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环境与发展 6卷 11 期 ISSN：2661-3735(Print)；2661-3743(Online)

320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模型的构建与应用

殷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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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广泛关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作

为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手段，其科学性和准确性直接影响着食品安全管理的有效性。论文旨在构建一套科学、合理

且具有可操作性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模型，并探讨其在实际应用中的可行性和有效性。通过文献综述、专家访谈和

实地调研等方法，论文梳理了当前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发展现状及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了基于风险矩阵分析法和

层次分析法（AHP）相结合的风险评估模型。该模型能够综合考虑食品生产、加工、流通和消费等各环节的风险因素，

实现对食品安全风险的科学评估和有效管理。论文还通过实际案例分析，验证了该模型的实用性和可靠性，为食品

安全监管部门和相关企业提供了一套有效的风险评估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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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the social econom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people’s living standards, food safety 
issues are increasingly receiving widespread attention. As an important means of ensuring food safety, the scientific and accurate 
nature of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directly affects the effectiveness of food safety management. The paper aims to construct 
a scientific, reasonable, and operable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model, and explore its feasibility and effectiveness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s. Through literature review, expert interviews, and field research,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current development 
status and main problems of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and proposes a risk assessment model based on the combination of risk 
matrix analysis an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AHP). This model can comprehensively consider the risk factors of various links 
such as food production, processing, circulation, and consumption, and achieve scientific assessment and effective management of 
food safety risks. The paper also verified the practicality and reliability of the model through practical case analysis, providing 
an effective risk assessment tool for food safety regulatory departments and related enterprises.
Keywords: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model; risk matrix analysis method; 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 interdisciplinary 
collaboration

0 前言

食品安全是关系到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的重

大民生问题。近年来，随着食品工业的快速发展和全球化贸

易的不断推进，食品安全事件频发，给公众的健康和社会的

稳定带来了严重威胁。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作为食品安全管理

的重要手段，通过对食品潜在危害的科学评估，能够为政府

决策和企业生产提供科学依据，进而有效预防和控制食品安

全风险。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模型的构建和应用，不仅能够提

高食品安全管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还能够增强公众对食品

安全的信任感。论文将详细介绍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模型的构

建过程及其在实际应用中的表现，旨在为食品安全领域的研

究和实践提供有益的参考。

1 概念与现状

1.1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概念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是指通过对食品中潜在危害的科学

识别、危害特征描述、暴露评估和风险特征描述等步骤，系

统地评价食品中可能存在的健康风险，并提出相应的风险管

理建议的过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核心在于科学、客观地

评估食品中潜在危害的严重性和可能性，从而为食品安全管

理提供科学依据。

1.2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发展现状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作为一门新兴的交叉学科，近年来

在全球范围内得到了迅速发展。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CAC）在其《食品卫生通则》中

明确规定了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原则和方法，为各国开展食

品安全风险评估提供了指导。

在中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起步较晚，但发展迅速。

近年来，中国政府高度重视食品安全工作，出台了一系列政

策措施，加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体系建设。2009 年颁布的《中

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明确规定了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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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地位和职责分工，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的开展提供

了法律保障。

1.3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主要方法
目前，常用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方法主要包括定性评

估和定量评估两大类。定性评估主要通过专家判断、德尔菲

法等方法，对食品中潜在危害进行描述和分类；定量评估则

通过数学模型、统计分析等方法，对食品中潜在危害的风险

进行量化评估。

1.4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应用领域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在食品生产、加工、流通和消费等

各个环节都有广泛应用。在生产环节，通过对原料和生产过

程的评估，可以有效识别和控制生产过程中的潜在危害；在

加工环节，通过对加工工艺和设备的评估，可以确保加工过

程的安全性；在流通环节，通过对运输和储存条件的评估，

可以防止食品在流通过程中的污染和变质；在消费环节，通

过对消费者饮食习惯和健康状况的评估，可以为消费者提供

科学的饮食建议。

2 主要问题与挑战

2.1 数据获取与处理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是一项复杂而精细的工作 [1]，它依

赖于海量的基础数据作为支撑。这些数据涵盖了食品中可能

存在的化学危害成分、详细的毒理学数据以及全面的暴露评

估数据等多个方面。每一个数据点都可能对评估结果的准确

性和可靠性产生重要影响。然而，在中国，食品安全数据收

集和管理的现状尚不尽如人意，存在诸多问题和挑战。数据

的准确性和完整性普遍不足，这可能是由于数据收集过程中

的标准不一、方法不当或者监管不力等原因造成的。这样的

数据质量不仅无法满足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高标准要求，还

可能对评估结果的科学性造成负面影响。数据处理和分析方

法的不足也是一个突出问题。当前所采用的方法可能未能充

分考虑到数据的复杂性、多样性和不确定性，导致评估结果

可能存在偏差。

2.2 风险评估模型的局限性
当前，广泛应用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模型在应对复杂

风险因素时，往往表现出一定的局限性。以传统的风险矩阵

分析法为例，其评估结果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专家的主观判

断，这可能导致评估结果的客观性不足。另外，层次分析法

（AHP）虽然能够较为全面地考虑多种风险因素，但当面对

大量数据时，其计算过程变得异常复杂，增加了实际操作的

难度。这些问题的存在，使得构建一套既科学合理又简便易

行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模型成为当前研究的一个关键难题。

研究者们需要不断探索新的方法和技术，以期在保证评估准

确性的同时，降低模型的复杂性和对专家经验的依赖，从而

推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体系的进一步完善。

2.3 跨学科合作与交流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是一项跨学科的工作，它需要食品

科学、毒理学、统计学等多个领域的专业知识共同支撑。然

而，在实际操作中，这些学科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并不如预期

中那样紧密，这给风险评估工作的推进带来了一定的障碍。

具体来说，食品科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在获取和分析毒理学数

据时可能显得力不从心，缺乏足够的专业知识和技能。与此

同时，毒理学领域的研究人员可能对食品的生产和加工过程

了解不足，难以准确把握食品安全风险的实际来源和特点。

这种学科间的信息不对称和交流隔阂，限制了食品安全风险

评估的全面性和准确性。因此，加强不同学科之间的合作与

交流，搭建跨学科的研究平台，成为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工作质量的关键所在 [2]。

2.4 公众认知与参与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成果对于保障公众健康和维持社

会稳定具有重大意义。遗憾的是，目前公众对于这一评估过

程的理解和参与程度尚显不足，这直接影响了评估结果的接

受度和实际执行力度。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的认识往往与专

业评估的焦点存在偏差，这种信息不对称使得评估工作的社

会效益大打折扣。因此，如何有效提升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

评估的认知度和参与度，成为当前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3 应对策略

3.1 加强数据收集与管理
为了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科学性和精确度，我们

必须优先强化数据的搜集与管理工作。具体措施如下：

①构建完备的食品安全数据库：为了提升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的效率和效果，我们必须多方携手，通过政府、企业

和科研机构之间的合作，共同构建一个全面的食品安全数据

库。该数据库需覆盖食品从生产、加工、流通到消费的整个

流程，确保数据的全面性，涵盖各种食品品种、各个生产环

节及相关风险因素。同时，我们还需确保数据的准确性，对

录入数据库的信息进行严格审核，以保证每一条数据的真实

性和可靠性。

②完善数据收集体系：必须制定一套科学的数据收集

标准和操作规范，保障数据采集与处理过程严格遵循科学原

则，从而提升数据的质量和可信度 [3]。

③加大数据共享与交流力度：通过搭建数据共享平台，

推动政府、企业和科研机构之间的数据互通有无，促进信息

的流动和利用，从而有效提升数据的利用率和食品安全风险

评估的整体效能。

3.2 优化风险评估模型
为了突破现有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模型的局限，以下三

个方面是优化的关键：

①采用多元评估方法：结合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综

合考量各种风险因素，以此提升评估结果的准确性和科学

性。这种方法的引入，将使得风险评估更为全面，减少单一

评估方法可能带来的偏差。

②构建全面的评估模型：结合风险矩阵分析法和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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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法（AHP）的优势，打造一套既科学又实用的食品安全

风险评估模型。该模型将提高评估的系统性，确保风险评估

结果的综合性。

③引入智能化技术支持：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

增强风险评估模型的运算速度和精确度。智能化技术的融

入，将使风险评估更加高效，为食品安全管理提供强有力的

技术支撑。

3.3 加强跨学科合作与交流
为提升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效率和成果，需强化跨学

科间的合作与交流，具体措施如下：

①构建跨学科研究团队：集结食品科学、毒理学、统

计学等领域的专家，形成一支跨学科研究团队，利用各学科

专长，提升风险评估的科学性和精确度。

②加强学术交流与合作：通过举办学术会议、开展联

合研究等活动，促进不同学科间的互动与合作，推动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领域的持续进步。

③拓展国际交流与合作：积极参与国际食品安全风险

评估工作，吸收国际先进经验和技术，提升中国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的国际水平。

3.4 提高公众认知与参与
为了提升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认知水平以及参

与热情，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主要方面着手进行工作：

①强化宣传教育工作：通过电视、广播、网络及社交

媒体等多种媒体渠道，我们广泛传播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重

要性及其相关知识，同时，通过举办科普讲座、发放宣传手

册等方式，深入浅出地讲解评估流程、方法和意义，旨在提

高公众的认知水平，增强其对评估结果的接受和理解。

②激发公众参与热情：我们通过设计并实施问卷调查，

收集公众对食品安全风险的看法和担忧，确保评估工作更

加贴近公众的实际需求。同时，举办公众听证会，邀请公众

代表就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相关议题发表意见，以此确保评

估过程的透明性和公正性。这些举措不仅有助于增强公众的

参与感和对评估工作的认同感，还能够激发公众的主人翁精

神，共同参与到食品安全的维护中来。

③建立和完善信息公开机制：我们构建了一个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信息的公开平台，确保评估结果和相关数据能够

及时、准确地传达给公众，通过这种信息公开，我们提高了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工作的透明度，使公众能够随时掌握评估

的最新进展和结果，这样做不仅增强了公众对评估工作的信

任，还促进了政府与公众之间的沟通与理解，共同推动食品

安全事业的进步。

4 实际案例及分析

某市一家大型乳制品生产企业，近年来多次发生食品

安全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为了有效应对食品

安全风险，该企业决定引入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模型，对生产

过程中潜在的食品安全风险进行全面评估。以下为风险评估

过程：

①数据收集与整理：通过企业内部和外部渠道，收集

与乳制品生产相关的各类数据，包括原料来源、生产工艺、

设备状况、检测结果等。

②风险识别与描述：基于收集到的数据，识别生产过

程中潜在的食品安全风险，并对这些风险进行详细描述。

③暴露评估：通过统计分析，评估消费者在食用该企

业乳制品时可能面临的暴露风险。

④风险特征描述：结合风险识别和暴露评估的结果，

对生产过程中潜在的食品安全风险进行特征描述，确定风险

的严重性和可能性。

⑤风险评估模型应用：利用构建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模型，对生产过程中潜在的食品安全风险进行综合评估，确

定风险的等级和优先级。

通过应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模型，该企业对生产过程

中潜在的食品安全风险进行了全面评估，得出以下结论：

①高风险因素：原料污染、设备故障和生产过程中的

交叉污染是该企业生产过程中存在的主要高风险因素。

②中风险因素：生产工艺不稳定、检测手段不足和人

员操作不规范是中风险因素。

③低风险因素：包装材料不合格和储存条件不当是低

风险因素。

根据风险评估结果，该企业提出了以下风险管理建议：

①加强原料管理：建立严格的原料采购和检验制度，

确保原料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②改进生产工艺：优化生产工艺流程，减少生产过程

中的交叉污染风险。

③加强设备维护：建立完善的设备维护和管理制度，

确保设备的正常运行和安全使用。

④提升检测能力：引进先进的检测设备和技术，提高

检测手段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⑤规范人员操作：加强员工培训，增强员工的食品安

全意识和操作规范。

通过该案例可以看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模型的应用

能够有效识别和控制生产过程中的潜在食品安全风险，为企

业的风险管理提供科学依据。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①提高风险评估的科学性：通过构建科学的食品安全

风险评估模型，能够综合考虑多种风险因素，提高风险评估

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②强化风险管理的针对性：基于风险评估结果，企业

能够有针对性地制定风险管理措施，提高风险管理的效率和

效果。

③增强公众信任感：通过公开风险评估结果和管理措

施，企业能够增强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感，提升企业的社

会形象和市场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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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语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作为保障食品安全的重要手段，其

科学性和准确性直接影响着食品安全管理的有效性。未来，

随着大数据和机器学习技术的不断发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模型将会更加智能化和自动化。通过不断优化和完善模型，

可以进一步提高风险评估的准确性和效率，为食品安全监管

提供更加有力的支持。同时，也需要加强相关法律法规和政

策的建设和完善，保障模型的合法性和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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