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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分析及监管建议 

柳国华* 

(济源职业技术学院, 济源  459000) 

摘  要: 食用农产品包括各种植物、畜牧、渔业产品及其初级加工产品, 是各类食品生产加工的基础。因此, 食

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直接影响着人们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是关系着国计民生的大事。近年来, 我国食用农

产品质量安全检查合格率呈现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但质量安全风险隐患在部分地区、部分品种上依然存在。

本文对 2021年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抽检信息进行概述, 发现农兽药残留和金属元素污染是农产品质

量安全不合格的主要因素, 在此基础上, 分析影响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化学源、生物源和物理源风险因子以

及产生安全隐患的原因, 并就源头管理、专业技术提升、推进快速检测技术实施, 加大法治宣传等方面对如何

控制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提出监管建议, 旨在为进一步提升我国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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Quality and safety risk analysis and supervisory suggestions of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LIU Guo-Hua* 

(Jiyuan Vocational and Technical College, Jiyuan 459000, China) 

ABSTRACT: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clude all kinds of plants, animal husbandry, fishery products and their 

primary processed products, which are the basis for all kinds of food production and processing. Therefore,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directly affects people’s health and life safety, and is a major issue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eople’s livelihood. In recent years, the pass rate of the quality and safety 

inspection of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has shown a steady development trend, but the hidden dangers of quality 

and safety risks still exist in some regions and some varieties. This study summarized the sampling information 

released by the State Administration for Market Supervision and Administration in 2021, and found that pesticide and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and metal element pollution were the main factors for the unqualified quality and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on this basi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isk factors and the reasons of chemical, biological and 

physical sources that affected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put forward supervision 

suggestions on how to control the hidden dangers of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terms of 

source management, professional technology improvement, promote the implementation of rapid testing technology, 

and increased the publicity of the rule of law,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s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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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先, 食品安全是关系国计民生

的大事。食品安全是“重大的民生问题”和“重大的政治问

题”[1]。2013 年 12 月,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农村工作会议

上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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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随着我国国民经济不断

发展, 人们生活水平提高的同时, 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和

期望值也越来越高。《“十三五”国家食品安全规划》提出保

障食品安全是建设健康中国、增进人民福祉的重要内容, 

是以人民为中心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尊重食品安全客观

规律, 坚持源头治理、标本兼治, 确保人民群众“舌尖上的

安全”, 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客观需要, 是公共安全体系

建设的重要内容, 必须下大力抓好抓紧[3]。 

国家税务总局将食用农产品定义为可供食用的各种

植物、畜牧、渔业产品及其初级加工产品, 其分类及范围

如表 1 所示[4]。我国居民膳食消费居多的食用农产品主要

为畜禽肉及其副产品、水产品、鲜蛋、蔬菜及水果等[5]。

食用农产品作为各类食品生产加工的基础, 其安全问题是

食品安全监管的重点, 关系着整个食品链的安全[1]。2021

年 6 月 11 日, 农业农村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安

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业和信息化部、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七部门联合召开食用农产品“治违禁 

控药残 促提升”三年行动部署启动视频会议, 会议指出, 

近年来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总体呈现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但质量安全风险隐患在部分地区、部分品种上依然存在[6]。

为此, 本文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现状及安全风险进行分

析,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监管建议, 以期为保证食品安全质

量、有效防范食品安全事故发生提供一定的支持。 

1  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分析 

1.1  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抽检现状 

食品质量安全问题一直是普遍存在的全球性问题 , 

食源性疾病已经成为世界范围的公共卫生问题[7]。瘦肉精、

镉大米、速成鸡、甲醛白菜、毒龙虾、毒豆芽等食用农产

品质量安全事件不断涌出, 将我国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问

题推向风口浪尖, 在多次重大食品质量安全事件舆论的压

力下, 我国政府对食品, 包括食用农产品的监管不断地调

整[8]。以落实“四个最严”为根本遵循, 以让人民吃得放心为

目标, 以发现食品安全问题为导向, 近年来, 我国农产品

质量安全总体呈现稳中向好发展态势, 农产品质量安全例

行检测合格率已连续 6 年保持在 97%以上[9]。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司公布的 2019 年《食品安全

监督抽检计划》中明确指出要加强对农产品批发市场的抽

检, 提高问题发现率, 并要求市、县局的抽检品种应尽量

覆盖本行政区域内生产销售的食用农产品, 原则上覆盖每

户食用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入场销售者, 食用农产品抽检的

7 个品种及其细类如表 2 所示[10]。计划中多次单独明确对

食用农产品抽检检测的各项要求, 足以体现我国政府对食

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高度重视。虽然通过不断地努力和改

进, 我国的食用农产品安全水平有了大幅度提升, 但问题

依然存在。 
 

表 1  食用农产品分类及范围 
Table 1  Classification and scope of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分类 范围 

植物类
粮食、园艺植物、茶叶、油料植物、药用植物、 

糖料植物 

畜牧类
肉类产品、蛋类产品、奶制品、蜂类产品、 

其他畜牧产品 

渔业类 水产动物产品、水生植物、水产综合利用初加工品

 
2021 年 1 月至 2021 年 11 月期间,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

总局共发布了 30 余条食品抽检不合格情况的通告, 对其

进行汇总可以得知, 总局于此期间共抽取 17484 批次样品, 

共计检出 341 批次样品不合格, 其中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

不合格产品信息如表 3 所示[11], 可以看出, 今年以来, 食

用农产品抽检出的不合格的项目主要为农兽药残留和金属

元素污染。 
 

表 2  食用农产品抽检品种 
Table 2  Sampling varieties of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食品亚类 食品品种 食品细类 

禽畜肉及 

副产品 

畜肉 猪肉、牛肉、羊肉、其他畜肉 

禽肉 鸡肉、鸭肉、其他禽肉 

畜副产品 猪肝、牛肝、羊肝、猪肾、牛肾、羊肾、其他畜副产品 

禽副产品 鸡肝、其他禽副产品 

蔬菜 

豆芽 豆芽 

鲜食用菌 鲜食用菌 

鳞茎类蔬菜 韭菜 

芸薹属类蔬菜 结球甘蓝、花椰菜、菜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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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续) 

食品亚类 食品品种 食品细类 

蔬菜 

叶菜类蔬菜 菠菜、芹菜、普通白菜、油麦菜、大白菜 

茄果类蔬菜 茄子、辣椒、番茄、甜椒 

瓜类蔬菜 黄瓜 

豆类蔬菜 豇豆、菜豆 

根茎类和薯芋类蔬菜 山药 

水产品 

淡水产品 淡水鱼、淡水虾、淡水蟹 

海水产品 海水鱼、海水虾、海水蟹 

贝类 贝类 

其他水产品 其他水产品 

水果类 

仁果类水果 苹果、梨、枇杷 

核果类水果 枣、桃、油桃、杏、樱桃、李子 

柑橘类水果 柑、橘、柚、柠檬、橙 

浆果和其他小型水果 葡萄、蓝莓、草莓、桑葚、猕猴桃、西番莲(百香果) 

热带和亚热带水果 香蕉、芒果、火龙果、柿子、菠萝、荔枝、龙眼、石榴 

瓜果类水果 西瓜、甜瓜类 

鲜蛋 鲜蛋 
鸡蛋 

其他禽蛋 

豆类 豆类 豆类 

生干坚果与籽类食品 生干坚果与籽类食品 
生干坚果 

生干籽类 
 

表 3  食用农产品监督抽检不合格产品信息 
Table 3  Information of unqualified products under supervision and sampling of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来源 样品名称 不合格项目 

植物类 

沃柑 三唑磷 

粑粑柑 丙溴磷 

香蕉 吡虫啉 

小台芒 戊唑醇 

芹菜 甲拌磷、毒死蜱、马拉硫磷 

姜 噻虫胺、噻虫嗪 

豇豆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克百威、啶虫脒、氧乐果、灭蝇胺、倍硫磷、甲基异柳磷、水胺硫磷

韭菜 啶虫脒、腐霉利、毒死蜱、克百威、甲拌磷、镉、铅 

小米辣 镉 

陇椒 啶虫脒 

油麦菜 氟虫腈 

茄子 镉 

油菜 啶虫脒 

长豆角 灭蝇胺 

东森豆王 多菌灵 

黄瓜 氧乐果 

畜牧类 

猪肉 氯霉素、恩诺沙星、地塞米松 

牛肉 呋喃西林代谢物、克伦特罗、地塞米松 

鲜鸡蛋 恩诺沙星、地美硝唑、氯霉素 

乌鸡 甲氧苄啶、恩诺沙星、呋喃唑酮代谢物 

谷物蛋 氟苯尼考 

整鸡 恩诺沙星 

牛蛙 恩诺沙星 

鸭肫 氯霉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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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续) 

来源 样品名称 不合格项目 

渔业类 

泥鳅 恩诺沙星 

鲈鱼 磺胺类、恩诺沙星 

罗非鱼 磺胺类、恩诺沙星 

虾姑 镉 

大鱿鱼 镉 

鲤鱼 地西泮 

黄花鱼 甲硝唑 

黄鳝 甲氧苄啶、恩诺沙星 

青蟹 呋喃西林代谢物 

带鱼 镉、挥发性盐基氮 

梭子蟹 镉 

鲫鱼 地西泮 

贝类 孔雀石绿 

 

1.2  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风险因子 

目前, 我国食用农产品的抽检合格率较高, 危害食用

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风险来源主要为农兽药残留及有害重金

属等化学源风险, 然而, 纵观全球范围内的食用农产品安

全事件, 病原微生物、生物毒素及动物疫病等生物源风险

也依然不可忽视, 对于在生产及运输过程中带入的杂物异

物等物理源风险, 只需在农产品种植生长到销售环节的整

个供应链过程中, 加强卫生管控和要求即可避免[7,12]。 

1.2.1  化学源风险 

食用农产品的化学源风险主要指农兽药残留、抗生

素、食品添加剂、亚硝酸盐、有害重金属等, 其中以兽药

残留和农药残留最为突出[5,7]。 

兽药在预防疾病、提升畜产品质量、提高生产率等方

面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12]。然而, 不正确的使用或非法使用

兽药会导致动物性食品中产生兽药及其代谢产物的残留, 

人们在食用这些产品后, 可能会导致人体组织受损, 甚者可

能会致畸致癌, 在无形之中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产生直接

或间接的危害。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第 235 号公告将兽药

残留定义为食品动物用药后, 动物产品的任何食用部分中

与所有药物有关的物质的残留, 包括原型药物或/和其代谢

产物。同时, 公告对兽药残留最高限量进行了注释, 可归结

为以下 4 类: 第 1 类为已批准的, 动物性食品可以使用的, 

且不需要制定残留限量的药物; 第 2 类为已批准的, 动物性

食品可以使用的, 但需要制定最高残留限量的药物; 第 3 类

为允许作治疗用, 但不得在动物性食品中检出的药物; 第 4

类为禁止使用的药物, 在动物性食品中不得检出[13]。尽管早

在 2002 年便明确规定了停用兽药的种类, 然而在近几年的

抽检当中依然可以检查出停用兽药, 且在因兽药残留不合

格而导致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不合格的项目当中, 停用

兽药的残留检出率反而占比较高[14]。以 2021 年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抽检的不合格产品信息(表 3)为例, 根据农业部

第 235 号公告, 恩诺沙星和氟苯尼考为第 2 类兽药, 即需要

制定最高残留限量的药物, 但同时也规定了恩诺沙星禁止

用于产蛋鸡, 氟苯尼考禁止用于产蛋家禽; 地西泮、地美硝

唑、甲硝唑为第 3 类, 即允许作治疗用, 但不得在动物性食

品中检出的药物; 氯霉素、克伦特罗、呋喃唑酮、孔雀石绿

为第 4 类, 即禁止使用的药物。然而, 以上提及的兽药多次

于 2021 年的抽检中检出, 究其原因, 一方面可能是因为养

殖户对相关规定和兽药使用知识的缺乏, 一味地追求经济

利益, 导致兽药滥用的情况出现, 另一方面可能是由于生产

饲料的商家法律意识淡薄, 受利益驱使, 为使生产的饲料成

本低廉, 功效强, 便在饲料生产的过程添加过量的兽药甚至

是停用兽药并销售给养殖户。 

农药残留超标是导致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不合格的第

二大因素[14]。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第 677 号令《农药管

理条例》规定, 农药生产者应取得农药登记证和生产许可证, 

经营者应取得经营许可证, 使用者应按照规定的使用范围

用药[15]。农村农业部农药管理司于 2019 年发布的禁限用农

药名录中规定了46种禁止使用的农药和20种在部分范围禁

止使用的农药[16], 以表 3 为例, 铅类为禁止使用的农药, 但

在抽检中依然在韭菜中检出; 甲拌磷、甲基异柳磷、克百威、

水胺硫磷、氧乐果禁止在蔬菜和瓜果上使用, 毒死蜱禁止在

蔬菜上使用, 氟虫腈禁止在所有农作物上使用(玉米等部分

旱田种子包衣除外), 然而这些农药在芹菜、豇豆、韭菜、

油麦菜、黄瓜等多种样品中被检出, 某些样品在抽检时甚至

被同时检出多种上述提及的农药的残留。农药的使用是一把

“双刃剑”, 其在提高农产品产量和改善品质的同时, 稍有不

慎便会造成农产品的农药残留, 不可避免地对环境造成一

定污染, 当残留的农药进入人体并积累达到一定量后, 会导

致消费者产生中毒等慢性反应, 甚至是致命的危害[17‒18]。导

致农药残留的原因与兽药残留的原因大体一致, 一方面, 由

于农户用药的安全意识差, 缺乏对农药残留所导致的危害

严重性的认知, 同时匮乏科学合理使用农药的相关知识, 在

育苗、移栽、施肥、防虫害等种植环节过程中滥用甚至超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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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农药[19]。一方面, 农药经销商一味追求利益, 违法经营, 

甚至售卖假冒伪劣产品的现象层出不穷[20]。同时, 对农药经

营的监管不到位也对农产品中农药残留超标的问题产生一

定程度的影响, 尽管各级相关部门已经采取了一定的措施, 

但在农药的管理上仍存在一定漏洞, 导致流入市场的农药

品种杂乱, 品质良莠不齐, 安全难以保障[20]。此外, 由于现

代工业和农业的发展, 不可避免的会造成一定程度的环境

污染, 接触到被污染的土壤和水, 农产品会通过根部以及叶

片吸收环境中的农药残留, 从而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加大了

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量[5,20‒21]。 

重金属主要包括镉、铅、汞等元素, 是影响食用农产

品质量安全的不可忽视的风险因子之一[22]。从表 3 可以看

出, 截至目前, 2021 年抽检的所有批次当中, 多种农产品因

重金属镉导致质量安全不合格。镉是一种具有毒性的金属元

素, 即便是较低浓度也会对人和其他生物产生危害, 当其被

人体吸收后, 会产生疲劳、嗅觉失灵、血红蛋白降低等症状, 

损伤身体的主要器官, 进而危害到人体免疫系统, 导致肿瘤

和癌症的发生[23‒27]。早在 20 世纪 50 年代, 日本就出现了震

惊世界的因食用镉污染的农产品而引起的“骨痛病”事件[28], 

2013 年我国的“镉大米”事件再一次引起全世界范围的对镉

污染问题的关注。然而时至今日, 镉污染问题依旧存在于农

产品中。镉可以通过水、空气、土壤以及胃肠道吸收等途径

进入食物[29]。环境中的水体污染是镉进入农产品的最主要

途径, 目前我国诸多水体环境均存在镉超标的情况, 污水中

的镉主要是来源于矿山开采、熔炼厂以及煤灰等[30‒31]。同

时, 镉还可以通过大气沉淀和污水以及农业投入品的使用

进入土壤当中进而被农作物吸收, 一些农药和饲料的不正

当使用也会造成土壤中的镉污染, 尤其是规模化养殖的动

物在食用了含有重金属添加剂的饲料后产生的动物粪便会

存在镉超标的现象, 被当作化肥农药使用后继而造成了土

壤中的镉污染, 最终被农作物吸收[32‒34]。除了产地污染、农

业投入品质量不过关、产地环境本底过高导致农产品重金属

超标以外, 部分作物的高富集特性以及不合理的农业生产

和加工方式也是导致重金属超标的不可忽视的因素[22]。 

1.2.2  生物源风险 

食用农产品的生物源风险主要包括病原微生物、生物

毒素、贝类等自身毒素及动物疫病等[7,12]。目前, 较为普遍

的病原微生物主要有大肠杆菌、沙门氏菌、霉菌、志贺氏菌、

金黄色葡萄球菌等, 这些微生物可以引起人体出现出血性

腹泻、化脓感染、痢疾、伤寒等症状, 甚至致死[35]。世界范

围内多次大规模的疫情发生让人们一次又一次地认识到了

微生物感染农产品所带来的危害的严重性, 2000 年日本一

品牌牛奶因受金黄色葡萄球菌感染而导致过万人产生中毒

症状[36]; 2011 年德国暴发的肠出血性大肠杆菌污染蔬菜事

件波及西方十余个国家, 感染病例数千例, 死亡数十例[36]; 

2018 年美国的沙门氏菌牛肉召回事件, 全美共计召回 5000

多吨生牛肉[37]。食用农产品中的微生物来源途径较广, 加工

生产的卫生条件差, 工人操作工艺不规范, 灭菌过程不严格, 

贮存和运输环节卫生不达标等, 都会导致农产品受到微生

物的污染[38]。植物类农产品感染微生物的主要方式是空气、

土壤及水中的微生物通过植物的根、茎、叶、花及果实等进

入植物组织内部, 从而使其发生微生物感染[39]。动物在屠宰

前可有效抵御微生物的侵染, 正常动物机体组织内部几乎

处于无菌或少菌状态, 但在体表、皮毛及消化呼吸道等器官

中存在大量的微生物, 屠宰后动物机体由于丧失活体状态

下的防御机能, 便易造成病原微生物的污染和繁殖[39]。 

生物毒素又被称作天然毒素, 可分为动物毒素、植物

毒素、海洋毒素和微生物毒素, 是一种生物机体分泌的, 对

其他生物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40‒41]。食用农产品中的生物

毒素主要是指与农产品相关的生物产生的一些有毒物质, 

其在不适宜生存的环境下产生生物毒素, 以防御侵害[42‒43]。

目前在农产品中出现生物毒素主要为黄曲霉毒素、玉米赤酶

烯酮、呕吐毒素、黑曲霉毒素等真菌毒素, 生物碱、毒蛋白

等植物毒素, 组胺和河豚毒素等动物毒素[44‒45], 以及麻痹

性贝类毒素和腹泻型贝类毒素等海洋生物毒素[46]。这些毒

素毒性大, 可导致疾病的发生, 甚至是致畸致癌[47]。近年来, 

生物毒素在食用农产品中虽整体污染的水平相对较低, 但

检出率依然较高, 且单一样品受到多种毒素混合污染的情

况较多, 应引起一定的重视[48]。任贝贝等[49]随机选取河北省

11 个地级市共 74 份 2016 年玉米及其制品样品及 240 份

2017—2019 年小麦及其制品样品, 对真菌毒素污染水平进

行测定, 结果显示, 74 份玉米及其制品样品中有 69 份被检

出玉米赤酶烯酮, 检出率高达 93.2%, 其中有 14份样品检出

率超标, 超标率为 18.9%, 240 份小麦及其制品样品中有 122

份被检出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呕吐毒素), 检出率为 50.8%, 

超标率为 5.8%。鲁丽娜等[50]对 135 份南阳市小麦及其制品

的呕吐毒素污染情况进行调查, 结果显示, 2017—2020 年呕

吐毒素的平均检出率为 85.9%, 超标率为 8.1%, 其中, 2018

年小麦及其制品呕吐毒素的检出率高达 100%, 超标率高达

19.2%。近 10 年因食用含有生物毒素的农产品而导致消费

者中毒死亡是人类食物中毒死亡的主要原因[43]。 

动物疫病, 如疯牛病、猪瘟、口蹄疫等极易带来人畜

共患病的生物风险[51]。国务院办公厅于 2012 年 5 月发布

的《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指出, 经

过多年努力, 目前我国动物疫病防治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 

但任务仍十分艰巨, 规划中明确了 16 种优先防治的国内

动物疾病和 13 种重点防范的外来动物疫病[52]。非洲猪瘟

和新冠病毒是目前我国动物疫病防控的重中之重[12]。 

2  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措施建议 

食用农产品是人们日常生活消费所需要的各类食品的

原材料, 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影响着整个食品链的安全[1]。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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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其销售和消费周期较短、进货渠道和分销途径较为广泛

等特殊性, 当农产品及其加工后的食品被检出不合格后, 

再进行下架和召回等风险防控措施时, 因其时效性问题, 

溯源较难且已经被消费者食用的可能性较大[5], 因此, 从

种植和养殖的源头提高食用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至关重要。

目前我国食用农产品的种养殖源头存在的问题主要是规模

化和产业化程度较弱, 各监管部门之间沟通合作较少, 安

全检测耗时较长, 相关人员安全意识、法治观念、专业技

术能力较弱等[7]。 

2.1  加强源头管理, 落实生产企业主体责任 

农兽药残留是影响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的主要问题 , 

最直接有效的办法就是从源头控制好农兽药的生产、销售

及使用量。目前我国兽药已经从生产、销售、规模养殖企

业实施了国家兽药追溯管理, 部分地区也实行了农户使用

实名购买卡购买农药的管理办法, 从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农

兽药采买使用过量现象的出现, 但我国仍有较多零散种养

殖户, 需加大追溯管理和实名购买管理全国普及化的速度

和力度。此外, 全面落实生产企业食品安全的主体责任也

是提升食品质量安全的有效途径。可通过加强企业从业人

员的培训力度、强化质量安全意识、增加检查考核频率、

切实开展食品安全员的抽查考核, 提升质检员的业务能

力、加强技术支撑、督促企业主要负责人履行法定职责等

方式, 落实生产企业的安全主体责任。加大案件查办和处

罚力度、严厉打击生产企业知法犯法、违规生产等行为, 构

建企业主体责任不敢违的执法环境[12]。 

2.2  加大专业技术指导, 加快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2019 年 12 月, 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全国试行食用农产

品合格证制度实施方案》, 决定在全国试行食用农产品合格

证, 通过建立主体名录、加强培训指导、强化监督检查、集

中宣传引导等实施步骤以期推动种植养殖生产者落实质量

安全主体责任, 牢固树立质量安全意识[53]。我国农业养殖具

有“小规模、大产业”的特点[14], 在部分地区, 种养殖户受科

技文化教育程度较低, 缺乏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意识及科

学种养殖的理念和技术, 尤其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农产

品种养殖人员的老龄化现象逐渐加重, 致使实行科学种养

殖难度加大[7]。为此, 建议在“加强培训指导”环节针对较为

偏远的农村地区, 采用上门指导, 在推动合格证制度全面推

行的同时, 加强对种养殖专业知识和技能的培训, 可通过定

期组织培训及考试考核等方式, 提高种养殖人员的质量安

全意识, 普及食品质量安全有关的法律法规。此外, 我国食

用农产品的销售渠道多为农贸市场, 易呈现“收益小、货源

散、环境乱”的现象[54], 推广产销一体化的产业化经营是我

国农业发展的必然方向, 只有扩大规模化和产业化才能切

实提高种养殖户和销售人员的收益[7]。 

2.3  推进快速检测技术的研发与应用, 加强检测队

伍建设 

快速检测是提升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自检和市场监管

的重要途径, 目前我国较为成熟的快速检测方法有免疫胶

体金法、酶联免疫分析法、酶抑制法及聚合酶链式反应法, 

此外, 还有化学比色法和光谱法等[55]。但由于检测项目多, 

将抽检样品送至实验室再到检测出结果周期较长, 而农产

品消费快, 导致难以发挥抽检对监管的作用, 且这些方法不

适用于种养殖户对农产品进行自检[5]。与此同时, 据相关调

查和分析, 目前我国现行有效的食用农产品速测标准的“标

龄”为 8.2 年, 远高于《标准化法》建议的 5 年标准复审周期, 

老化现象较为突出, 且速测标准的应用范围有限, 部分速测

标准水平不高[55]。推进快速检测技术的研发与应用势在必

行, 简便快速、灵敏度高、适合现场检测的方法技术研究是

食品质量安全检测的重要发展方向, 若能实现从种养殖, 到

运输, 到销售的各环节中, 随时随地即可展开方便快捷的检

测, 将使我国的食品安全质量及抽检工作效率迈向新的台

阶, 这便需要国家加大对速测技术研发的投入以及对研发

人员的重视, 加强研发人员及检测队伍的建设, 提升薪资待

遇, 吸引优秀人才, 创造优良的实验条件, 各省、市增加相

关人员的进修培训学习机会, 建立高效、高质量的检测队伍, 

以满足农产品多样化检验的检测需求。同时, 还可借鉴其他

国家的管理模式, 在农产品销售前, 引入第三方检测机构进

行检测, 防止不合格的产品进入市场[56‒57]。 

2.4  加强消费者微生物污染防控意识 

食用农产品在种养殖、储运、加工、流通及消费等环

节中, 均易受到有害微生物的侵染, 目前我国对农产品种

养殖及加工环节的生产企业的微生物污染防控措施较严, 

检查力度较大并控制较好, 但对于消费者的污染防控意识

和相关预防措施的宣传力度较小, 加之部分地区群众, 尤

其在老年人群体中有一次性购买大量农产品的消费习惯, 

稍有储存不当便会导致被微生物污染而不自知的情况, 这

便产生了即便源头控制再好, 但依旧有因食用微生物污染

的农产品而导致食物中毒的现象产生。为此, 有关部门应

加大对消费者微生物污染防控意识及防控措施的宣传和普

及力度, 引导消费者科学理性的消费, 从而对食用农产品

的污染防控实现闭环管理。 

2.5  加大法治宣传, 提升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 

国家治理理念不断强调法治化, 确保食用农产品的质量

安全, 就要不断推进相关法律的完善与修订, 加大法治宣传

与普及力度, 形成全民依法监管的和谐局面[8]。有研究指出, 

食用农产品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影响着生产供应者和监督

管理的行为, 消费者的购买力度对农产品的质量安全起良好

的促进作用[58‒59]。为此, 可加大法治宣传力度, 使消费者“知

法、懂法、用法、护法”, 引导其建立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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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而为食用农产品的安全监督建立新的屏障[38]。 

3  结束语 

食用农产品是食品加工生产的源头, 也是人们每日

生活的必需消费品, 其质量安全关系着千家万户, 同时也

是市场监督管理工作的重中之重。虽然经过各级政府和相

关部门的不断努力和改革推进, 我国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

全合格率呈现一个较好的状态, 但因其关乎人民群众身体

健康、生命安全和社会经济的背景, 仍需加大对农产品质

量安全的监管力度, 争取从食用农产品种养殖的源头对安

全风险因子进行控制, 发挥种养殖者、消费者、监管者三

层保障作用, 实现从种养殖, 到运输, 再到销售环节的全

程可控和无缝监管。在国家政府的大力支持和高度重视下, 

相信我国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定会逐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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