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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监测体系研究 

杨  旭, 刘红玉* 

(北京市平谷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北京  101200) 

摘  要: 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 食品安全逐步走入人们的视野, 并引起广泛关注。生产与流通环节中的食品安

全问题日益彰显, 食品添加剂滥用、农药兽药残留超标、转基因食品、粗放的加工工艺、食源性致病微生物、

及有毒有害物质等问题影响着食品品质与安全, 监管难度随之上升, 食品生产企业与个体也面临利益与食品

安全的双重考量。本文提出将大数据和云计算技术应用到食品安全监管中, 全面推进食品安全监管, 建立装备

优良、技术过硬的现代化实验室, 组建高标准食品安全监测体系, 对确保食品安全具有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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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food safety monitoring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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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safety issues in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are increasingly evident. Food additive abuse, 

pesticide and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exceeding standards, genetically modified foods, extensive processing 

techniques, foodborne pathogenic microorganisms, toxic and hazardous substances affect food quality and safety. The 

difficulty of supervision has risen, food manufacturers and individuals are also faced the dual consideration of 

interests and food safety. The paper proposes to apply big data and cloud computing technology to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comprehensively promoted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established modern laboratory with excellent 

equipment and excellent technology, and established a high-standard food safety monitoring system to play a positive 

role in ensuring foo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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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伴随经济的快速发展, 食品安全问题已经引起人民

的广泛关注, 《食品安全法》应运而生, 并在不断修改完

善, 政府监管部门携手第三方检测机构不断探索食品安全

监测新途径。但是, 分散、粗放的监管模式常显疲态, 监管

效果依然不甚理想, 没有形成科学的完整的监管体系[1]。为

此, 本文借鉴国内外食品安全监管经验, 结合基层食品安

全现状, 科学决策, 智慧化监管, 提出通过建立现代化实

验室, 食品安全大数据平台、云计算中心, 形成高标准食

品安全监测体系, 保障食品安全, 为相关部门的日常监管

工作提供参考。 

2  建立云计算中心, 大数据交互平台 

创新食品安全治理手段, 对监测数据综合分析利用, 

建立云计算中心, 大数据交互平台[2]。该平台应用数据获

取、加工/处理、存储、检索、交换技术, 对食品生产各环

节收集安全隐患的信息统一分析, 发出食品风险分级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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排查风险源, 实现食品安全信息化监管, 有效防控风险。

该大数据平台涵盖阳光餐饮、风险预警、信息服务、群众

监督、应急预案处置、电子溯源系统等模块。 

2.1  数字化智能监管与决策系统 

建立食品安全智慧监管与决策系统。整合相关检验机

构以及食品生产企业、食品监测点的食品监测数据, 对数

据进行二次开发与利用, 分析食品安全存在的问题及特征, 

明确食品安全监管的薄弱点与风险点, 评估风险大小, 形

成风险评估模型, 实现精准监管[3,4]。实时监控食品监测动

态数据,统计与综合分析数据, 捕捉监管中的风险点, 生成

监管重点, 形成决策建议, 在监管中有的放矢, 提高监管

效率。 

2.2  建立食品安全风险预警平台 

借鉴成功的风险预警平台经验, 建立食品风险预警

平台, 对食品检测数据进行多维分析、划分风险指标等级

与权重, 挖掘关联规则, 进行多因素、多元回归等统计学

分析处理, 确定影响因子权重, 形成食品安全预警信息。 

该预警平台通过构建原始检测数据库, 实现对监测

数据收集汇集、并实时监控、数据信息快速分析、信息共

享, 组建食品安全监测多源大数据预控系统, 为政府监管

提供预警[5]。从食品的生产、流通、餐饮等环节入手, 分

析不同环节食品安全风险点, 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食品安

全, 全链条、全环节控制, 确定食品安全在个人卫生、环

境卫生、化学污染、微生物安全、非法添加、假冒伪劣等

方面的影响权重[6]。该平台协助查找影响食品安全的关键

因素, 通过统计学数据分析, 提供不同区域、不同季节、

不同天候条件下的食品安全存在的潜在风险, 在监管工作

中有的放矢。例如, 通过平台大数据分析, 在人员密集的

城区, 夏季发生食源性疾病的几率与偏远乡村存在较大的

差异, 乡村集贸市场的现场制售食品的风险大于城区, 能

够进行量化分析, 提高平台预警的可靠性[7]。 

2.3  阳光餐饮数据平台 

建设阳光餐饮工程, 将餐饮监控影像纳入大数据平

台, 实时监控, 食品制作全过程公开透明, 监管不留死角。

公众可以通过手机 APP 终端登录阳光餐饮服务平台, 对餐

饮主体进行实时查询 , 浏览 , 引导消费 , 选择消费意向 , 

并对餐饮服务情况进行监督, 实现政府监管与群众监督的

有效结合。 

2.4  建立食品生产与经营企业征信系统 

建立食品基础信用数据库, 按照区域、行业、风险大

小分门别类归纳企业, 在正确评价生产企业的前提下, 严

控输入型风险, 对供应生产企业实行黑名单淘汰制, 有潜

在风险供应商, 及时移除[8]。形成高压态势, 使生产经营单

位不得制售假冒伪劣食品, 否则将失去在本辖区经营的资

格, 形成生产企业的自律机制, 降低监管强度。 

2.5  建立食品信息电子溯源系统 

建立食品信息电子溯源系统, 实现从生产、流通到消

费的全过程电子信息追踪, 实现来源可查、去向可追, 属

于食品监管的区块链技术[9]。食品生产经营者在系统中录

入食品生产经营者、食品备案和经营许可证等经营主体基

础档案; 录入生产、经营记录(进、销、存)、检验等信息过

程档案; 公众通过追溯系统对食品信息(含有食品生产和

检验信息、食品生产企业信息)实时在线查询, 确定所购买

食品的合法性与安全性, 监管部门可以快速调阅电子进、

销、存台帐, 快速定位与处理, 实施针对性惩罚, 妥善处理

问题食品[1013]。这种食品信息电子溯源系统, 调动了经营

主体质量安全的主观能动性, 有效降低了食品安全风险, 

提高食品质量。 

3  全面推进食品安全监管 

在食品监管过程中, 食品安全是主要问题, 食品监管

从源头抓起, 严格控制进入餐饮与流通环节的食材。乡村

常常将野生植物的花、茎、叶等作为原生态的天然食材, 引

起中毒或潜在毒害作用[14]。为此, 加强乡村集贸市场与郊

区的民俗餐饮服务业食品来源监管, 严格控制野生食材的

使用, 减少中毒事件。同时, 加强农药残留的检测力度, 特

别是加大韭菜与豇豆的抽检频次, 降低农药中毒事件发生

率; 加强养殖饲料的抽查检测力度, 有效控制磺胺类、喹

诺酮类、硝基呋喃类、抗生素及激素类等兽药的非法添加, 

加强养殖企业、流通环节动物源食品的兽药残留检测; 目

前, 来源于天然植物提取、化学制备与发酵 3 种途径 22 类

163 种[15]的食品添加剂, 因其对于改善食品质量与品质具

有重要作用, 常在生产、流通等环节使用, 少数经营主体

存在未按照规范或超范围使用的情况[16]。因此, 加强食品

添加剂使用监管, 指导经营主体规范合理使用食品添加剂, 

减少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危害。在监管过程中, 加强地

方风味产品粉条等生产的监管, 确保食品安全。另外, 根

据《食品安全法》的要求, 建立食品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系

统、推进农业节约化生产、全民参与阳光监管等系列举措, 

全面推进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3.1  全民参与, 阳光监管 

创建全民参与食品安全的监督新模式, 拓展食品安

全监管新渠道, 运用网络、多媒体等渠道, 实现民众参与

食品安全管理与监管的交互式信息传输。构建全方位、无

死角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17]。形成以政府监管为核心, 以

分散性食品安全监测点为基础的监管体系, 实现政府主导, 

公众自主参与, 点、线、面相结合; 建立开放式的体系, 实

现监管主体开放、监管成员开放, 人人参与监管, 食品安

全, 人人有责。公开透明, 阳光监管, 节约政府资源, 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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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管成本, 提高了政府公信力[18]。 

3.2  推动产业集约化、规模化和标准化 

农业生产规模小、分散种植、销售渠道零散是制约现

代农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也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障碍, 

集约化生产经营是我国实现现代农业的必经之路[19]。 集

约化生产可以大幅提高生产效率, 节约耕地, 规范化、标

准化作业, 增加农民收入, 提高生产要素质量, 综合产前、

产中与产后管理, 形成体系, 降低农产品的安全风险[20]。 

着力打造现代食品工业基地, 建设示范农业区, 带动食品

产业转型升级, 食品产业集约化、规模化和标准化。严格

控制生产资料与投入品质量, 严控产品质量, 创立品牌农

业, 加强监管与检测力度, 提高风险防控能力, 实现基础

检测数据在线传送, 严格控制食品质量, 注重优化膳食营

养, 提高农产品附加值, 服务于区域经济建设。为此, 加强

监督检查力度, 切实保障从田间地头到餐桌的食品安全, 

提高农民素质与大量资金与技术的高投入是建立集约化农

业的主要因素[21]。 

3.3  建立食品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系统 

建立食品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系统, 组建应急处理中

心, 做好组织保障工作。在现代化实验室成立由专业急救

人员组成紧急救援队伍, 配备应急救援包, 装配多台食品

安全应急执法车, 配备充足的快速检测试剂与仪器, 流动

执勤, 随时待命备勤。 

一旦发生突发事故, 立即启动预案, 有条不紊, 及时

妥善处理食品突发事件。制定并完善食品突发事件应急处

理预案, 做好事故预演, 防患于未然, 快速响应食品突发

事件, 降低风险, 减少损失与影响, 提高监管效能。在各监

管所、监测站点、生产企业等任意环节发现突发事件, 第

一时间上报食品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系统, 大数据平台对信

息进行分析, 形成决策, 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 并按流程

与权限, 将该预警信息及时推送给相应的移动执法终端, 

各终端收到预警信息后, 迅速启动应急预案, 根据应急预

案, 按程序, 按步骤, 区域协调, 部门联动, 妥善处置突发

事件。 

3.4  加强食品营养安全管理 

如今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已不再局限于食品质量

安全, 更加注重食品营养。我国食品安全理念呈现逐步提

升 , 由食品数量安全(1978~1992)、食品数量和卫生安全

(1993~2002 年)、食品质量安全(2003~2012 年)到食品质量

和营养安全(2013 年之后)[22]。因此食品监管的重心也相应

的从食品数量安全、质量安全转向食品质量安全与营养安

全并重, 并且增加了转基因食品检测, 开展了对牛羊肉的

基因检测, 做好地方风味食品的营养分析等项目检测[23]。

目前一半份额的大豆及其油脂基本上是转基因产品, 其对

人们身体健康与生态安全的问题备受关注, 转基因食品成

为当下敏感的热点问题[24], 为此,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应

加强转基因食品的监督管理, 加强转基因食品检测力度, 

注重转基因食品食用安全性评估: 积极开展转基因食品关

键成分分析; 进行毒理学研究评估; 进行营养学评估; 开

展致敏性评估等工作[25]。 

4  建设现代化实验室, 提高检测能力 

4.1  高标准, 严要求, 建成现代化实验室 

统一整合相关食品检测实验室资源, 查漏补缺, 优势

互补, 建成现代化检测实验室, 统一管理, 节约实验室的

建设费用、运行费用、管理费用, 优化资源配置, 采用高

精尖检测技术。 

4.2  汇集检验精英, 组成专家团队 

集合食品检验的高水平技术人员, 提高检测能力。开

展常规理化分析, 食源性致病菌等微生物分析, 重金属等

仪器分析。建立检测人才培养基地, 检测人才是发挥食品

安全检测的基础, 重视检测人员的养成教育, 通过外送规

培、研讨会等方式, 加强专业技术培训, 继续教育, 提升检

测水平。积极与重点高校、科研院所与生产企业联合, 建

立检测人才培训基地, 定期组织培训, 技术研讨, 提高检

测水平。 

4.3  实验室科技先导, 装备优良 

配置先进的大型检测仪器, 广泛采用液相-质谱联用

仪、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仪、气相-质谱联用仪、高效液

相色谱仪、气相色谱仪等先进仪器设备。依托科技创新, 广

泛采用新技术, 自动上传检验数据, 减少数据二次录入造成

的差错; 提升检测能力与实力, 提高检测精度与准确度[26,27]。 

4.4  建立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 

建立现代化综合实验室信息管理系统, 检验数据与

原始检验记录全部录入系统, 由计算机服务器统一管理实

验数据, 提高检测人员的工作效率, 降低原始记录误差率, 

实现数字化管理, 便于查询与追溯, 保障了数据的完整性

与可靠性, 特别是提高了数据的安全性, 符合实验室资质

认证与认定要求。 

5  小  结 

建立大数据交互平台与现代化实验室, 全面推进食

品安全监管, 形成高标准的食品安全监测体系, 具有示范带

头作用, 科技创新, 实现智慧监管, 体系化监管, 促进食品

监管再上新水平, 在食品监管系统具有推广应用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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