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食品安全手抄报内容 食品安全手抄
报字少(模板7篇)

无论是身处学校还是步入社会，大家都尝试过写作吧，借助
写作也可以提高我们的语言组织能力。相信许多人会觉得范
文很难写？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
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食品安全手抄报内容篇一

第一关：

1.勤洗手，接触洁净食品之前要用流动水将手洗干净。

答案：正确

2.包装上印有“qs”标识的食品是国家允许上市销售的食品,可
以放心购买。

答案：正确

3.在超市、商店里选择包装食品时只要包装好看，自己喜欢
就买。

答案：错误

4.烧焦的鱼和肉不能吃。

答案：正确

5.扁豆炖熟透了不会引起食物中毒。

答案：正确



6.剩饭菜温一下，不凉就可以吃了。

答案：错误

7.生食鸡蛋和吃熟鸡蛋一样，对人体没有坏处.

答案：错误

8.长时间存放的米饭发粘后不能吃。

答案：正确

第二关：

1.食品应当无毒、无害、符合应当有的营养要求，具有相应
的色、香、味等感观性状。

答案：正确

2.掺假的食品只要不影响人们的身体健康，就可以销售。

答案：错误

3.小卖部里的冰淇淋上的盒盖缺了一个边，露出里面的冰淇
淋，小刚说，反正是在冰箱里存放的，不要紧。

答案：错误

4.直接从奶牛身上挤出的鲜奶，还有热气呢，又没有弄脏，
直接喝也不会得病。

答案：错误

答案：错误



6.家中的糕点出现了哈喇味，奶奶说：没有长虫和发霉，可
以吃。

答案：错误

7.土豆发芽了，皮也绿了，还能吃。

答案：错误

8.有一袋奶粉，出厂日期是2003年3月1日，保质期限是2004
年3月1日，现在还能吃。

答案：错误

9.判断“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做法对还是错。

答案：错误

第三关：

1.豆浆中含有一种毒性物质，叫皂素，皂素在100℃时很快被
分解而失去毒性。

答案：正确

2.吃银耳需将根底部摘除。

答案：正确

3.到野外郊游，可以随手采些野菜、蘑菇回家吃。

答案：错误

4.霉变甘蔗不能吃。



答案：正确

5.生吃鱼胆会引起食物中毒。

答案：正确

6.漂亮的蘑菇有毒，颜色不好看的蘑菇没有毒。

答案：错误

7.会发霉的食物是好东西，因为它不含有防腐剂，所以才发
霉，食用起来更安全!

答案：错误

8.饮料的外包装商标有保质期限，但是无生产日期，察看瓶
盖是不平整的，还有点锈斑。可以购买。

答案：错误

9.含果仁花生仁等的半软糖有哈喇味，无虫蛀，无发霉;有点
发粘，虽然不好吃，我也要吃，不能浪费。

答案：错误

10.家里的面包放在冰箱里，5天后长出一片霉斑，奶奶把霉
斑去掉了，说可以继续吃。

答案：错误

第四关：

1.可以放心生吃三文鱼，生吃龙虾等海产品。

答案：错误



2.污染食品的有害物质分为三大类：生物性污染物、化学性
污染物和放射性污染物。

答案：正确

3.轻微发芽的马铃薯，彻底挖去芽、芽眼及芽周部分还可以
吃。

答案：正确

4.食品放入冰箱就不会坏了。

答案：错误

5.生吃鸡蛋有营养。

答案：错误

6.烂白菜凑合着吃吧，这样省钱。

答案：错误

7.隔夜的`饭菜是放在冰箱里的，拿出来不用热就可以吃了。

答案：错误

8.民间有许多关于毒蘑菇和可食蘑菇的识别方法，如:好看的
蘑菇有毒等判断方法，用这些方法、经验鉴别毒蘑菇靠得住。

答案：错误

9.购买袋奶，标签上写着0-4℃保存，保质期限为48小时。可
是一些奶站把奶放在地上的纸箱子里面，没关系。

答案：错误



第五关：

1.《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第十条规定：任何组织或
者个人有权举报食品生产经营中违反本法的行为，有权向有
关部门了解食品安全信息，对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提出意
见和建议。

答案：正确

2.生大豆及其制品中含有抗胰蛋白酶因子，能抑制胰蛋白酶
的消化作用，但对人体不会产生有害的影响。

答案：错误

3.超过保质期限的食品，看上去没坏，还可以销售。

答案：错误

4.贮存食物时一定要注意通风、干燥和低温，食物一旦发霉
就应立即丢弃。

答案：正确

5.我看见小溪边有人洗衣服，我在他不远处的地方洗米没关
系。

答案：错误

6.白果是银杏树的果实，吃了有保健作用，可以采摘食用。

答案：错误

7.亚硝酸盐有咸味，可以代替食盐炒菜。

答案：错误



食品安全手抄报内容篇二

2、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预防肠道寄生虫病的传播;

3、生吃的蔬菜和水果要洗干净后再吃，以免造成农药中毒;

4、选择食品时，要注意食品的生产日期、保质期;

5、尽量少吃或不吃剩饭菜，如果吃剩饭菜，一定要彻底加热，
防止细菌性食物中毒;

6、不吃无卫生保障的生食食品，如生鱼片、生荸荠;

7、不吃无卫生保障的街头食品;

8、少吃油炸、烟熏、烧烤的食品，这类食品如制作不当会产
生有毒物质。

1、饭前便后要洗手;

2、煮熟后放置2小时以上的.食品，重新加热到70℃以上再食
用;

3、瓜果洗净并去除外皮后才食用;

4、不购食来路不明和超过保质期的食品;

6、不吃已确认变质或怀疑可能变了质的食品;

7、不吃明知添加了防腐剂或色素而又不能肯定其添加量是否
符合食品卫生安全标准的食品。

所谓保质期(最佳食用期、最短适用日期)是指标签指明的贮
存条件下。保持品质的期限，超过此期限，在一定时间内食
健康有效的减肥药品依然可以食用。



保存期(推荐最后食用日期)是指在标签指明的贮存条件下，
预计的终止食用日期，超过此期限，产品不宜再食用。

首先、要看清标签标注、qs标志、生产日期、保质期、厂名、
厂址等是否齐全，配料中配料成分是否符合该类饮料的标准。

其次、要选择近期生产的产品。选购碳酸饮料时，要尽量选
择近期生产的、罐体坚硬不易变形的产品。

第三、选购饮料要因人而异。果汁饮料有一定的营养成分。
适合青少年和儿童饮用，但不能长期喝或一次性大量饮用。

食品安全手抄报内容篇三

2、实施食品安全行动计划，促进经济发展

3、生产不安全食品等于在祸害人民

4、人生百年为健康，若要福寿定得防

5、人民健康兴百业，食品安全利千秋

6、群众利益无小事，食品安全是大事

7、群策群力加强食品安全，一心一意构建美好家园

8、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

9、来料检验按标准，食品安全有保证

10、进场生产要注意，干净卫生要保持

11、讲卫生人民健康兴百业，重质量食品安全利千秋

12、健康人生，安全饮食



13、建立完善制度，保障食品安全

14、做放心食品，保百姓健康

15、抓好食品安全，构建和谐社会

16、选购放心食品，吃出健康体魄

17、树立正确营养理念，养成良好饮食习惯

18、手牵手构筑食品安全，心连心共建和谐平安

19、食品无小事，健康是大事

20、食品卫生人人重视，国计民生时时关注

食品安全手抄报内容篇四

食物中毒是由于摄入了含有生物性、化学性有毒有害物质的
食品或者把有毒有害物质当作食品摄入后出现的非传染性的
急性、亚急性疾病。食物中毒通常分为以下几种类型。

细菌性食物中毒是指人们摄入含有细菌毒素的食品而引起的
食物中毒。其发生与不同地区人群的饮食习惯有密切关系。
如在美国，肉、蛋及糕点的摄入较多，葡萄球菌引起的食物
中毒较多见;日本和我国沿海地区居民喜食生鱼片等海产品，
则副溶血性弧菌引起的食物中毒较多见。

细菌性食物中毒多发生在夏秋炎热季节，因为气温高适宜细
菌生长繁殖，且炎热季节人体肠道的防御机能下降，对疾病
的易感性增加。细菌性食物中毒的发病率高，但病人恢复较
快，预后良好。

真菌毒素食物中毒主要因食入被霉菌及其产生的毒素污染的`



食品而引起。其发生具有明显的地区性、季节性和波动性。
如霉变甘蔗中毒，在我国多发生于2—3月的北方省份。甘蔗
霉变的原因是由于广东、广西等地11月份收割的甘蔗运至北
方储存，第二年春季温度升高，导致部分甘蔗霉变。所以，
在甘蔗贮存过程中应防止霉变，存放时间一般不要超过2周，
甘蔗霉变后不能食用。

引起植物性食物中毒的食品主要有三种：其一，将天然含有
有毒成分的植物或其加工制品当作食品，如桐油;其二，是将
在加工过程中未能破坏或除去有毒成分的植物当作食品，如
木薯、苦杏仁等;其三，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了大量的有毒成
分的可食用的植物性食品，如发芽土豆等。

引起动物性食物中毒的食品主要有两种：其一，将天然含有
有毒成分的动物或动物的某一部分当作食品，如河豚鱼、猪
甲状腺等;其二，是在一定条件下产生了大量的有毒成分的可
食的动物性食品，如贝类、鲐鱼等。

近年我国发生的动物性食物中毒主要是河豚鱼中毒，其次是
贝类中毒和鱼胆中毒。

引起化学性食物中毒的食品主要有四种：其一，是被有毒有
害的化学物质污染的食品，如被农药、杀鼠药污染的食品;其
二，被误认为是食品、食品添加剂、营养强化剂的有毒有害
的化学物质，如工业酒精、亚硝酸盐等;其三，是添加非食品
级的或伪造的或禁止使用的食品添加剂、营养强化剂的食品
以及超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如吊白块加入面粉增白、
甲醛加入水发产品中防腐、三邻甲苯磷酸酯作为食品机械润
滑油等：其四，为营养素发生化学变化的食品，如油脂酸败
等。

化学性食物中毒来势凶猛，发病率高，发病率几乎100%，病
死率高，如处理不及时，常会造成死亡，酿成重大食物中毒
事故。化学性食物中毒的发生通常无地域性、季节性，也无



传染性，常是群体发病，病人都有进食某种食品的病史，并
且临床表现相同。

食品安全手抄报内容篇五

食品安全关乎我们身体健康，所以一定要重视食品安全。下
面是小编为大家整理的“食品安全手抄报简单”，仅供参考，
欢迎大家阅读。

食品安全手抄报简单

（一）（二）

（三）（四）

（五）推荐阅读：

食品安全手抄报简单小学生

食品安全手抄报简单小学生

手抄报食品安全的内容

学雷锋精选手抄报

导游词手抄报

食品安全手抄报内容篇六

食品添加剂是指为改善食品品质、色、香、味以及防腐和加
工工艺的需要加入食品中的'化学合成物质或者天然物质。

食品添加剂按其来源分为天然与合成两类，天然食品添加剂



主要来自动、植物组织或微生物的代谢产物。人工合成食品
添加剂是通过化学手段使元素和化合物产生一系列化学反应
而制成。在现阶段天然食品添加剂的品种较少，价格较高，
人工合成食品添加剂的品种比较齐全，价格低，使用量较小，
但其毒性后者大于前者。

特别是合成食品添加剂质量不纯混有有害杂质，或用量过大
时容易造成对机体的危害。故目前食品添加剂偏重于向天然
食品添加剂发展，使用天然、人工混合食品添加剂以弥补各
自的不足。

食品添加剂按其用途分为：防腐剂、抗氧化剂、发色剂、漂
白剂、调味剂、凝固剂、疏松剂、增稠剂、消泡剂、甜味剂、
着色剂、乳化剂、品质改良剂、拮抗剂、增味剂、保鲜剂、
酶制剂、被膜剂、香料、营养强化剂及其它等类。

由于食品添加剂毕竟不是食物的天然成分，少量长期摄入也
有可能存在对机体的潜在危害。随着食品毒理学方法的发展，
原来认为无害的食品添加剂近年来发现可能存在慢性毒性和
致畸、致突变、致癌性的危害。故各国对此给予充分的重视。
目前国际、国内对待食品添加剂均持严格管理，加强评价和
限制使用的态度。为了确保食品添加剂的食用安全，使用食
品添加剂应该遵循以下原则：

1.经过规定的食品毒理学安全评价程序的评价证明在使用限
量内长期使用对人体安全无害。

2.不影响食品感官性质和原味，对食品营养成分不应有破坏
作用。

3.食品添加剂应有严格的质量标准，其有害杂质不得超过允
许限量。

4.不得由于使用食品添加剂而降低良好的加工措施和卫生要



求。

5.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掩盖食品的缺陷或作为伪造的手段。

6.未经卫生部允许婴儿及儿童食品不得加入食品添加剂。

食品安全手抄报内容篇七

水果营养丰富，滋味鲜美，是人们生活中离不开的食物。怎
样才能安全、营养地吃水果，是很多消费者关心 的重要问题。
目前，影响水果安全性的.因素有三种，一是在农业生产过程
中为防止病虫害，个别果农使用一些违规农药，进而导致水
果农药残留量超标。二是为了延 长水果的保藏期，水果商在
水果中加入超标、违规的保鲜剂。三是为卖到好价钱，水果
商用激素催熟剂提高水果生长和成熟的速度，得到不合时令
的水果。因此，要 安全、营养地吃水果，必须采取有效防范
措施。

1、食用前浸泡清洗。在食用水果之前要尽可能将水果清洗，
通过表面清洗能有效减少农药残留。可以选择水果专用洗涤
剂或添加少量的食用碱浸泡，然后用清水冲洗数次。

2、食用要削皮。农药残留主要集中在水果的表皮，由于很多
农药不溶于水，简单浸泡还不能解决农残，食用之前尽可能
要削皮以去除水果表皮中的农残。

3、选购经过国家专门机构认证或有产地证明的水果，无公害
水果、绿色水果、有机水果。这些经过国家机构认证的水果，
在生产管理时严格按照相关要求，对农药使用进行了严格控
制，含农药较少。

4、选购新鲜、时令相符的水果。经过长期贮藏或表面光亮的
水果要经过保鲜处理，加入的保鲜剂就是一种水果防腐剂，
会残留在水果中。目前很多水果都经过了保鲜处理，如柑橘、



香蕉、葡萄。最好选购新鲜时令、没有经过保鲜处理的水果。

5、对于离时令期不远的水果则应多注意是不是经过催熟的。
这时候使用的催熟剂一般对身体都有一定危害，如用乙烯催
熟的产品会表现出上色过于均匀，用二氧化硫催熟的产品，
其表面一般会残留有硫磺的气味等等。

6、对于离时令期较远的反季节水果则一般是通过使用激素来
促进生长。这类水果还有一些奇特的外形，也可以通过购买
时的选择避免。

7、要买应季水果，特别是一些浆果类水果，它们不太容易保
藏，商贩们为防止水果腐烂，在使用防腐剂、保鲜剂时更不
会吝啬。

8、霉烂水果不要吃。水果霉烂后会产生一些毒素如棒曲霉素
危害人体的安全，食用时只将腐烂部分挖除还不够，因为毒
素已扩散到没烂的地方，因此腐烂水果最好不要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