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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欧盟食品饲料快速预警系统通报中国输欧
食品情况与风险分析 

贝  君, 孔祥贞, 杨  洋, 孙  利* 

(中国检验检疫科学研究院, 北京  100176) 

摘  要: 欧盟食品饲料快速预警系统(rapid alert system for food and feed, RASFF)是欧盟成员国及欧盟委员会

之间及时交流食品和饲料风险信息的重要平台, 使得各成员国能够迅速有效地采取防控措施, 有效保证欧盟

各成员国的食品安全。本文统计了 2019 年欧盟 RASFF 通报中国输欧食品种类、风险类别, 并对膳食补充剂、

坚果炒货、水产及制品等重点产品进行风险分析, 以期减少或避免类似情况发生, 为我国出口食品企业和监管

部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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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rapid alert system for food and feed (RASFF) is an important platform for the timely exchange of 

food and feed risk information between EU member states and the European Commission, which enables member 

states to take preventive and control measures quickly and effectively to ensure the food safety of EU Member States. 

In this paper, the types and risk categories of food exported from China to Europe in 2019 were analyzed, and the risk 

analysis of key products, such as dietary supplements, fried nuts, aquatic products and products, was carried out in 

order to reduce or avoid similar situations, and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China's food export enterprises and regulatory 

authorit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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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欧盟是全球最大的区域经济集团 , 也是我国主要

的贸易伙伴。我国与欧盟各个成员国之间一直都保持

着融洽、合作共赢的关系。作为欧盟在食品安全管理

方面的重要尝试 , 构建的欧盟食品饲料快速预警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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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apid alert system for food and feed, RASFF)可以快速

处理食品安全事件 , RASFF 通过对大量预警信息汇总、

分析 , 开展风险排序 , 及时筛查和通报食品安全风险 , 

从而为欧盟委员会以及各成员国采取快速有效的监管

措施提供数据和信息支撑。鉴于我国输欧食品一直以

来面临较高门槛 , 本文统计了 2019 年欧盟 RASFF 通报

中国输欧食品种类、风险类别 , 并对重点产品进行风险

分析 , 从而为监管部门和生产企业积极地预防和应对

提出参考建议。  

2  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系统(RASFF)介绍 

欧盟早在 1979 年就已开始使用预警系统进行食品安

全管理。为了降低食品安全事件的发生, 2000 年的《食品

安全白皮书》明确提出建立新的预警体系, 2002 年的欧共

体条例第 178/2002 号[1]调整并正式确立了欧盟食品与饲料

快速预警系统(RASFF)。RASFF 通报频率为每周 1 次, 每

年会发布年度报告, 其成员国都设有 24 h 不间断运作的专

职机构来保证通报信息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发送、接收和

回应[2]。我们国家也是非常关注 RASFF 通报, 欧盟也为我

国食品安全主管部门提供了系统密钥, 查看我国输欧食品

被通报的详细信息。 

RASFF 根据风险的严重性以及危害在各成员国之

间的扩散程度 , 将预警信息分成 4 类 : 边境拒绝通报

(border rejection notifications) 、 预 警 通 报 (alert 

notifications)、信息通报(information notifications)和新闻

(news)[3]。边境拒绝通报是指在口岸查验时, 发现产品存

在健康风险而被拒绝入境, 此类通报旨在加强控制并保

证被拒产品不会通过其他口岸进入 RASFF 成员国; 预

警通报是指 RASFF 成员国在市场上检查出问题产品并

确认有严重风险 , 已经采取相关措施后 , 向其他成员国

发出预警 , 要求采取快速的应对措施; 信息通报是指产

品存在健康风险但是尚未进入 RASFF 成员国市场或已

经不再出现 , 不要求采取快速的应对措施; 新闻是指各

成员国监管机构有可能感兴趣的一些信息, 但是不作为

正式通报, 会以新闻的方式传递给各成员国[4]。 

RASFF 通报信息具体流程如下图 1:  

3  情况分析 

3.1  通报整体情况 

2019年, 中国输欧食品被欧盟RASFF通报 259次, 较

2018 年增长 24.0%。其中, 拒绝入境通报 135 次, 预警通

报 38 次, 信息通报 86 次, 见图 2。 
 
 
 
 

 
 
 

 
 
 
 
 
 

 
图 1  RASFF 通报信息流程图 

Fig.1  Flow chart of RASFF notific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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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通报国家情况 

2019 年共有 27 个国家通过 RASFF 系统发布中国输

欧食品类通报。其中, 通报次数排在前 10 位的国家分别是: 

英国、西班牙、波兰、荷兰、法国、意大利、葡萄牙、德

国、匈牙利和希腊, 占通报总数的 83.4%, 见图 3。 

3.3  通报产品种类情况 

2019 年 RASFF 通报中国输欧食品涉及 23 大类, 排在

前10位的分别是: 膳食、食品补充剂和食品强化剂51次, 占

整个通报批次的 19.7%; 炒货及坚果制品类 41次, 占整个通

报批次的 15.8%; 水产及其制品 38 次, 占整个通报批次的

19.7%; 水果和蔬菜类 27 次, 占整个通报批次的 10.4%; 茶

叶及相关制品 19 次, 占整个通报批次的 7.3%; 粮食及其制

品 17 次, 占整个通报批次的 6.6%; 香辛料 14 次, 占整个通

报批次的5.4%; 肉及肉制品12次, 占整个通报批次的4.6%; 

糖果和巧克力制品 9次, 占整个通报批次的 3.5%; 豆及豆制

品 5 次, 占整个通报批次的 1.9%。见图 4。 

3.4  通报风险种类情况 

2019 年 RASFF 通报涉及 21 类食品风险, 排在前

10 位的分别是: 成分不合格(主要是 2,4-二硝基苯酚、

碘、西地那非和他达拉菲等)51 次、农兽残(主要是唑虫

酰胺、啶虫脒、磺胺嘧啶、硝基呋喃代谢物、苦参碱、

克百威、氯霉素、尼古丁等)41 次、生物毒素污染(主要

是黄曲霉毒素和赭曲霉毒素 A)40 次、污染物(多环芳烃、

重金属等)17 次、微生物污染(沙门氏菌、蜡样芽胞杆菌、

副溶血性弧菌、枯草芽孢杆菌、诺如病毒等)17 次、转

基因 14 次、证书不合格 12 次、食品添加剂(主要是卡拉

胶、甜蜜素、亚硫酸盐和色素添加剂等)11 次、品质不

合格(主要是感官和异物等)8 次、新食品成分(菊花、魔

芋等)7 次, 见图 5。 

 
 
 

 
 
 
 

图 2  2015~2019 年欧盟 RASFF 通报中国输欧食品整体情况 

Fig.2  Trends of RASFF notifications in 2015-2019 
 
 

 
 
 

图 3  2019 年欧盟 RASFF 通报中国输欧食品国家情况 

Fig.3  Release countries of RASFF notifications in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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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9 年欧盟 RASFF 通报中国输欧食品种类情况 

Fig.4  Food categories of RASFF notifications in 2019 

 
 
 

 

4  RASFF 通报重点产品风险分析 

4.1  膳食、食品补充剂和食品强化剂 

2019 年欧盟 RASFF 通报中国输欧膳食、食品补充剂

和食品强化剂的主要问题是成分不合格(2, 4-二硝基苯酚、

西地那非、他达拉非)51 次, 其中 2, 4-二硝基苯酚通报高达

32 次, 占比 63%。 

2,4-二硝基苯酚(2,4-Dinitrophenol, DNP)一般是用于制

作木材防腐剂、化肥染料等的化工原料。由于其同时是一种

典型的线粒体氧化磷酸化解偶联剂[5,6], 具有提高新陈代谢

的作用, 曾做“节食辅助剂”广泛用于减肥药[7]。长期服用会

产生一系列副作用, 急性中毒会产生恶心、呕吐、出汗、头

晕、体温上升等现象; 慢性中毒也会导致白内障、皮肤损伤、

骨髓中枢神经系统和心血管系统的不同程度受损。从 1938

年开始, 美国禁止 DNP 作为减肥辅助药物。世界各国普遍

禁止将 DNP 作为人类服用药物。但是由于 DNP 依然是具有

多种工业用途的化学产品, 所以目前还是能够在政府监管

下合法生产和售卖, 但是禁止被人类服用。然而近几年, 随

着电子商务的急速发展, 许多商家通过法律漏洞以在线销

售形式悄悄将 DNP 作为减肥产品进行售卖。 

2018 年之前, 欧盟召回我国膳食、食品补充剂和食品

强化剂类食品的原因主要为含有西地那非、多环芳烃、亚

硫酸盐等未经授权的物质或其他未申报的物质。2018 年

RASFF 多次通报我输欧膳食、食品补充剂和食品强化剂含

有 DNP, 2019 年 RASFF 通报明显增多。另外, 几乎所有的

DNP 均是以产品在线交易的形式进行销售。可以预见, 今

后欧盟极有可能加强对在线交易的产品及食品补充剂

DNP 含量的监管。 

4.2  炒货及坚果制品 

2019 年欧盟 RASFF 通报中国输欧炒货及坚果制品的

主要问题是花生中黄曲霉毒素超标, 多达 31 批次, 占比高

达 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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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2019 年欧盟 RASFF 通报中国输欧食品风险种类情况 

Fig.5  Risk Factors of RASFF Notifications in 2019 
 
 

黄曲霉毒素是黄曲霉和寄生曲霉等某些菌株产生

的双呋喃环类毒素, 主要存在于霉变的花生、谷物、果

仁和大米中。黄曲霉毒素毒性极强, 被世界卫生组织的

癌症研究机构划为 1 类致癌物。黄曲霉毒素衍生物有约

20 种, 分别命名为 B1、B2、G1、G2、M1、M2、GM、

P1、Q1、毒醇等。其中以 B1 在食品污染重最为普遍, 毒

性最大, 致癌性最强[8,9]。欧盟规定, 花生及其制品中黄

曲霉毒素 B1 限量为 2.0 μg/kg, 总量最大限量为 4 μg/kg。

而我国相关标准包括熟制坚果及籽类中 B1 限量为     

5 μg/kg, 无总量限制的要求。考虑到真菌毒素的协同作

用, 已有学者呼吁完善我国食品中黄曲霉毒素的限量标

准, 与国际接轨。 

分析黄曲霉毒素产生的原因主要有几个方面: (1)由于

黄曲霉毒素可以在坚果采收、贮藏、运输、干制等不同环

节侵染, 其产生和分布具有不均匀性和偶然性, 使得企业

取样品代表性不强, 导致出口前自检时没有检出; (2)企业

员工挑选不完善粒的培训力度不够, 霉粒、芽粒等不完善

粒挑选不彻底, 导致其混入成品当中; (3)货物从装箱到达

目的港期间经过较长时间海上运输。由于运输条件较差, 

湿气、雾气较重, 导致水蒸气进入集装箱后, 在集装箱内

壁上冷凝形成水滴, 滴落到货物上, 导致部分货物受潮、

发霉[1012]。 

企业在查明原因后, 还应采取积极有效的防控措施。

(1)企业生产时要严格挑选原料, 尽量选用抗黄曲霉的花生

品种; (2)开展相关检测, 并根据黄曲霉毒素污染规律设计

合理的检测抽样方案; (3)加强对员工培训和管理, 除净霉

粒; (4)有效控制运输过程中的水分、温度、湿度、氧气浓

度等参数, 采用合理的包装材料, 大幅度抑制黄曲霉毒素

的产生。(5)适当采用物理吸附、辐照、臭氧降解等方式去

除黄曲霉毒素, 保证产品安全性。 

4.3  水产及其制品 

2019 年欧盟 RASFF 通报中国输欧水产及其制品共 38

批。通报主要问题是碘含量超标和温度控制不当, 占比接

近五成。碘含量超标成为我国输欧海藻食品遭通报的唯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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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凶”, 相关企业需引起重视。 

碘是人体的必需微量元素之一 , 在体内主要参与

甲状腺的合成。研究显示, 碘缺乏会导致甲状腺肿大、

严重缺乏时会引起甲状腺功能不足, 造成孕妇流产或死

亡、小孩会出现身材矮小、智力低下等症状; 碘摄入过

量也会导致甲状腺功能亢进。不同地区人群对碘的耐受

量也不同 , 碘供应缺乏的国家和地区 , 碘摄入的突然增

加会对健康造成威胁, 对具有甲状腺自身免疫性遗传背

景和潜在自身免疫性甲状腺炎的敏感人群, 碘过量的影

响更加显著[13,14]。 

目前, 我国营养学会 2001 年制定的《中国居民膳食

营养元素参考摄入量》中 , 儿童碘摄入量的安全上限

(Upper Limit, UL)为 800 μg/d, 成人 UL 与世界卫生组织

标准一致, 为 1000 μg/d[15,16]。但是欧盟食品科学委员会

风 险 评 估 结 论 称 , 成 年 人 碘 最 高 适 宜 摄 入 量 为       

600 μg/d[17]。虽然欧盟官方没有针对海藻食品制订碘含量

标准, 但是由于不能排除摄入食用富含碘的海藻类食品

可能带来的健康风险, 而有必要在食品标签中进行消费

警示。而且欧盟可以依据《食品安全和消费者保护法》

判定产品有害身体健康, 禁止在市场流通。可见, 欧盟对

居民碘摄入量标准更加严格, 对海藻类食品中碘含量的

管控标准也更加苛刻和复杂。 

为确保出口海藻制品符合欧盟要求, 出口海藻生产

企业可以采取以下措施: (1)在加工过程中通过浸洗等方法

尽量降低碘含量; (2)在标签上标明碘的准确含量及碘摄入

过多可能损害健康的提示信息; (3)在出口前对产品碘含量

进行检测, 避免因小失大。 

5  结  语 

欧盟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 随着中欧进出口贸易

的不断扩大, RASFF 系统中涉及中国的通报数量一直居高

不下。2020 年由于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 各

国贸易均受到不同程度影响, 今年以来, 欧洲各国对待进

口食品的要求更加严格。面临新的形势和挑战, 我们更应

该持客观、积极的态度看待对华通报, 严格做好进出口食

品质量安全把控, 尽快恢复输欧食品供应和订单生产, 确

保输欧食品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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