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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外食品安全信息预报预警系统的建设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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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食品安全关系着民生大计，本文系统介绍了目前国内外食品安全监测及预警系统的建设情况，提出了完善我国食品安全

信息预报预警系统的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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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safety information system is important to the guarantee of people’s health. The current status of the food safety forecasting 

& pre-warning information system at home and abroad was introduced and the suggestions to improve our national food safety forecasting & 

pre-warning information system we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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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是民生大计，构筑食品安全监测网络系

统是政府主管部门多年不懈努力的方向[1~5]。客观地

说，近年来我国政府正积极加强食品安全的监管工作，

但苦于对目前国际上食品安全快速反应系统缺乏全面

研究，对国外的食品安全动态信息缺乏系统跟踪，对

国内监测数据缺乏系统的汇集和科学评析，因此难以

获取时效性强的第一手预报预警信息，导致政府主管

部门对食品安全危机大多是“被动应对”。本文拟从建

设我国统一的食品安全快速反应系统为目标，从食品

安全信息采集和综合评析管理为切入点，探讨我国食

品安全信息预报预警系统的整合构想，旨在为我国尽

快建设和完善与国际接轨、面向全社会开放的食品安

全动态预报预警系统。 

1  国外食品安全监测及预警系统的建设情况 

1.1  国际食品安全网络（INFOSAN） 
世界卫生组织（WHO）于 2004 年创建了国际食 

品安全网络，该网络目的是为了改善国家和国际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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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食品安全主管部分之间的合作。该网络将对国际上

各国食品安全主管部门间进行日常食品安全信息交换

起重要作用，同时为食品安全紧急事件发生时迅速获

取相关信息提供载体。截止 2007 年 3 月，已有 154
个国家或地区成为系统注册成员，每注册成员可设有

1 个或多个国家授权的联络点，但鼓励一个成员国只

设 1 个能代表该成员国不同监管部门的单一联络点；

同时为了确保成员国有快速和稳定的官方联络渠道，

每个注册成员国必须而且仅设有 1 个 INFOSAN 紧急

事件联络点。 

 
图1 WHO-INFOSAN网络结构图 

INFOSAN 包括两个主要组成部分：一是食品安

全紧急事件网络（INFOSAN EMERGENCY），它将国

家官方联络点连接在一起，以处理有国际影响的食源

性疾病和食品污染的紧急事件，并使能迅速交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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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是发布全球食品安全方面重要数据信息的网络体

系。WHO-INFOSAN 网络结构图如图 1，INFOSAN
结构图及与 WHO-INFOSAN 接口关系如图 2。 

 
图2 成员国内部INFOSAN结构图及与WHO-INFOSAN接口关系图 

1.2  全球环境监测系统（GEMS） 
全球环境监测系统（GEMS）成立于 1975 年，是

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地球观察”计划的核心组

成部分，其任务就是监测全球环境、并对环境组成要

素的状况进行定期评价。参加 GEMS 监测与评价工作

的共有 142 个国家和众多的国际组织，其中特别重要

的组织有联合国粮农组织（FAO）、世界卫生组织

（WHO）、世界气象组织（WMO）、联合国教科文组

织（UNESCO）、以及国际自然与自然资源保护联盟

（IUCN）等。 
虽然全球环境监测系统（GEMS）不是一个食品

相关疾病监测计划，但全球环境监测系统的食品污染

监测与评估规划（通常简称为 GEMS/Food）是一个很

成功的国际间合作监控的范例。WHO 承担其为赞助

方（在全球超过 70 个国家）实施该计划的任务。GEMS
的目的在于汇编来自不同国家的食品污染和及其与人

接触的资料数据。在 1996 年，GEMS 开始开放一种

新型的数据体系和电子数据提交协议。GEMS/Food
的数据在 WHO 的网站可以检索到。GEMS 的统一的

执行命令和易于登陆的接口使它成为国际间食品监测

工作的一个典范。 
1.3  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系统[6~8] 

2002 年，鉴于欧盟严峻的食品安全形势，欧盟发

布了 178/2002 号食品安全基本法，并据此建立了欧盟

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系统（RASFF）。欧盟建立食品

和饲料快速预警系统的目的是为欧盟各成员食品安全

主管机构提供有效的途径，交换有关信息，并及时采

取措施确保食品安全。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系统通过

由成员国的食品安全管理部门、欧洲食品安全局和欧

盟委员会组成的网络，时刻监测着关于人类健康、动

物健康或环境的直接或间接的风险。当某一成员国发

现存在对人类健康有严重危害的警情时，会立即在该

预警系统下通知委员会，委员会则立即将信息传递给

各成员国。 
图 3 描述了 RASFF 系统下通报信息的传递流程

和方向。各成员国是通过一个基于受控网络的信息交

换系统：CIRCA-RASFF 向 RASFF 系统发送通报。通

过该系统的通报内容包括涉及的国家、产品、公司、

检测数据等详细的信息。这个信息交换系统的使用是

受到限制的，仅对各成员国、各成员国永久代表处、

EFTA监管局和EFTA国家的联系点以及欧委会开放。 

 
图3 RASFF系统通报信息的传递流程 

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系统包括两类通报： 
（—）、预警通报 
当某成员国在市场上发现有危害的食品和饲料，

需立即采取措施，这时要发出预警通报。预警通报是

由发现问题的成员国进行通报，并要指明拟采取的相

关措施，如撤离市场/召回等。这类通报的目的是给其

它成员国提供所有相关信息，以确定在其市场上是否

也有相关产品，以便及时采取必要的措施。 
（二）、信息通报 
信息通报是指某一食品或饲料被确认存在危害，

但因为这类食品或饲料并没有进入欧盟成员国市场，

而无需立即采取行动。这类通报大多是涉及经检测被

拒绝在欧盟口岸之外的食品和饲料，因此，它们并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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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真正进入欧盟市场。 
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系统为保障欧盟的食品

安全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2  我国食品安全监测和安全预警系统的建设

现状[9,10] 

由于我国的食品安全采用分段监管的模式，目前

卫生部、农业部和质检总局分别建立了侧重点不同的

食品安全监测和安全预警系统： 
卫生部参照全球环境监测规划/食品污染监测与

评估计划 GEMS/FOOD，开展了食品污染物和食源性

疾病监测工作。截至 2007 年 8 月，监测点已经覆盖

15 个省区市 8.3 亿人口，重点对消费量较大的 54 种食

品中常见的 61 种化学污染物进行监测。截至到 2006
年底，获得化学污染物监测数据 40 多万个，初步摸清

了我国食品中重要污染物的污染水平及动态变化趋

势。卫生部还根据监测发现的问题发布了蓖麻籽、霉

变甘蔗、河豚鱼、生食水产品、毒蘑菇等十余项食品

安全预警信息。 
农业部也建立了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制度，

对全国大中城市的蔬菜、畜产品、水产品质量安全状

况实行从生产基地到市场环节的定期监督检测，并根

据监测结果定期发布农产品质量安全信息。目前，全

国大部分省（区、市）也已开展省级例行监测工作。 
质检总局建立了全国食品安全风险快速预警与快

速反应系统，目前已经实现了对 17 个国家食品质检中

心日常检验检测数据和 22 个省（区、市）监督抽查数

据的动态采集，每月收集有效数据 2 万余条。同时，

质检总局加大了食品生产加工环节风险监测的工作力

度，重点监测非食品原料和食品添加剂问题，截止到

2007 年 6 月底，风险监测抽样覆盖 24 个省（区、市），

共检测 20 类产品中的 2501 个样品，涉及到 33 种检测

项目，获得 9477 个有效监测数据。通过动态收集、监

测和分析食品安全信息，初步实现了食品安全问题的

早发现、早预警、早控制和早处理。 

3  INFOSAN、GEMS/Food 和 RASFF 系统对我国

的启示 

我国食品安全危机事件频发的根本原因主要有两

点，首先是预警机制的缺乏，使许多可以预防的事件

不断积累和发展，最终成为危机事件；其次是有关食

品安全的信息统一管理机制还没有形成，虽然各部门

有一些监测和检测机构，做了大量监测和检测工作，

但食品安全信息没能形成跨部门的统一收集分析体

系，没有统一机构协调食品安全相关信息的通报、预

报和处置，政府主管部门对潜伏的危机信息掌握不及

时、不全面，导致在危机酝酿阶段政府监管部门无能

为力。因此，构建完善而高效的食品安全预警机制，

对预防食品安全危机事件的发生和发展至关重要。食

品安全危机的预警机制是指在常态下对可能引起食品

安全危机的各种因素及其所呈现出来的危机信号和危

机征兆进行科学监测，对其发展趋势、可能发生的食

品安全危机类型及其危害程度做出合理科学的评估，

并向社会或政府职能部门发出危机警报的一套运行体

系。INFOSAN、GEMS/Food 和 RASFF 系统是运转良

好、反应迅速的食品安全信息预警系统，它能提前发

现潜在的风险，采取适当措施避免食品安全事故，保

护消费者生命和健康提供了信息保障和依据，成功的

关键要素是多部门和各个成员国的协调统一配合。 
INFOSAN、GEMS/Food 和 RASFF 系统是一个基

于“信息”的预警系统，整个系统的运行包括信息的收

集、提供、传递、评估、发布、跟踪和反馈等。我国

目前迫切需要建立一个统一领导下的由多部门共同组

成的食品安全信息的采集、跟踪、分析和发布网络，

一方面及时收集我国在进口贸易中食品安全方面的相

关信息，另一方面实时跟踪并关注世界卫生组织、世

界粮农组织、欧盟委员会等权威机构发布的食品安全

相关动态，以提高信息反馈能力。同时，建立一个统

一的国家标准对输入的信息进行筛选和分类，对食品

安全预警信息进行分析和评估，及时发布通告，为食

品安全的决策和应对贸易壁垒提供信息支持。 
国务院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的适时成立

从根本上解决了我国的食品安全体系跨部门（如农业

部、卫生部、环保总局、国家质检总局、工商总局、

海关总署等）的统一协作的组织保障问题，笔者希望

能在国务院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领导小组的统一领导

下，将现有分散在卫生部、农业部和质检总局的食品

安全监测和安全预警系统进行资源整合和信息共享，

由质检总局、食药局、农业部、卫生部、环保总局、

工商总局、海关总署联合建立类似 RASFF 系统的快

速预警体系，整合现有食品安全领域各部门分散的监

测网络，将各口岸局设为联网信息点，及时了解和掌

握进口动植物和食品的安全情况和信息。食品安全快

速反应系统应包括监测系统、信息收集分析系统、预

报通报系统、危机应急处置系统等要素。建立食品安

全预警信息渠道，覆盖全国的信息收集和分析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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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监控、收集、分析各类食品安全相关信息；建立

预测与评价系统，对信息系统收集的信息，依据预报

预警评价标准及时向主管部门和社会通报；并采取相

应的对策对可能发生的危机进行有效的预防与控制。

我国食品安全预报预警系统的完善构想是基于电子网

络为信息支撑平台，主要由食品安全信息收集渠道、

食品安全预报预警评析和预报预警信息发布等子系统

构成，具体架构如图 4。 

 

图 4 我国食品安全预报预警系统的建设构想 

3.1  食品安全信息收集渠道 
国外食品安全预警和监测系统的“信息源”主要包

括三方面内容：一是 INFOSAN、GEMS/Food 监测和

通报信息；二是 RASFF 系统或类似机构的通报信息；

三是国外食品安全主管部门的通报信息。国内食品安

全预警和监测系统的基本“信息源”在主要包括三方面

内容：一是国家质检总局对进出口食品的检验检疫异

常信息；二是农业部、卫生部、国家质检总局、国家

食药局、工商总局等日常监测信息；三是企业上报或

专项抽查信息。 
3.2  食品安全预报预警评析 

预报预警评析系统是整个预警体系的核心，其输

入端是“信息源”，输出端是“评析信息”。科学的评析

模型是保证食品安全预报预警权威性和一致性的基本

保证，专家评估则是食品安全预报预警评析的辅助支

持系统。 
3.3  预报预警信息发布 

预报预警信息发布需要一套完善的预警信息发布

制度。笔者认为应通过立法来进一步规范我国的食品

安全管理体制和食品安全信息发布制度，并针对预报

预警信息制定应对预案，从而使政府主管部门能从容

应对食品安全危机。 

4  结语 

食品安全监管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完善我国

食品安全预报预警信息收集、评析、发布系统将为我

国政府主管部门应对食品安全危机提供重要的技术支

持，但该系统的持续完善需要相对应的法律法规与标

准支撑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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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声波处理时间、超声功率和乙醇浓度对射干中鸢尾

类物质的提取有显著性影响，优选超声功率 180 W，

70%乙醇与药材的比为 9:1(mL/g)，每次超声回流 60 
min 为提取工艺，此条件下的得率为 5.2%，较没有超

声波处理强化的醇提法的最佳条件下的得率提高了约

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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