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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以食为天”，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食品安全既关系到人类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又关系到企业的效益、政府的形象、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而近年，世界各国不断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就我国来说，这几年接二连三地出现食品安全事件
，如用工业酒精勾对假酒事件、大肠杆菌O157∶H7食物中毒事件、毒蘑菇中毒事件、含“瘦肉精”
猪肉中毒事件、含苏丹红的“红心咸鸭蛋”事件、“阜阳奶粉事件”，以及2008年发生的“三鹿毒奶
粉事件”等。
为了能有效预防、控制食品安全问题，强化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教育部于2001年批准在高校增设食品
质量与安全专业，以培养食品质量与安全高级人才。
自2002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率先招生以来，至2007年全国已有88所高等党校设置了本专业，有些院校
正在申办或准备开办这个专业。
教材是教学的基础条件之一。
一本好的教材不仅方便教师组织本门课程的教学，而且有利于学生对本门课程的学习，从而为提高教
学质量奠定了基础。
而一本好的导论课程的教材，既可导引学生正确认识本专业，明确学习本专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
及学习本专业的重要意义，巩固专业思想，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和目标
，而且可以使学生明确要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需要哪些知识和技能，以及怎么来有效地学习这些知识
和技术，从而可避免学生学习的盲目性，提高学习效率。
“食品安全导论”是许多院校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必开课程，为此，我们编写了这本《食品安全导
论》教材。
本书共七章，分别介绍了食品质量与安全的基础知识（第一章和第三章部分内容）、食品质量与安全
分析（第二章和第三章部分内容）、食品质量与安全技术体系（第五章）、食品质量与安全管理（第
四章和第六章）、食品质量与安全教育（第七章）。
在内容介绍的把握上，我们特别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导论课程的专业导引和知识导引作用，使学生明
白为什么要学习本专业及主要学习哪些知识和技术；二是合理把握有关知识介绍的程度，“食品安全
导论”是一门专业基础课，一般在低年级开设，这时学生缺乏相关基础知识和概念，所以加强了有关
概念、作用、意义及发展的介绍，而对诸如食品质量与安全的危害因子、检测技术、控制技术、评价
技术等未作深入介绍，以免与其他课程教学内容重复。
本书由张志健（陕西理工学院）任主编，李新生（陕西理工学院）、王岁楼（中国药科大学）、秦礼
康（贵州大学）和段振华（海南大学）任副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原副校长、教授李里特任主审。
第一章由秦礼康、孙勇（《食品科学》杂志社）编写；第二章由王岁楼、綦国红（中国药科大学）编
写；第三章由段振华、孙海燕（陕西理工学院）编写；第四章由张志健、郝贵增（河南安阳工学院）
编写；第五章由秦红（江苏常熟理工学院）、罗章（西藏大学）编写；第六章由车会莲（中国农业大
学）、耿敬章（陕西理工学院）编写；第七章由张志健、李新生编写。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中国农业大学李里特教授对编写提纲和书稿进行了审阅，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
改意见和建议；陕西理工学院陈文强、邓百万教授给予了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陕西理工学院教务处
给予了一定支持（陕西理工学院教改项目：“食品安全导论”课程教学内容体系研究，XJG 0742）；
同时参考了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除适合作为食品质量与安全和其他相关食品专业的教材外，也可作为对从事食品生产、加工、流
通、质量监督管理人员及一般读者进行食品安全知识培训的参考书。
食品安全涉及学科面广，问题复杂多变，且随着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及管理体制的发展，内容和要
求变化迅速，加之我们水平和能力有限，书中存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和建
议，以便择机改进。
编者2009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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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七章，分别介绍了食品质量与安全的基础知识（第一章和第三章部分内容）、食品质量与安全
分析（第二章和第三章部分内容）、食品质量与安全技术体系（第五章）、食品质量与安全管理（第
四章和第六章）、食品质量与安全教育（第七章）。
本书在内容介绍的把握上，特别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导论课程的专业导引和知识导引作用，使学生明
白为什么要学习本专业及主要学习哪些知识和技术；二是合理把握有关知识介绍的程度。
     本书可作为食品质量与安全和其他相关食品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对从事食品生产、加工、流通、
质量监督管理人员及一般读者进行食品安全知识培训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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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4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食品安全导论>>

Page 5



第一图书网, tushu007.com
<<食品安全导论>>

章节摘录

插图：农药的毒害可根据中毒快慢分为急性毒害、亚急性毒害和慢性毒害。
（1） 急性毒害  当人、畜误食或接触农药一定剂量后，在极短时间内（24h）即出现中毒症状，甚至
死亡，即为急性中毒。
（2） 亚急性毒害  因较长时间内（48h）接触某种农药或口食带有残留药剂的食品，导致人、畜的急
性毒害，即为亚急性毒害。
（3） 慢性毒害（残留毒害）农药残毒的产生，主要是由于工厂大规模生产、加工过程中没有重视防
卫措施和农业生产上大面积使用剧毒、高残留农药，以致周围环境（土壤、水域及空气）被污染和农
副产品内部残留化学性质比较稳定的剧毒或高毒农药所造成。
特别是农药使用不当时，如在农作物、果树、蔬菜、烟叶、茶叶接近收获期，使用不恰当的农药或过
多过浓的药液，更会使残留量增多，甚至超过国家规定的允许残留标准。
一般情况下，食品上或水域中残留的农药量虽不多，但长期摄食这些带毒的食品和水，就可能引起慢
性中毒或危害人体健康。
如果用带毒农产品饲喂家畜、家禽，不仅影响其生长发育，还会累积富集在畜、禽的脂肪、肉、肝、
肾、乳及禽蛋中，人类取食这些食品后即可能会造成中毒。
农药的慢性毒害表现出的中毒症状，一般不易被察觉，诊断时往往被误诊为其他疾病。
所以，慢性中毒易被人忽略，一旦发现为时已晚。
4.农药的稳定性农药在农作物、土壤、水体中残留的种类和数量与农药的化学性质有关。
大多数农药在环境中能逐渐分解成无毒的化合物，但有的农药化学物质稳定，如有机氯杀虫剂以及含
砷、汞的农药，在环境与农作物中难以降解，降解产物也比较稳定，称之为高残留性农药。
一些性质较不稳定的农药，如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在环境与农作物中比较易于降解，属于低
残留性或无残留性农药。
例如，含砷、汞、铅、铜等的农药在土壤中的半衰期为10～30年，有机氯农药为2～4年，而有机磷农
药只有数周至数月，氨基甲酸酯类农药仅1～4周。
农药稳定性愈大，在食品、饲料中存留时间就愈长，残留的量也愈大，对人、畜的危害性也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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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民以食为天”，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食品安全既关系到人类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又关系到企业的效益、政府的形象、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而近年，世界各国不断有重大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就我国来说，这几年接二连三地出现食品安全事件
，如用工业酒精勾对假酒事件、大肠杆菌O157∶H7食物中毒事件、毒蘑菇中毒事件、含“瘦肉精”
猪肉中毒事件、含苏丹红的“红心咸鸭蛋”事件、“阜阳奶粉事件”，以及2008年发生的“三鹿毒奶
粉事件”等。
为了能有效预防、控制食品安全问题，强化食品安全监督管理，教育部于2001年批准在高校增设食品
质量与安全专业，以培养食品质量与安全高级人才。
自2002年西北农林科技大学率先招生以来，至2007年全国已有88所高等党校设置了本专业，有些院校
正在申办或准备开办这个专业。
教材是教学的基础条件之一。
一本好的教材不仅方便教师组织本门课程的教学，而且有利于学生对本门课程的学习，从而为提高教
学质量奠定了基础。
而一本好的导论课程的教材，既可导引学生正确认识本专业，明确学习本专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以
及学习本专业的重要意义，巩固专业思想，提高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明确自己的努力方向和目标
，而且可以使学生明确要从事本专业相关工作需要哪些知识和技能，以及怎么来有效地学习这些知识
和技术，从而可避免学生学习的盲目性，提高学习效率。
“食品安全导论”是许多院校食品质量与安全专业的必开课程，为此，我们编写了这本《食品安全导
论》教材。
本书共七章，分别介绍了食品质量与安全的基础知识（第一章和第三章部分内容）、食品质量与安全
分析（第二章和第三章部分内容）、食品质量与安全技术体系（第五章）、食品质量与安全管理（第
四章和第六章）、食品质量与安全教育（第七章）。
在内容介绍的把握上，我们特别注意两个方面：一是导论课程的专业导引和知识导引作用，使学生明
白为什么要学习本专业及主要学习哪些知识和技术；二是合理把握有关知识介绍的程度，“食品安全
导论”是一门专业基础课，一般在低年级开设，这时学生缺乏相关基础知识和概念，所以加强了有关
概念、作用、意义及发展的介绍，而对诸如食品质量与安全的危害因子、检测技术、控制技术、评价
技术等未作深入介绍，以免与其他课程教学内容重复。
本书由张志健（陕西理工学院）任主编，李新生（陕西理工学院）、王岁楼（中国药科大学）、秦礼
康（贵州大学）和段振华（海南大学）任副主编，中国农业大学原副校长、教授李里特任主审。
第一章由秦礼康、孙勇（《食品科学》杂志社）编写；第二章由王岁楼、綦国红（中国药科大学）编
写；第三章由段振华、孙海燕（陕西理工学院）编写；第四章由张志健、郝贵增（河南安阳工学院）
编写；第五章由秦红（江苏常熟理工学院）、罗章（西藏大学）编写；第六章由车会莲（中国农业大
学）、耿敬章（陕西理工学院）编写；第七章由张志健、李新生编写。
在本书编写过程中，中国农业大学李里特教授对编写提纲和书稿进行了审阅，并提出了许多宝贵的修
改意见和建议；陕西理工学院陈文强、邓百万教授给予了多方面的指导和帮助；陕西理工学院教务处
给予了一定支持（陕西理工学院教改项目：“食品安全导论”课程教学内容体系研究，XJG 0742）；
同时参考了许多国内外专家、学者的研究成果，在此一并致谢！
本书除适合作为食品质量与安全和其他相关食品专业的教材外，也可作为对从事食品生产、加工、流
通、质量监督管理人员及一般读者进行食品安全知识培训的参考书。
食品安全涉及学科面广，问题复杂多变，且随着科学技术、经济、社会及管理体制的发展，内容和要
求变化迅速，加之我们水平和能力有限，书中存有疏漏和不妥之处，恳请广大读者提出宝贵意见和建
议，以便择机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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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食品安全导论》可作为食品质量与安全和其他相关食品专业的教材，也可作为对从事食品生产、加
工、流通、质量监督管理人员及一般读者进行食品安全知识培训的参考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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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

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请支持正版图书。

更多资源请访问:http://www.tushu007.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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