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MZ855/Ch. 

议题 7 CX/CAC 19/42/8 

2019 年 4 月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联合食品标准计划 

食品法典委员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  

2019 年 7 月 8-12 日，瑞士日内瓦，国际会议中心 

新工作提案 1 

下文列出数条制定新标准和相关文本的提议，包括相关报告中项目文件的参考信息。

提请食典委结合执行委员会开展的严格审查结果，决定是否逐项推进新工作，并决定由

哪个附属机构或其他机构开展新工作。提请食典委根据《2014-2019 年战略计划》以及

《确定工作重点及建立附属机构的标准》对这些提案进行审议。 

法典机构 文本 参考和项目文件 

食品进出口检验和认证系统委员会  
关于整合等同性相关法典准则的新工作  

项目文件  

REP19/FICS 

第 32 段(ii)和  

(iii) (b)，附录 II 

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  

关于编写牛肉、叶菜、生奶及生奶制奶酪

以及芽苗中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防控准则

的新工作项目文件  

REP19/FH 

第 76 段 

 

 

  

                                                 
1 就 2019 年 4 月和 5 月召开的法典会议而言，会议提出的新工作提案将作为本文附件 1 发布。  

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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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I 

关于整合等同性相关法典准则的新工作项目文件  

1. 新工作提案目的与范围  

该项工作目的是整合各项等同性准则，为考虑采用某种形式等同性的国家提供清晰、

一致和有益的指导。整合准则的范围是涉及保护消费者和确保公平食品贸易的等同性

问题，将具体包括考虑将等同性作为一项具体措施或一整套措施或考虑推动国家食品监控

系统整体或相关部分实现等同性而应遵循的过程；另外还将提供指导，说明此种等同性

的认可应如何通过协议或安排正式确立下来。该工作将进一步推动委员会正在开展的

系统等同性运用准则编制工作，直至准则最终获得通过，同时注意到委员会还要视需要

对当前工作做出相应的调整。  

2. 相关性和时效性 

整合等同性相关的所有准则（《食品进口和出口检查及验证系统等同协定编制准则》

（CXG 34-1999）、《食品检验认证系统相关卫生措施的等同性判定准则》（CXG 53-2003）

以及关于系统等同性运用准则的当前工作（工作编号：N25-2017）的结果）将能为考虑

使用某一种或所有形式等同性的国家提供更为明确的指导，确保不同情况下采用的过程

具有适当的一致性。与对现行指导意见小修小补相比，这项工作更能高效利用委员会的

时间。 

3. 需要考虑的主要方面  

拟议新工作将整合等同性相关的所有准则（CXG 34-1999、CXG 53-2003 以及关

于系统等同性运用准则的当前工作的结果），形成一份连贯一致的指导文件，围绕不同

情况下可以采用的进程提供明确的指导。另外，还将酌情考虑对提及等同性的其他法典

准则进行微调。  

4. 对照《确定工作优先重点的标准》开展的评价  

该工作提案符合以下标准：  

一般性标准：保护消费者健康、食品安全、确保食品公平贸易，并考虑已经明确的

发展中国家的需求。拟议新工作将进一步推动安全食品贸易，释放出一部分资源，更加

有的放矢地应对高风险情境，进而满足保护消费者的一般性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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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综合主题的标准：  

a) 国家立法的多样化及其对国际贸易构成或可能构成的明显障碍：各国不断出台新的

标准，不仅仅是针对终端产品，还涉及到具体的生产和加工要求，导致信息、审核走访

和产品检查的需求不断扩大。在已经建立适当监管系统的国家中，推行等同性互认有助

于减少资源负担，约束此类进程给贸易带来的不必要限制。  

b) 工作所涉各项内容的工作范围及重点工作：  

参考上述工作范围。  

c) 该领域其他国际组织已经开展和/或相关国际政府间机构建议开展的工作：  

世贸组织卫生和植物卫生委员会决定（G/SPS/19）就如何帮助各成员更好地运用

《卫生和植物卫生协定》（第 4 条）中的“等同性”条款提供了进一步的说明。2001 年

发布的这项决定鼓励法典尽快完成等同性准则的编制工作。为此，食品进出口检验和认证

系统法典委员会制定了若干项等同性利用标准，包括目前正在开展的围绕国家食品监控

系统整体或部分内容等同性互认过程制定具体指南的工作。整合所有等同性相关准则将

进一步促进善用法典准则，推动委员会正在开展的系统等同性运用工作。委员会在推进

此项工作的过程中，将同时考虑该领域的所有相关国际工作。  

d) 提案对象实现标准化的可行性：  

委员会认为整合三项准则将进一步推动标准化进程，提高明晰度。  

e) 对于相关问题全球影响的考虑：  

委员会评估之后表示，目前对现行食品监管措施以及对国家食品监控系统的整体或

某些方面的等同性缺乏认可，给进口国和出口国带来沉重负担；在该领域形成综合全面、

切实有效的国际准则有助于减轻此类负担。根据 G/SPS/7/Rev.2/Add.1 号文件向世贸组织

卫生和植物卫生委员会通报的等同性协议数量极少，进一步证明在该领域制定更加明确的

准则既是及时的，也是重要的。  

5. 与食典战略目标的相关性 

拟议工作直接涉及食品法典委员会的宗旨（章程规定，食典委的宗旨是保护消费者

健康，确保公平食品贸易），符合食品法典委员会《2014-2019年战略计划》的第一项战略

目标“制定国际食品标准，解决当前和新出现的食品问题”，并契合具体目标 1.2“积极

确认新出现的问题和成员需求，并酌情制定相关食品标准”。另外，提议工作还将推动

活动 1.2.2“根据成员国确定的需求以及食品安全、营养和公平食品贸易的影响因素，

视需要制定并修订国际和区域标准”。此外，提议工作还契合具体目标 1.3“加强与其他

国际标准制定组织的协调与合作，减少工作重复，优化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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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提案与其他现行法典标准的关系  

拟议工作将考虑委员会围绕系统等同性运用正在开展的工作结果；《食品进口和出口

检查及验证系统等同协定编制准则》（CXG 34-1999）；《食品检查及验证系统相关卫生措施

等同性判定准则》（CXG 53-2003）；以及《食品进口和出口检查及验证系统的设计、操作、

评估和认证准则》（CXG 26/1997）的相关部分。拟议工作将考虑最近出台的《国家食品

监管体系准则》（CXG 82-2013）；《食品进口管理系统准则》（CXG 47-2003）；以及《进口国

和出口国支持食品贸易的信息交流原则及准则》（CXG 89-2016）。另外，还将酌情考虑对

提及等同性的其他法典准则进行微调。  

7. 明确专家科学建议的要求和可用情况 

不需要。 

8. 确定是否需要外部机构对该标准提供技术投入以便为此制定计划 

目前不需要。 

9. 完成新工作的拟定时间表和其他条件 

视 2019 年食品法典委员会第四十二届会议批准结果，若食品进出口检查和验证系统

法典委员会仍按当前计划安排召开会议（即每 18个月召开一次），则预计将需要三到四届

会议完成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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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II 

关于编写牛肉、叶菜、生奶及生奶制奶酪以及  

芽苗中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防控准则的新工作项目文件  

1. 标准目的与范围 

该项工作目的和范围是起草牛肉、叶菜、生奶及生奶制奶酪以及芽苗中产志贺毒素

大肠杆菌防控准则。  

2. 标准相关性和时效性  

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STEC）是能够产生志贺毒素的致病性大肠杆菌菌株。产志贺

毒素大肠杆菌是口蹄疫的重要致病因素，病菌感染可能导致多种人类疾病，包括轻度非

血性腹泻到血性腹泻，以及溶血性尿毒症综合征（常常合并肾衰）。很高比例的病人需要

住院治疗，有些会发展为终末期肾脏病，还有些会因此死亡。  

这一组致病性大肠杆菌有多个术语和缩写。其中部分术语，如产维罗毒素大肠杆菌

（VTEC）和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STEC），都是同义词，着眼于有机体的产毒性能。

另外一个，非 O157 型 STEC，是指除血清型 O157:H7 之外的其他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

目前，STEC已经成为产志贺毒素的所有菌株的最常见说法；然而，并非所有的 STEC菌株

都有致病性。  

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在第四十五届会议（ 2013年11月）以及在第四十七届会议

（2015年11月）上便开始讨论食品中STEC的问题，会议认为这是一个需要应对的重要

问题2。为启动这项工作，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要求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编写一份报告，

在STEC当前审查工作的基础之上，收集整理相关的信息。为此组建了粮农组织 /世界卫生

组织微生物风险评估联合专家会议专家组，编写了题为《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与食物：

归因，特征描述和监测》3的报告，于2018年6月发布。 

2015年，世卫组织发布了首个全球食源性疾病负担测算报告；据报告测算，2010年

超过6亿人感染了31种微生物和化学物造成的食源性疾病（包括STEC），导致42万例死亡，

以及3300万残障调整生命年的损失。负责开展测算工作的食源性疾病负担流行病学参考

小组表示，食源性STEC感染病例超过100万例，造成了100多例死亡，近13,000个残障

调整生命年的损失。  

                                                 
2 REP16/FH，第 48 段  
3 粮农组织/世卫组织文件：《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与食物：归因，特征描述和监测》。  

http://www.fao.org/3/ca0032en/CA0032EN.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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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参考小组分析的各种微生物危害相比，STEC 带来的疾病负担较少；但专家组表示

STEC 是一个全球性问题。在审议了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成员国的人感染 STEC 病例数据

以及经过同行评议的文献后，参考小组表示，人感染 STEC 病例在大部分国家都有出现。

另外，STEC防控和治疗也带来了经济损失，影响国内和国际贸易。由于国际贸易的开展，

在目前尚未引发公共卫生关切的国家中，STEC 也有可能成为未来的风险管理重点。  

国际贸易快速发展意味着我们要减缓国际暴发的风险，减轻对人类造成的影响，避免

可能出现的贸易禁运，而这些问题的根源可能是不发达地区出现了STEC；因此，所有国家

均应该有能力检测和监督面向国内或国际市场食品中的STEC。食品法典制定的国际食品

标准是国际贸易食品质量和安全的基准；报告还指出，STEC是参考小组在全球食源性

疾病负担工作中评估的为数不多的食源性病原体中的一个，但食品法典尚未就其制定出

明确的风险管理准则。  

根据微生物风险评估联合专家会议专家组整理的数据，全球范围内 STEC 的最重要

来源为农产品（比例为 13%）、牛肉（11%）和乳制品（7%）。全球范围内，有超过一半

的疾病暴发无法归因于任何一个来源（60%）。奶制品的部分主要是生奶和生奶制奶酪的

摄入。牛肉是非洲、欧洲、地中海东部区域以及美洲最重要的食品，然而暴发数据分析

结果表明，新鲜农产品（即水果/蔬菜）在北美和欧洲对疾病暴发的贡献几乎与牛肉相当。

在东南亚地区，牛肉在肉类消费总量中占比较低，小反刍动物肉类的影响更大。北美和

欧洲的暴发数据表明，叶菜（如生菜、绿色沙拉、菠菜）是疾病暴发的主要因素。芽苗

具有特殊的食品安全关切，因为芽苗生产条件（时间、温度、水活性、pH 值和营养素）

也是病原菌的理想生长条件。叶菜和芽苗的生产做法和条件都有所不同，因此即便这两类

产品均为农产品，但仍将分别在不同章节加以讨论。基于这些数据，建议准则侧重于

牛肉（另外说明同时有利于控制山羊和绵羊等小反刍动物 STEC 感染的具体措施）、生奶

和生奶制奶酪、叶菜以及芽苗的 STEC 防控。 

3. 需要考虑的主要方面  

准则将沿用《肉类卫生操作规范》（CXC 58-2005）、《新鲜水果和蔬菜卫生操作规范》

（CXC 53-2003）以及《乳和乳制品卫生操作规范》（CXC 57-2004）的总体架构，建立

“支持性”框架，支持各国利用框架出台适应本国国情的防控措施，保护微生物风险

评估联合专家会议专家组在分析中提出的这些全球最重要食品来源。《准则》目的不是要

围绕国际贸易中牛肉、叶菜、生奶和生奶制奶酪及芽苗的STEC制定数量标准。  

拟议格式将延用《鸡肉中弯曲杆菌和沙门氏菌防控准则》（CXG 78-2011）以及《牛肉

和猪肉中非伤寒沙门氏杆菌防控准则》（CXG 87-2016）的格式。建议结构如下：  

牛肉（同时考虑小型反刍动物肉）、叶菜、生奶和生奶制奶酪及芽苗中STEC防控准则，

同时考虑STEC的特点及其毒性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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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牛肉的具体防控措施  

附件2：叶菜的具体防控措施 

附件3：生奶和生奶制奶酪的具体防控措施  

附件4：苗芽的具体防控措施  

附件1-4：将视情况在各食品类别中包含（与前述准则相似）：  

 初级生产防控措施（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将与国际动物卫生组织合作，共同开发

牛肉防控措施）  

 加工防控措施  

 分销渠道防控措施  

 防控措施的验证  

 防控措施的确认  

 运用毒性因子确定实验室分析检测标准，防控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基于微生物

风险评估联合专家会议审查文件《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与食物：归因，特征描述和

监测》中提出的建议）  

 监督和评估防控措施  

4. 对照《确定工作重点的标准》开展的评估  

准则编制是必要的，以便满足总体标准：保护消费者健康、食品安全、确保食品公平

贸易，并考虑已经明确的发展中国家的需求。  

拟议工作主要着眼于STEC的防控，这是一个造成全球公共卫生问题的微生物危害。

本文将就牛肉、叶菜、生奶和生奶制奶酪以及芽苗生产中的STEC防控为各国提供指导。 

另外，根据适用于一般性主题的标准，在分析此类问题的全球规模方面也需要制定

此类准则。  

STEC相关疾病在世界大部分国家均有报道，引发全球性关切。另外，在疾病负担

方面，STEC也会因为疾病防控和治疗带来经济损失，影响国内和国际贸易。在参考小组

审议的各种食源性危害中，STEC是唯一一个尚未制定法典风险管理准则的危害。  

  



8 CX/CAC 19/42/8 

 

5. 与法典战略目标的相关性 

提议工作直接涉及《2014-2019年战略计划》中的以下法典战略目标：  

 战略目标1：制定国际食品标准，解决当前和新出现的食品问题：  

根据各成员提出的需要及影响食品安全和食品贸易公平的因素，这些准则将确立

新的法典标准。如前所述，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的控制已经成为全球性问题。  

 战略目标2：确保制定食典标准时采用风险分析原则。 

准则的制定将遵守开发防控措施时采用的使用科学建议和风险分析原则。将征集

粮农组织 /世卫组织专家机构，特别是微生物风险评估联合专家会议的科学建议，以及

各国的科学意见。  

 战略目标3：促进所有食典成员的有效参与。  

所有法典成员均可参与准则编制，提出有益、有用的建议。  

 战略目标4：实施有效、高效的工作管理系统和措施。 

预计工作组将以有效、高效、透明和基于共识的方法开展工作，促进准则的及时通过。

这个进程已经启动，新工作特设工作组在食品卫生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上和在全会上

开展了初步讨论，之后将由电子工作组搭建初步框架。  

6. 提案与其他现行法典标准的关系  

拟议准则将沿用《肉类卫生操作规范》（CXC 58-2005）、《新鲜水果和蔬菜卫生操作

规范》（CXC 53-2003）以及《乳和乳制品卫生操作规范》（CXC 57-2004）的总体架构，

建立“支持性”框架，支持各国利用框架出台适应本国国情的防控措施。  

拟议格式将延用《鸡肉中弯曲杆菌和沙门氏菌防控准则》（CXG 78-2011）以及《牛肉

和猪肉中非伤寒沙门氏杆菌防控准则》（CXG 87-2016）的格式，仅纳入对牛肉、叶菜、

生奶和生奶制奶酪以及芽苗安全尤为重要的相关条款。  

7. 明确专家科学建议的要求和可用情况 

为启动这项工作，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要求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编写一份 STEC报告，

在当前审查工作的基础之上，收集整理相关的信息，作为编写准则的基础 4。我们预计，

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可能还要就拟议防控措施的科学性和实践性以及防控措施的验证、

确定和审查活动提供更多的科学建议。这项活动可以联系微生物风险评估联合专家会议

专家组，该专家组编写了题为《产志贺毒素大肠杆菌与食物：归因，特征描述和监测》

的报告，于 2018 年 6 月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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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确定是否需要外部机构对该标准提供技术投入以便为此制定计划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动物生产食品安全工作组一直在讨论食品动物中的STEC问题，

特别是收获前（生产层面、农场层面）的防控，因此该项工作应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通报，并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开展合作。在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第四十九届会议上，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表示若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也将启动STEC工作，则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将考虑关于STEC的新工作。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在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第五十届会议上又

重复了这个表态。  

9. 完成新工作的拟定时间表 

准则及其附件编写完成的拟议时间表为五年，要采取分步走的方式，首先编写准则、

附件1和附件2，然后再编写附件3和附件4。假设新工作提案能够在2019年食品法典委员会

第四十二届会议上获得批准，则预计在2019年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第五十一届会议上对

包括附件1和附件2在内的拟议准则草案开展初步讨论，预计在2020年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

第五十二届会议上提出建议在步骤5通过，在2021年食品法典委员会第四十四届会议上在

步骤5通过。2021年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第五十三届会议上建议在步骤8通过准则、附件1

和附件2，之后由2022年食典委第四十五届会议通过。预计在2021年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

第五十三届会议上对附件3和附件4开展初步讨论，预计在2022年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

第五十四届会议上提出建议在步骤5通过，在2023年食品法典委员会第四十六届会议上在

步骤5通过。2023年食品卫生法典委员会第五十五届会议上建议在步骤8通过附件3和附件4，

之后由2024年食典委第四十七届会议通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