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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知识读本》

前言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在人们生活中，“吃”的问题最为重要。自有文字记载以来，就
有很多关于饮食的记载，从“钻木取火、炝生为熟”到“食堆半饱无兼味，酒至三分莫过频”，均体
现了中国饮食文化的悠久历史和博大精深。我国饮食文化既赞美了美味的魅力和佳肴的艺术，也提出
了饮食的营养健康和养生保健。中华饮食文化，需要人文艺术的渲染，也需要科学家的科普推介，就
当前需要而言，后者更为迫切。　　近十多年来，英国爆发的疯牛病、比利时等国二嗯英污染、欧洲
爆发的口蹄疫、我国“三聚氰胺”事件，以及最近出现的欧洲带菌豆芽、台湾“塑化剂”等事件，都
无不与食品安全问题密切相关！由于缺乏科学、权威的食品安全信息引导，各种理性和非理性、客观
科学和主观臆断的信息往往交织在一起，让缺乏专业知识的消费者感到无所适从，“吃肉怕激素，吃
菜怕毒素，喝水怕色素”，正是这一状况的真实写照。　　在当今全球环境污染加剧、食品全球化流
通的背景下，对于广大普通消费者而言，除了寄望并大力配合政府监管部门加大对食品违法犯罪活动
打击力度外，更重要的是，努力增强自我保护意识，切实掌握食品安全基本知识，提升对食品安全的
辨识能力，避免食品二次污染，这也是提高全社会的食品安全意识和降低食品安全风险、保护饮食健
康的重要途径。　　党中央、国务院对食品安全宣传和知识普及工作高度重视，国务院食安办印发了
《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工作纲要（2011-2015年）》，要求各有关方面通过广泛普及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
科学知识，食品安全宣传要进农村、进社区、进企业、进学校，提高社会公众的食品安全意识和预防
应对风险的能力，强化食品生产经营者诚信守法经营的责任和意识，提高食品安全监管人员执法能力
，营造人人关心、人人维护食品安全的良好氛围。　　在这样的背景下，广东省卫生厅与广东教育出
版社联合组织食品安全专家，编写食品安全知识科普读物，无疑是一种有益的尝试。本书以通俗的文
字、易懂的道理、生动的图片、丰富的说明，较为科学、权威、系统地介绍了与消费者息息相关的食
品安全基本知识和法律法规知识，以及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同时，本书还涉及人们日常
饮食文化生活中的一些小常识、小技巧，无论是一般群众，还是食品专业人士都值得一读。希望本书
的编写出版在食品安全宣传教育方面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作者系广东省政协副主席、省卫生厅
厅长、广东省食品安全委员会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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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知识读本》

内容概要

《食品安全知识读本》是一本食品安全知识科普读物。《食品安全知识读本》以通俗的文字、易懂的
道理、生动的图片、丰富的说明，较为科学、权威、系统地介绍了与消费者息息相关的食品安全基本
知识和法律法规知识，以及国外的一些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同时，《食品安全知识读本》还涉及人
们日常饮食文化生活中的一些小常识、小技巧，无论是一般群众，还是食品专业人士都值得一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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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知识读本》

章节摘录

　　净含量的玄机　　“净含量”一般泛指除去产品的外包装及容器后产品的实质重量，也就是除包
装外的可食部分的含量。很多食品的包装又大又漂亮，消费者买回家打开看时，才发现其内容物相当
之少。如果产品是固液两相，还要看固形物的含量。　　通过净含量或固形物含量，消费者可以识别
食品的数量及价值。需要注意的是，当容器内含有固体和液体两种形态的物体时，比如甜桃罐头或者
含冰的冷冻鱼虾，除了标示净含量外，还应当标示有沥干物（固形物）的含量，消费者在购买该类产
品时可以重点查看固形物含量。　　目前，许多定量包装食品在净含量上的标注方法不够规范。第一
是所标注的净含量与产品名称不在同一视野内。也就是说，这类产品在包装袋的正面，常常只标注有
产品名称、商标、厂名厂址等，而净含量、配料、执行标准、生产日期、保质期等均标注在包装的另
一面。这就违反了食品名称与净含量必须排在同一视野内的明确规定。　　第二是标注净含量的字符
高度不符合规定，多表现为所使用的字体太小，难以让消费者看到净含量的标注。《产品标识标注规
定》中明确规定了对净含量进行标注时的字号大小。那些使用太小字号来标注净含量的厂商，目的无
非是想让消费者不容易看到这个标注，企图在净含量上欺瞒消费者。　　第三是采取“净含量见袋内
”的标注方式，消费者在购买如此包装的产品时，如果不打开包装袋就不可能知道净含量的多少，除
非已经购买，但消费者又不能随意打开包装。显然，这种净含量的标注方法公然剥夺了消费者对净含
量多少的知情权，同时那些装到包装袋内的标志，很容易形成对食品的污染。　　第四是采取“净含
量见封口”的标注方式，这同样也不符合产品名称与净含量必须在同一视野内的规定，而且同样大小
的包装袋内所装的食品，其净含量也可能不尽相同。消费者面对净含量多少的问题很容易受到误导，
作出失当的购买决策。　　⋯⋯

Page 6



《食品安全知识读本》

编辑推荐

　　《食品安全知识读本》专家告诉我们：生活中如何安全健康地吃，如何识别有毒食品，如何避免
食品的二次污染，把吃的风险降低到最低，如何维护自己合法的食品消费权益。　　《食品安全知识
读本》试图通过通俗易懂、图文并茂的形式，传播关于食品安全的基本知识，为提升广大读者食品安
全素养助力，为广大读者维护消费合法权益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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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生活中必备的一本书
2、女儿看不懂，我看了讲给她听， 我也学习学习一起
3、　　　　如今的食品市场五光十色，绚丽的包装、新鲜的食品名称、不时冒出的健康把戏，消费
者要想从中辨清食物的真实品质，的确很不容易。　
　　　　食品名称和标签往往会导致误读，使我们的消费行为和原来的购物愿望大相径庭。象所谓的
“营养麦片”实际上大部分成分是糖和糊精而不是燕麦片，其中每包的蛋白质含量只有1克左右，奶
粉和燕麦含量都很少，香味主要来自香精，其营养价值尚不如普通的粥；所谓的“植物奶油”就是“
人造黄油”，是植物油经过人工氢化反应制成的，经过这个反应之后植物油中的不饱和脂肪也变成了
饱和的脂肪，营养价值并不比天然黄油更高；所谓的“水果饮料”只含有小块水果或少量果汁，却添
加了很多糖和添加剂，含有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微乎其搬，且吸收利用率也很差。
　　　　聪明的消费者，相信读了这本书后，你就不会再上标笠的当了。
4、因为工作需要买了这本书，还行，用得上，适合针对社区居民、中小学生等普及食品科学知识用
。
5、有用，比较详细，不过面对现在的食品问题好像不够详细。。。。。。
6、很适合日常生活
7、　　        学术牛人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学术能力真的有多么强，就象易中天、于丹之流。在图书界的
挂名现象也是此起彼伏。很多官员也热衷于出书，都是标榜自我。这本书听说与凌文华没什么关系，
他虽然是中山大学的博导教授，但并没有参与这本书的策划与编写，不知怎么也挂上了名。原来许多
学术牛人有很多著作，就是这样出笼的。广东讲诚信，到处有标语。不知凌文华院长能否问心无愧地
跟读者讲，对，我就是这本书的主编。不过，这位主编起码参与了3个字，那就是把自己的名字给挂
到这本书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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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知识读本》

精彩书评

1、　　如今的食品市场五光十色，绚丽的包装、新鲜的食品名称、不时冒出的健康把戏，消费者要
想从中辨清食物的真实品质，的确很不容易。　　　食品名称和标签往往会导致误读，使我们的消费
行为和原来的购物愿望大相径庭。象所谓的“营养麦片”实际上大部分成分是糖和糊精而不是燕麦片
，其中每包的蛋白质含量只有1克左右，奶粉和燕麦含量都很少，香味主要来自香精，其营养价值尚
不如普通的粥；所谓的“植物奶油”就是“人造黄油”，是植物油经过人工氢化反应制成的，经过这
个反应之后植物油中的不饱和脂肪也变成了饱和的脂肪，营养价值并不比天然黄油更高；所谓的“水
果饮料”只含有小块水果或少量果汁，却添加了很多糖和添加剂，含有的维生素和矿物质微乎其搬，
且吸收利用率也很差。　　聪明的消费者，相信读了这本书后，你就不会再上标笠的当了。
2、学术牛人并不是说一个人的学术能力真的有多么强，就象易中天、于丹之流。在图书界的挂名现
象也是此起彼伏。很多官员也热衷于出书，都是标榜自我。这本书听说与凌文华没什么关系，他虽然
是中山大学的博导教授，但并没有参与这本书的策划与编写，不知怎么也挂上了名。原来许多学术牛
人有很多著作，就是这样出笼的。广东讲诚信，到处有标语。不知凌文华院长能否问心无愧地跟读者
讲，对，我就是这本书的主编。不过，这位主编起码参与了3个字，那就是把自己的名字给挂到这本
书上了。

Page 9



《食品安全知识读本》

章节试读

1、《食品安全知识读本》的笔记-第1页

        　　我认为这本书的精华就在于“中编：选购食品攻略”。该部分内容构成了全书的主要内容，
也是最实用，最需要我们了解的。正如书中所说的：

　　如今我们生活在一个物质富裕的时代里，本来面对市场上琳琅满目的食品和假冒伪劣现象的日趋
猖獗，消费者早就已经犹如雾里看花，很难识别其是好是坏，是优是劣。而从黑大米、染色馒头、地
沟油、注水肉到沥青猪蹄、松香鸡爪、硫磺银耳、蛆虫柑橘，屡屡曝光的“问题食品”层出不穷、触
目惊心，更让人犹豫不决，买还是不买？吃还是不吃？什么食品是安全的？什么是有毒有害的？怎么
样才能鉴别食品真假？这可真是食物越来越丰富，我们却越来越糊涂，越来越在心里犯嘀咕。不能放
心买，又何敢大胆吃呢？为此，这里介绍一些选购食品的基本知识，以便帮助消费者掌握常见的识别
方法，在自己的餐桌消费前构筑起一道食品安全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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