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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食品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大事。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食用农产品抽检相关信息, 农药残

留及兽药残留不符合标准为食用农产品的主要不合格因素。但由于食用农产品的销售和消费周期短, 检出不

合格后进行下架、封存、召回以及原因排查等风险控制措施的时效性不强, 溯源较为困难。本文从市场监管

角度, 分析食用农产品风险因素和风险控制的时效性, 探讨食用农产品风险控制措施和溯源体系建设, 促进

食用农产品抽检结果的时效性和成果转化率来提升监管效能, 推动食品安全社会共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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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n risk control and traceability system construction of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ket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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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safety is an important matter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people's livelihood. According 

to the relevant information on sampling inspection of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sued by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Market Regulation, the main unqualified factors of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are pesticide residues and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that do not meet the standards. However, due to the short sales and consumption cycle of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 timeliness of risk control measures such as off shelf, storage, recall and cause 

investigation is poor, so it is difficult to trace the sour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ket supervision,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isk factors of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the timeliness of risk control, discussed the construction 

of risk control measures and traceability system of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promoted the timeliness and 

achievement conversion rate of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sampling results, so as to improve the supervision 

efficiency and promote the social co governance of foo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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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食用农产品是指来源于农业活动的初级产品, 即在

农业活动中获得的、供人食用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

其产品。大众日常消费量较大的农产品主要包括畜禽肉

及其副产品、水产品、蔬菜、水果、鲜蛋等。2013 年 12

月 ,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上强调: 食品安

全源头在农产品, 基础在农业, 必须正本清源, 首先把农

产品质量抓好。用四个最严要求确保广大人民群众“舌尖

上的安全”[1]。 

为保障食品安全, 到 2020 年, 实现各地区各有关部

门分别组织实施的食品检验量平均达到每年 4 份/千人。其

中, 各省(区、市)组织的主要针对农药兽药残留的食品检验

量不低于每年 2 份/千人[2]。近几年, 全国范围内对食用农

产品开展了多部门、多层级、全链条食品安全抽检监测。

根据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的 2019 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

情况分析的通告 [3‒5], 2019 年全国市场监管系统共完成

2032049 批次食用农产品的监督抽检 , 其中不合格样品

38638 批次 , 合格率为 98.1%, 高出所有食品总合格率

(97.7%) 0.4 个百分点。由于食用农产品的特殊性, 销售和

消费周期短, 源头主要为种养殖环节, 而且市场销售主体

多种多样, 进货渠道不尽相同, 导致食用农产品检出问题

后进行产品风险控制和溯源存在一定难度, 这也是基层监

管和执法面临的实际问题。如何提高食用农产品抽检结果

的时效性和成果转化率, 有效进行产品风险控制和问题溯

源, 是目前面临和急需解决的问题。本文对食用农产品风

险因素、风险控制和溯源的难点进行了分析, 在此基础上

探讨如何有效进行产品风险控制和溯源体系建设, 为实现

跨部门抽检数据互通共享、提高我国食用农产品安全监管

效率提出相关建议。 

1  食用农产品风险因素和风险控制、溯源存在

的困难 

1.1  食用农产品的污染物和污染途径 

食用农产品涉及的污染物主要包括农药残留、兽药残

留、重金属、自然污染物和化学非法添加物[6]。农兽药残

留超标为食用农产品不合格的主要原因, 约占不合格样品

的 95%。检出的禁用兽药主要有氟苯尼考、恩诺沙星、氯

霉素、氧氟沙星、呋喃西林代谢物等, 检出的禁用农药主

要有毒死蜱、克百威、氧乐果、甲拌磷、氟虫腈和水胺硫

磷等[7]。加强市场销售食用农产品的农兽药残留监管, 是

市场监管部门的工作重点。 

农药残留的污染途径[8]一是农药对作物的直接污染, 

种植者不严格按规定使用农药、用药次数多、用药剂量大、

间隔用药时间短, 产品残留量就会增大, 从而导致超标。

二是农作物施药过程中造成环境污染, 作物从根部吸收或

叶片代谢吸收残留的药剂都会导致农药残留量增大。影响

农产品中农药残留的因素不仅包括人为种植技术的不足, 

还包括产地环境净化、植保、土肥等技术的滞后。随着生

态污染的加重, 我国农产品安全生产水平还有待提高[9]。 

兽药残留的污染途径主要是养殖户非法使用禁限用

兽药或未按休药期要求提前上市, 导致兽药未有足够时间

代谢到标准允许限量范围; 也有可能因长期不规范使用兽

药导致养殖区域蓄积, 进而导致兽药在动物产品中的再残

留。另外, 随着现代工业和农业的发展, 其他养殖行业使

用过的抗生素会迁移至土壤和地下水中, 通过接触被污染

的土壤或地下水可能导致被污染。 

1.2  食用农产品风险控制和溯源存在的困难 

1.2.1  食用农产品风险控制的难点 

食用农产品检出不合格, 食品生产经营者收到监督

抽检不合格检验结论后, 应当立即采取封存不合格食品, 

暂停生产、经营不合格食品, 通知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

者, 召回已上市销售的不合格食品等风险控制措施, 排查

不合格原因并进行整改, 及时向住所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报告处理情况, 积极配合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的调查处理, 

不得拒绝、逃避[10]。但由于项目较多, 实验室检验周期较

长, 而食用农产品大多保存期短, 检验结果出来后产品往

往已销售并消费完, 即使发出召回公告后也难以完全召回, 

召回时效滞后, 难以有效发挥抽检对监管的作用。 

1.2.2  食用农产品溯源存在的困难 

与加工食品追溯过程不同, 食用农产品销售和消费

周期短, 源头主要为种植和养殖业。而我国食用农产品多

在农贸市场销售, 不少市场的销售活动呈现出“收益小、货

源散、环境乱”的特征[11]。由于市场销售主体多种多样, 进

货渠道不尽相同, 索证索票尚未完全到位, 导致食用农产

品检出问题后较难追溯到源头进行产品风险控制。“小、散”

的农业生产业态加上无法标准化生产的现实, 是我国食用

农产品无法追溯的客观原因。传统农业种植养殖习惯使得

食用农产品信息难以准确记录和归集, 分散批零的经营方

式也增加了食用农产品的追溯难度[12]。 

2  食用农产品风险控制措施和溯源体系建设

探讨 

2.1  食用农产品风险控制措施 

2.1.1  加强种养殖环节安全用药的监管和风险控制 

食用农产品的主要问题为农兽药残留超标, 且多为

源头带入。因此要控制食品安全风险, 需要加强源头监管, 

严格规范农兽药等投入品的生产和经营行为。建议相关职

能部门进一步修订完善种养殖业使用农药和兽药相关法规

和使用标准的规定, 健全完善种养殖业使用农兽药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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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系, 实行农兽药生产、销售、使用、环境污染、种养殖

产品上市流通等各环节、各部门的监管, 确保种养殖业农

兽药使用监管工作的严谨性和合理性, 形成科学、有效、

合理的监管机制, 充分发挥监管职能作用; 加大宣传推广

良好农业规范(good agricultural practices, GAP)理念, 借鉴

我国目前进出口农产品基地注册备案管理的模式, 大型商

超市场建立对应供应基地, 并随时随地对基地进行风险监

督, 多管齐下从源头开始严格管控农产品质量安全。 

2.1.2  加强宣传培训, 实现科学化规范化种养殖 

受传统小农经济模式的影响, 农村养殖业以散养为

主[13], 种养殖户缺乏科学种养殖的理念和专业技术。建议

相关职能部门采取有效措施充分发挥农业植保专家和兽

医工作者的职能作用, 引入专业技术, 科学合理用药, 加

强对种养殖环节合理用药的指导; 加强对种养殖人员进

行法律法规及农兽药使用相关技术知识培训, 提高食品

安全、卫生健康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的认识; 教会种养殖

人员综合选药、联合给药、轮换用药和穿梭用药方法和

技能; 大力推广绿色养殖技术 , 通过实施生物安全和免

疫接种来预防疾病 , 从而减少抗生素的使用 , 努力提高

养殖业科技程度。 

2.1.3  普及和完善快检技术, 提高入市前问题发现率 

快速检测技术是食用农产品市场监管的重要手段之

一。快速检测作为新兴的技术手段适应食用农产品鲜活易

腐、流通性强的突出特点, 其快速、简便、易行的技术优

势有利于及时锁定并处置问题食用农产品, 已成为食品安

全现场监管的重要技术支撑[14]。快检技术最大的特点是能

够在短时间内出具较准确的检测结果, 对实验装备、实验

环境和操作人员技术水平要求较低, 节约成本, 尤其是对

大量样本的筛查工作, 可大幅节省开支。但也存在检验方

法、现场环境、设备试剂使用条件、人员技术水平等多重

因素限制。据标准查新, 我国现行有效的食用农产品污染

物速测标准共计 99 项, 经标准查新和分析, 99 项现行有效

的食用农产品速测标准平均“标龄”为 8.2 年, 远高于《标准

化法》建议的 5 年标准复审周期, 快检标准老化现象突  

出[6]。因此, 一方面要发展和完善快检技术, 发挥其检测高

效率和高质量的需求, 提高可靠性和准确性; 另一方面要

通过普及推广农兽药快检技术, 实现对种养殖环节农兽药

残留问题的快速筛查和初步判定, 帮助种养殖人员找到问

题原因, 便于及时整改, 把住市场准出关。 

2.1.4  优化抽样和检验过程, 缩短时限 

目前, 食品中农兽药残留的检验主要采用仪器分析

法, 利用仪器分析法检测的优点是能够较好地分析残留的

药物成分并且精密度高 , 对于食品安全监测有很大的作 

用[15]。但由于不同检测项目的检验方法不同, 整个检验过

程所需时间较长。要解决这个问题, 在检验层面上, 检验

机构可以尝试通过积极改进方式方法, 优化工作方案、流

程, 在满足标准要求的基础上, 缩减抽样检验时间; 在结

果报送层面上, 检验机构在检验过程中发现被检样品可

能存在对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造成严重危害的问题, 经

确认无误后须在 24 h 内尽快报告, 便于监管部门及时对

问题产品进行风险控制; 在标准层面上 , 标准制定部门

对多种农兽药残留的检验方法进行更新和完善, 在保障

准确性基础上尽可能统一类似项目的前处理和检验方

法。同时, 探索开展高通量的检测技术, 既保证检验准确

性, 又提高检测速度。 

2.1.5  建立部门间协作机制, 加强风险交流 

食用农产品监管涉及环节和部门较多, 建议加强部

门之间合作[16], 发挥部门协调作用, 实行农产品质量安全

从源头到市场的无缝对接监管, 把好农产品产地准出和市

场准入关, 将农兽药监管责任落到实处; 建立农药残留监

控信息通报和反馈机制, 利用风险监测、预警反馈等手段

掌握情况, 指导和监督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建立种养殖

业风险预警交流地区协作和部门协作机制, 形成定期化、

常态化风险会商制度, 适时召开地区之间、部门之间种养

殖业风险研判、风险预警、技术手段、信息化应用等交流

会议, 真正实现各地区、各部门之间种养殖业风险信息数

据资源共享, 促进种养殖业向好发展。 

2.1.6  构建食品安全风险预警交流平台 

基于食品安全大数据风险分析技术, 探索建立一个

食品安全风险信息整合、研判、交流、预警和智能决策

一体化平台, 实现食品安全事故多部门联动协查和快速

应急处置; 同时, 建立政府、企业、消费者、媒体、行业

协会等多社会主体参与的规范化控制和信息化服务为一

体的食品安全风险管理机制, 并依托大数据、“互联网+”

技术突破农田到餐桌全链条中各环节、各部门之间食品

安全的相关数据和信息不对称、不透明等信息互通壁垒。

通过风险预警交流平台实现对食品生产、流通、餐饮等

方面的风险信息科学高效收集, 对风险预警进行分级。通

过信息共享, 实现种养殖产品风险的无缝传递和有效防

控 , 最大限度地降低劣质种养殖产品对人体的危害 , 强

化预警分析能力。提升发现潜在食品安全风险能力, 收集

涉及供应链各个环节的数据, 结合环境气候、舆情信息、

贸易信息、消费习惯、社交媒体、司法数据等, 利用先进

分析方法开展关联分析[17]。 

2.2  食用农产品溯源体系建设探讨 

2.2.1  建立健全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 

针对现阶段食用农产品溯源较为困难的问题, 一是

从法律层面, 研究出台食用农产品追溯配套的法律制度, 

加强可追溯制度的相关立法和行政监管, 加大宣传力度, 

使企业认识到该制度的积极作用, 自觉建立一个从农田到

餐桌的生产、流通链条, 从源头消除不安全的食用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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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障公众的健康[18]; 二是推进监管机构建设, 加强部门合

作, 完善追溯平台, 加强基层执法能力建设[19]; 三是鼓励

和引导有条件的销售企业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查验记录制

度, 鼓励批发市场开办者采用电子销售凭证等信息化手段

落实销售者进货查验义务, 鼓励大型商场超市采用扫描、

拍照、数据交换、电子表格等方式, 建立食用农产品进货

查验记录制度。相关职能部门加强合作与交流, 建立切实

可行的联动机制, 建立统一权威、职责明确、协调联动、

运转高效的种养殖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和追溯管理办法, 

确保相关监管环节的无缝对接, 真正实现去向可查、质量

可控、源头可溯。 

2.2.2  建立和完善食用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 

相关职能部门应制定出一套完善的食用农产品市场

准入制度, 进一步规范入市行为。严格食用农产品市场准

入要求 , 强化经营户的索证索票 , 及时溯源到种养殖基

地。加强对批发市场、农贸市场、超市和生产基地专职

质量监督员的业务培训, 建立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队

伍。全国各地也不断探索食用农产品监管效能提升的新

型监管模式, 通过农贸市场快检溯源第三方托管工作、提

升快检室检测能力建设等形式 , 提升监管水平 , 确保制

度落实到位。 

2.2.3  推进溯源标准体系建设 

基于“互联网+”应用, 建设高度开放、覆盖全国、共享

共用、通查通识的智能化国家追溯平台, 规范编码标识、

信息采集、平台运行、数据交换等关键技术标准[20]。农产

品追溯标准的建立与统一将为农产品追溯产业化发展和市

场监管带来巨大帮助, 统一的标准可以真正实现农产品追

溯系统信息流通、共建共享。只有建立完整的农产品追溯

标准体系, 才能实现食品链的信息互通与质量控制, 保证

追溯的有效性[21]。 

2.2.4  推广电子化可追溯系统 

随着国内农产品追溯产业的发展, 各种追溯系统层

出不穷, 既有政府机构推出的公益性追溯系统, 也有第三

方机构推出的商业化追溯系统。市面上的追溯系统也一改

几年前为追溯而追溯的传统模式, 纷纷打造出具有自身特

色的新型追溯系统。目前我国农产品追溯的主要服务模式

有纯追溯服务、追溯+ERP 系统、追溯+认证服务、追溯+

营销服务、追溯+综合服务[22]。为应对国外贸易环境变化

以及国内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我国从 2003 年开展“互联

网+”农产品质量安全追溯系统建设 [23], 目前已应用于肉

类、蔬菜、水果、粮食等农产品监管。“区块连”技术也从

食品安全风险控制和溯源方面开展了应用。区块连技术在

溯源方面有优势, 任何一个数据都能沿着链条精准追踪到

它的起源点链上, 数据不会被非法篡改, 但也存在全产业

链应用整合程度较低, 数据共享与可靠性问题未能完全解

决等不足[24]。鉴于目前食品安全体系缺乏可追溯性和透明

度, “智慧食品安全新时代”提出利用区块链、传感器技术、

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新技术, 完善食品供应链的可追溯性, 

开创食品供应链溯源的新时代。这些技术的应用, 如将供

应链中的每个利益相关者的数据都放在区块链, 极大地缩

短追溯问题产品的时间, 从之前几天或几周的时间缩短为

几分钟, 甚至几秒钟[25]。 

3  结束语 

食品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生命安全和社

会经济, 加强市场销售食用农产品的监管, 也是市场监管

工作的重点。食用农产品抽检的意义不仅仅是对一个品种、

一个摊位的抽检, 更在于对农产品污染源头的风险控制。

通过抽样检验发现食用农产品存在的安全风险, 及时将结

果通报给溯源地监管部门, 控制和规范种养殖基地农兽药

的使用, 从源头保障食用农产品安全。同时, 通过发展和

完善快速检测技术、加强各部门合作、建立和完善食用农

产品溯源制度等措施, 实现农产品种养植到入市全程可控, 

源头到市场的无缝对接监管。利用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大数

据资源, 形成信息互联互通、互惠互利、共治共生的食品

安全监管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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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加工与质量安全”专题征稿函 

 

 

 

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的源头在农业, 粮油产品是基础。我国作为粮食生产大国和人口大

国, 粮油质量安全受到政府、产业和消费者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高质量发展, 发

掘不同产地、不同品种粮油产品特异品质, 促进优质粮油产品开发, 是推动粮油产业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消费需要的重要举措。 

鉴于此, 本刊特别策划了“粮油加工与质量安全”专题, 主要围绕粮油加工工艺、质量安全检测技术研究、

粮油产品特异品质挖掘与评价、粮油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真实性与产地溯源、检测方法的标准化和分析

质量控制技术以及粮油质量安全管理技术等方面展开论述和研究, 本专题计划在 2021 年 4 月出版。  

鉴于您在该领域的成就, 本刊主编吴永宁技术总师特别邀请您为本专题撰写稿件, 以期进一步提升该专

题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综述及研究论文均可, 请在 2021 年 1 月 20 日前通过网站或 E-mail 投稿。我们将快

速处理并优先发表。  

同时, 希望您能够推荐该领域的相关专家并提供电话和 E-mail。  

谢谢您的参与和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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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站: www.chinafoodj.com  

E-mail: jfoodsq@126.com(注明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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