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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剂乳酸链球菌素的摄入量评估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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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北京  100021)

摘  要:目的  进行乳酸链球菌素的摄入量评估研究, 了解我国居民的乳酸链球菌素摄入情况,为采取恰当的管

理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以 2002年全国居民营养调查获得的人群食物摄入量数据和5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

标准6 (GB 2760) 2007)中规定的乳酸链球菌素允许使用的食品类别、最大使用量作为数据来源,利用点评估方法

计算我国居民乳酸链球菌素的摄入量。按照不同的年龄、性别、地区组合将人群分为 27组, 分别计算食物摄入量

平均值和第 9715百分位数 ( P9715)情况下各组人群乳酸链球菌素的摄入量和各类食物对摄入量的贡献率。

结果  在食物摄入量为均值的情况下, 各组摄入量占每日允许摄入量 (ADI)的比例为 11 49% ~ 17116%。在食物

摄入量为第 9715百分位数的情况下 ,各组乳酸链球菌素摄入量为该组 ADI的 9135% ~ 77195%。在食物摄入量为

均值和食物摄入量为第 9715百分位数的情况下,乳制品和预制肉制品是乳酸链球菌素摄入量的主要来源。结论

 无论在食物摄入量为均值情况下还是在食物摄入量为第 9715百分位数的情况下, 各组乳酸链球菌素膳食摄入

量均未超过其 ADI, 表明按照目前标准规定使用该添加剂是安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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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 act: O b 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consumption of n isin in Ch ina and provide sc ientific support for the

adm in istration of food add itives1M ethod The food in take data were obta ined from the N ational Survey on Nutrition and

H ealth S tatus ofCh inese Peop le in 20021 The food category perm itted to use nisin and the upper lim it for use in each food

ca tegory was obta ined from theH yg ienic Standa rds for Using Food Additives (GB 2760) 2007) . The poin t estimateme thod

was used to calcu late the consumption ofn is in ofCh inese people. The peoplewere d ivided into 27 groups accord ing to the ir

age, sex and living area. The nisin consumption ofpeoplewhose food intake at the average level and whose food intake at

the 971 5th percen tile level of each group was calculated. The contribution of each food category to the nisin consump tion

was a lso ca lcu la ted. R esults Wh ile the food intake at average leve ,l the da ily n is in consumption was from 11 49% to

17116% of the acceptab le da ily intake ( ADI). W hile the food intake at the 9715th percentile leve ,l the da ily n isin

consumption was from 91 35% to 77195% ofADI. Dairy products and preprocessedmeat products are themain con tributors

to the consumption of nisin. Nomatter the food intake at average leve l or a t the 971 5th pe rcentile leve ,l the da ily n isin

consumption of all groupswas less than theAD I. Conc lusion The use ofn isin accord ing to the GB 2760) 2007 standard

was safe for Ch inese peop 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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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乳酸链球菌素是我国批准使用的食品添加剂,

主要功能为防腐剂。它是由含羊毛硫氨酸及 B2甲

基羊毛硫氨酸的 34个氨基酸组成的多肽。肽链中

含有 5个硫醚键形成的分子内环。乳酸链球菌素的

抑菌机制在于它作为阳离子表面活性剂影响细菌胞

膜和抑制革兰氏阳性菌的胞壁质合成。其抗菌谱相

当窄,只能抑制或者杀死革兰氏阳性细菌,如乳酸杆

菌、链球菌、芽胞杆菌、梭状芽胞杆菌或者其他厌氧

性形成芽胞的细菌等,对革兰氏阴性菌、酵母和霉菌

等均无作用
[ 1]
。我国制定了乳酸链球菌素的质量

标准 5食品添加剂 乳酸链球菌素 6 (QB 2394)

2007)及具体的使用范围和使用量。为了解目前我

国乳酸链球菌素的使用规定是否会给消费者造成健

康影响,需要对乳酸链球菌素的摄入量进行比较系

统的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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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方法和材料

本次研究利用点评估方法计算乳酸链球菌素的

摄入量,以下内容论述了本研究中用到的数据来源

及计算方法。

111 食品中乳酸链球菌素的使用规定

食品中乳酸链球菌素的使用规定根据 5食品添

加剂使用卫生标准6 (GB 2760) 2007)及卫生部公

告中规定的使用范围和最大使用量 (具体规定见

表 1)。

112 我国居民的食品摄入量数据及体质量信息数据

本研究中应用的人群分组根据欧盟的化学污染

物暴露评估的人群分组模式以及中国居民膳食营养

素参考摄入量中的人群分组模式, 本次评估过程中

应用了表 2的分组模式。

我国居民食物摄入量和体质量信息数据来源于

2002年 /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 0的结果。

分别计算了各组人群食物摄入量的平均值和第

9715百分位数, 用以计算食物摄入的平均水平和食

物摄入较高人群的食物摄入量水平下乳酸链球菌素

的摄入情况。

表 1 我国批准使用的乳酸链球菌素的使用范围及使用量

食物组别 食品分类号 食品名称
最大使用

量 ( g/kg)

一 0110 乳 及 乳 制 品 ( 除 外

01101101、1310 涉及品

种 )

015

二 04103102104 食用菌和藻类罐头 012

三 06104102 杂粮制品 0125

四 06107 方便米面制品 0125

五 08102 预制肉制品 015

六 08103 熟肉制品 015

七 10103 蛋制品 (改变其物理性
状 )

0125

八 12103 醋 0115

九 12104 酱油 012

十 12105 酱及酱制品 012

十一 12110 复合调味料 012

十二 1410 饮料类 (除外 14101包装

饮用水类 )

012

表 2 人群分组、样本量、平均体重及乳酸链球菌素每日允许摄入量

人群组别 年龄 性别 地区 样本量 平均体重 ( kg) AD I( IU)

1 1 - - 全国 638 13162414 449596162

2 1~ - 城市 122 14123943 469901119

3 1~ - 农村 516 13147866 444795178

4 4~ - 全国 1535 17192869 591646177

5 4~ - 城市 267 19157749 646057117

6 4~ - 农村 1268 17158151 580189183

7 7~ - 全国 2803 25171305 848530165

8 7~ - 城市 550 28147418 939647194

9 7~ - 农村 2253 25103901 826287133

10 11~ 男 全国 1599 39102542 1287838186

11 11~ 男 城市 336 43191077 1449055142

12 11~ 男 农村 1263 37172576 1244950108

13 11~ 女 全国 1404 39104905 1288618165

14 11~ 女 城市 288 42195344 1417463152

15 11~ 女 农村 1116 38104146 1255368118

16 15~ 男 全国 653 53124285 1757014105

17 15~ 男 城市 198 57172657 1904976181

18 15~ 男 农村 455 51129169 1692625177

19 15~ 女 全国 555 50100335 1650110155

20 15~ 女 城市 158 53152981 1766483173

21 15~ 女 农村 397 48159987 1603795171

22 18~ 男 全国 16173 63166233 2100856189

23 18~ 男 城市 5811 67169561 2233955113

24 18~ 男 农村 10362 61140047 2026215151

25 18~ 女 全国 18330 56100570 1848188110

26 18~ 女 城市 6798 58134969 1925539177

27 18~ 女 农村 11532 54162394 1802590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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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3 乳酸链球菌素的安全性评价资料

1968年联合国粮农组织 /世界卫生组织联合食

品添加剂专家委员会 ( JECFA)对乳酸链球菌素的安

全性进行了评价, JECFA制定的乳酸链球菌素的

ADI值为 0~ 33 000 U /kg, 为了便于比较每组人群

的可能摄入量与 ADI之间的关系, 根据每组人群的

平均体重计算了该组人群每日允许摄入的乳酸链球

菌素的量,见表 2。

114 乳酸链球菌素摄入量的计算公式

y = 6
p

k = 1
xk # ck # 900

上式中:

y代表乳酸链球菌素的人群每日摄入量, 单位

为 IU /d;

xk代表第 k类食物每日的消费量, 单位为 g;

ck代表第 k类食物中某一食品添加剂的含量,

单位为 g/kg或 mg/g;

900:根据我国食品添加剂乳酸链球菌素的质量

规格标准5食品添加剂 乳酸链球菌素6 (QB 2394)

2007),乳酸链球菌素的效价为 900 IU /mg。

115 乳酸链球菌素摄入量占每日允许摄入量的比

例

每组人群乳酸链球菌素摄入量占每日允许摄入

量的比例 = y /按体重计算的该组乳酸链球菌素的每

日允许摄入量

116 允许使用乳酸链球菌素的食品对乳酸链球菌

素摄入量的贡献率

贡献率 = xk @ck @900 /y

2 结果

各组人群乳酸链球菌素的摄入量见表 3。

食物摄入量为平均值时各类食品对乳酸链球菌

素摄入量的贡献率见表 4。

食物摄入量为第 9715百分位数时各类食品对

乳酸链球菌素摄入量的贡献率见表 5。

3 结论

在食物摄入量为均值的情况下, 各组摄入量占

ADI的比例在 1149% ~ 17116% 之间, 其中以成年

农村女性最低,城市 1~ 3岁婴幼儿组最高。表明食

物摄入量为平均水平的情况下, 按照目前的规定使

用乳酸链球菌素均不会超过其 ADI值。

在食物摄入量为第 9715百分位数时,各组的乳

酸链球菌素的摄入量占该组 ADI的 9135% ~

77195%之间, 最低值出现在农村成年男性组, 最高

值出现在城市 1~ 3岁婴幼儿组。以上数据表明在

高端食物摄入量情况下, 按照目前的规定使用乳酸

链球菌素均不会超过其 ADI值。

在食物摄入量为均值和第 9715百分位数时, 预

制肉制品和乳制品是乳酸链球菌素摄入量的主要来

源。在食物摄入量为均值时, 预制肉制品对各组乳

酸链球菌素摄入量的贡献率在 19173% ~ 72167%

之间,乳制品对各组乳酸链球菌素摄入量的贡献率

在 6127% ~ 68166%之间。在食物摄入量为第 9715

百分位数时,乳制品对各组乳酸链球菌素摄入量的

贡献率在 11125% ~ 61156%之间,预制肉制品对各

组乳酸链球菌素的摄入量贡献率在 14136% ~

52196%之间。

表 3 各组人群在不同食物摄入量情况下乳酸

链球菌素的摄入情况

人群组别

平均值时

摄入量

( IU)

占 ADI的
百分比

(% )

第 9715百分位
数时摄入量

( IU )

占 AD I的
百分比

(% )

1 39278174 8174 299070156 66152

2 80648196 17116 366309100 77195

3 29191158 6156 221867144 49188

4 30391162 5114 238655148 40134

5 56699192 8178 291157165 45107

6 24851194 4128 182474166 31145

7 32010187 3177 247189105 29113

8 63419178 6175 320133160 34107

9 24343137 2195 177939190 21153

10 36050166 2180 267876190 20180

11 73851148 5110 344962169 23181

12 25994139 2109 170577190 13170

13 32520193 2152 259604144 20115

14 61466150 4134 317079168 22137

15 25051110 2100 185586175 14178

16 41719160 2137 285388120 16124

17 70808127 3172 341323109 17192

18 29061123 1172 169865155 10104

19 42381196 2157 270475165 16139

20 75903155 4130 323669181 18132

21 29040187 1181 190927180 11190

22 43604168 2108 298143100 14119

23 63973152 2186 315132175 14111

24 32181185 1159 189377133 9135

25 38501121 2108 280678195 15119

26 58355154 3103 293753136 15126

27 26797128 1149 176295160 91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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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在食物摄入量为平均值情况下各类食品对乳酸链球菌素摄入量的贡献率 (% )

人群组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1 48195 0100 1179 2126 35189 4163 0118 0185 1190 0121 0103 3129

2 68166 0100 2138 0135 19173 3120 0103 0164 0197 0106 0107 3190

3 35147 0100 1143 3154 46184 5163 0127 1100 2153 0132 0101 2195

4 30197 0100 1189 3183 50151 4140 0104 1136 3111 0122 0101 3168

5 53114 0100 2166 1156 30108 2194 0101 0199 2107 0103 0103 6148

6 20132 0100 1151 4191 60133 5110 0105 1154 3161 0131 0100 2133

7 29104 0101 1186 3139 51130 5121 0122 1146 3155 0120 0101 3175

8 50149 0102 2169 2107 30195 5126 0106 0173 1191 0104 0102 5177

9 15139 0101 1133 4124 64124 5117 0131 1192 4160 0130 0101 2147

10 26106 0100 1188 2186 55145 5115 0115 1153 3165 0148 0102 2177

11 45135 0101 2182 1154 38115 5132 0102 0170 2117 0123 0102 3168

12 11148 0100 1118 3186 68152 5103 0124 2116 4176 0167 0101 2108

13 27194 0102 1174 2189 52181 5136 0134 1150 3149 0129 0101 3162

14 44159 0100 2142 1172 34141 7149 0135 0197 2123 0105 0100 5176

15 17140 0103 1131 3162 64146 4100 0133 1184 4129 0144 0101 2126

16 24142 0100 1168 2116 56197 6100 0103 1173 3138 0127 0103 3131

17 41154 0100 1172 1122 42116 4195 0103 0194 2120 0109 0101 5114

18 6127 0100 1164 3117 72167 7112 0104 2156 4162 0147 0105 1138

19 35130 0101 1168 1190 47119 5106 0118 1139 3117 0130 0101 3179

20 50113 0103 2138 1169 31169 4180 0102 0170 2168 0107 0102 5179

21 19187 0100 0194 2113 63132 5133 0136 2110 3169 0155 0100 1171

22 24186 0100 3101 1126 55113 4184 0121 1183 4105 0131 0103 4146

23 36176 0101 4149 0188 42124 4154 0111 1134 3104 0113 0103 6144

24 11160 0100 1137 1169 69150 5117 0132 2138 5118 0150 0103 2125

25 27188 0101 3145 1113 51165 4162 0120 1189 3196 0129 0103 4189

26 40194 0101 4172 0171 38101 4116 0111 1140 2186 0112 0103 6195

27 11112 0100 1182 1167 69116 5121 0132 2152 5137 0152 0102 2126

表 5 在食物摄入量为第 9715百分位数时各类食品对乳酸链球菌素摄入量的贡献率 (% )

人群组别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八 九 十 十一 十二

1 61156 0100 1193 3115 20104 5103 0100 0180 1119 0130 0100 6101

2 61140 0100 6165 1103 14136 6114 0100 0180 0178 0124 0100 8159

3 50169 0100 0184 5111 27104 6177 0100 0183 1163 0132 0100 6176

4 47112 0100 2192 5160 28128 6130 0100 1129 1196 0125 0100 6128

5 51151 0100 7173 3186 19177 5125 0100 1140 1187 0100 0100 8160

6 39144 0100 0100 7160 37107 8124 0100 1148 2150 0140 0100 3128

7 45149 0100 3103 5131 27131 9110 0100 1132 2124 0114 0100 6107

8 46184 0100 5185 4168 21108 9136 0100 0184 1171 0100 0100 9163

9 33171 0100 0100 6189 37193 9186 0100 1184 3111 0143 0100 6124

10 41198 0100 4120 4149 30181 8143 0100 1145 2134 0171 0100 5160

11 43148 0100 6152 3110 28126 8170 0100 0185 2146 0132 0100 6131

12 21198 0100 0100 7169 48133 10174 0100 2141 3161 1133 0100 3191

13 43132 0100 2189 5105 28188 10110 0100 1137 2108 0153 0100 5178

14 35166 0100 5191 4114 27195 13178 0100 1132 1169 0109 0100 9146

15 34151 0100 0100 6155 40140 8107 0100 1186 2191 0185 0100 4185

16 39140 0100 3155 3194 31153 12135 0100 1143 2108 0146 0100 5125

17 43193 0100 4139 2177 26136 10198 0100 1107 1145 0126 0100 8179

18 11125 0100 0100 6162 52196 17170 0100 2147 3183 1106 0100 4111

19 41165 0100 2199 4116 27195 11108 0100 1117 2136 0189 0100 7177

20 46167 0100 4172 3155 23115 9126 0100 0184 2154 0100 0100 9127

21 31142 0100 0100 3192 43157 11178 0100 1188 2189 1139 0100 3114

22 37172 0100 6129 2151 30119 10105 0100 1177 2182 0160 0100 8105

23 35170 0100 9152 2138 28156 9152 0100 1154 2147 0132 0100 9199

24 21176 0100 0100 3196 47152 11190 0100 2182 4159 1111 0100 6134

25 40107 0100 6168 2167 29137 8102 0100 1159 2157 0150 0100 8155

26 38128 0100 8194 2155 26179 8193 0100 1147 2145 0127 0100 10131

27 21126 0100 2113 4125 46179 12176 0100 2155 4113 1102 0100 51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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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与建议

411 本次评估结果显示,无论是在食物摄入量为平

均值时,还是在食物摄入量为第 9715百分位数的情

况下, 各组人群的乳酸链球菌素摄入量均未超过其

ADI值,表明按照标准规定使用乳酸链球菌素是安

全的。

412 在食品添加剂使用方面,除了考虑使用食品添

加剂的安全性, 工艺必要性也是非常重要的方面。

本次评估结果显示, 无论在食物摄入量为均值情况

下还是在食物摄入量为第 9715百分位数情况下,乳

制品和预制肉制品都是乳酸链球菌素摄入量的主要

来源。

在乳制品中使用乳酸链球菌素方面, 按照我国

规定, 乳酸链球菌素在乳制品中的最大使用量为

015 g /kg。而按照 CAC5食品添加剂通用法典标准 6

( genera l standard for food addit ives, GSFA)规定
[ 3 ]
,

乳酸链球菌素只可用于乳制品中的 011616乳清蛋

白干酪,最大使用量为 1215 mg/kg;欧盟允许用于

成熟干酪和再制干酪,最大使用量为1215mg/kg;澳

大利亚和新西兰允许用于干酪和干酪产品, 最大使

用量为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日本允许用于干酪,最

大使用量为 1215mg /kg
[ 4- 6]
。由此可见,在乳制品

中使用乳酸链球菌素的规定方面, 我国批准使用的

范围要比 CAC、欧盟、澳新、日本等其他国家和组织

广泛,使用量也比大多数国家允许使用的量大。

在预制肉制品中使用方面, 目前上述标准中都

没有规定。因此,建议应该对在乳制品和预制肉制

品中使用乳酸链球菌素的工艺必要性方面进行调查

和研究,并参照 CAC及其他国家对乳酸链球菌素在

乳制品中的使用规定, 对我国的使用规定进行必要

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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