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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工程安全保障与监督管理的措施研究
刘卫星

陕西秦酒酒业有限公司 陕西 铜川 727000

【摘 要】在当前我国良好的经济形势影响下，食品领域的发展速度正在不断加快。为了增强食品工程建设及

发展效果，满足人们的健康需求，应关注该工程的安全保障，积极开展监督管理工作。基于此，本文探讨加强食品

工程安全保障与监督的有效措施，从而有效保障我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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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食品安全是关乎国计民生的大事，也是食品工业发

展的重要目标，我国也制定了一些食品安全保障政策。

近年来，人们对食品安全的关注度也在不断提高。由于

食品的生产过程涉及众多环节，任何环节出现问题都将

影响食品的整体质量。也有部分食品生产/加工企业为了

自身利益，忽视生产过程中的质量安全控制，给食品安

全带来了隐忧。在新时代背景下，如何提高食品安全管

理的整体水平和时效性，最大限度地降低风险发生概率，

保障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是食品行业从业人员必然要思

考的课题。

1.完善法律法规及监管机制

为了使食品工程能够处于长效发展状态，需要对法

律法规及监管机制不断加以完善。在此期间，应做到：

①结合不同地域的实际情况及食品生产特点等，制定相

应的法律法规，并在长期的实践过程中不断完善，确保

食品生产中的安全，避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②充分

考虑精细化管理理念及丰富的专业理论知识等要素的

整合利用，建立切实可行的监管机制，并将其实施到位；

③对影响食品安全的因素进行及时处理，及时消除食品

工程中的安全隐患，实现与之相关的安全监管目标，高

效完成好保障工作，为食品企业发展提供助力。

2.强化安全保障意识

在食品工程生产计划实施过程中，为了增强安全保

障效果，更好地应对食品安全问题，则需要强化人员安

全保障意识。具体表现为：①结合食品生产状况及安全

要求，积极开展专业性强且内容丰富的培训活动，执行

好考核机制，促使工作人员树立良好的安全意识，具备

专业素养，为食品工程安全保障提供专业支持；②随着

人员安全保障意识的不断强化，可使食品工程安全问题

处理更具专业性，提升安全保障工作完成中的专业化水

平，促进食品领域发展效果的增强。同时，在综合素质

良好的技术人员的支持下，可结合食品工程的发展要求

及生产状况，对安全隐患进行高效处理，促使安全保障

工作完成中能够取得良好的成效，增强不同食品的食用

安全性，最大限度地发挥出安全保障工作的实际作用。

3.优化监督方式

在开展食品工程安全监督工作的过程中，为了增加

其中的技术优势，满足安全问题高效处理要求，应不断

优化监督方式。具体包括：①加强信息技术使用，将信

息化监督方式应用于食品工程安全监督过程中，优化与

之相关的监督方式，及时处理好食品安全方面的影响因

素，全面提高食品领域发展中的安全监督工作效率，在

技术层面上为这方面监督效果增强提供科学保障；②通

过完善信息化管理系统，构建好食品工程安全监督系统，

实现对丰富信息资源的充分利用，拓宽生产企业在信息

化时代背景下的发展思路。

4.加强食品安全检测技术运用推广

检测是食品供应链中最后一道安全防线，只有加大

对检测设备和技术研究的投入力度，重视专业人才的招

纳和培养，研发检测效率和灵敏度更高、更便捷使用的

设备，推进食品安全检测技术的升级，才能满足种类日

益丰富的食品安全检测需求，为我国的食品安全管理保

驾护航。另外，食品企业也应及时引进和更新先进的检

测设备/仪器，加强相关人员的学习培训，不断提高其精

确掌握检测设备的能力和技术水平。常用的食品安全检

测技术分为以下几种：

（1）化学比色技术。该技术具备较高的检测效率，

检测结果直观可见，广泛应用于检测农药和兽药残留、

重金属残留以及食品添加剂等。目前，因科技进步和创

新应运而生的“配套微型检测仪器设备”的投入使用，

使化学比色技术的效率和准确度都得到了提高。

（2）免疫检测技术。该技术种类繁多，被广泛应

用于农药及兽药残留检测。根据检测形式，食品中常用

的免疫学检测技术可分为免疫胶体金试纸法、免疫乳胶

试剂法、免疫酶技术等。上述检测方法主要通过免疫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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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技术显示特定抗原和抗体的反应，从而实现食品中特

定成分的检测工作。该技术还具有操作简单、检测迅速

等优点。以免疫胶体金试纸为例，只需把处理后的样品

提取液滴在特定检测卡上，等待 5～8min,即可得到检测

结果，极大地降低了检测成本。

（3）生物酶检测技术。该技术主要通过酶联免疫

吸附试验对特定物质进行检测，同时结合了生物酶技术

和免疫分析技术的优势，可实现对样品中的特定成分进

行精准、高效地检测，被广泛用于食品安全检测中。其

缺点是只能够对特定的化学成分或成分固定的食品进

行检测，检测范围有限。

（4）电化学分析检测技术。以此技术延伸出的检

测方法包括伏安分析法、电化学传感器法、电位分析法

和极谱分析法等。其中，极谱分析法可通过控制电流极

谱法或控制电位极谱法 2 种形式完成，其可以快速、有

效地检测食品中的三聚氰胺含量。控制电位极谱法的应

用则更为广泛，尤其是对食品中微量元素（如铅元素含

量）的精准检测。

（5）分子生物学检测技术。该技术包括基因探针

技术、核酸分子杂交技术、PCR 技术、DNA 重组技术及

聚合酶链反应技术等，分子生物学技术在食品中的应用

极大地促进了当前环境下食品安全检测技术的发展。如

食品中的转基因成分可通过基因探针技术检测；病原微

生物可采用核酸分子杂交技术检测；微生物污染则可通

过 PCR 技术快速检测。

（6）生物传感器技术。该技术可精准、快速地检

测食品中的沙门氏菌含量，也常用于检测食品的新鲜度。

根据生物识别元件和生物功能膜之间的差异，生物传感

器技术可分为酶传感器、免疫传感器、微生物传感器等。

（7）物理检测技术。主要检测内容包括相对密度、

折射率、旋光度。例如，对于部分具有旋光性的食品，

需要通过检测其旋光度是否超标来判断质量状况。

（8）光谱检测技术。光谱技术因具有高精度、低

成本、速度快等诸多优势而被广泛应用于食品安全检测

中。光谱检测技术中，拉曼光谱技术可以与化学计量学

方法联合应用，能定量分析农产品中有机磷的农残量。

近红外光谱技术和高光谱成像技术融合了传统光谱与

二维成像技术的优势，通过提取并分析农产品光谱、图

像信息即可进行无损检测，且具备较高的精确度。但该

方法使用前，需进行烦琐的建模过程，在一定程度上影

响并制约了该方法在食品安全检测中的应用。加强食品

安全检测技术，并大力推广，有助于全面提高食品生产

的安全性，对于保障食品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5.健全保障及监督体系

基于食品工程的发展研究，也需要确定好符合实际

要求的安全保障及监管体系。在其形成过程中，需要做

到：

①注重完善的保障及监督机制，并在精细化及信息

化方式的配合作用下，确定好切实可行的安全保障及监

督体系，为食品安全问题的高效处理提供科学指导，促

使具体的保障及监督工作开展更具合理性；②执行好健

全后的保障及监督体系，满足食品工程发展中安全问题

科学处理要求，全面提高保障及监督计划实施效率，逐

渐提升食品生产企业的发展水平，防止食品加工及流通

过程中发生问题。实践中也需要对食品安全保障及监督

体系实施状况是否良好进行科学分析，保持细节问题良

好的处理状况，拓宽食品安全问题科学应对思路。

6.结语

综上所述，在不同策略的配合作用下，有利于提高

安全保障及监督效率，实现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高效处理，

确保与之相关的工程建设及发展状况良好。因此，未来

在提升食品工程发展水平、优化安全问题处理方式的过

程中，需要加深对安全保障及监督的重视程度，促使食

品行业能够取得更多的经济效益，避免出现食品工程发

展状况不佳、违规生产等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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