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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4_E5_85_AC_c22_653884.htm 标准缺陷形成监管漏洞和误区

、添加剂安全多为应用不当惹的祸、添加剂危险性管理安全

系数设定高、11项评估仅发现儿童苯甲酸暴露量大！ 在中国

工程院主办的中国工程院工程科技论坛之“中国食品安全问

题论坛”上，专家提出我国消费者在食品安全问题上过于重

视化学性污染，忽视食源性疾病，并将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

、非法使用非食品用添加物与食品添加剂本身的危险性混同

在一起，扩大了消费者对食品添加剂健康危害的预想。中

国CDC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王竹天研究员对食品添加剂危险性

评估及管理情况进行了介绍。 标准缺陷形成监管漏洞和误区 

食品添加剂的监管依据主要有《食品卫生法》、《食品添加

剂卫生管理办法》和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王竹天研究

员表示，食品添加剂标准不足，是食品添加剂安全管理的隐

忧，一方面容易导致监管不到位，一方面可能导致误判。 目

前批准的食品添加剂品种有2000多种，具有国家或行业标准

的质量规，他说：想发财就去万通商联找优质拖鞋供货商！

规格标准仅有200多个，检验方法国家标准只有30多个。质量

规格标准及检验方法标准远远不足，与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

标准（GB2760）不配套。质量标准不足，就难以界定没有标

准的食品添加剂的质量优劣，具有安全风险。 GB2760与国标

标准（食品法典食品添加剂通用标准GSFA）不接轨；缺乏统

一的食品分类体系。这就造成依照标准，同一种食品添加剂

可能可以用在蛋糕里，但不能用在面包里，这是旧有的食品



添加剂品种申报、审定的方式形成的。结果是合理使用某种

食品添加剂，依照法规却属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食品添

加剂超范围使用检出率较高，有一定程度的标准原因。 在食

品添加剂超标检出率高的法规标准因素上，存在“带入原则

”的监管依据不清晰问题。例如某种食品防腐剂应用在酱油

中，目的是为了保证酱油防腐，但酱油被用于某种罐头食品

中，这种防腐剂就带入到罐头食品中，这种罐头食品可能未

被批准用这种食品防腐剂，或者这种食品防腐剂限量低，罐

头食品生产厂家不知道原料酱油里使用了防腐剂，再添加就

超标了，这类情况非常普遍；复合食品添加剂也有类似的“

带入”问题。目前对带入时的标识、什么条件下允许带入、

使用量规定、适用范围不统一时如何对待等，没有详尽的说

明。 添加剂安全多为应用不当惹的祸 王竹天研究员说，食品

添加剂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在媒体中被传播得沸沸扬扬，

似乎食品添加剂成为了万恶之源，事实上隐患一般并非来自

食品添加剂品种本身的毒性，而多数来源于企业使用的环节

。使用中的有害行为包括三类。一是“乱用”，即：使用非

食品用的添加物，如苏丹红、孔雀石绿、吊白块，这些化工

原料从来没有被批准为食品添加剂使用；二是“做假”，即

：使用过期、劣质的食品添加剂；三是“不懂”，即：食品

企业分不清使用范围、使用限量，从而超量、超范围使用食

品添加剂；在“不懂”中，还包括技术性问题因素。例如过

氧化苯甲酰用于面粉改良，用量很少，在过氧化苯甲酰粉末

与面粉的混合中，很容易混合不均匀，抽样检测时过氧化苯

甲酰混合量多的部分，就显示超标，所以过氧化苯甲酰检出

超标，往往并非使用量超标而是混合工艺问题。 添加剂危险



性管理安全系数设定高 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的审批、扩大使用

范围有严格的规定。食品添加剂品种的申报要通过卫生部卫

生监督中心受理，由全国食品添加剂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卫生

组进行危险性评估，确定该品种的最大允许摄入量ADI值、

使用范围和最大使用限量。再经过食品添加剂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专家评审，通过卫生部公告的形式予以公布。 在危险性

评估中，采用丹麦预算法、膳食模型法、膳食暴露量评估法

等方法来计算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被摄入了多少，是否会

超过最大允许摄入量以及最大添加量是否科学等。 据了解，

在评估模型中，添加剂使用量的设定是非常保守的，以保证

即使成倍食用了超量添加食品添加剂的食品，也不至于中毒

。在预估添加剂使用量的丹麦预算法中，使用量小于最大安

全摄入量×40时，该添加剂可用于固体食物，意味着允许添

加量是最大允许摄入安全剂量的1／40. 专家介绍，化学添加

物的“安全倍数”其实远高于营养物，例如脂肪的安全倍数

小于2，即实际摄入量为允许摄入量的2倍时，就会对人体产

生危害；阿斯巴甜的“安全倍数”是800，即实际摄入量为允

许摄入量的800倍时，才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因此，只要在允

许范围、用量内使用添加剂是非常安全的，没有科学证据能

证明那些标有“本品绝不含防腐剂”的食品比那些依照标准

合理使用防腐剂的食品更安全。 11项评估仅发现儿童苯甲酸

暴露量大 有关部门对最常用的11种食品添加剂进行了危险性

评估，这些品种包括防腐剂（苯甲酸、山梨酸）、着色剂（

柠檬黄、日落黄、胭脂红、苋菜红、胭脂红、亮蓝）、甜味

剂（糖精钠、甜蜜素、安赛蜜）。在评估中，仅有苯甲酸

对36岁阶段的儿童的暴露量较大。 这一评估是基于超大使用



量计算的，即在固体食物中最大摄入量是ADI的5倍，在液体

食物中摄入量是ADI的20倍。评估结果显示，儿童苯甲酸的

暴露量（每日每公斤体重摄入量）较大，分析其原因一方面

是因为儿童的体重较小，计算出的每日每公斤体重摄入量较

大，另一方面可能存在苯甲酸的滥用情况，需要加强苯甲酸

使用情况的管理。除此之外，其他食品添加剂在各类人群的

暴露量都远远小于该种食品添加剂的每日允许摄入量，表明

按照现行标准规定的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使用量进行使

用是安全的。 相关推荐： #0000ff>2011年公卫医师考试预防

医学模拟试题 #0000ff>2011年公卫执业医师考试试题及解析

#0000ff>2011年公卫执业医师考试预测试题 特别推荐：

#ff0000>2011年公卫执业医师考试大纲 #0000ff>考试时间 欢迎

进入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

访问 www.100test.com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