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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民以食为天”，饮食是人类社会生存发展的第一需要。“病从口入”，饮食不卫生，不

安全，又是百病之源。食品的安全性，是一个听起来生疏却与人们日常生活关系密切的概念。

人们上街购买鱼、肉、禽、蛋等鲜活产品，总要查看一下是否有腐坏、异味或病虫污染。在

食品店的柜台上，印有“不含添加剂”、“纯天然”、“绿色食品”等标志的食品，格外吸引购

物者的注意。在菜市场，细心的采购者会留心蔬菜的产地，是否有用污水浇灌或被滥用过农

药的危险。这些都反映了人们已经把食品的安全性作为购买食品的重要原则和取舍标准。我

国食物中毒每年报告例数约为 2~4 万，但专家估计这个数字不到实际发生数的 1／10 。由

于农药、兽药污染造成的急性食物中毒事件近年有所上升。城乡食品的数量与种类日益丰富，

如何提高食品的质量与安全性的问题日益突出。消费者在初步解决了温饱之后，要求吃得更

好，吃得安全放心，这是社会发展进步的大势所趋。 
 

第一节  食品毒理学概述 
 
食品是有益人体健康并能满足食欲的物品。人必须每天摄入食物赖以生存，维持健康和

繁殖后代。食品质量关系着人们身体健康甚至生命安全。食品应具备的基本条件是：卫生安

全、无毒无害；含有人体所需要的营养素和有益成分；感官性状良好、可被人体接受。但是

食品除了含有人体必需的营养物外，也可能含有身体非必需的甚至有害生物或化学物质，后

者总称为外源化学物 (xenobiotics) 。外源化学物是在人类生活的外界环境中存在，可能与

机体接触并进入机体，在体内呈现一定的生物学作用的一些化学物质，又称为 "外源生物活

性物质" 。它既包括在食品生产、加工中人类使用的物质，也包括食物本身生长中存在的物

质。蔬菜上的农药残留是有害无益的，但有些外源化学物对健康有利，如大蒜中的大蒜素。

所以，不应把外源化学物统统认为是对健康有害的。与外源化学物相对的概念是内源化学物，

是指机体内原已存在的和代谢过程中所形成的产物或中间产物。某种物质通过物理损伤以外

的机制引起细胞或组织损伤时称为有毒 (toxic) 。传统上把摄入较小剂量即能损害身体健康

的物质称为有毒物质或毒物 (toxicants) ；它具有的对细胞和／或组织产生损伤的能力称为

毒性（toxicity）。有毒物质在一定条件下产生的临床状态称为中毒 (intoxication, poisoning) 。
当前，地球上污染无处不在，工业化学物种类日益增多，它们进入空气、土壤、水、植物、

动物和人体中，我们的食物链不断受污染；食品市场是国际的，因此，食品的安全性是世界

各国政府共同关心的问题。 
食品毒理学（food toxicology）研究食品中外源化学物的性质，来源与形成，它们的不

良作用与可能的有益作用及其机制，并确定这些物质的安全限量和评定食品的安全性的科

学。食品毒理学的作用就是从毒理学的角度，研究食品中可能含有的外源化学物质对食用者

的毒作用机理，检验和评价食品（包括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或安全范围，从而达到确保人

类的健康目的。 
本学科的研究对象外源化学物包括有一定毒性的化学物如农药，包括毒性很小通常不称

之为“毒物”的化学物如食用色素，也包括潜在有益作用的化学物如大蒜氨酸（alin）。 
对食品中外源化学物来说，毒性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摄入的剂量。然而毒性是很复

杂的生物学现象，取决于多种因素。某种物质在正常食用方式与用量情况下，长期食用不产

生毒性，可认为是安全 (safe) 。但是安全是有条件的、相对的。食品中的外源化学物也可

能在一定条件下呈有益作用或不良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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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理学的一个基本原则和首要目的就是要对毒性进行定量。欧洲中世纪的科学家 
Paracelsus（1493～1541）曾说过：“所有的物质都是毒物，没有一种不是毒物的。正确的剂

量才使得毒物与药物得以区分”（The dose makes the Poison）。一般来说，毒物和非毒物之间

没有严格的界限。同一种化学物质，由于使用剂量、对象和方法的不同，则可能是毒物，也

可能是非毒物。例如，亚硝酸盐（nitrate）对正常人是毒性物质，但对氰化物中毒者则是有

效的解毒剂。另外，人体对硒（Se）的每日安全摄入量为 50～200μg ，如低于 50μg 则会

导致心肌炎，克山病等疾病，并诱发免疫功能低下和老年性白内障的发生；如摄入量在 200～
1000μg 之间则会导致中毒，如每日摄入量超过 1mg 则可导致死亡。毒性物质按其来源可

分为天然、合成和半合成三类，按其用途及分布范围可分为工业、环境、食品有毒成分、农

用、医用、军事、放射性、生物性和化妆品中分布的有害化学物，按其毒性强弱又可分为剧

毒、高毒、中毒、低毒、微毒等。毒性物质主要通过化学损伤使生物体受其损害。所谓化学

损害是指通过改变生物体内的生物化学过程甚至导致器质性病变的损伤。如有机磷酯化合物

类农药主要通过抑制胆碱酯酶的活性，使生物体乙酰胆碱超常累积，因而导致生物体的极度

兴奋而死亡。 
学科内容  食品毒理学的基本概念和食品外源化学物与机体相互作用的一般规律；食品

外源化学物毒理学安全性评价程序和危险度评价的概念和内容；食品中各主要外源化学物

（天然物、衍生物、污染物、添加剂）在机体的代谢过程和对机体毒性危害及其机理。 
学科任务  研究食品中学物的分布、形态、及其进入人体的途径与代谢规律，阐明影响

中毒发生和发展的各种条件；研究化学物在食物中的安全限量，评定食品的安全性，制定相

关卫生标准；研究食品中化学物的急性和慢性毒性，特别应阐明致突变、致畸、致癌和致敏

等特殊毒性，提出早期诊断的方法及健康监护措施。 
学科性质、地位 毒理学(toxicology)  是从生物医学角度研究化学物质对生物机体的损

害作用及其机制的科学，但近年来，随着客观的需要，毒理学的研究范围已扩大到各种有害

因素如放射性、微波等物理因素以及生物因素等对机体损害作用及其机制，不只限于化学物

质。卫生毒理学(health toxicology)  属于预防医学的范畴，是毒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包括

环境毒理学、工业毒理学、食品毒理学、农药毒理学、放射毒理学等。食品毒理学属于预防

医学的范畴，是卫生毒理学的一个分支学科，是毒理学的基础知识和研究方法在食品科学中

的应用，是现代食品卫生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食品毒理学是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需要

分析化学、现代生物学、生物化学、病理学、遗传学、免疫学及流行病学的知识与技能，应

用实验研究、临床研究和现场调查等研究方法，从各方面深入研究和认识各种毒作用的本质，

其研究成果为确定食品外源化学物合理的安全接触界限和制定有效的防治方法、预防化学物

对人类的危害提供理论依据。食品毒理学与环境毒理学、工业毒理学有非常密切的内在联系，

它们同属预防医学领域，基本概念和方法基本相似，研究对象不同。食物中的化学物质主要

经胃肠道与人体接触，接触剂量较低，接触时间较长，接触人群易感性具有较大差异。 
食品毒理学研究方法  一切学科的发展，都与新概念的形成与新方法的发展有密切关

系。60 年代以来，毒理学获得较大发展，主要原因之一是引入了相邻学科大量新的概念与

新的方法。从方法学来说，毒理学的研究方法可分为两大类。一是微观方法。随着生物化学、

细胞病理学、细胞生物学、分子生物学等边缘学科的迅速发展，这些学科的研究方法应用到

毒理学领域上来，使人们能够从细胞水平甚至分子水平观察到观察到多方面毒作用现象，其

中包括一些极微小的毒作用表现。另一大类方法是宏观方法，亦即研究人的整体以至于人的

群体与毒物相互作用的关系。要判定某个毒物对人危害程度，它是否属于某种损害现象的原

因，单凭人体以外实验所得结果，是不能作出认定的，只能认为有此可能。只有具体在人类

本身直接获得证实，才能获得肯定的评价。而直接观察毒物对人的作用，除少数毒物作用可

用“志愿者”之外，目前主要使用流行病学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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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理学研究的最终目的是研究外源化学物对人体的损害作用(毒作用)及其机制，但在人

体的研究实际上难以实现，毒理学主要是借助于动物模型模拟引起人体中毒的各种条件，观

察实验动物的毒性反应，再外推到人。由于动物，特别是哺乳动物和人体在解剖、生理和生

化代谢过程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这就是动物实验的结果可以外推到人的基础。 
毒理学实验可采用整体动物、游离的动物脏器、组织、细胞进行。根据采用的方法不同，

可分为体内试验(in vivo test)和体外试验(in vitro test)。毒理学还利用限定人体试验和流行病

学调查直接研究外源化学物对人体和人群健康的影响(表1-1)。 

表1-1  食品毒理学研究方法的比较 

研究方法 流行病学研究 受控的临床研究 毒理学体内试验 毒理学体外试验 

优点   真实的暴露条件， 

在各化学物之间发生相

互作用，  

测定在人群的作用， 

表示全部的人敏感性，    

规定的限定暴露条件， 

在人群中测定反应， 

对某组人群(如哮喘)的研

究是有力的， 

能测定效应的强度， 

易于控制暴露条件， 

能测定多种效应， 

能评价宿主特征的作用

(如：性别、年龄、遗传特

征等和其他调控因素饮

食等)， 

能评价机制 

影响因素少，易于控制，

可进行某些深入的研究

(如：机制，代谢)， 

人力物力花费较少  

缺点 耗资、耗时多， 

(多为回顾性)，无健康保

护， 

难以确定暴露，有混杂暴

露问题 ，  

可检测的危险性增加必

需达到2倍以上， 

测定指标较粗(发病率，死

亡率)， 

耗资多， 

较低浓度和较短时间暴

露，     

限于较少量的人群(一般

＜50) 

限于暂时、微小、可逆的

效应   

一般不适于研究最敏感

的人群 

动物暴露与人暴露相关

的不确定性 

受控的饲养条件与人的

实际情况不一致 

暴露的浓度和时间的模

式显著地不同于人群的

暴露 

不能全面反映毒作用不

能作为毒性评价和危险

性评价的最后依据 

难以观察慢性毒作用 

1．体内试验  也称为整体动物试验。可严格控制接触条件，测定多种类型的毒作用。

实验对象采用哺乳动物，例如大鼠、小鼠、豚鼠、家兔、仓鼠(hamster)、狗和猴等。在特殊

需要情况下，也采用鱼类或其他水生生物、鸟类、昆虫等。检测外源化学物的一般毒性，多

在整体动物进行，例如急性毒性试验，亚急性毒性试验、亚慢性毒性试验和慢性毒性试验等。

哺乳动物体内试验是毒理学的基本研究方法，其结果原则上可外推到人；但体内试验影响因

素较多，难以进行代谢和机制研究。 
    2. 体外试验  利用游离器官、培养的细胞或细胞器进行研究，多用于外源化学物对机

体急性毒作用的初步筛检、作用机制和代谢转化过程的深入观察研究。体外试验系统缺乏整

体毒物动力学过程，并且难以研究外源化学物的慢性毒作用。 
    (1)游离器官：利用器官灌流技术将特定的液体通过血管流经某一离体的脏器(肝脏、肾

脏、肺、脑等)，借此可使离体脏器在一定时问内保持生活状态，与受试化学物接触，观察

在该脏器出现有害作用，以及受试化学物在该脏器中的代谢情况。 
    (2)细胞：利用从动物或人的脏器新分离的细胞(原代细胞，Primary cell)或经传代培养的

细胞如细胞株(cell strain)及细胞系(cell line)。 
    (3)细胞器(organelle)：将细胞制作匀浆，进一步离心分离成为不同的细胞器或组分，例

如线粒体、微粒体、核等，用于实验。 
    体内试验和体外试验各有其优点和局限性，应主要根据实验研究的目的要求，采用最适

当的方法，并且互相验证。 
    3. 人体观察  通过中毒事故的处理或治疗，可以直接获得关于人体的毒理学资料，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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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临床毒理学的主要研究内容。有时可设计一些不损害人体健康的受控的实验，但仅限于低

浓度、短时间的接触，并且毒作用应有可逆性。 
    4. 流行病学研究  对于在环境中已存在的外源化学物，可以用流行病学方法，将动物

实验的结果进一步在人群调查中验证，可从对人群的直接观察中，取得动物实验所不能获得

的资料，优点是接触条件真实，观察对象包括全部个体，可获得制订和修订卫生标准的资料，

以及制定预防措施的依据。利用流行病学方法不仅可以研究已知环境因素(外源化学物)对人

群健康的影响(从因到果)，而且还可对已知疾病的环境病因进行探索(从果到因)。但流行病

学研究干扰因素多，测定的毒效应还不够深入，有关的生物学标志还有待于发展。 
    最后，我们还必须将体内和体外实验的结果外推到人，并与人体观察和流行病学研究的

结果综合起来，以对所研究的外源化学物进行危险度评价。 
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  是指从毒理学角度对食品进行安全性评价。其法律依据是《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第九条第二项：禁止生产经营含有毒、有害物质或者被有害物质

污染，可能对人体健康有害的食品。从这项规定中可见并非任何含有害物质的食品都不能生

产或销售，而是当它们在性质和数量上有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损害时不得生产或销售。 
食品毒理学发展历史  可以追溯到我们的祖先为了获得丰富的食物而去尝试多种物质

的时候。通过观察哪一种物质即能果腹又不至于产生疾病或引起死亡，我们的祖先发展了使

人类得以生存繁衍的饮食习惯。早在史前时代，人们就学习制作可供食用的食品。在人类文

明的早期，不同地区的民族都以长期的生活经验为基础，在不同程度上形成了一些有关饮食

卫生和安全的禁忌。在中国，2500 年前的孔子就曾对他的学生讲授过著名的“五不食”原

则：“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这是文献

中有关饮食安全的最早记述。但是，由于人类对客观世界认识的局限性，所选择摄取的食物

并非均为人体所需要，其中有一部分不仅是人体所不需要的，而且也是有害的。 
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全球生态环境的剧烈变化，这些变化通过食物链对食品质量

和安全性（Food Safety）的影响明显增大。人类食物中毒性物质的种类、数量及其对人类健

康的长远影响都远较以往严重，从而使人类面临更为严峻的生活和生存挑战。进入 20 世纪

以后，食品工业应用各类添加剂日新月异，农药兽药在农牧业生产中的重要性日益上升，工

矿、交通、城镇“三废”对环境及食品的污染不断加重，农产品和加工食品中含有害有毒化

学物质问题越来越突出。另一方面，化学检测手段及其精度不断提高，农产品及其加工产品

在地区之间流通规模日增，国际食品贸易数量越来越大。这一切对食品安全性问题提出了新

的要求，以适应生活水平提高、市场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新形势。人们关注的焦点与热点，逐

渐从食品不卫生、传播流行病、掺杂制伪等，转向某些化学品对食品的污染及对消费者健康

的潜在威胁方面来。本世纪对食品安全性影响最为突出的事件，当推有机合成农药的发明、

大量生产和使用。例如曾被广泛应用的高效杀虫剂滴滴涕，其发现、工业合成及普遍使用，

始于 30 年代末 40 年代初，至 60 年代已达鼎盛时期，世界年产总量可达 10 万吨。滴滴涕对

于消灭传播疟疾、班疹伤寒等严重传染性疾病的媒介昆虫（蚊、虱）以及防治多种顽固性农

业害虫方面，都显示了极好的效果，成为当时人类防病、治虫的强有力武器。其发明者瑞士

科学家 Paul Muller 因此巨大贡献而获 1948 年诺贝尔奖。滴滴涕的成功刺激了农药研究与生

产的加速发展，加上现代农业技术对农药的大量需求，包括六六六在内的一大批有机氯农药

此后陆续推出，在 50 到 60 年代获得广泛应用。然而时隔不久，滴滴涕及其他一系列有机氯

农药被发现难以生物降解而在食物链和环境中积累起来，在人类的食物和人体中长期残留，

危及整个生态系统和人类的健康。进入 70 和 80 年代后，有机氯农药在世界多数国家先后被

停止生产和使用，代之以有机磷类、氨基甲酸酯类、拟除虫菊酯类等残留期较短、用量较小

也易于降解的多种新农药类型。但滥用农药在毒化了环境与生态系统的同时，导致了害虫抗

药性的出现与增强，这又迫使人们提高农药用量，或更换农药种类。出现了虫、药、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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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之间的恶性循环。尽管农药种类和使用方法不断更新改进，用药水平和残留水平也在下降，

但农产品和加工食品中种类繁多的农药残留，至今仍然是最普遍、最受关注的食品安全性课

题。 
对食品安全新问题的社会反应和政府对策，最早见于发达国家。如美国在 1906 年食品

与药物法的基础上，于 1938 年由国会通过了新的联邦食品、药物和化妆品法，1947 年通过

了联邦杀虫剂、杀菌剂、杀鼠剂法，两法以后又陆续作过多次修正，至今仍为美国保障食品

安全的主要联邦法律。世界卫生组织和粮农组织自 60 年代组织制定了《食品法典》，并数次

修订，规定了各种食物添加剂、农药及某些污染物在食品中允许的残留限量，供各国参考并

借以协调国际食品贸易中出现的食品安全性标准问题。至此，尽管还存在大量的有关添加剂、

农药等化学品的认证与再认证工作，以及食品中残留物限量的科学制定工作有待解决，控制

这些化学品合理使用以保障丰足而安全的食品生产与供应，其策略与途径已初步形成，食品

安全管理开始走上有序的轨道。 
在我国，近代食品安全性的研究与管理起步较晚，它随卫生工作的发展而发展，近半个

世纪以来食品卫生与安全状况也有了很大的改善。解放后虽然我国食品卫生工作有较大的发

展，但各生产企业和监督机构管理还是处于较低的水平。随着我国的改革开放不断地深入，

食品工业得到迅速的发展。六十年代食品工业产值为国民经济总产值的 31～32 位，1986 年

升为 8～9 位，到 1990 年达到第 3 位，1996 年为第 1 位，至今持续保持。食品产量、品种

增加和质量的改进使大量化学物质进入食用范围，直接应用于食品的化学物质(如食品添加

剂)以及间接与食品接触的化学物质(如农药及污染物)日益增多。五十年代中央卫生研究院营

养学系与卫生部药品生物鉴定检定所已开始食品毒理学研究，并于六十年代对木薯毒性、农

残毒性、粮食薰蒸剂及白酒中甲醇毒性等进行了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从而制定了相应的标

准。至七十年代，一些国家已提出安全性评价系统。当时我国尚无系统的食品卫生标准和安

全性评价法规，致使食品的卫生质量监督管理工作产生了相当的困难，而在国际食品贸易中，

食品质量发生问题时，常因无章可循，给国家带来政治经济上的重大损失。据此，为制定食

品卫生标准以及为新产品上市前的安全性评价提供科学依据，制定一个统一的《食品安全性

毒理学评价程序和方法》(下称“程序”)，以保证食品安全是十分重要的。我国食品添加剂

标准化技术委员会于 1980 年年会首次提出制定毒性评价问题。卫生部(81)卫防字第 11 号文

件将制定“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价程序和方法”列入《1981～1985 年全国食品卫生标准科

研规划》。从此“程序”得到政府立项，投入经费、组织人才、集中设备优势，开展广泛而

深入的研究，促使食品毒理学的成长与发展。一些食源性传染病得到了有效的控制，农产品

和加工食品中的有害化学残留也开始纳入法制管理的轨道。我国于 1982 年制定了《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试行），经过 13 年的试行阶段 1995 年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通过，

成为具有法律效力的食品卫生法规。在工农业生产和市场经济加速发展、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和对外开放条件下，食品安全状况面临着更高水平的挑战。国家相继制定和强化了以《食品

卫生法》为主体的有关食品安全性的一系列法律法规，初步形成了以卫生管理部门、工商管

理部门和技术监督部门为主体的管理体制。但是，我国在进入 21 世纪和面向全球经济一体

化的时代，食品的安全性问题形势依然严峻，还要从认识、管理、法规、体制，以及研究、

监测等方面作更多的工作，才能适应客观形势发展的需要。 
20 世纪末时，特别是进入世纪之交的 90 年代以来，人类社会发展的多个方面通过人类

食物链对食品安全性的影响，进一步显露出来。而人类对全球生态环境变化及其与自身生存

发展关系的认识深化，则激发了人们的生态环境意识。这就使食品安全性再次作为人类面临

的重大生活或生存问题，从多个侧面被提上社会的议程。这一期间，新的致病微生物引起食

物中毒，畜牧业中滥用兽药、抗生素、激素类物质的副作用，食品的核素污染，以及最近发

生的英国疯牛病事件等等，都是有代表性的。首先，近年来食源性疾病的爆发性流行仍在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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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不同国家不断发生，但病的种类有所变化。其中，肉蛋奶类动物制成品或半制成品带菌致

病事件有上升趋势，主要是经动物及其制品传染给人的“人兽共患病”。最为常见的沙门氏

菌病是经由灭菌不充分的鸡蛋、牛奶及其制品如冰淇淋、奶酪等传播的。现代低温、冷冻条

件则有利于一些嗜冷性致病菌发育繁殖，如利斯特氏菌、耶尔森氏菌等对妇幼群体危害更严

重的疾病，呈增多势头。大规模的生产、加工、制作、销售在卫生管理不善的条件下则增加

了许多交叉感染的机会。最近，一种被称作肠道出血性大肠杆菌O-157﹕H7（EHEC）感染

的新的食源性疾病，在欧、美、日本、香港等地先后导致多起群体染病的爆发性病案，引起

广泛的震动。新的食源性疾病的出现与发展，是在食品生产、加工、保存以及品种、消费方

式发生变化条件下食品安全性新态势的反映。其次，在由癌症及其他与饮食营养有关的慢性

病上升、化学药物对人类特别是妇幼群体危害日益明显、以及动物性食品在饮食结构中重要

性增大的条件下，兽药使用不当、饲料中过量添加抗生素及生长促进素对食品安全性的影响，

逐渐突出起来，一些研究趋向于认为，最近动物性食品中的某些致病菌如沙门氏菌和大肠杆

菌O-157，可能是在滥用抗生素条件下抗性提高了的新的致病菌系。现在把抗生素作为饲料

添加剂虽有显著的增产防病作用，但除了抗生素本身在使用不当时可产生有害副作用外，也

导致了这些抗生素对人的医用效果逐渐丧失。尽管世界卫生组织呼吁减少用于农业的抗生素

种类和数量，但由于兽药产品对现代畜牧业的重要支撑作用及其给畜牧业和医药工业带来的

丰厚经济效益，要把兽医用药纳入有节制的合理使用轨道远非易事。由于人工合成激素（如

乙烯雌酚等）被发现对人有严重的副作用（包括后代致癌），欧洲除已建立较严格的有关各

种兽药的使用限制外，还禁止用激素处理的肉类进口。另外，自英国科学家发现疯牛病可使

人感染导致致命疾病后，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养牛业和牛肉市场陷入严重的危机。此病据信是

由于患该病牛羊的屠宰下脚料内脏又被再加工用于牛饲料而使病源进入人类食物链的。最后

需要提及的，是在人类进入核时代以后食品安全性中的核安全问题。近年来世界范围的核试

验、核事故已构成对食品安全性的新威胁。1986 年发生于前苏联境内切尔诺贝利的核事故，

是人类迄今已知的最严重核事故，使几乎整个欧洲都受到核沉降的影响，牛羊等草食动物首

当其冲。欧洲许多国家当时生产的牛奶、肉类、肝脏中都发现有超量的131I、137Cs、110Ag等
放射性核素而被大量弃置。日本在牛奶中测出有超出常量 4~5 倍的131I。远在南美的巴西也

因从德国进口的奶制食品发现137Cs含量超标 10 倍，不得不将 70t进口品弃置处理。在这种

情况下，已经多年研究被认定较为安全的食品辐照技术，受核辐射对人体危害的深远心理影

响，在商业上的应用长期受限，有待研究的问题和立法方面也都进展缓慢。 
工业的快速发展和社会都市化程度的提高，使大气、土壤和饮用水中的工业、农业及生

活污染物逐渐加剧，使得高度稳定的化学物质进入外环境，并通过食物链的生物学富集效应

蓄积在食品中，构成对有机体甚至下一代的严重威胁。人类的各种食品，包括供食用的处于

生长状态的各种植物和动物，以及食品加工、储运及包装等各个环节都有可能受到有毒物质

的污染。据统计，我国目前每年发生的食物中毒事件有 20～40 万例，我国 80%的传染病为

肠道传染病，一些有关伤寒、痢疾、霍乱等疾病的地方性爆发性流行，大多与食品和饮水被

微生物污染有关，近年来，农药、兽药污染造成的急性食物中毒事件的上升也较快，出售掺

杂掺假、过期变质和有毒有害食品坑害消费者的事例也屡禁不止，已成公害。随着我国社会

经济的快速发展，如何提高食品安全性的问题日益突出。 
食品毒理学原是毒理学和食品卫生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世界卫生组织（WHO）、世界粮

农组织（FAO）和美国食品药物管理局（FDA）是现代食品毒理学的先驱。20 世纪 70 年代，

这些组织提出应以食品安全性评估为重点，将食品毒理学从食品营养和卫生学科中单独分离

出来，并成立了有关食品卫生方面的机构。我国于七八十年代在全国各个省市建立了食品检

验和食品卫生检测网。1994 和 1995 年我国又分别正式颁布和实施了《食品安全性毒理学评

价程序和方法》标准和《食品卫生法》。这些法规标准、及食品监督机构为我国食品质量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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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提供了法律和行政上的保障。 
食品毒理学发展现状  随着对食品营养素，特别是非营养性外源化学物及其对人体功能

和健康影响的深入研究，对食品的认识正在发生根本性变化： 
1. 食品中除了营养素外还有对人体健康有益的外源化学物。如姜含有的姜黄素在体

内有抗诱变抗致癌作用。大蒜素能拮抗某些促癌剂对细胞间隙通讯的抑制和氧自由基的

损害。 
2. 食物中有害物质在体内的损害作用还受食物中其他成分影响，最终结果可以是消除

／减弱或加强其损害作用。 
3. 外源化学物对营养素吸收与代谢有影响，同时身体营养状态可以影响外源化学物的

毒效应。例如饮浓茶干扰食物中铁和钙的吸收；核黄素缺乏的大鼠体内苯并芘与 DNA 结合

增加，补充核黄素时降低。 
4．一种化合物透过肠粘膜屏障并达到粘膜固有层的细胞间隙内（由此进入血液毛细管

或淋巴管内）才算吸收了。食品中营养素和外源化学物在肠道内吸收、代谢、降解还受肠道

微生态影响。 
5．食品在加工烹调过程中可能产生有害外源物，有的毒作用剂量很小（ng 级）。例如

西式煎牛排和煎炸鱼块时产生多种致突变、致癌杂环胺类。韩国西南的酸白菜中的大量硝酸

盐在胃内可被亚硝基化，可能与当地居民原发性胃癌高发有关（占癌的 1／3~1／4）。由此

提出了对传统食品的危险性评价与管理问题。 
6．食品含有的成分超过 20 万种之多，一杯茶有几百种成分，还要加上添加剂、污染物、

衍生物，我们食入的食品是非常复杂的混合物（还可能有微生物、寄生虫……）。在这个意

义上人类对食品了解得还很不够。 
7．对某个特定物质来说，天然存在的与人工合成的毒性是相等的；它们应该有统一的

纯度标准；化学分析不能区别某个物质的来源是两者中的某一个。因此，FAO／WHO 早在

1973 年就明确提出：天然物质也要制定 ADI 和规定用量。 
 

第二节 食品毒理学和食品安全性 
 

食品毒理学是食品安全性的基础。食品毒理学的作用就是从毒理学的角度，研究食品中

可能含有的外源化学物质对食用者的毒作用机理，检验和评价食品（包括食品添加剂）的安

全性或安全范围，从而确保人类的健康。现代食品毒理学着重于通过化学和生物学领域的知

识找寻毒性反应的详细机理，并研究特定物质产生的特定的化学或生物学反应机制，为食品

安全性评估和监控提供详细和确凿的理论依据。 
一种化学物质对机体健康引起有害作用的能力，称为该物质的毒性(toxicity)。毒性较高

的物质，只要相对较小的剂量，即可对机体造成一定的损害；而毒性较低的物质，需要较大

的剂量，才呈现毒性。但是一个物质的“有毒”与“无毒”，毒性的大小也是相对的，关键是此

种物质与机体接触的量(接触、暴露和染毒有相同的含义)。在一定意义上，只要到达一定的

剂量，任何物质对机体都具有毒性。危险度(risk)在文献中也称为危险性或风险度，系指一

种物质在具体的接触条件下，对机体造成损害可能性的定量估计。危险度的定义是，在特定

的接触条件下终生接触某环境因素引起个体或群体产生有害效应(损伤、疾病或死亡)的预期

频率。危险度可分为归因危险度和相对危险度。归因危险度是指人群接触某因素而发生有害

效应的可能频率。如归因危险度为0.01表示100个接触者中有1人可能发生有毒效应，归因危

险度为10-6表示100万个接触者中可能有1人发生有害效应。相对危险度是指接触组与对照组

的危险度的比值。如相对危险度为2.5表示接触组发生有害效应的危险度是对照组(非接触组)
的2.5倍。对接触外源化学物的危险度进行估计，即危险度评价(risk asseament )是毒理学的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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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内容。 
    危害性(hazard)定性表示外源化学物对人群健康引起的有害作用。安全性是指无危险或

危险度可为社会接受(即危险度可忽略)，即笼统地指在通常条件下接触化学物对人体和人群

不会引起对健康有害作用。在毒理学中，安全性评价是利用规定的毒理学程序和方法评价化

学物对机体产生有害效应(损伤、疾病或死亡)，并外推在通常条件下接触化学物对人体和人

群的健康是否安全。由于安全性难以确切定义和定量，因此近年来危险度评价得到了迅速的

发展。 
食品安全性与毒性及其相应的风险概念也是分不开的。安全性常被解释为无风险性和无

损伤性。众所周知，没有一种物质是绝对安全的，因为任何物质的安全性数据都是相对的。

即使进行了大量的实验，证明某一种物质是安全的，但从统计学上讲，总有机会碰到下一个

实验证明该物质不安全。此外，评价一种食品成分是否安全，并不仅仅决定于其内在的固有

毒性，而要看其是否造成实际的伤害。事实上，随着分析技术的进步，已发现在越来越多的

食品，特别是天然品中含有多种微量的有毒成分，但这些有毒成分并不一定造成危害。 
1984 年，世界卫生组织（WHO）在题为《食品安全在卫生和发展中的作用》的文件中，

曾把“食品安全”认为是“食品卫生”的同义语，将其定义为：“生产、加工、储存、分配

和制作食品过程中确保食品安全可靠，有益于健康并且适合人消费的种种必要条件和措施”。

1996 年，WHO 在其发表的《加强国家级食品安全性计划指南》中则把食品安全性与食品卫

生作为两个概念加以区别。其中，食品安全性被解释为“对食品按其原定用途进行制作和食

用时不会使消费者受害的一种担保”，食品卫生则指“为确保食品安全性和适用性在食物链

的所有阶段必须采取的一切条件和措施”。目前，食品安全性是指：“在规定的使用方式和用

量的条件下长期食用，对食用者不产生不良反应的实际把握”。不良反应既包括一般毒性和

特异性毒性，也包括由于偶然摄入所导致的急性毒性和长期微量摄入所导致的慢性毒性，例

如致癌和致畸性等，这些都需要更明确地加以说明。 
关于食品的安全性或安全食品，至今尚缺乏一个明确的、统一的定义。综合现有的认识

与理解，对什么是食品安全性的回答应该是：食品中不应含有可能损害或威胁人体健康的有

毒、有害物质或因素，从而导致消费者急性或慢性毒害或感染疾病，或产生危及消费者及其

后代健康的隐患。不过，在这一表述中可能包含着不同的理解或解释。如哪些物质成分应划

作有毒、有害类？许多物质或成分的毒性是与剂量多少有关的，所谓“不应”或“不能”含

有某种有毒有害物质，是指不得检出或检出剂量不得超过某个阈限值之外？现代超微量分析

方法发展很快，许多化学成分的检出精度不断提高，不少曾被认为是“无污染”食品或“清

洁”食品远非那么纯净，而许多被宣布为有毒有害的化学物质实际上在环境中和食品中都被

发现以极微数量广泛存在，这个安全性怎么界定？从对人体健康的影响来看，除明显致病的

以外，所谓慢性毒害、慢性病、健康隐患、对后代的后效等，也都需要更明确的解释。 
影响食品安全性的因素很多，包括微生物、寄生虫、生物毒素、农药残留、重金属离子、

食品添加剂、包装材料释出物和放射性核素等。另外，食品中营养素不足或数量不够，也容

易使食用者发生诸如营养不良、生长迟缓等代谢性疾病，这也属于食品中的不安全因素。 
食品安全性的现代问题  人类社会的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正在使人类的食物生产与

消费活动经历巨大的变化。与人类历史上任何时期相比，一方面是现代饮食水平与健康水平

普遍提高，反映了食品的安全性状况有较大的甚至是质的改善，另一方面则是人类食物链环

节增多和食物结构复杂化，这又增添了新的饮食风险和不确定因素。社会的发展提出了在达

到温饱以后如何解决吃得好、吃得安全的要求。食品安全性问题正是在这种背景下被提出，

而且涉及的内容与方面也越来越广，并因国家、地区和人群的不同而有不同的侧重。以下是

英国 C.E.Fisher(1993)对当代发达和较发达社会或国家提出的一张饮食风险清单可以代表一

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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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营养过剩或营养失衡； 
（2）酗酒； 
（3）微生物污染； 
（4）自然产生的食品毒素； 
（5）环境污染物（包括核污染）； 
（6）农药及其他用化学品残留物； 
（7）兽用药物残留； 
（8）包装材料污染； 
（9）食品添加剂和饲料添加剂； 
（10）新开发食品及新工艺产品（如生物技术食品、辐照处理食品等）； 
（11）其他化学物质引起的饮食风险（如工业事故污染食品）。 
此外，假冒伪劣食品（劣质、掺杂毒物异物等）在食品安全性问题中也占有重要地位。 
以上可归纳为现代食品安全性的六大类问题，即：营养失控、微生物致病、自然毒素、

环境污染物、人为加入食物链的有害化学物质、其他不确定的饮食风险。其中，营养失控或

营养素不平衡就其涉及人群之多和范围之普遍而言，在当代食品安全性问题中已处于较发达

社会之首位。在食品相对丰裕的条件下，因饮食结构失调使高血压、冠心病、肥胖症、糖尿

病、癌症等慢性病显著增多。这说明食品供应充足不等于食品安全性改善。高能量、高脂肪、

高蛋白、高糖、高盐和低膳食纤维，以及某些矿物质和必要维生素摄入，都可能给人的健康

带来慢性损害。而有些矿物质和维生素用量过多（例如硒、维生素 A 等）也可能引起严重

后果。微生物因素导致食品腐败变质、微生物毒素及传染病流行，是多年危害人类的顽症。

人类历史上一些猖獗一时的瘟疫，在医药卫生及生活条件改善的情况下，已受到一定程度的

控制。但现实证明人类在与病原微生物较量中的每一次胜利，都远非一劳永逸。原因是社会

经济及文化发展的不平衡、食品生产与消费方式的改变、以及病原微生物适应性与抗性在与

人类的共同进化中不断提高。如果说前述营养不平衡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个人行为决定

的，那么，微生物污染致病则始终是行政和社会控制的首要重点。 
自然产生的食品毒素是指食品本身成分中含有的天然有毒有害物质，如一些动植物中含

有生物碱、氢氰糖苷等，其中有一些是致癌物或可转变为致癌物。天然的食品毒素，实际上

广泛存在于动植物体内，所谓“纯天然”食品不一定是安全的。 
衍生毒物可由食品的任何内在成分与外源成分（如污染物与添加剂）相互作用形成，或

这些物质与外界物质（如氧）相互作用形成。由热、光、酶或其他物质引起食物化学降解也

会产生有毒物质。衍生毒物可分为热解有机毒物、非热解毒物、油脂氧化物以及污染物反应

产生的毒物等。 
在人为特定条件下食品中产生的某些有毒物质，如粮食、油料等在从收获到储存过程中

产生的黄曲霉毒素，食品烹任过程中产生的多环芳烃类，都是毒性极强的致癌物。 
环境污染物在食品成分中的存在，有其自然背景和人类活动影响两方面的原因。其中，

无机环境污染物在一定程度上受食品产地的地质地理条件所左右，但是更为普遍的污染源则

主要是工业、采矿、能源、交通、城市排污及农业生产等带来的，通过环境及食物链而危及

人类饮食健康。无机污染物中的汞、镉、铅等重金属及一些放射性物质，有机污染物中的苯、

邻苯二甲酸酯、磷酸烷基酯、多氯联苯等工业化合物及多氯二噁英、多氯氧芴、多环芳烃等

工业副产物，都具有在环境和食物链中富集、难分解、毒性强等特点，对食品安全性威胁极

大。在人类环境持续恶化的情况下，食品成分中的环境污染物可能有增无减，必须采取更有

效的对策加强治理。 
人为加入食物链的化学物质，包括农牧业生产及食品加工过程中为保障生产、提高质量

及安全性所使用的多种化合物，既有人工合成的，也有自然生成的，其应用数量、残留量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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稳定性均极不相同。农药、兽药、饲料添加剂及食品添加剂等，近年成为当今食品安全性方

面的关心焦点，原因有多方面。其中，科技发展加深了对某些化学残留物性质及规律性的认

识，以及消费者风险意识、对食品质量及安全性要求的提高，是决定性的因素。我国在工农

业生产迅速发展过程中这类化学物质引起的食品安全性问题，呈潜性上升趋势。从世界范围

看，科技界、企业界和管理部门为降低这类物质所致的食品风险，投入了巨大的人力物力与

财力。美国近年提出要对现行各种农药残留限量作重新审定，改变以“良好生产措施”为确

定限量标准依据的做法，代之以对人体健康影响为依据的方法，以提高安全性保险系数，并

要求对儿童和婴儿这一敏感群体在制定残留限量方面给以特别的保护。此外，为加强致癌化

合物的控制，一批农药可能被禁用。这一切都反映了在科技与社会进步过程中对这一大类化

学物质加强管理、减少饮食风险的总趋势。 
由于科技进步、管理水平及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食品安全性的问题内涵及轻重缓急在

不同国家不同地区不完全相同，公众对食品安全性的认同意识也有不同程度的差距。但是从

民族健康与繁荣、社会进步与持续发展的角度来看，充分、全面地理解食品安全性问题的意

义与趋势，则是一个普遍的、至关重要的课题。 
食品安全性控制与人类食物链  人类食物生产规模的扩大，加工、消费方式的日新月

异，储藏、运输等环节的增多，以及食品各类、来源的多样化，使原始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

食物链，逐渐演化为今天的自然链和人工链组成的复杂食物链网。这当然一方面满足了人口

增长、消费水平提高的要求，另一方面，也使人类饮食风险增多，确保食品的安全性成为现

代人类日益重要的社会问题。食品安全性的隐患，可能产生于人类食物链的不同环节。首先，

人类农牧业生产的生态环境，包括水、土、大气的质量是否良好，生物学环境是否健康无害，

都会影响到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性。农业措施不当引起生态环境退化或生态循环失调，可能使

产量、品质下降，加剧农作物及养殖动物的病虫害，进而危及人类的食品安全。其次，在整

个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都存在着因管理不善使病原菌、寄生虫滋生及有毒有害化学物

质进入人类食物链的机会。现代人类食物链通常可分为自然链和加工链两部分，从自然链部

分来看，种植业生产中有机肥的搜集、堆制、施用如忽视严格的卫生管理，可能将多种侵害

人类的病原菌、寄生虫引入农田环境、养殖场和养殖水体，进而进入人类食物链。滥用化学

合成农药或将其他有害物质通过施肥、灌水或随意倾倒等途径带入农田，可使许多合成的、

难于生物代谢的有毒化学成分在食物链中富集起来，构成人类食物中重要的危害因子。由于

忽视动物保健及对有害成分混入饲料的控制，可能导致真菌毒素、人畜共患病原菌、有害化

学杂质等大量进入动物产品，为消费者带来致病风险。而滥用兽药、抗生素、生长刺激素等

化学制剂或生物制品，可因畜产品中微量残留在消费者体内长期超量积累，产生不良副作用，

尤其对儿童可能造成严重后果。从人类食物链的加工链部分来看，现代市场经济条件下，蔬

菜、水果、肉、蛋、奶、鱼等应时鲜活产品及其他易腐坏食品，在其储藏、加工、运输、销

售的多个环节中如何确保不受危害因子侵袭而影响其安全性，这是经营者和管理者始终要认

真对待的问题，不能有丝毫疏忽。食品加工、包装中滥用人工添加剂、防腐剂、包装材料等，

也是现代食品生产中新的不安全因素。在食品送达消费者餐桌的最后加工制作完成之前，清

洗不充分、病原菌污染、使用调味品、高温煎炸烤等，仍会使一些新老危害因子一再出现，

形成新的饮食风险。由以上可见，食品安全性中的危害因子，可能产生于人类食物链的不同

环节上，其中某些有害物质或成分特别是人工合成的化学品，可因生物富集作用而使处在食

物链顶端的人类受到高浓度毒物之害。认识处在人类食物链不同环节的可能危害因子及其可

能引发的饮食风险，应用食品毒理学的理论和方法，掌握其发生发展的规律，是有效控制食

品安全性问题的基础。 
食品安全性已成为当今影响广泛而深远的社会性问题。加强对食品安全性的管理控制，

既是社会进步的需要，也是民族健康的保证。历史的经验和国内外的发展形势都说明，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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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的安全性必须建立起完善的社会管理体系，这应包括以下几个主要方面：就食品安全性

进行完整的立法；对食品生产和供应系统所用的各类化学品，建立严格的管理机制；对食源

性疾病风险实行环境全过程控制；采用绿色的或可持续的生产技术，生产对人与环境无害的

安全食品；建立健全市场食品安全性的检验制度，加强执法，保障人民健康。 
 
 

（王  枫  史永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