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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4 月 26 日，有媒体报道，草莓被检出含
有乙草胺，可能会致癌。而世界卫生组织又在 10
月 26 日宣布火腿、培根等加工肉制品为“致癌
物”,即致癌程度最高的物质，与石棉、香烟、砒霜

“为伍”。
这还没有结束，近日有报道称，英国科学家

发现，用玉米油或葵花籽油等植物油做饭，可能
导致包括癌症在内的多种疾病。据研究显示，玉
米油和葵花籽油等普通植物油加热做饭会产生
大量醛类化合物，可能导致癌症、心脏疾病以及
痴呆症。

一系列食品致癌的消息让消费者恐慌不已，
更严重的是，网上随时流传出几大致癌食品名
单，葵花籽、粉丝、油条等常见的食品常常榜上有

名，那么这些食物真的会致癌吗？

人为因素多

食物本身含不含致癌物？中国医学科学院肿
瘤医院防癌体检中心主任李槐认为，食物致癌多
是人为因素造成，出现致癌物多是通过以下几种
途径：食物保存不当发生霉变、烹饪食物方法不
当、农药残留、不适当地使用食品添加剂等。

而具有致癌的食物确实存在，像槟榔和蕨
菜，但这些原本就确证含有强致癌物的食物并
不多，一般凡是有国家标准的食品，正常情况
下都是安全的。

以槟榔为例，有研究者认为，槟榔本身是
食物，吃槟榔的人也只有 7%~8%的人患口腔
癌。而有人认为槟榔中含有一种生物碱，会导
致口腔黏膜纤维化，口腔白斑，导致癌前病变，
发生癌症的可能性增大。

“部分食物在特定情况下可能会转变为含
有致癌物的东西，比如葵花籽如果存放时间太
长而发霉变质，就会产生具有致癌作用的霉菌
毒素。”科普作家方玄昌说。

在业内人士看来，食物中的致癌物更多来
自加工和存放过程中，像腌菜中容易产生致癌
的亚硝酸胺；炸油条如果局部油温过高，就可
能会产生致癌物苯并芘和丙烯酰胺。

“日常饮食习惯中，应该尽可能少吃油炸食品
和腌制食品，以及放置时间太长的过期食品；
少喝酒、不吸烟。”方玄昌说。

“日常致癌物来源主要是污染物，比如一
些化学反应的中间产物，残留物、地下水污染、
农作物金属镉、汞污染等。”中科院遗传与发育
生物学研究所高级工程师姜韬补充说。

正确区分

“致癌物只是致癌的外部因素，这些外因大
致可以分为化学致癌物、物理致癌物、生物致癌
物和食物致癌物。”李槐说。

李槐也提醒，不要迷信某些抗癌或防癌食
物，癌症的成因是多种因素造成的，不能简单地
归结于一种致癌物，或是期待通过食用某种或某
几种食物预防癌症的发生。

如在植物油做饭致癌的报道后，中国农业大
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副教授朱毅认为这
项研究结果有失偏颇。朱毅认为，以前的科学传
播有偏颇之处，不少老百姓会有错觉，认为植物
油就是高大上，是健康生活方式的代名词。实际
上，“植物油也不能随便买。”

随后，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也发
布《食品安全风险解析》建议，科学合理食用
植物油，一般不会对身体健康产生影响。该建
议指出，评判食用油脂优劣应从三个方面考
虑：一是油脂的脂肪酸组成和甘油酯构型是
否合理；二是对人体健康有益的天然微量营
养成分的含量高低；三是是否存在对人体身
体健康有害的物质。

此外，正确的科学普及也很重要。如草莓致
癌事件，北京市科协相关专家表示，对种植草莓
需要用到乙草胺的报道感到非常奇怪。乙草胺是
由美国孟山都公司和英国捷利康公司开发的一
种苯胺类除草剂，主要适用于玉米、棉花、豆类、
花生、马铃薯、油菜、大蒜、烟草、向日葵、蓖麻、大
葱等。而草莓作为多年生草本植物，一般情况下
不会被乙草胺杀死，但如果在种植草莓过程中使
用太大剂量，也会直接影响收成。

（本版文字由本报记者秦志伟采写整理）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就健全公共安全体系进行
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总书记习近平指出，公共
安全连着千家万户，确保公共安全事关人民群众生
命财产安全，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大局。党的十八届
三中全会围绕健全公共安全体系提出食品药品安
全、社会治安防控等方面体制机制改革任务。习近
平强调，要切实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以更大
力度抓好农产品质量安全，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体系，把确保质量安全作为农业转方式、调结构
的关键环节，让人民群众吃得安全放心。要切实加
强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
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加快建立科学
完善的食品药品安全治理体系，严把从农田到餐
桌、从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

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包括总则、食品安全风
险监测和评估、安全标准、生产经营、检验、进出口、
安全事故处置、监督管理、法律责任和附则，共有十
章。这部新法被各界称为“史上最严的食品安全
法”，字数也由之前的 1.5 万字增加到了 3 万字。该
法对保健食品、网络食品交易、食品添加剂等当前
食品监管中存在的难点问题都有涉及，让损害消费
者利益的商家承担连带责任，这些都是新安法修订
的最大亮点。

对于食品行业来说，“十三五”最让他们关注的
一点则是提出了“实施食品安全战略，形成严密高
效、社会共治的食品安全治理体系，让人民群众吃
得放心。”这其中，首先是“严密高效”四个字。食品
企业若要在生产过程中实现严密高效则必须摆脱
过去传统的管理手段，要采用信息化技术。其次，建
议稿也提出了“社会共治”这四个字。何为社会共
治？就是不仅要求企业对自身的生产进行严格管
理、质量监督部门对产品进行严格的审查，同时也
要求消费者能够参与到食品安全的“管理”当中。此
外，食品安全关乎民生，食品安全提升到战略的高
度，必然会带来新的经济增长点———食品检测技术
和食品溯源。

政策快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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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常生活中，吃坏了拉肚子的经历不
少，但很多人并不知道那其实是得了一种
病———食源性疾病。

“通俗地说，食源性疾病就是吃出病了，
食物中毒了。你吃坏了拉肚子，就是食源性疾
病。”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研究员陈君石表示。然
而，食源性疾病给人体带来的伤害远不止拉
肚子那么简单。

日前，世界卫生组织（以下简称 WHO）
公布了首份《全球食源性疾病负担的估算报
告》（以下简称《报告》），指出全球每年有多达
6 亿人或近十分之一的人口，因食用受到污染
的食品而生病，每年造成 42 万人死亡,其中 5
岁以下儿童就有 12.5 万人。

面对如此具有威胁性的疾病，为什么不
能及早地被发现？不小心与它“偶遇”了，我们
普通人又该如何应对？近日，记者就相关问题
采访了专家。

吃出来的病

2008 年三聚氰胺导致的“结石宝宝”，
20 世纪 80 年代上海因生吃毛蚶造成 30 万
人染上甲肝……这些案例经历过也好，听说
也罢，都是触目惊心的。在陈君石看来，他
们都属于食源性疾病。

事实上，食源性疾病是涵盖非常广泛的
疾病。吃了被微生物或化学用品污染的食品
都可能引起拉肚子，前者如细菌、病毒等，后
者如农药、有毒植物等。“从农田到餐桌的任
何一个阶段都可能发生食品污染。”陈君石表
示。

按照世界卫生组织定义，食品安全是指
食物中含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造成影
响的公共卫生问题。“其关键点是对人体影响
有多大，所以要解决食品安全问题，首先要搞
清食品中那些有毒有害物质对人体健康危害

有多大。”陈君石说。
事实上，当前中国乃至全世界，食品安全

的主要敌人是食源性疾病。
北京食品学会常务副理事长、北京工商大

学食品学院教授曹雁平在接受《中国科学报》
记者采访时表示，食源性疾病是食品安全的头
号问题，在所有食品安全问题中，食源性疾病
的发病率最高，造成的伤害也最大。

在以往的报道中，某所小学多少学生食物
中毒住院、某市一家几口食物中毒住院……大
家可能较少的关注这类新闻，但在陈君石看
来，这些都是直接吃出来的病，还可能造成死
亡。“一般老百姓对此并不重视，不认为是食品
安全问题。”

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消费者普遍关
心食品添加剂滥用、农药残留等问题，这些问
题也足够在短时间内吸引大量眼球，甚至引
发恐慌。

“但大家仔细想一想，由于滥用食品添加
剂、农药残留超标，真正吃出问题、吃出病的
有多少？我不能说完全没有，但与食源性疾病
相比少之又少。”陈君石表示，当然，滥用食品
添加剂、农药残留超标是绝对不允许的。

“潜在杀手”

《报告》指出，食源性疾病的类型中，有一
半以上是腹泻病，每年约造成全球 5.5 亿人患
病和 2.3 万人死亡，每年有 2.2 亿儿童因食源
性腹泻病患病，并造成约 9.6 万名儿童死亡。
腹泻病通常是因为食用受到病毒、弯曲杆菌、
非伤寒沙门氏菌和致病性大肠杆菌污染的，
生的或未煮熟的肉、蛋、新鲜农产品和乳制品
所致。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食
品安全风险解析》指出，沙门氏菌居食源性
疾病病源首位。2006~2010 年间我国报告的
病因明确的细菌性食源性疾病暴发事件中，

70%~80%是由沙门氏菌所致。
据了解，引起沙门氏菌中毒的食品种类

多为动物性食品以及即食食品 。专家表示，虽
然蛋、家禽和肉类产品是沙门氏菌致病的主
要传播媒介，但近年来，被沙门氏菌污染的即
食食品特别是海产品引起的食源性疾病也多
次发生。

据外媒报道，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
（CDC）发布的报告显示，美国 11 个州爆发沙
门氏菌感染，造成 62 人患病，而导致这次食
源性疾病暴发的元凶可能是人们喜爱的金枪
鱼寿司。美国 CDC 称，患者绝大多数都是在
吃了超市生鱼片寿司后被感染。

食源性疾病如此严重，是否对其发病有
准确地监测？“很遗憾，我国目前还没有，但
可以从两组数据看出该问题的严重性。”陈
君石说。

陈君石所指的两组数据是，根据美国疾
控中心数据显示，经过十年的努力，2011
年，美国食源性疾病总发病数从 2001 年的
7200 万人次降到 4800 万人次，每年 3000 人
死亡。

“总体上，我国人口多，卫生环境、饮食习
惯等都比美国差，食源性疾病的患病数只会
比美国更高。”陈君石介绍，2012 年上半年，我
国一项涉及 9 个省份的食源性疾病主要监测
发现，估计每年有 2 亿人次罹患食源性疾病，
平均每 6.5 人中就有 1 个。

根据我国卫生部门每年收到的食源性疾
病发病报告，全国大致只有 2 万 ~3 万人发
病。在陈君石看来，这仅仅是冰山一角。

有数据显示，发达国家食源性疾病漏报
率在 90%以上，而发展中国家在 95%以上，“我
国可能更高。”陈君石说。

管住你的嘴

据调查显示，发生在餐饮服务单位的食

源性疾病数最多，包括饭店、食堂和乡村酒店
等，占食源性疾病总数的 55.4%；发生在家庭
中的食源性疾病也比较普遍，占到总数的
40%。

北京大学第三医院消化科副主任医师
薛艳也指出，在就诊患者中，因食用不洁饮
食导致的肠胃疾病仍占多数。

如今，很多年轻人喜欢在街边食用不熟
不净食物，比如麻辣烫、烧烤或者火锅。事实
上，这些食物因没烧熟煮透，或者加工生食
过程中消毒不当，很容易造成细菌污染。

“食源性疾病每年影响数百万人，有时
导致严重甚至致命后果。谨防食源性疾病首
先就要管住嘴，勿食不洁食物。”薛艳表示。

在陈君石看来，在生活中预防它的难度
并不太大，最关键是要坚持世界卫生组织推
荐的“食品安全五要素”。一是保持清洁，二
是生熟分开，三是烧熟煮透，四是保持食物
的安全温度，五是使用安全的水和原材料。

“老百姓最应该做的是意识上的转变，
一定要高度重视食源性疾病，知道他会直接
影响健康，是比添加剂、农残等更严重的食
品安全问题。”陈君石说。

世界卫生组织也表示，
目前，仍然需要对食品生产
商、供应商、食品处理者和一
般公众，进行如何预防食源
性疾病的教育和培训。更需
要各国政府、食品行业和个
人采取更多措施保障食品安
全和防止食源性疾病。

据了解，我国正在制定
针对餐饮业现制现售即食食
品的微生物限量标准。该标
准将分门别类列出在餐饮业
加工、制作的冷食、热餐、自
制调味品、自制饮品中的微
生物限量。

食源性疾病：
食品安全问题的“潜在杀手”

植物大战僵尸的游戏很多人都玩
过，一波波僵尸消灭不尽。而现实也发
生一样类似事件，从 6 月底到现在，“僵
尸肉”的报道一直在刷屏。

记者了解到，这起源于从今年 6 月 1
日开始，海关总署开展了一项打击冻品
走私专项行动……6 月 2 日，新华网报
道，长沙海关查获涉嫌走私冻品集中行
动中，现场查扣来自印度的冻牛肉 20 余
吨；6 月 3 日开始，全国各海关的“战果”
陆续走上台面；而在 6 月 23 日，一篇题
为《走私“僵尸肉”窜上餐桌，谁之过？》的
报道将舆论引向高潮，其中说到了“70”
后猪蹄、“80”后鸡翅等，它们可能比年轻
人的年龄都大。也就是从这里开始，“僵
尸肉”的说法迅速传开，舆论被引爆。

涉足走私领域已有 5 年的陈远达
（化名）此前向媒体表示，保存了几十年
的“僵尸肉”没见过，但保存了几年的冻
肉运输过。

根据国家质检总局最新肉类产品检
验检疫准入名单，我国仅允许澳大利亚、
新西兰、乌拉圭、阿根廷、加拿大、哥斯达
黎加、智利、匈牙利等牛肉进口。非这些
国家进口的走私牛肉一般卖 20 元一斤，
而新鲜牛肉市场上平均 40 元一斤。

广西壮族自治区防城港市中级人
民法院刑事审判第二庭庭长赵日友介
绍说，2014 年至今，该院审判走私冻品

案 12 件 15 人，走私的冻品
以未经检验检疫的冻牛肉、
内脏、鸡翅、鸡爪等为主。

而一位长期从事牛肉贸
易的崔某指出，一些陈年冻
肉多为国外的战略储备物
资，以美国为主。一位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人员表示，与盈
利性冷库需要考虑仓储、电
费不同，这种战略储备肉的

储藏成本非常低廉。
从珠三角等地海关缉私部门稽查的

情况来看，当地的走私冷冻肉产品，大部
分是销往北方地区，主要对象是肉类加
工厂、酒楼、机关及学校的食堂、肉食店、
小吃摊等。广西打私民警介绍，不少走私
牛肉进入了西餐厅，尤其一些品质较好
的会卖到高档西餐厅，一小片就要三、五
百元。

值得注意的是，网络购物平台也日
渐成为非法入境冻品的集散地了，比方
说，在网上搜索“冷冻鸡爪”就会出现上
百个卖家。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
学院副教授朱毅指出，消费者应该认识
到，价廉又物美的东西不远万里来满足中
国人的胃，这些“天上的馅饼”自然就有陷
阱的可能。这些来路不明、躲躲藏藏、艰辛
曲折跑来的走私肉，不会因为从外国来就
根红苗正了，在那个颠簸偷摸的路上，不
可能指望私贩子严格遵守食品安全的良
好运输规范，所以不出大事是侥幸、出事
是必然，这是一个时间问题。

“对于监管部门来说，一旦流入市
场、化整为零以后，改头换面就认不得
了，所以只有从源头上抓起，同时形成
社会共治的局面，只要看到有这样不明
身份的走私肉，大家都一起来举报。”朱
毅说。

食品安全涉及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既是重要的民生问题，又关系社会
和谐稳定。如今，食品种类的日益增多，丰富了人们的消费体验。与此同时，
越来越多的食品安全问题一点点刺痛着我们的神经，危害着我们的健康。

2015 年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表达了将公共健康提升至国家层面的
决心。而消费者冀望于真正地能够用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
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来守护住“舌尖上的安全”。

本期我们为读者盘点了 2015 年典型食品安全事件和政府颁布的利民
惠民政策，旨在重塑信心，砥砺前行。从中可以看到政府对于食品安全问题
的重视以及不断改进的决心。无疑，2015年发生了不少食品安全事件，无论
对食品安全事件的受害者，还是制造者而言，这些也都已经过去。展望
2016，我们期待老百姓吃得越来越放心，越来越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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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纳入公共安全范畴
2015 年 5月 29 日

新《食品安全法》实施
2015 年 10 月 1日

“实施食品安全战略”新构想
2015 年 11 月 3日

食品致癌缘何越传越“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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