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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 斌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粮油加工室副主任、研究员
王松雪 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粮油安全室副主任、研究员

一、背景信息
近期，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食

品安全监督抽检发现个别小麦
粉产品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
（Deoxynivalenol，简称DON）超
过标准限量值。何为DON，污
染原因是什么，有何健康风险，
如何防控。

二、专家解读
（一）DON是各国谷物中检

出率最高的一种真菌毒素。
DON属于单端孢霉烯族毒

素，是小麦、大麦、燕麦、玉米等谷
物及其制品中最常见的一类污染
性真菌毒素，其主要产毒真菌为
禾谷镰刀菌（F.grminearum）和

黄色镰刀菌（F.culmorum）等。
由于具有引发动物呕吐的特征，
DON也被称为呕吐毒素（Vom-
itoxin，VT）。DON的性质稳定，
耐热、耐压、耐弱酸、耐储藏，一
般的食品加工不能破坏其结构，
加碱或高压处理才可破坏部分
毒素。

谷物DON污染全球范围内
易多发，主要原因是谷物在田间
受到禾谷镰刀菌等真菌侵染，导
致小麦发生赤霉病和玉米穗腐
病，在适宜的气温和湿度等条
件下繁殖并产毒。我国麦类及
其他谷物赤霉病的流行主要分
布于长江以南区域，每隔3年至

5年一般有一次比较大的流行，
在长江、淮河、黄河流域呈多发
态势。

（二）DON对动物和人均有
一定毒性。

低剂量DON可能引起动物
的食欲下降、体重减轻、代谢紊
乱等,大剂量可导致呕吐。人摄
食被DON污染的谷物制成的食
品后可能会引起呕吐、腹泻、头
疼、头晕等以消化系统和神经系
统为主要症状的真菌毒素中毒
症，有的病人还有乏力、全身不
适、颜面潮红，步伐不稳等似酒
醉样症状（民间也称醉谷病）。
症状一般在2小时后可自行恢
复。老人和幼童等特殊人群，或
大剂量中毒者，症状会加重。

（三）全球高度重视谷物及
制品中DON的控制，在食品安
全限量范围内的DON不会对消
费者健康构成风险。

由于DON污染广泛存在，很
多国家和地区都按照谷物形态种类
和加工用途制定了DON限量标
准。如欧盟规定的DON限量范围
为 200-1750μg/kg，美国的为
1000μg/kg，加 拿 大 的 为
600-2000μg/kg，日 本 的 为
1100μg/kg等。2015年国际食品
法典委员会（CAC）首次颁布了
DON限量标准，规定未加工的谷物
中DON限量为2000μg/kg，谷物
制品中限量为1000μg/kg，谷物基
婴幼儿食品中限量为200μg/kg。

我国在《粮食卫生标准》
（GB2715-2005）和《食品中真菌
毒素限量》（GB2761-2011）等标
准中规定了小麦等制品DON的
允许限量≤1000μg/kg；在《配合
饲 料 中 DON 的 允 许 量 》
（GB13078.3-2007）规定了猪、
牛、家禽配合饲料的DON的限量
为1000-5000μg/kg。根据风险

评估结果，食品中DON含量在
食品安全标准规定限量范围内
不会对消费者的健康构成风险。

三、专家建议
加强“从田间到加工过程”

的全链条风险控制，构建全程质
量安全追溯体系，关键环节层层
把关，减低污染风险。加强抗病
品种培育、轮作倒茬、疫情预报
和病害防治工作，特别是在小麦
抽穗扬花等时段加大谷物真菌
污染的防控力度，从源头杜绝和
减少污染。加强粮食收购和储
运监测的监管，严控污染小麦进
入食品流通和加工环节。食品
生产加工企业加大对原料的把
关，通过加大快速检测和实验室
检验力度，避免采购来自赤霉病
发病区域的原料和使用超标粮
食作为食品原料；同时，加强对
面粉产品生产过程防控管理及
产品出厂检验。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现状和挑战
风险交流是风险分析框架

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食品生产经
营者、监管者、消费者等各相关
方交换意见看法、凝聚共识的重
要方式，对于提升监督效能，维
护消费信心、促进产业良性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今年全国食品
安全宣传周的主题是“尚德守
法，共治共享食品安全”，而风险
交流正是实现社会共治、共享食
品安全目标的必然要求。

经过多年努力，我国的食品
安全风险交流已经取得了不小
的成绩。

首先在国家层面上加强了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顶层设计和
理论探索，风险交流已逐步向制
度化、法治化、学科化的方向发
展。政府已将风险交流纳入《食
品安全监管体系“十三五”规划》，
在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和各部门
规章中已逐步纳入风险交流相关
条款。国家食药总局等食品安全
相关政府部门之间逐步完善了沟
通、协调和联动机制，逐步形成了
风险交流的工作体系。

为进一步促进风险交流工
作体系建设和能力建设，国家食
品风险评估中心协助国家食药
总局和卫生计生委制定了风险
交流工作规范和技术指南。国
家食药总局组织多方专家系统
梳理典型国家和地区的经验做
法，在实践积累的基础上，编写
风险交流相关技术资料和培训教
材，在理论探索方面，开创性地开
展食品安全风险公众认知研究，
系统了解我国公众食品安全风险
认知状况和规律，建立适应新媒
体时代的基于公众需求的风险交
流模式，为提升食品安全风险交
流效果做出了积极的探索。

近年来，政府风险交流力度
不断加大。为重树机构信誉，各
部门以政务信息公开为重点，积
极推动监管信息透明化。例如
国家食药总局制定了食品安全

监督抽检信息公布规程，规范了
地方监督抽检的信息公布。各
部门在积极回应食品安全舆论
热点的同时，也提前对可能引起
社会关注的话题给出科学解
释。例如卫生计生部门围绕标
准清理整合工作，不断增强信息
透明度，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增强
信息的可读性，通过提前科学解
读，加强舆论引导的主动性。国
家食药总局在官网设立食品安
全风险交流预警专栏，开展消费
提示和风险解读。食品评估中
心广泛开展进校园、进社区、进
媒体等科普活动；通过举办机构
开放日，让公众近距离与科学家
沟通交流。政府监管部门也开
始重视新媒体微博微信的运用，
打造自媒体品牌，抢占新媒体食
品安全的话语权。

社会各方广泛参与的程度
不断提高。在政府部门的主导
下，中国食品科学技术学会、科
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
（CFIC）、果壳网、科学松鼠会、
清华大学等机构和高校积极参
与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分析
热点食品安全事件、丰富传播手
段，破解大量食品安全领域的谣
言，为老百姓答疑解惑，减少不
必要的恐慌。

目前，我国已经初步建立起
了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工作体系，
开展了大量具有高广度和强度
的风险交流工作，公众逐渐趋于
理性。然而，在交流效果上仍有
不足。面临信息生产碎片化以
及传播渠道多样化的冲击，谣言
传播出现了多主体、跨平台、易
反复的特点。而新媒体、朋友圈
的相对封闭的传播环境又使辟
谣的信息很难达到目标受众，传
统的宣传教育影响力、引导力严
重受限，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形
势越发严峻，交流的无效甚至反
效的问题异常突出，究其原因主
要存在如下几个问题。

一是能力问题，风险交流还
是缺乏技巧。目前我国高等教
育中没有专门的风险交流的课
程，也没有这样的专业设置，学
科建设的滞后导致了风险交流
专门人才的匮乏，无论是政府、
企业、研究院还有媒体都不太了
解风险交流的基本理论和方法，
对谣言疯狂传播的情况基本上
是手足无措。

有效的交流需要知己知彼，
而我国的食品安全风险认知研
究才刚刚起步，很多重要的问题
尚缺乏了解。目前主要采用传
统科普以政府或者传播者为中
心的模式，由他们来决定科普的
内容、形式和时机。尽管传播者
也会考虑到受众的需求和满意
度，但从总体上看，更多的还是
以供给者的资源、目标定位和便
利性为导向，对受众的主动性和
实际需求缺乏系统深入的了
解。有时科普还会起到相反效
果。食品风险评估中心的风险
认知研究结果显示，在食品添加
剂科普方面，有些传统科普的内
容甚至会增加公众恐慌。

在交流策略方法上，不了解
公众的认知心理和规律。科学
求真求准的逻辑难以和公众需
求，以及媒体求新求快的逻辑相
对接。例如将风险交流视为单
纯的知识传播，而研究表明，改
变公众的风险认知和态度，知识
只是一个必要的因素，而不是全
部，人们的情感、信任、注意力都
会影响人们的态度，而且影响力
可能更大。研究还表明，让公众
科学认知食品添加剂，减少不必
要的恐慌，信任培育比知识科普
的影响权重更高。而我国的风
险交流过于重视知识的科普而
忽略其他重要因素，如果抓错重
点，共识必然难以达成。

在交流对象上，未针对不同
层面的受众个性化定制信息内
容和渠道。不管交流对象是哪

类人群，不管高风险人群的社会
特征，都千篇一律采用同样的信
息渠道和内容，我们的科普宣传
品能否准确传达给他们并且被
他们理解和接受，值得考量。我
国已经开展了大量的风险交流
工作，但是，在如何准确地评价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的效果方面，
还处于起步阶段。

二是动力问题。激励不够，
专业人员缺乏。我国的风险交
流工作起步较晚，从事这方面工
作的人员大多也是半路出家，能
够掌握良好的媒体传播学、心理
学和营养学知识的实用型、复合
型人才极度匮乏。而作为科普
宣传的主力——食品科学界对
于科研成果向公众认知转化的重
视程度不够。重大科研项目中科
学传播的比例偏低。在缺乏激励
机制且科研工作繁重的情况下，
科学家参与科普的积极性不高，
科学家或科研机构缺乏把科学传
播作为核心工作的动力。在负面
信息充斥的舆论环境下，敢于在
食品安全领域说真话、传播科学
的正面声音屈指可数。

三是效力问题，及时主动的
交流不够。无论是辉山乳业事
件还是疫苗事件，都存在信息缺
失、交流滞后的问题。当事件曝
光后，如果专家、决策者尤其是
管理部门保持沉默，错误信息就
容易先入为主占领舆论阵地和
公众认知；如果相关机构没有及
时更新事件进展信息，会让公众
误解为机构不重视、不作为、故
意遮掩，容易在受众群体中滋生
恐惧、怀疑、抵触和不满情绪，进
一步扩大事态。众多恶性群体
性事件的爆发都存在交流不及
时的问题，有时起因仅仅是一个
荒谬的谣言。对风险交流者来
说，当发生食品安全事件或危机
时，我们应当力争让正确的专业
信息先于流言蜚语到达受众。

心理学研究表明，人们在遇

到某些突发性和威胁性事件时
会积极寻找有关事件的信息，弄
清事件与自身的关系，以便采取
恰当的应对措施。危机时期正
是民众对这类知识和技能需求
最旺盛的时期。在危机时期，我
们可借助危机发生时对事件的
关注，通过高密度的传播，在较
短的时间内获得常态科普达不
到的效果，危机时期恰恰是科普
的良机。

同时，风险交流还存在科学
传播的空间被市场化为导向的
媒体环境挤压的问题。在经济
杠杆的作用下，越来越多的科学
杂志、科学频道或栏目正在萎缩
或合并，微弱的科学的声音经常
淹没在娱乐化的汪洋大海中。
在以市场化为导向的媒体环境
中心，交流部门与主流媒体的协
作机制还不完善，例如央视在进
行转基因科普专题节目时还会
穿插非转基因油的广告。

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是打开
公众信任结节的关键措施，这一
措施无效低效甚至反效，中国食
品的形象难得恢复。

新媒体时代，交流即有效的
陈腐观念必须放弃。流于形式、
枯燥乏味、自说自话的交流模
式，风险交流不但会无效，还会
反效，成为“高级黑”。风险交流
是一门涉及多领域多学科的新
兴科学，学界应围绕“交流效果”
这个关键词，深入开展研究，完善
风险交流的策略方法，建立基于
人民群众需求的、符合公众认知
规律的以效果为导向的精准风险
交流新模式。食品安全风险交
流任重道远，成长空间巨大，需
要政府部门、相关研究机构、学
会、协会、社会机构、媒体等多方
共同参与、共同努力，同心携手
争夺科学的话语权，加强科学舆
论的影响力和引导力，切实提升
交流效果。（作者系中国农业大学
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

关于小麦粉产品DON超标的科学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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