等食品的在线快速检测, 

提高重大活动食品安全现场控制水平。 

3.5  推进智能化信息化执法设备研发 

利用“云技术”等先进信息技术研究建立信息共享平

台[15], 并通过数据库与执法终端的实时链接, 实现一线执

法人员随时检索食品安全信息以及信息的实时上传, 为控

制执法现场提供有效的信息技术支撑。 

集成整合快速检测仪、移动执法终端、移动打印设备, 

设计研发一体化的移动执法及检测设备信息互动交换平

台。该平台可支持 3种以上快速检测仪器的检测信息自动

采集, 形成通用的可定制的现场巡查、执法、检测信息的

采集、上传和现场执法文书的打印。 

3.6  构建京津冀检测装备研发与协同应用平台 

以“互联网+”为驱动, 鼓励产业创新、促进跨界融合。

检测装备是保证检测数据准确、可靠的基础保障, 也是政

府实施食品安全监管的有效手段之一, 在充分利用现有检

测装备的同时, 要加强数字化、智能化检测技术和装备研

制, 推广应用于基层监管部门、京内企业、京津冀一体化

食品产业创新转移项目和京外种养殖基地, 并利用网络信

息技术建立覆盖京津冀地区的检测数据云平台, 实现食品

安全检测数据共享和实时传输, 实现食品安全监管关口前

移, 进一步提高食品安全风险发现能力。 

3.7  构建京津冀食品安全智慧监管信息化平台 

由于食品安全生产者、消费者在食品质量问题上存在

着信息不对称, 如果完全按照市场机制运行, 可能导致市

场失灵, 因此, 需要政府采取适当监管措施, 减少信息的

不对称[16]。利用信息化技术, 构建覆盖京津冀地区的食品

安全监管信息云平台。通过收集和共享食品安全信息, 提

高监督抽检的针对性, 避免重复抽检, 同时对问题样品实

现从样品采集、检验、分析、后处理全过程的信息溯源, 增

强监管部门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追溯和控制能力, 提升监管

的针对性、有效性和科学性。 

4  食品安全智慧监管科技保障工程的制度保障 

食品安全智慧监管科技保障工程需要政府和社会各

界的共同努力和相应的制度保障。要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

法律法规建设, 结合北京市食品安全现状与监管情况, 完

善地方法律法规, 有效整合政治、经济和社会资源, 加强各

相关部门之间的协同配合; 完善科技创新机制, 加强科技

规划导向, 强化科技创新对食品安全的支撑作用; 加大资

金投入, 在鼓励企业技术创新保障食品安全的同时, 还应

由政府主导, 增加资金投入, 完善政府主导的食品安全技

术保障体系, 从而有效推进食品安全智慧监管科技保障工

程建设。 

5  结  语 

食品安全已成为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面临的一个

根本性的公共卫生问题, 食品安全监管是各级政府的重要

责任。“十三五”时期, 建议北京市政府加大科技创新力度, 

有针对性地开展监管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与装备研发, 

破解监管技术难题, 并在此基础之上, 利用信息化技术和

数据采集设备, 建立功能完善、标准统一、信息共享、互

联互通的食品安全智慧监管平台, 收集和共享食品安全信

息, 提高监督抽检针对性, 避免重复抽样检验, 同时对问

题样品实现从样品采集、检验、分析、后处理全过程的信

息溯源, 实现食品安全智慧监管, 全面提升北京市食品安

全监管能力和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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