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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工程质量及食品安全应用研究
熊梅 宋诗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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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食品安全作为重要的民生问题，每年两会中均谈及该话题，而食品产业的高质量发展离不开安全与健康两

个层面，因此这就需要相关部门及企业对食品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进行重点把控，从而有效识别并规避各安

全隐患，引领食品行业实现健康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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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些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频频发生，造成了各种不良

影响，而导致食品安全问题的原因较为复杂，因此我们

应从食品生产经营等多方面加强管理，建立全方位食品

安全保障体系。本文主要对食品安全与食品工程质量相

关性展开分析，并结合食品安全显著与相关影响因素制

定对应措施，具体如下：

1 探析食品安全与食品工程质量相关性

正所谓“民以食为天”，粮食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根

本，全力筑牢食品安全防线才能为群众的生命安全、国

家的稳定性提供有力保障，同时这也直接关系到食品市

场发展动向，因此应当重点关注。通过食品安全对食品

工程质量的控制，能从根本上规避各类影响食品安全的

因素，确保其符合我国相关标准。而在食品加工期间，

该理念应当贯穿于全过程各环节中，真正做到全面把控。

为此我们需对原材料进行严格检测，从根本上保证其可

靠性，以此来为食品工程质量奠定坚实的根基；在食品

加工期间应重视各先进技术与设备的应用，通过对流程

的优化完善来减少各有害物质对食品所造成的污染；食

品储存期间应严格按照其特性选择合适的环境，并做好

运输途中的各项把控工作，防止各不良因素导致质变情

况发生。根据调查显示，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会导致

消费者内心出现不满、恐慌等情况，食品市场秩序受到

严重干扰，社会稳定性无法得到有效保障，因此就需从

食品工程质量源头方面加以控制，包括要求食品企业需

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进行生产加工，并做好管理工作，有

助于规范市场行为，增强消费者信任度，从而达到推动

食品市场健康长远发展的根本目的
[1]
。

2 当前食品安全现状分析

在对食品质量安全情况深入探析后可见，当前多存

在以下几方面问题，其一，蔬菜种植期间，为能够对病

虫害进行有效防治，实现增量增产目的，通常种植人员

多会使用各类农药，而且由于并未经过正规学习与培训，

在用药种类选择、用量控制等方面多结合以往经验，极

易导致农药超标情况的发生。从食品安全角度来看，如

果农药喷洒量掌握情况不佳、在后期生产过程中未进行

有效处理，均会给食品安全造成一定影响；其二，畜牧

业是食品工业的重要原材料来源，可为消费者提供多样

化的食品类型选择，提高其整体生活质量水平，但对于

养殖畜牧业的相关企业而言，为满足市场需求，获得最

大经济效益，会通过应用生长激素的方式来促进生物体

生长发育，使牲畜能够在短时间内迅速达到理想体重，

但该行径下若生物体内激素严重超标，消费者在食用后

会影响内分泌系统，诱发糖尿病、甲状腺功能减退等一

系列问题，严重危害人们生命健康；其三，食品添加剂

作为食品生产过程中常用的原料，能够起到改善食品色

香味与品质的作用，但在竞争激烈的食品市场中，部分

食品生产厂为占据市场份额，在应用食品添加剂时会出

现超限量使用问题，过量或不当使用情况下均可能会对

人体产生一定的危害性；其四，工业废水处理问题一直

是各地相关部门关注重点，虽经严格监督管理，但在工

业化发展背景下仍存在各种不合规污水排放问题，各类

污染物直接进入地表以及河流水系中，对食品原材料造

成污染而导致食品工程质量安全无法得到保证
[2]
。

3 影响食品工程质量安全的主要因素

因食品生产过程中所涉及的环节较多，且有着环环

相扣的特点，若其中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均会直接影响到

食品的安全性，对此还应当结合以往经验对常见问题展

开全面分析，找出主要引发因素，整合后多见以下几点，

①微生物污染，食品原材料生长、养殖期间较易受到各

种主客观因素的干扰，包括种植环境中土壤中存在霉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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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菌等，同时加工期间通常会对车间条件有一定的要求，

若未能做好设备、包装材料、仓库消毒灭菌工作，不合

理的生产工艺均可能会导致微生物污染情况。②食品种

植喂养环节，上文中提出，在利益驱使下会擅自应用各

种违禁药物，再加上各地区未做好有效监管工作，农药

以及各类激素的不合理使用，均是威胁食品安全性的主

要因素。③食品市场秩序混乱，部分企业并不具备食品

生产加工条件，无论是环境条件、技术、设备等均未达

到国家规定的食品质量安全标准，再加上其食品安全意

识的缺失，为降低成本支出获得更大效益，会通过非法

渠道购买各种不合规配料，以至于食品质量方面存在较

大的安全隐患，纵观市场中各类“三无”产品均是从此

类食品厂流出，严重干扰到市场秩序。同时生产经营者

会通过伪造、更改标识的方式篡改食品各信息，如生产

日期与保质期等，并于市场中售卖，误导消费者，从而

较易造成食品安全问题。④食品检测技术应用情况不佳，

虽然我国对食品安全管控力度不断提升，但受到科学技

术的影响，在具体检测方面稍显不足，无法起到有效助

力效果，并且在具体检测中全面性不足，常会忽略生产

过程中，在漏检情况下导致食品仍然存在各种隐患，再

加上检测费用需企业自行承担，而为了减少成本，会出

现弄虚作假行为，食品市场监管权责未有效明确以至于

很难实现预期监管目标。

4 强化食品工程质量及食品安全应用的对策

4.1 推进食品安全检测技术手段的应用

因食品中微生物、化学物质残留是当前影响食品安

全的主要因素，针对此点，相关部门还应当及时采取一

系列措施加以把控，政府部门也需充分发挥自身职能作

用，与食品企业共同加大食品检测技术的投入，设立专

项资金，用于先进技术及设备的引进、人才培养等，以

此来不断增强食品安全检测技术水平，使其应用范围扩

大化。同时还需重视各新技术的研发工作，使得检测中

所获得的数据更为精确，为食品安全管理提供相应的参

考依据，以此为参考展开针对性管控可从根本上提高食

品工程质量水平。现阶段化学、分子生物学、生物传感

检测均是食品安全检测中运用较为频繁的技术手段，而

其中化学分析法是应用原子光谱、色谱法等方式完成食

品中各有害物质的检测，该方式有着灵敏度较高的优势

特点，可识别出各种农药与重金属，应用各类化学试剂

与仪器还可对食品中蛋白质、矿物质、脂肪、维生素、

碳水化合物等成分进行定量与定性分析，但该技术对检

测人员的专业水平有着较高的要求，且需借助各类精密

型设备完成，而当前随着各类微型检测仪的应用，整体

检测效率大幅提升；细菌、真菌、病毒与寄生虫是食品

中较常见的微生物，其会引发严重胃肠道疾病，而且某

些霉菌会产生致癌的毒素，病毒的大范围传播会引发社

会恐慌，影响到社会稳定性
[3]
。所以还需应用合适的技

术完成食品检测工作，评估食品安全性，最为常用的则

为分子生物学检测方法，PCR 具有特异性强、操作便利

的特点，能够快速准确地检测食品特定微生物的 DNA，

而 ELISA（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技术利用抗原抗体特异

性结合反应，再结合酶对底物的高效催化作用而实现检

测，若所检测的样品中有目标细菌时会有抗体结合反应，

随后以显色的方式展开判别；生物传感器技术可有效识

别出食品中所存在的生物物质与化学物质，其响应速度

较快，可用于生产现场的筛查工作。不同检测技术其在

适用性方面存在较大差异，所以在选择时还应当结合具

体应用场景而定，以此来提高其相符性与可行性。

4.2 全面监督原材料及各类添加剂的应用

根据实际情况来看，食品质量安全无法得到有效保

障的根本因素是由于原材料把控不严格、各类添加剂违

法应用所导致，因此需重视源头的监督与控制工作，这

对提升食品工程质量也有积极推动作用。首先在原材料

采购环节，应派遣专业技术人员做好市场调查工作，选

择信誉较优的供应商，全面审核其各项资质，检查原材

料供应资格，并要求其在提供各类材料时均需配备对应

的检测报告，明确标识该材料的生产地、初加工过程等

信息，以此来为采购工作提供可靠依据，使其能够做到

有迹可循。但在此期间还应当注意查看材料是否存在质

变、超出保质期等情况，对于不符合相应标准的材料应

拒绝购入，并联系供应商要求其调换，随后依照合同进

行追责，这不仅可有效维护食品生产企业权益，更可确

保食品质量安全
[4]
。其次针对于食品添加剂问题还需重

点防范，虽然添加剂的应用能够起到改善外观、防腐、

延长保质期的作用，但我国在各类食品添加剂具体应用

范围与用量方面有着严格的要求，如饮料、酱料中苯甲

酸钠的应用可抑制细菌与霉菌的生长，延长其实际保存

期，肉类应用亚硝酸盐具有防腐效果，抗氧化剂可用于

食品、化妆品、保健品中具有延缓油脂变质以及氧化变

色的效果，着色剂能够让食品颜色更为艳丽。但亚硝酸

盐过量应用后会导致在烹饪食用后产生亚硝胺，存在致

癌风险；虽然防腐剂在标准应用情况相对较为安全，但

若未按照要求超量使用会对消费者肝肾功能造成不良

影响。所以相关部门还应当加大食品中各类添加剂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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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对于存在添加剂违法使用行为应立即上报并做出

对应处罚，通过公示的方式起到警醒作用。而企业内部

在进行食品加工生产期间同样需提前制定标准，以此来

起到依据作用，使得各添加剂的具体用量更为地精确，

符合我国相关要求，并设立监督部门，做好全面控制工

作，从而来确保食品的安全性
[5]
。

4.3 重点关注食品流通秩序规范性

上文中提出了现阶段食品市场有着秩序混乱情况，

不利于食品质量安全性的提升，而这就涉及食品流通方

面，同样也是各种不合规食物流入市场的主要途径，所

以同样也应当将其列为重点环节。在加工期间应注重工

艺的优化，及时采用各机械设备进行改进完善，并且在

具流程方面需进行简化，将各重要流程固定化，包括原

材料检测、清洗、环境条件等方面，同时严格控制食品

包装、运输、储存等环节，保证包装的密封性，以此来

起到有效隔绝效果，防止后期出现污染等情况。并且由

于每种食品对储存条件有着差异性要求，包括温湿度、

避光等，在此情况下不仅需在外包装上做好标注工作，

还应当严格按照相关标准贮存与运输，最大程度地减少

食品供应链环节对食品质量安全造成影响；相关部门需

严查农药与兽药残留以及食品添加剂使用情况，并通过

设立食品供应链追溯小组的方式实现追责管理，可动态

了解各食物生产过程与市场投入情况，且能够在出现问

题时直接进行精准定位，切实提高监管质量与效率，防

止各不合规食品进入市场，切实提升市场食品质量安全

秩序的整体稳定性
[6]
。

4.4 不断提升社会食品安全意识水平

意识是各行为操作的主动驱动力，所以为保障食品

质量安全，还应当提高全社会的食品安全意识。随着科

学技术的发展，信息技术已经在各行各业广泛应用，因

其有着信息共享性、实时性特点，为人民生活及工作提

供了较大便利，而在食品安全知识宣传中同样也可借助

信息技术手段作为主要途径，可通过微信公众号、微博、

抖音等渠道为消费者普及与食品安全相关的知识，同时

还应当针对不同群体制定合适的方案，使其能够充分发

挥出自身价值所在，帮助消费者实现正确辨别，重点强

调在购买各类食物时还应当查看保质期，避免购买过期

产品，并观察外包装的完整性，一旦发现出现胀袋、发

霉、漏气以及超过保质期的情况时还应当立即进行举报

处理，通过全面监督的方式不仅可保障消费者权益及安

全性，更能够使得食品市场更为地规范。食品企业员工

作为食品生产加工期间主要参与者与实施者，其专业技

能水平及综合素养直接关系到食品安全质量，所以还需

做好培训工作，定期组织员工进行安全教育，主要围绕

食品加工标准流程、各添加剂的正确应用、相关法律法

规等，并通过分析典型案例的方式来起到有效暗示与引

导作用，使其能够充分认识到规范行为操作、保障食品

质量安全的重要性，在意识得以增强情况下可有效提升

食品生产各环节质量。

5 结语

综上所述，食品安全一直是当前国家社会关注的重

点，主要是因其与消费者的身体健康以及社会稳定有着

密切关联，并且同样也关系着食品企业的发展。所以还

应当及时对当前食品质量安全现状以及主要因素深入

分析，并通过加强检测、控制原材料及添加剂应用、规

范食品市场流通秩序以及强化群众食品安全意识等方

式来最大程度地降低各风险，推动食品行业的长远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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