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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修改采用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标准ＣＡＣ／ＧＬ３０—１９９９《微生物危险性评估的原

则和指南》（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ｓａｎｄ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ｆｏｒｔｈｅｃｏｎｄｕｃｔｏｆｍｉｃｒｏｂｉ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ｒｉｓｋ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与ＣＡＣ／ＧＬ３０—１９９９的主要不同之处如下：

１．本指导性技术文件“引言”部分删除了ＣＡＣ标准原文中的“本标准主要是从政府的角度出发，

尽管其他组织、公司和其他需要开展微生物危险性评估的有关团体会发现本标准颇有价值”，删除了

ＣＡＣ标准原文中的“而且在那些将其视为很有必要的国家中，也需要开展特殊的培训。发展中国家

尤其如此”。

２．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范围”部分增加了“本标准规定了进行微生物危险性评估应采用的框架结构

和基本要素”。

３．本指导性技术文件“术语和定义”部分删除了ＣＡＣ标准原文中的“本标准列举的定义是为了便

于对所引用的特定词汇或短语的理解”和“食品法典委员暂时采纳这些定义的原因是，根据危险性分析

这一学科的发展以及为协调不同学科之间类似定义所做努力的结果，这些定义还需进一步修改”。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归口。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主要起草单位：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际检验检疫标准与技术法规研究中心、农业部国家饲料质检中心。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主要起草人：杨丽、刘文、刘秀梅、计融、张晓丽、杨松、杨曙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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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微生物危害对人类健康直接构成严重的危险性。微生物危险性分析包括以下三方面内容：危险性

评估、危险性管理和危险性信息交流。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主要论及危险性评估，危险性评估是确保在为食品安全制定标准、准则以及其他

推荐标准时，充分使用科学依据的关键要素之一，其最终目标是加强对消费者的保护和促进国际贸易。

微生物危险性评估应尽最大可能把定量信息用于危险性估计。微生物危险性评估应按本指导性技

术文件所阐述的方法进行。由于微生物危险性评估是一个发展中的学科，这些准则的实施尚需一段时

间。尽管本指导性技术文件主要着重于微生物的危险性评估，但其方法也可用于其他特定种类的生物

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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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生物危险性评估的原则和指南

１　范围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规定了进行微生物危险性评估应采用的框架结构和基本要素。

本指导性技术文件适用于食品中微生物危害的危险性评估。

２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指导性技术文件。

２．１

剂量反应评估　犱狅狊犲狉犲狊狆狅狀狊犲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

确定某一化学、生物或物理因素的暴露（剂量）与产生健康不良结果（反应）的严重程度和（或）频率

之间的关系。

２．２

暴露评估　犲狓狆狅狊狌狉犲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

对可能通过食物摄入及其他相关来源暴露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因素进行的定性和（或）定量评价。

２．３

危害　犺犪狕犪狉犱

食品中对健康有潜在不良影响的生物、化学、物理因素或条件。

２．４

危害描述　犺犪狕犪狉犱犮犺犪狉犪犮狋犲狉犻狕犪狋犻狅狀

对与危害相关的健康不良结果特性的定性和（或）定量评价。微生物危险性评估则主要针对微生物

和（或）其毒素。

２．５

危害识别　犺犪狕犪狉犱犻犱犲狀狋犻犳犻犮犪狋犻狅狀

对可能存在于某种或某些食品中能够引起健康不良结果的生物、化学和物理因素的识别。

２．６

定量危险性评估　狇狌犪狀狋犻狋犪狋犻狏犲狉犻狊犽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

对危险性及其造成的不确定性进行数字化描述的危险性评估。

２．７

定性危险性评估　狇狌犪犾犻狋犪狋犻狏犲狉犻狊犽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

基于资料的危险性评估方法，虽然其无法对危险性做出量化评估，但是在条件具备的情况下，可以

根据以往专家的经验及对伴随不确定因素的确定对危险性进行分类，或者将危险性分为若干描述性

等级。

２．８

危险性　狉犻狊犽

食品中某种（或某些）危害造成健康不良后果的可能性及其严重程度。

２．９

危险性分析　狉犻狊犽犪狀犪犾狔狊犻狊

由危险性评估、危险性管理和危险性信息交流三部分组成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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