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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esent review has summarized the development of meat safety and the factors that affect the 
meat safety globally. According to the introductions about the measurement and standards for 
meat safety all over the world, the current review indicated that only improving the law, could the 
standard and the inspection technology, which cover all ranges of breeding, slaughter and cutting, 
transfer and cooking process, make sure that the meat is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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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通过对国内外肉制品安全现状的了解和对影响肉制品安全因素的总结，介绍和分析了国内外保障肉制品

安全所采取的措施及其法律和标准体系，提出了对肉品只有覆盖从养殖加工到流通销售的全方位质量监

管，健全法律体系、完善标准建设和加强检验检测技术研究，才能实现肉制品质量安全的根本性提升的

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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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肉制品为人类提供了优质的蛋白、脂肪、维生素和矿物质等营养成分，是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营养

食品[1]。近年来，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自身健康问题得到重视，消费者对肉制品的安全提出了更

高的要求。然而，世界上相继发生的危机人类健康的肉制品安全事件枚不胜举，由肉制品安全事件产生

的损失相当巨大，造成的后果也十分严重。 
自英国 1986 年出现第一例疯牛病，全球因食用受疯牛病污染的牛肉死亡的人数不计其数[2]。2000

年，法国发生李斯特杆菌污染事件，造成 2 人死亡[3]；2005 年，我国发生的猪链球菌事件感染 152 人，

死亡 31 人[4]。2008 年，爱尔兰因在猪肉抽样检查中检测出二噁英含量超出安全指标的 200 倍，召回大

量猪肉和猪肉产品[5]。2011 年，我国安徽省查获一种名为“牛肉膏”的添加剂，将猪肉“变”牛肉事件

[6]。2013 年，沃尔玛所售“五香驴肉”掺有狐狸肉事件等等[7]。 
上述种种事件说明，肉制品安全已成为全球性的大问题，这些肉制品安全事件的存在，要求我们在

对肉制品进行基础性科学研究的同时，更应该不断查找影响肉制品安全问题的因素，持续健全保障肉制

品安全的法律，不断健全监督管理措施，提高检验检测技术[8]。 

2. 影响肉制品安全的主要因素  

影响肉制品安全的因素众多，主要包括环境污染、饲料安全、畜禽疫病、屠宰加工、储存流通等各

个环节。 

2.1. 环境污染 

环境污染对肉制品的影响主要表现在工业三废的污染导致肉制品中铅、砷、镉等重金属超标。汞、

铅、砷、镉等通过“三废”污染水源、土壤和空气后，直接或间接的富积到畜禽体内，从而造成肉制品

质量的不安全。此外，工业生产和燃烧产生的二噁英、多环芳烃等有毒化合物也是造成肉制品污染的重

要原因。1999 年，比利时一些养鸡场饲料受二恶英污染，在鸡脂肪及鸡蛋中残留的二恶英超过规定的

800~1000 倍，比利时的畜牧业及涉及畜产品的食品加工业顷刻完全瘫痪，世界各国都宣布停止销售其商

品[9]。 
环境污染影响肉制品安全所表现的另一方面是农兽药的残留。大量农药的施用造成农药大量残留，

而作为畜禽饲料，动物长期采食可以在脂肪组织中大量沉积影响肉品安全[10]。 

2.2. 饲料安全 

影响肉制品安全的另一个因素为原料中残留的毒素和饲料中添加一些违禁药物，以及贮存运输的污

染。如棉饼中的棉酚、菜籽饼中含有的硫代葡萄糖甙和植酸等均为有毒成分；为了减少疾病添加的抗生

素药物，为了生长快添加的生长素药物，为了多出瘦肉添加的瘦肉精；此外，在储藏运输过程中水分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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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霉变、氧化、细菌超标、鼠害、虫害、不洁运输工具和仓库等也是不可忽视的因素[11]。 
其中，霉变是最严重的污染，在温度适宜、湿度较大的情况下，饲料本身滋生黄曲霉毒素、赤霉素

和镰刀霉毒素等对畜禽有害的毒素，受到毒素浸染的饲料，不仅降低了营养价值，也可能导致畜禽急、

慢性中毒，残留在畜禽肌肉、内脏或乳中的霉菌毒素，还可能通过食物链传递给消费者[12]。 

2.3. 畜禽疫病 

畜禽疫病也是影响肉制品安全的关键因素。目前至少有 160 多种人畜共患传染病，如狂犬病、口蹄

疫、炭疽、沙门氏菌病、猪瘟、囊虫病、疯牛病、禽流感等等。携带疾病病原体的畜禽肉被人食用后，

可能引起食物中毒或引起人畜共患病的爆发[12]。2017 年 1 月我国禽流感高发期，全国感染 H7N9 禽流

感发病 192 例，死亡 79 人。 

2.4. 屠宰加工 

屠宰加工过程的质量安全保障不仅考验畜禽产品加工企业的技术能力，更考验他们的职业道德。例

如，有些企业为了保持产品的色泽添加硝酸盐、着色剂等埋下安全隐患；有些企业为了追求利益的最大

化，制假贩假、以次充好[13] [14]。另外在畜禽的屠宰、储存运输、流通销售等过程中的微生物污染也是

影响肉品安全的重要因素[15]。由于肉制品的不安全因素面广，其中任何一个环节不规范都会影响肉制品

安全，所以只有覆盖从养殖加工到流通销售的全方位质量安全保障，才能实现肉制品质量安全的根本性

提升。 

2.5. 储存流通 

肉制品的供应包含了从养殖、屠宰、生产加工、运输和销售最后到餐桌的多个环节，其安全的保障

是一个结合多环节多主体的复杂的综合性问题[16]，而肉制品的贮藏运输是肉类食品生产中的重要一环，

是直接影响其安全的关键环节。 
研究发现，肉品的贮藏运输不当导致的安全问题主要表现为生物性危害、化学危害、物理性危害等

[17]。此外，肉制品的贮藏运输过程中，要接触包装材料，储存容器，操作人员，运输设备，贮藏环境，

符合卫生标准的肉品在出厂后，为避免出现再次污染，须定期对包装材料、储存容器、运输设备和贮藏

环境进行卫生检查，做好清洗和消毒工作[18]。同时，肉品的贮藏运输也是一个涉及商务、交通、工商、

卫生等多个监管部门共同协调的过程，这依赖于政府提供行之有效的政策及监管，建立一套完整的符合

中国实际的肉制品贮藏运输法律法规[19]。 

3. 国内外保障肉品安全的措施 

3.1. 美国 

美国的肉品安全采取的是多部门联合监管模式，且部门间分工明确。责任主体负责“从农田到餐桌”

全食物链的监管，职能交叉重叠少。美国保障肉品安全的核心法律既有综合性的《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案》，

又有《联邦肉类检查法》、《联邦禽类检验法》等专门的法律，还有其他一些配套法律和技术法规。标

准体系、风险分析体系等保障制度也都在法律法规中有所体现，又有详细具体的技术性内容。 
具体而言，美国《食品安全现代化法》，承担着所有食品的生产加工包装储存等方面安全的管理，

为新型兽药、加药饲料、一些食品添加剂等，颁发相关的销售许可证，并且对此进行全程监督。该法从

预防方面加强对食品安全的管理，从检测和遵守环境额提高检察执法力度，进口食品必须达到美国标准，

强制召回存在安全问题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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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保障肉制品安全的制度较为完善。根据肉制品安全监管覆盖全食品链的需求，已建立起了标准

体系、认证体系、风险分析体系、追溯体系、召回制度等。标准体系和技术法规互补。美国的肉制品安

全保障制度具有很高的公众信任度[20]。 
在肉制品安全管理相关的基础科技、教育培训各方面，美国注重并加大科技投入。为了达到政策的

科学性，每年投入大量资金用于肉制品安全研究，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不断增进与学术界、产业界的

合作交流，吸引科技人才加入，及其科学研究提高食品安全性[21]。 

3.2. 欧盟 

欧盟肉制品安全监管实行的是多层次集中管理模式。肉制品安全监管除欧盟层面外，各成员国分别

设有本国肉制品安全监管机构。在欧盟层面，肉制品安全管理主要由欧盟委员会承担。欧盟肉制品强调

从“从农田到餐桌”的全过程监管，法律体系、保障制度的建设都秉承这一原则。 
欧盟与肉制品安全相关的法律种类多，涉及面广既有《第 178/2002/EC 号法规》、《第 852/2004/EC

号法规》等基本法，又有与肉制品相关的专门法律，饲料相关法律，疫病防控、添加剂和残留量、进出

口、认证等法律，几乎覆盖了“从农田到餐桌”的全食品链[22]。 
欧盟的肉制品标准体系由标准和技术法规组成，和法规具有一致性，注重和国际接轨。其标准内容

涉及产地环境、生产流程中全部添加物，加工过程中各类污染物，还有包装、容器、贮运等，覆盖整个

食物链。此外，从 2002 年起，欧盟就建立了完善的追溯体系，并由法律明确提出自 2005 年始，只要是

在欧盟境内丑事的食品皆需具有可追溯性[23]。 

3.3. 日本 

日本的肉制品安全采取的是多部门联合监管，按部门职责分工，以分段监管为主。预测、防止事前

风险，展开事后追查与防控等是日本肉制品安全管理的主要观点，强调食品销售、流通、储存、加工、

生产、养殖等每一个环节的监督管理。 
日本的肉制品安全监管法律体系完备，法律、政令、细则完备，形成了以食品安全法为总则，食品

卫生法为核心，饲料安全法为主线，相关政令、细则为补充的法律体系框架[24]。覆盖了从种养到消费的

各个环节。 
日本与肉制品相关的核心法律《食品安全基本法》，配套法律有《饲料安全法》、《屠宰安全法》、

《JAS 法》、《家畜传染病预防法》、《牛肉可追溯法》等。其最大的特点是完整性好、覆盖面广，几

乎全食品链都有法可依，另外日本的每一部法律都有配套的政令和细则。 
日本的肉制品标准包括生产、加工、销售、添加剂、农兽药残留量、已基本形成较为完善的标准体

系。标准主要围绕化学物质、化学污染、化学残留、农兽药残留。2003 年日本也建立了食品安全风险分

析制度、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和召回制度，且管理的全过程强调信息公开，鼓励公众参与和媒体监督。 

3.4. 我国保障肉品安全的措施 

我国肉制品安全监管由卫生部、农业部、食药总局、国家质检总局，4 个部门共同实施对肉制品安

全监管的责任。卫计委承担此类产品安全风险评价以及相关标准制定职能，农业部承担初级农产品的监

管职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承担此类产品从生产的消费环节的统一监管职能，国家质检综合局承

担进出口食品安全监管职能，从机制上做到了对于此类产品安全统一监督管理和整条供应链的有效对接

[25]。 
我国肉类法规体系也已初步建立，与肉制品安全相关的核心法律有《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

安全法》；与肉制品安全主要配套的法律有《畜牧法》、《动物防疫法》、《标准化法》、《进出口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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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检验法》，以及《生猪屠宰管理条例》、《兽药管理条例》、《饲料与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等。 
目前，我国从养殖、屠宰、加工、流通等各环节已初步形成了以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为主的肉及肉

制品标准体系[26]。此外，我国还有与肉制品相关的公告。例如，《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 235 号)对所有动物性食品中的兽药残留做出了限量规定；2008 年以来陆续发

布了六批《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其中列出与肉及肉制品相

关的非法添加物质名单等。我国的标准和公告主要是对肉制品的污染物、食品添加剂、兽药残留进行限

量以及对非食用物质进行排查[27]。 
同时，我国肉制品安全建立了食品安全风险分析制度、食品安全追溯体系和召回制度。我国于 2009

年在《食品安全法》中确立运行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制定建设和规范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我国的召回制定

于 2015 年有国家食药总局出台的《食品召回管理办法》进行规范[28]。 

3.5. 与发达国家的差距 

通过对发达国家和我国肉品安全监管机构、监管法律体系和监管保障制度比较，可以看出，从监管

方式看，各国多采取多部门分工的监管方式；从法律效力的层次看，发达国家在法律效力的设计上要高

于我国。无论是美国、欧盟还是日本，法律的适用方位几乎囊括了“从农田到餐桌”的整个食品链。但

是我国关于这方面的法律，就显得比较零散，缺乏系统性的管理[29]。 
从安全监管保障制度看，发达国家标准制修订及时，确保其实现标准执行中可以运用最新科技成果。

比较而言，我国的标准修订不及时，不能及时适应新的市场需求[30]。例如我国由农业部颁布的“动物性

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自 1997 年发布后，截至目前只进行过 2 次修订，而欧盟“动物源性食品内

兽药最大残留限量共同体程序条例(第 2377/90/EEC 号)”从 1990 年颁布实施后，共进行过 130 次修订[21]。 
发达国家标准制修订由第三方的非政府组织牵头，鼓励行业协会、企业甚至个人提出标准制定计划，

民间专家和科研人员提供科学指导，国家行政部门或制定机构审定发布，既减轻了政府的工作负担，节

约了资金，又能够提高标准的实用性和科学性。我国标准的制定采取公开征集，由行业主管部门或全国

标准化委员会筛选后提出制定。 
对比我国在各项保障制度建设情况，我国在各项保障制度的法律依据不足，而在发达国家和地区，

在食品安全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做到有法可依。我国在《食品安全法》对食品安全进行了规定，在《农

产品质量安全法》、《饲料与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中，也提出了相关性的执行原则，但是其他方面的

配套法律还比较匮乏，只能依赖一些国家食品安全标准、管理办法、管理条例等来解决[31]。 
在保障肉制品安全的检测技术方面，我国与发达国家也存在一定的差距。当前我国在污染物检测技

术领域已达到发达国家的检测水平，但在禁用物质、兽药残留、农药残留项目的检测技术水平落后于发

达国家。在兽药残留、农药残留标准内容不完善，检测方法标准不配套，农药残留指标设定太少，兽药

残留虽然设定了近 100 种指标，但有检测方法标准的不到二分之一。 
我国现在使用的快速检测技术多为国外技术，国内快速检测技术种类少，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极少。

我国人为因素导致的肉类掺假现象日趋严重，而肉类掺假、注水肉、注胶肉的标准和检测方法缺乏。在

检测仪器研究方面，目前我国肉制品安全检测仪器主要集中在低端产品，高端产品主要依赖进口，检测

成本非常高，制约了我国肉制品安全监督管理水平的提高[32]。 

4. 提高我国肉制品安全的建议 

4.1. 健全法律体系 

发达国家涉及肉制品安全的法律体系基本是既有一个通用的基本法，又有针对某一对象或某一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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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具体法律，一根主线，多个分支，而我国在此方面表现较为逊色。一直以来，在我国确保从种养到餐

桌的安全一共有两部法律作为支撑依据，一部是《农产品质量安全法》，一部是《食品安全法》。2015
年修订了《食品安全法》，从根本上确立了全程监管、社会共治、预防为主的基本原则。但《农产品质

量安全法》自 2006 年至今颁布实施已有 11 年，从与《食品安全法》的衔接来看，两部法律在食品的概

念、监管主体、监管对象、检验检测、法律责任等重大内容上衔接不配套，需要尽快修订。 

4.2. 完善标准体系 

我国标准的制定是政府主导型的，通过公开征集，行业主管部门或全国标准化委员会筛选后提出指

定的形式，标准制定程序不完善，有些标准同质性很高[33]。例如，当前我国批准使用的 300 多种兽药尚

有 40 多种无限量指标，检验方法也未能覆盖所有的产品；农药有 108 种 620 项残留限量没有配套检测办

法；食品容器和包装材料等标准配套检验方法还不完善。 
因此，要尽快完善肉制品安全体系，改进标准制修订程序，树立为企业服务而不是限制约束的新理

念。参考发达国家和地区由第三方的非政府组织牵头组织的做法，鼓励行业协会、企业甚至个人提出标

准制定计划，民间专家和科研人员提供科学指导，有全国标准化委员会发布实施，既减轻了政府的工作

负担，节约了资金，又能够提供标准的实用性和科学性[34]。 

4.3. 加强技术研究 

检测是保证肉制品安全最为基础的手段。我国现在肉制品安全问题依然不容乐观，应该加大在肉制

品检测关键技术方面研究的资金投入，积极的将国外的一些先进水平引进来来提高我国的检测水平。同

时，也应该加大对这方面人才的培养，使肉制品检测研究发展的更快、更好[35]。 
此外，目前我国专注于食品安全检测生产试剂盒或仪器的大型企业并不是很多，国内企业的技术积

累相比国外发达国家也较薄弱，这需要国家政策扶持及企业自身努力，促进检测产品结构由中低端向高

中端转变，提升我国肉制品安全检验检测能力，从而提升肉制品监管工作的技术支撑能力。 

5. 结语和展望 

肉品安全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肉制品安全事件如何避免也刻不容缓。因此，对肉品只有覆盖

从养殖加工到流通销售的全方位质量监管，健全法律体系、完善标准建设和加强检验检测技术研究，才

能实现肉制品质量安全的根本性提升。 

基金项目 

内蒙古自治区科技重大专项；内蒙古自治区科技引领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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