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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自由贸易港化学性食品安全风险及防控措施 

李建丽*, 冯春艳, 林艳珠 

(海南省食品药品检验所海口分所, 海口  570311) 

摘  要: 食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食品中化学性风险是影响食品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 

食品安全化学性风险可分为已知化学风险和未知化学风险、内源性化学风险和外源性化学风险。本文重点介

绍了食品安全内源性化学风险和外源性化学风险的主要来源, 并结合海南食品安全状况, 系统分析了海南建

设自由贸易港新形势下食品安全化学性风险的主要挑战。建议海南发挥自由贸易港建设的制度优势, 实施大

部制改革, 建立“从农田到餐桌”的无缝监管体制, 探索食品安全地方立法, 建立海南食品安全风险管理平台, 

在提升食品和食用农产品安全风险监测能力等方面作出有益探索和创新, 为全国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和治理水

平的提升提供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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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emical risk and its preventive measures in food for Hainan free trade port 

LI Jian-Li*, FENG Chun-Yan, LIN Yan-Zhu 

(Hainan Provincial Institute for Food and Drug Control Haikou Branch, Haikou 570311, China) 

ABSTRACT: Food safety is related to the health and safety of the people. The chemical risk of food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affecting food safety, which can be divided into known chemical risk and unknown chemical risk, 

endogenous chemical risk and exogenous chemical risk. This paper mainly introduced the main sources of 

endogenous chemical risk and exogenous chemical risk of food safety, and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the main 

challenges of food safety chemical risk under the new situation of building free trade port in Hainan. It is suggested 

that Hainan should give full play to the institutional advantages of the construction for free trade port, implementing 

the reform of large department system, establishing a seamless supervision system from farmland to table, exploring 

local legislation on food safety, establishing food safety risk management platform in Hainan, and promoting safety 

risk monitoring ability of food and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to make useful exploration and innovation and provide 

effective path for the promotion of national food safety management ability and management lev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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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食品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关系

中华民族未来[1]。党的“十八大”以来, 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

的党中央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 在体制机制、法律法规、

监督管理等方面采取了一系列重大举措, 重大食品安全风

险得到控制, 人民群众饮食安全得到保障, 食品安全形势

不断好转。但是, 我国食品安全工作仍面临不少困难和挑

战, 形势依然复杂严峻。重金属污染、农药兽药残留超标、

添加剂使用不规范、制假售假等化学性风险时有发生, 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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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污染对食品安全的影响逐渐显现, 新业态、新资源潜在

风险增多, 国际贸易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加深等, 影响了

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

会、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明显短板。因此, 加

强食品安全风险防控特别是化学性风险的防控, 是提升食

品安全水平的重要措施和有效途径。2020 年 6 月 1 日, 中

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海南的经济社会发展迎来了历史性机遇, 同时在食品安全

领域也面临着新的挑战。海南的开放必将面临更多的食品

品种、业态和经营模式, 海南的国际化也对食品安全提出

了更高的要求, 在“一线”放开的情况下, 如何通过创新监

管方式, 强化食品安全监管, 守住食品安全底线, 如何不

断提升食品安全水平, 使海南成为国际食品安全的高地意

义重大。本文通过系统分析食品中的化学性风险因素和海

南面临的食品安全挑战, 提出了海南自由贸易港形势下食

品安全化学性风险的防控措施, 对海南食品安全治理能力

和治理水平的提升, 进一步维护国家食品安全具有一定的

意义及参考作用。 

1  食品中化学性风险分析 

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包括生物性、化学性、物理性和

放射性[2]。其中食品的化学性风险是指存在于食品中的、摄

取一定数量后可能导致人发生疾病的化学物质[3], 包括本身

含有的和外来侵入的各种有毒化学性物质[4]。常见的化学性

风险有自然毒素、农用化学药物、重金属、洗消剂及其他化

学性风险。食品中的自然毒素有的是食物本身就带有, 例如

发芽的马铃薯含有大量的龙葵毒素, 有的则是细菌或霉菌

在食品中繁殖过程中所产生的。重金属主要来源于农用化学

物质的使用、食品加工过程中有毒金属以及植物生长过程中

从含高金属的地质中吸取的有毒重金属等 3 个途径[5]。根据

人们对食品化学性风险物质的认知水平和标准制定情况, 

食品化学性风险可分为已知化学性风险和未知化学性风险。

根据引发食品化学性风险物质的来源, 食品化学性风险可

分为内源性化学风险和外源性化学风险[6]。 

1.1  已知化学性风险和未知化学性风险 

1.1.1  已知化学性风险 

食品中已知化学性风险是指已存在相应食品安全标

准, 或已被人们认知可能存在于食品中、尚未制定相应食

品安全标准的风险隐患。 

1.1.2  未知化学性风险 

食品安全未知化学性风险指食品安全标准规定之外

的、尚未被认知的化学性风险隐患[7]。未知化学性风险主

要来源有以下方面: 在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添加非食用物

质, 食品新原料、新添加剂、新包装材料、新生产技术工

艺的不合理应用, 不可预测的环境污染, 新食品技术性制

假售假手段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 食品供应链的全球化和

复杂化引入的未知化学风险。 

1.2  内源性化学风险和外源性化学风险 

1.2.1  内源性化学风险 

内源性化学风险是指食物本身含有的对人体有一定

危害的物质, 主要包括以下 3 方面: (1)食品中天然存在的

化学污染物, 比如很多植物中天然存在苯甲酸、水产品中

天然存在甲醛本底、豆制品中天然存在硼等[8]。(2)食品中

存在的内源性毒素。生物毒素是一大类生物活性物质的总

称, 是由动物、植物和微生物等产生的对其他生物物种有

毒害作用且不可复制的化学物质[9]。这些毒素可能是食物

在生长过程中产生的, 或者由外界毒素在其生物体内蓄积, 

最后通过食物对人体产生威胁, 如未煮熟的四季豆等含有

皂甙和血球凝集素、毒蘑菇本身含有毒素、动物类的有鱼

类毒素和贝类毒素等[6]。(3)食品中的天然过敏物质。天然

过敏源物质是指能引起特定群体过敏反应的、食品本身所

含有的正常成分, 如大豆蛋白、虾蛋白、羊肉中的致敏物

质等[3]。 

1.2.2  外源性化学风险 

外源性化学风险是指非食品本身天然携带的, 而是

在生长、生产或管理过程中, 受环境污染、农兽药使用、

非法添加、食品污染等因素影响, 引入到食品中的外界杂

质。外源性化学风险主要包括重金属污染、农用化学药物、

非法添加、消毒剂、有机污染等。 

(1)重金属污染: 食品中的有毒重金属一部分来自于

农产品、水产品等对空气、水源和土壤污染中重金属的生

物富集作用, 一部分来自于食品生产加工、贮藏运输过程

中用不符合卫生要求的机械、管道、器具以及非法添加等。

由于重金属不能被生物降解, 在食物链的生物放大作用下

在人体内富集, 对人们的健康产生隐蔽的、长期的、不可

逆的危害。常见的重金属污染物有汞(Hg)、镉(Cd)、铬(Cr)、

铅(Pb)、砷(As)等[10]。 

(2)农用化学药物残留: 农用化学药物残留包括农药

残留和兽药残留等, 农药残留指食品植物在种植生长过程

中, 使用了农药杀虫剂、除草剂、抗氧化剂、抗菌素、促

生长素、抗霉剂以及消毒剂等中出现的任何特定物质, 包

括被认为具有毒理学意义的农药衍生物, 如农药转化物、

代谢物、反应物及杂质等。兽药残留是指用药后蓄积或存

留于畜禽机体或产品(如鸡蛋、奶品、肉品等)中原型药物

或其代谢产物, 包括与兽药有关的杂质的残留。兽药残留

可分为 7 类: 抗生素类、驱肠虫药类、生长促进剂类、抗

原虫药类、灭锥虫药类、镇静剂类、β-肾上腺素能受体阻

断剂。在动物源食品中较容易引起兽药残留量超标的兽药

主要有抗生素类、磺胺类、呋喃类、抗寄生虫类和激素类

药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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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非法添加: 非法添加是指在食品中添加食品添加

剂以外的化学物质和其他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以及

违反食品安全标准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等的行

为。比如为改善口感, 在面条、饺子皮、粽子、糕点、凉

粉、凉皮、肉丸等肉制品非法添加硼砂。 

(4)洗消剂: 洗消剂主要用于餐饮器具的清洁和消毒, 

其残留在食品中会引起人体皮肤、口腔不适, 干扰人体正

常代谢, 有些甚至含有致癌物质, 能够增加癌症发病率[11], 

是一个常被忽视的食品安全危害。问题产生的原因有使用

非食品用的洗消剂, 造成对食品及食品用具的污染; 不按

科学方法使用洗消剂, 造成洗消剂在食品及用具中的残留, 

如增白剂等对食品及餐具的污染。 

(5)有机污染: 有机污染物是一类具有毒性、生物蓄积

性和半挥发性, 难降解、可发生长距离迁移和沉积, 并能

在环境中持久存在的天然或人工合成的有机污染物质, 对

人体健康具有潜在风险。污染物来源主要是人工合成的有

机物及来自人类工业活动的降解产物。食品中常见的有机

污染物有二噁英、多环芳烃等[10]。 

2  海南食品安全化学性风险的主要挑战 

2.1  输入性食品安全风险进一步增加 

随着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的深入推进, 在“一线”放开

的情况下, 行业层出不穷的新业态新模式带来新的食品安

全风险隐患, 食品供应链更加复杂。比如由于准入门槛低、

税收政策优势, 跨境电商将迎来快速发展机遇, 一些原本

不能通过一般贸易进口的食品, 通过跨境电商渠道, 进入

了国内[12]。2018 年央视新闻曾报道西班牙发现一个包装假

奶粉的地下工厂, 这些假奶粉经由海外网购渠道主要销往

中国市场[13]。如何满足跨境电商“快节奏”、“零等待”的要

求, 又守住进口食品安全的底线, 也是新的挑战。比如, 海

南未来全岛实现封关运作后, 既面临海量国外已上市国内

未审批的食品(如特殊医学配方用途食品、保健食品等), 也

面临许多国外有标准而国内没有标准的食品, 更多的面临

是未知的食品安全风险因素。因此, 输入性食品安全风险

进一步增加。 

2.2  食用农产品农兽药残留超标现象时有发生 

海南是全国冬季瓜菜的重要生产基地, 每年种植瓜

菜 300 万亩左右, 近年来年均出岛产品 500 万 t 左右[14], 是

我国冬季的“菜篮子”和“果盘子”[15]。近年来, 海南农产品

的质量安全水平随着食品安全战略和监督制度的实施, 农

产品的例行监测合格率得到充分提升。但由于海南自然条

件好, 年降水量较多, 温度较高, 湿度较大, 有利于病虫

害的生长和繁殖[16], 而海南的种植户“小”而“散”, 个别在

农户在施药时盲目追求杀虫效果, 容易造成施药过量或不

重视“休药期”, 导致食用农产品存在农药残留, 影响食品

安全。根据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通报, 在 2020 年食用农

产品的抽检监测中, 在豇豆、茄子、芹菜中检出克百威[17‒21], 

在猪肝、鸭肉、鸡爪、牛肉中检出五氯酚酸钠、磺胺类、

克伦特罗、氯霉素等[20,22‒23]。按中国农药毒性分级标准, 克

百威属于高毒农药, 禁止用在蔬菜和果树上, 克百威中毒

后会出现头昏、头痛、乏力、多汗、视力模糊等, 严重者

出现血压下降、意识不清, 呼吸困难等。五氯酚酸钠属于

有机氯农药, 是氯代烃类杀虫剂和杀真菌剂, 在动物性食

品中不得检出, 会造成人体的肝、肾及中枢神经系统的损

害; 磺胺类药物是合成的抑菌类兽药, 长期食用磺胺类药

物超标的动物性食品, 可能引发泌尿系统肝脏损伤; 长期

食用克伦特罗等污染的食品会引起中毒, 产生心律失常, 

出现心悸、头晕、乏力及肌肉颤抖等健康伤害; 氯霉素是

一种广谱抑菌剂, 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250 号中将氯霉素列

入禁止使用且不得在动物性食品中检出的药物。氯霉素会

抑制人体骨骼的造血功能, 引起人的再生障碍性贫血、粒

状白细胞缺乏症等疾病, 过量食用氯霉素的动物性食品会

对人体造成危害。 

2.3  误食有毒动植物、毒蘑菇引起的中毒事件偶有

发生 

海南的热带森林孕育了极为丰富的真菌资源, 当地

的老百姓多有采食野生蘑菇的习惯, 特别是夏末秋初, 是

各种有毒植物及毒蘑菇的成熟期, 若缺乏相应毒物的辨别

能力, 容易发生误食中毒。据统计, 2019 年海南因误食有

毒动植物、毒蘑菇引起的中毒事件占食源性突发事件的

30%, 有毒动植物及毒蘑菇食源性突发事件主要因误食毒

蘑菇、麻风果、苦葫芦瓜、河豚鱼和加工不当的四季豆、

豆浆、豇豆等因素引起。 

2.4  超范围、超剂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现象仍未完

全杜绝 

当前海南食品产业基础薄弱 , 全省食品生产企业

1200 多家中, 规模以上生产企业仅 108 家, 占比不到 10%; 

备案登记的食品生产小作坊 2600 多家, 是生产企业的 2 倍

多, 部分小作坊卫生条件不达标, 个别小企业工艺设备简

陋、生产过程质量控制措施不够到位, 存在一定食品安全

风险和隐患, 食品中非法添加、超范围、超剂量使用食品

添加剂的情况仍未完全杜绝。比如个别水果制品中超限量

使用脱氢乙酸及其钠盐[24], 个别肉制品中超限量使用山梨

酸及其钾盐[25]、亚硝酸盐[26], 部分调味品中防腐剂混合使

用时超标[24]等。 

3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形势下食品中化学性风

险的防控措施 

2020 年 6 月 1 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了《海南自

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 指出要“加强口岸公共卫生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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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门生物安全、食品安全、产品质量安全管控”[27], 为

海南加强食品安全监管提供了基本遵循。 

3.1  建立海南食品安全风险管理平台 

加快海南食品安全风险管理平台建设, 充分发挥“互

联网+”、大数据、区块链等现代信息技术作用, 推进食品

安全监管规范化、智慧化、数字化建设。完善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预警、分析和防控机制, 拓展食品安全预警交流

广度和深度, 推进食品抽检数据共享和区域合作机制, 加

强食品安全源头追溯、联合执法、行刑衔接、隐患排查、

事故处置、打击犯罪等方面的协调联动, 实现食品安全风

险早评估、早防控、早发现、早处置。 

3.2  提升食品安全风险监测能力 

以省级检验机构为骨干、市县检验机构为基础, 建设

海南食品安全检验检测省级平台、海南省食品安全重点实

验室等, 完善全省食品安全检验检测体系, 建立起国际一

流的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体系。强化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收

集和分析食品中化学性风险因素监测数据, 掌握风险高的

食品品种和区域分布, 实施重点监管。对国际食品法典委

员会(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AC)、美欧、日本

的食品安全标准开展前瞻性、探索性、持续性的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 掌握风险隐患数据, 为我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和标准制修订提供大数据支撑, 成为海南食品安全监管的

“哨岗”, 充分发挥出海南自由贸易港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一线”作用, 守好“二线”、守住国门。 

3.3  持续开展“双安双创”示范引领行动 

以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城市和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创建(简称“双安双创”)为引领, 推动全省创建省级食品安

全示范城市和农产品质量安全县, 提升全省食品安全治理

水平。实施化肥农药减量增效、畜禽水产养殖用药减量、

兽用抗菌药治理行动, 推进化肥、农药减量使用和有机肥

替代化肥、农业废弃物综合利用, 推广应用高效低毒低残

留农药兽药。加强耕地土壤与农产品协同监测, 构建产地

环境监测网络, 探索建立农业环境容量评价制度。推行农

药兽药产品追溯管理制度, 加强农药兽药生产企业“黑名

单”管理。集中开展违规生产经营禁用农药和非法添加隐性

成分、违规使用禁限用农药和兽用抗菌药、制售和使用“瘦

肉精”、私屠滥宰、生鲜乳中添加违禁物质等农产品质量安

全领域突出问题和农资打假等专项整治行动。开展涉重金

属重点行业企业排查整治行动, 防止重金属等污染物进入

农田。在涉及重度污染区域, 依法划定特定农产品禁止生

产区。强化土壤污染管控和修复, 动态更新土壤污染防治

项目库, 大力推动土壤污染防治项目实施。加强粮食等农

产品超标区域受污染耕地土壤环境风险管控, 划定特定农

产品禁止区, 推进耕地种植结构调整。开展涉镉等重金属

污染源整治, 强化大气污染治理, 建立挥发性有机物排放

单位清单, 推进家具制造、包装印刷、医药、农药、汽车

制造与维修等重点行业综合整治[28]。 

3.4  探索大部制改革, 建立“从农田到餐桌”的无缝

监管体制 

《海南自由贸易港建设总体方案》指出要“深化政府

机构改革。进一步推动海南大部门制改革, 整合分散在各

部门相近或相似的功能职责, 推动职能相近部门合并”。海

南可结合自由贸易港建设的需要, 探索实行大部制改革, 

将分散在农业农村、市场监管等部门的食品安全监管职能

进行合并, 建立统一、权威的食品安全监管体制, 实现食

品安全“从农田到餐桌”的无缝监管和全程追溯。 

3.5  结合海南特色, 探索食品安全地方立法 

食品安全保障具有全国性和地域性双重特征。一部能

够兼顾国家性与地方性的食品安全保障地方性立法, 是确

保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 也是法律生命力和实践性的

重要保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 地方性立法的地方色彩

越浓重, 对解决本地实际问题的适用性越强, 法规的实施

效果越好[29]。海南可根据地方特色和建设自由贸易港的需

要, 充分借鉴其他地区与国家的先进经验, 在《食品安全

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的基础上, 结合大部制改革

成效, 探索出台《海南自由贸易港食品安全条例》, 制定

出既符合海南实际又具有前瞻性和可操作性的食品安全地

方性法规, 建立起“从农田到餐桌”密切衔接的法律体系, 

着力解决当前《食品安全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有

效衔接和海南食品安全存在的难点、痛点及未来发展所面

临的食品安全风险问题。 

4  结束语 

防范食品安全化学性风险是一项系统性、复杂性、长

期性的工程, 涉及社会问题、经济问题、行业问题、技术

问题及治理能力问题等。海南可结合自由贸易港建设的优

势, 在体制机制、法律法规、检验能力、信息化建设等诸

多方面作出有益探索和创新, 为全国食品安全治理能力和

治理水平的提升提供有效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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