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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媒体调查发现，各地
食品溯源体系标准不一，由企业
自建的食品溯源平台缺乏监管，
变相衍生出了借助溯源码鱼目
混珠、以次充好的乱象。有的食
品张冠李戴，乱贴追溯码；部分
原产地品牌的溯源码，变成了企
业的牟利工具；消费者能查到的
溯源信息也是参差不齐。更有
甚者，企业提供追溯码的定制服
务，200万个起定制，价格为0.02
元至0.08元/个，产地等追溯信
息却完全由定制方自行掌握。

食品安全溯源体系是指在
食品产供销的各个环节（包括种
植养殖、生产、流通以及销售与
餐饮服务等）中，食品质量安全
及其相关信息能够被顺向追踪
（生产源头-消费终端）或者逆
向回溯（消费终端-生产源头），
从而使食品的整个生产经营活
动始终处于有效监控之中。通
俗地讲，食品溯源制度的要义就
是给食品配备“身份证”，以便于
消费者查根溯源，从而确保买得
放心、吃得安全。

食品安全溯源体系最早起
源于1997年，是欧盟为应对“疯

牛病”问题而逐步建立并完善起
来的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如今，
这一体系已被推广到禽类、鱼
类、蔬菜产品等大部分农产品
中。尤其是在2013年，欧洲蔬
菜因为受到致病菌感染造成了
恐慌，欧洲各国通过食品安全追
溯体系很快寻找到致病源。这
一制度的鲜明特点在于，一方面
是监管的同步介入，即政府监管
部门对生产各个环节进行监控，
保证生产过程的安全，监管是溯
源体系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监

管的信息化，或许可称得上“互
联网+食品安全监管”。时至今
日，全球已有超过40个国家建
立了相对完善的食品安全溯源
体系。

就法规制度而言，10多年
来，世界上许多国家尤其是发达
国家纷纷建立了食品安全溯源
的相关法律制度。在我国现有
的法律法规中，食品安全溯源制
度也并非是空白，《动物免疫标
识管理办法》、《农业品质量安全
法》等都有相关的规定。尤其是

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第42条
明确规定：“食品生产经营者应
当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保证
食品可追溯。国务院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会同国务院农业
行政等有关部门建立食品安全
全程追溯协作机制。”值得一提
的是，在前不久召开的全国加强
食品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
国务院相关领导分别对食品安
全作出重要批示，其中提到要加
大信息公开力度，建立食品质量
追溯体系。由是观之，不论是国
家还是企业，对建立食品追溯体
系都负有义不容辞的法定职责。

事实上，我国食品追溯仍处
于起步阶段，目前试点也大多集
中在北京、上海、江苏、山东等较
发达省份，西部边远地区的食品
企业基本没有开展追溯体系建
设。即便是已经启动试点的企
业，也是困难重重。其中最大的
问题就是追溯标准不统一、追溯
信息参差不齐。

建立食品追溯体系，基本前
提就是追溯信息真实可靠。然
而，令人忧虑的是，带有“食安防
火墙”性质的食品追溯体系，目

前仍被少数企业掌控或“私人订
制”，其真实程度往往依赖于企
业的道德与良心，以致出现五常
大米等源产地品牌曾频遭“盗
版”的难题，其正宗产量不及市
场商品的10%的市场怪象。

食品追溯体系是食品安全
的保证，来不得半点马虎，亟须
依法治理。一方面，对企业自建
的平台，展开日常执法检查，对
于不诚信行为，要抬高违法成
本，不仅要进行高额处罚，还要
允许消费者进行天价索赔。只
有违法成本高昂，不诚信的代价
巨大，企业才可能守法经营，诚
实经营，对于质量溯源体系，才
可能认真对待，而不敢将此化为
商机和欺诈工具；而对那些从事
追溯码“私人订制”业务的企业，
应当以共同违法论处。另一方
面，重在加强制度设计，从全国
层面制定溯源码收集、报备、查
询等相关制度，明确界定溯源码
失真的法律责任。此外，逐步建
立全国统一的食品溯源信息平
台，实现食品安全监管信息的同
步采集与查询提供也是必不可
少的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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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信息
“年份在两年以上的白酒，

无论品牌，凡是送检的几乎都存
在塑化剂问题”，在2014年成都
糖酒会上传出的该言论，使白酒
质量安全再次成为各方关注的
焦点。

二、专家解读

1.塑化剂是一类常用的塑
料添加剂，普遍存在于环境和生
物体中。

塑化剂（也叫增塑剂）是一
类常用的塑料添加剂，主要作用
是增加塑料材料的柔软性、延展
性和可加工性。塑化剂的种类
多达上百种，如邻苯二甲酸酯
类、己二酸酯类等。

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是使
用最普遍的塑化剂，2011年台湾
发生的塑化剂事件中主要涉及
的是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白酒
塑化剂事件中涉及的也是邻苯
二甲酸酯类。常见的邻苯二甲
酸酯类塑化剂有20多种，如邻
苯二甲酸二甲酯（DMP）、邻苯
二甲酸二乙酯（DEP）、邻苯二甲
酸二丁酯（DBP）、邻苯二甲酸二
（2-乙基）己酯（DEHP）、邻苯二
甲酸二异壬酯（DINP）等。

塑化剂在环境和生物体中
已 经 普 遍 存 在 。 塑 化 剂 如
DEHP在塑料制品制造过程中
会释放至空气中，在塑料燃烧以
及夏季高温条件下，塑料制品中
的塑化剂也容易释放出来。
DEHP会释放到土壤中，也会溶
于地下水或地表水中。随着工
业废气、废水的排放，以及塑料
制品的广泛应用，邻苯二甲酸酯
类物质早已进入环境，普遍存在
于大气、水体、土壤和生物体
中。粮食在生产过程中也会富
集环境中的塑化剂，因此用粮食
制造的产品，包括酿造得来的白
酒中也很可能存在塑化剂。

塑料应用于食物包装材料
时，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可能会
迁移至食物中，对食品造成污
染。大多数白酒包装都有塑料
部件，市场上有大量白酒就是装
在塑料桶或者塑料袋里出售的，
这些塑料材料中的塑化剂都很
有可能会溶入白酒中。相关研
究与调查结果显示通过饮食而
摄入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的情
况普遍存在。丹麦研究人员曾
在2000年调查研究了29种成人
食品和11种儿童食品，发现50%
的食品中含有邻苯二甲酸酯类
物 质 ，其 中 DBP的 含 量 为
0.09~0.19mg/kg，DEHP的含量

为 0.11~0.18mg/
kg。 另 有 文 献 报
道，健康人血清中
塑化剂DBP的含量
最高可达7mg/L。

2.国际相关研
究表明，大部分邻
苯二甲酸酯类物质对人类致癌
性证据不足，DEHP等邻苯二甲
酸酯类物质对健康的影响取决
于其摄入量。

根据欧盟、美国的毒理学研
究结果，大部分邻苯二甲酸酯类
物质都没有列入致癌物名单，其
中DEHP、DBP、邻苯二甲酸丁
酯苄酯（BBP）具有2类生殖毒
性，即对动物产生生殖毒性，具
有类雌激素作用，有可能引起男
性内分泌紊乱，导致精子数量减
少，但对人类致癌性证据不足，
也尚未发现人体受危害的临床
病例。

DEHP等邻苯二甲酸酯类
物质对健康的影响取决于其摄
入量。世界卫生组织、美国食品
与药品监管局和欧盟分别认为，
成 人 摄 入 25μg/kg?bw?d、
40μg/kg?bw?d和 50μg/kg?
bw?d及以下的 DEHP是安全
的 。 美 国 国 家 环 境 保 护 局
（EPA）通过对DBP的生殖发育
毒理学研究提出了“未观察到有

害作用剂量”(NOAEL)，在此基
础上提出DBP经口摄入参考剂
量为10μg/kg?bw?d。欧盟食
品科学委员会(SCF)通过科学评
估，认为DEHP的人体每日允许
摄入量(ADI)为50μg/kg?bw?d，
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DINP）的
毒性更低，即使每天摄150μg/
kg?bw也是安全的。

3.我国按照相关法规，邻苯
二甲酸酯类物质被列为食品中
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并
且禁止在食品中使用。

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不是
食品原料，也不是食品添加剂。
2011年我国原卫生部发布《关于
公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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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批）的公告（卫生部
公告2011年第16号）》，将邻苯
二甲酸酯类物质列为食品中可
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并且
禁止在食品中使用。

2013年底发布的《国家卫生
计生委办公厅关于通报成人饮

酒者DEHP和DBP初步风险评
估结果的函》（国卫办食品函
〔2013〕283号），文件中明确对白
酒产品中DEHP和DBP的含量
做出了限量规定，规定DEHP在
5.0mg/kg，DBP含量在1.0mg/kg
以下时为合格。

三、专家建议

（一）建议通过政府网站、公
报、发布会、新闻媒体等方式向
社会公布权威信息，杜绝以讹
传讹的报道，避免公众由于信
息不通畅而造成误解和恐慌。

（二）建议尽快制定白酒中
塑化剂的国家标准，禁止使用含
有邻苯二甲酸酯类塑化剂的塑
料桶和塑料袋盛装白酒。

（三）建议加大科研力度，研
制开发并推广使用更安全的塑
化剂，从根本上解决邻苯二甲酸
酯类塑化剂的潜在危害，保护环
境和人民健康，促进国家经济发
展和社会稳定。

□ 廖海金

食品溯源体系标准亟须统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