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生产加工过程迁移污

染危害分析及预防控制措

施的研究  

■ 李小根 张怡 常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摘 要：近年来，我国食品安全问题高发频发，给人类生命安全带来危害。食品生产加工过程污染问题

应受到食品安全体系管理的高度重视，我国近年也出台了部分食品接触材料污染物限量和迁移量的标准。

但在法规、规范、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中食品接触材料安全性关注度还是不够，重食品接触材料的清洁卫生

控制，轻污染迁移控制，缺少有效的危害分析与控制措施。导致食品安全问题反复出现。最近我们也从监

管过程中发现了几批食品接触材料有毒有害物质迁移污染食品问题。为此，笔者想从食品安全体系管理的

角度，从食品安全问题分析、现有法规标准状况、生产过程控制现状进行分析，提出新的预防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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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80 年代开始，我国引进全面质量管理，到2005 年开始在食品生产企业推行ISO22000 标准体系管

理，使食品安全管理模式完全与国际先进食品安全管理模式相接轨。得到许多法达国家官方或第三方认可；

得到国家及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食品安全法、部门规章中多次提到鼓励企业推行食品安全管理体系，我

国食品安全管理水平也有了较大提高。 

然而当前我国食品安全问题仍是高发频发，给人类生命安全带来危害。造假、非法添加行为一旦查实，

将受到法律治罪。而食品生产加工过程污染问题应受到食品安全体系管理的高度重视，欧盟、美国、日本

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对食品生产加工过程污染控制已经从食品接触材料的清洁卫生向食品接触材料的使用安

全性进行控制，制订了一系列限量标准和迁移限量标准，我国近年也出台了部分食品接触材料污染物限量

和迁移量的标准。但在法规、规范、食品安全管理体系中食品接触材料安全性关注度还是不够，重食品接



触材料的清洁卫生控制，轻污染迁移控制，缺少有效的危害分析与控制措施。导致食品安全问题反复出现。

最近我们也从监管过程中发现了几批食品接触材料有毒有害物质迁移污染食品问题。为此，笔者想从食品

安全体系管理的角度，从食品安全问题分析、现有法规标准状况、生产过程控制现状进行分析， 提出新的

预防控制措施。 

1 生产加工过程中食品安全问题的危害分析 

当前食品安全问题反复发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生产过程因迁移污染。如近年来被媒体曝光多种食品中

被检出塑化剂超标，较为典型的白酒塑化剂超标，也出现了白酒使用添加剂导致二次污染的问题。我们专

项监控中也首次发现了几类食品被食品接触材料污染物迁移食品的案例，有塑化剂残留超标， 也有重金属

残留超标的，经对食品接触材料进行验证检测才发现。经分析，一是企业对使用食品接触材料进行风险评

估不够；二是对食品接触材料污染物迁移认识不足；三是体系管理和监管部门没有明确要求。 

2 法规、规范、标准要求的缺陷导致污染物污染食品失控 

首先是法规对食品接触材料没有迁移控制的要求。如食品安全法规定：餐具、饮具和盛放直接入口食

品的容器，使用前应当洗净、消毒，炊具、用具用后应当洗净，保持清洁；禁止生产经营被包装材料、容

器、运输工具等污染的食品；食品生产者采购食品相关产品，应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文

件；对无法提供合格证明文件的食品原料，应当依照食品安全标准进行检验；不得采购或者使用不符合食

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相关产品[1]。  

其次，食品生产卫生规范中对食品接触材料要求：凡接触食品物料的设备、工具、管道, 必须用无毒、无

味、抗腐蚀、不吸水、不变形的材料制做。设备、工具管道表面要清洁，边角圆滑，无死角，不易积垢，

不漏隙，便于拆卸、清洗和消毒。生产设备、工具、容器、场地等在使用前后均应彻底清洗、清毒。维修、

检查设备时, 不得污染食品[2]。  

第三，食品接触材料相关标准中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规定了最大使用量大部分添加剂为按生产需要适量使

用、特定迁移量或最大残留量[3]。 



从上述法规、食品生产卫生规范、食品接触材料添加剂卫生标准中控制要求来分析，存在以下有几个问题。

一是对食品相关产品（包括食品接触材料）明确了管理要求，但只强调了食品接触材料的卫生清洁，防止

外来污染而导致二次污染食品，未能关注到食品接触材料本身带有污染物的迁移污染。二是法规规定了不

得采购或者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相关产品（包括食品接触材料）。但在食品容器、包装材料用

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中有害添加剂最大使用量实际没有限量， 与特定迁移量或残留量规定存在自相矛盾，

这样采购或者使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接触材料，也有可能生产出不安全的食品。三是在食品生产企

业卫生规范中对食品接触材料要求是采用无毒材料，而特定迁移是与生产产品、工艺相关的， 同样的食品

接触材料，使用在不同产品、不同工艺上，会出现是无毒的或是有毒的两结果，对材质安全难以界定。四

是食品容器、包装材料用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中说明，仅用于接触非脂肪性食品的材料不得用于接触婴幼

儿食品用的材料，那么食品生产企业采购用的食品级食品接触材料应该是安全的，通过高温或酒类食品接

触材料塑化剂迁移超标就难以解释。由此看来，法规、规范、标准中存在安全风险隐患。 

3 食品生产加工过程危害分析及预防控制现状 

企业食品安全体系生产体系运行正常，通过第三方认证和监督审核，是有效的。但食品安全问题还是出了，

让我们了解一下，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对生产过程的控制。该体系中描述： 

组织应考虑和利用适当信息（如法律法规要求、顾客要求、公认的指南、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的法典

原则和操作规范，国家、国际或行业标准）。在制定这些方案时，组织应考虑设备的适宜性，及其清洁、

保养和预防性维护的可实现性；应在文件中对所有原料、辅料和与产品接触的材料予以描述，其详略程度

应足以实施危害分析。适宜时，描述内容包括以下方面：化学、生物和物理特性；组织应识别与以上方面

有关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要求。应描述现有的控制措施、过程参数和（或）其实施的严格程度，或影响食

品安全的程序，其详略程度足以实施危害分析。识别应基于收集的预备信息和数据；经验；外部信息， 可

能与终产品、中间产品和消费食品的安全相关的食品安全危害信息；在识别危害时，应考虑：特定操作的

前后步骤；生产设备、设施和（或）服务和周边环境[4]。由此体系中对食品接触材料要求已关注到其适宜性、



清洁、保养和预防性维护，相应的标准要求，但并未关注到一般食品接触材料对特定食品生产过程污染物

迁移危害的分析与控制，存在分析不到位现象、导致缺少控制与预防措施，从而引起出了食品安全问题而

找不原因问题。 

4 加强对食品接触材料适宜性的危害分析，完善体系管理 

如何解决，笔者认为可采用以下方法来完善体系管理，解决食品接触材料有毒有害物迁移污染食品问

题。 

4.1 完善对建立体系特定食品安全信息收集完整性管理， 收集与使用原辅料、食品接触材料使用材质

情况、生产工艺特点三者信息，进行综合分析；收集相关食品安全标准信息、食品接触材料迁移限量信息，

风险预警信息，充实原料、辅料和与产品接触的材料、成品特征信息，供食品生产过程危害分析作参考。 

4.2 在危害分析过程中，除考虑投入本工序原辅料带入的危害（特别是化学的危害）、本工序可能产生的

危害分析中除食品接触材料的安全性、食品接触面的清洁卫生情况，还要考虑到本工序中的温度、湿度、

产品中是否含有影响食品接触材料容易迁移因素，几种因素结合起来，突破标准、规范和传统观念的索迫，

进一步应用好与本产品有关的风险安全信息，引入体系有效管理。 

4.3 将与本食品生产有关的食品安全信息、舆情信息引入到危害评估中，实时完善和修改控制体系，一旦

控制措施的作用失效，要针对性地建立并用于消除或显著降低危害水平。 

4.4 作为认证部门或国家体系管理主管部门，要作针对性、有效性、适宜性的认证管理改进，要将食品生

产过程食品接触材料污染物污染控制引入体系管理中并强调执行重要性， 这样就有可能会消除一系列系统

性食品安全危害问题，使体系管理更适应现代食品安全管理需要。 

以上食品生产加工过程迁移污染危害分析及预防控制措施的研究，是笔者通过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对照食

品安全管理法规、规范、标准、体系理论的不足，提出个人观点，供体系审核及管理者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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