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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食品安全对于公民个人、国家和社会的发展都具有重要意义，关系着每个公民的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
，同时也直接影响着消费的信心、经济的发展与社会的稳定。
党和政府一直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并始终把加强食品质量安全摆在重要的位置。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于2009年2月28日经第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并
于2009年6月1日起施行。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于2009年7月8曰经国务院第73次常务会议通过，并于2009年7
月20日公布施行。
食品安全法及实施条例体现了预防为主、科学管理、明确责任、综合治理的指导思想，完善了食品安
全标准体系，健全了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监测制度，强化了突发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理机制，强化了
食品生产经营者是食品安全第一责任人的原则，强化了食品安全的属地管理责任，强化和统一了食品
安全法律责任。
食品安全法及实施条例为解决食品安全问题提供了最重要的法律和制度保障，是解决食品安全问题的
关键性步骤之一，对规范食品生产经营活动，防范食品安全事故的发生，增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规
范性、科学性和有效性，提高食品安全整体水平，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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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国内外食品安全事件汇编及分析》是为配合食品安全法及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的宣传贯彻和执
行而组织编写的。
具体内容包括：产地环境污染引发的突发食品安全事件；农业投入品引发的突发食品安全事件；生物
性食品安全事件；化学性污染引发的食品安全事件；物理性污染引发的突发食品安全事件；食源性传
染病引起的突发食品安全事件；食源性人兽共患病引起的突发食品安全事件；食品添加剂滥用引发的
突发食品安全事件；非食品用添加物引发的突发食品安全事件等九个部分。
《国内外食品安全事件汇编及分析》根据食品安全全过程管理原则与风险分析原则的要求，详细介绍
并分析了各类食品安全事件的相关制度背景、制度原理、风险因素的危害及预防和控制特点等内容，
便于读者从风险关键点的角度观察事件发生的原因，并思考完善预防和控制食品安全风险的制度要求
。
《国内外食品安全事件汇编及分析》适用于政府食品安全管理和监管部门的工作人员、食品生产经营
企业及其从业人员；同时，对高校食品安全及相关专业的教师和学生也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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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氨基糖苷类常用的有链霉素、双氢链霉素、卡那霉素、庆大霉素和新霉素等。
氨基糖苷类对革兰氏阴性菌作用强，对前庭神经、听神经和肾脏均有不同程度的毒性。
各抗生素间有一定的交叉抗药性。
其中，链霉素属窄谱抗生素，兽医临床上曾用为治疗结核病药物，也适用于一些急性感染，如大肠杆
菌引起的乳腺炎、子宫炎和败血症、巴斯德氏菌病、钩端螺旋体病、放线菌病及禽传染性鼻炎等。
但细菌对本药产生耐药性较青霉素快，也可能引起过敏反应，长期或大剂量用药时可产生慢性中毒如
听觉损害、平衡失调等。
卡那霉素属广谱抗生素，对大多数革兰氏阴性菌如大肠杆菌、副大肠杆菌、沙门氏菌、产气杆菌、变
形杆菌和多杀性巴氏菌等有较强抗菌作用，常用来治疗此类细菌的感染及猪霉形体病和萎缩性鼻炎，
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和结核杆菌也有效。
　　3.损害细菌细胞膜　　多粘菌素类和多烯类药物因能直接影响细菌细胞膜渗透屏障功能而发挥抗
菌作用。
其中，多粘菌素类具有表面活性，能定位于细胞膜的类脂质层和蛋白质层之间，其阳离子氨基可与膜
类脂质中阴离子磷酸基结合，破坏膜的功能，使细胞内容物外逸，造成细菌死亡。
多粘菌素类属窄谱抗生素，主要对革兰氏阴性菌如绿脓杆菌、大肠杆菌有强抗菌作用，用于控制烧伤
、呼吸道和泌尿道感染及败血症等；还可作为精液附加剂，用于预防绿脓杆菌对精液的污染。
细菌对本类抗生素不易产生耐药性。
　　多烯类抗生素主要具有抗霉菌作用，能与霉菌细胞膜的固醇结合使膜受损害，而细菌细胞膜由于
不含固醇，所以对细菌无效。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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