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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评估中国居民成人饮白酒者（以下简称饮酒者）ＤＥＨＰ 膳食摄入水平及其健康风险。 方法　 利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间收集的 ２４ 类食品中 ＤＥＨＰ 含量数据（９ ２８４ 条），结合 ２００２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数据，
采用简单分布评估的方法，对我国居民成人饮酒者全人群以及 １８ ～ ５９ 岁（男、女）、６０ 岁以上（男、女）４ 个不同年龄

组人群 ＤＥＨＰ 膳食摄入水平及其健康风险进行评估。 结果　 各类食品 ＤＥＨＰ 平均含量为 ０ １２ ｍｇ ／ ｋｇ。 成人饮酒

者全 人 群 ＤＥＨＰ 膳 食 平 均 摄 入 量 为 ２ ２３ μｇ ／ ｋｇ ＢＷ， 占 ＴＤＩ （ ５０ μｇ ／ ｋｇ ＢＷ） 的 ４ ４５％ ， 最 高 摄 入 量 为

１０ ０４ μｇ ／ ｋｇ ＢＷ。 其中 １８ ～ ５９ 岁的男性饮酒者的 ＤＥＨＰ 平均摄入量和最高摄入量均高于其他性别年龄组。 对成

人饮酒者全人群而言，大米是成人饮酒者贡献率最高的食品，达 ２６ ９７％ ，远高于其他类别食品。 其次是白酒，为

１５ ８９％ 。 结论　 中国居民成人饮酒者 ＤＥＨＰ 膳食摄入水平低于健康指导值，健康风险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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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邻苯二甲酸二（２⁃乙基己基）酯［ｄｉ（２⁃ｅｔｈｙｌｈｅｘｙｌ）
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ＤＥＨＰ］是世界范围内广泛使用的邻苯二甲

酸酯类增塑剂之一。 含有 ＤＥＨＰ 的聚氯乙烯产品广

泛用于多种消费产品，例如玩具、汽车部件、家具、鞋

等，ＤＥＨＰ 也用作护肤品和医疗器械例如血袋、透析

设备等。 在美国，截止到 ２００２ 年，大约 ９７％的 ＤＥＨＰ
用作 ＰＶＣ 的增塑剂［１］。 在欧盟，截止到 ２００６ 年，
ＤＥＨＰ 占用作增塑剂的邻苯二甲酸酯的 ５０％以上［２］。
在我国，ＤＥＨＰ 是迄今为止产耗量最大的通用型增塑

剂，大量应用于各种树脂、塑料、聚氯乙烯制品、日用

化工品如一次性输液器、食品包装、油墨、涂料、化妆

品等的制造加工［３］。 鉴于 ＤＥＨＰ 与聚合物之间并非

以共价键结合，因此很容易从产品中迁移出来，造成

环境或食品等介质的污染［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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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试验表明 ＤＥＨＰ 具有生殖发育毒性［５ － ７］，
虽然目前尚缺乏人体损害的直接证据，但其内分泌

干扰作用仍备受关注。 国际上关于 ＤＥＨＰ 膳食摄入

及其健康风险的研究很多 ［８ － １０］，结果均显示食物是

普通人群 ＤＥＨＰ 摄入的主要来源。 但目前针对我国

食品中 ＤＥＨＰ 含量水平及其对我国居民的健康风险

鲜有研究。
自 ２０１２ 年媒体报道酒鬼酒检出增塑剂后，社会

各界越来越关注塑化剂带来的健康风险。 为掌握

我国主要食品中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ｐｈｔｈａ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ｅｓｔｅｒｓ，ＰＡＥｓ）的含量水平，评估我国居民 ＰＡＥｓ 膳食

摄入水平及其潜在健康风险，为制定食品中 ＰＡＥｓ
的限量标准提供科学依据，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专家委员会于 ２０１２ 年将《中国居民邻苯二甲酸酯

类物质膳食摄入水平及其风险评估》列为风险评估

优先项目，本研究仅阐述成人饮酒者 ＤＥＨＰ 的膳食

摄入水平及其健康风险。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样品来源及种类

样品采集自全国各地的超市和农贸市场。 参

照食物成分分类表［１１］，将食物分成 ２４ 类，包括食用

植物油、白酒、黄酒、饮料、婴儿配方奶粉、婴儿辅助

食品、方便面、大米、面粉、根茎类蔬菜、叶类蔬菜、
瓜茄果类蔬菜等，具体分类见表 １。 除液态乳、果
冻、果蔬调味料、饮料、包装熟畜肉、白酒和黄酒外，
其他食品均为初加工食品。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食品中 ＤＥＨＰ 含量数据检测方法

食品中 ＤＥＨＰ（９ ２８４ 条） 含量数据主要来自

２０１２—２０１３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秘

书处专项检测数据以及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 年课题专项研

究检测数据。 所有样品均用玻璃瓶保存，以避免塑

料制品对样品的二次污染。 植物油、饮料、果冻、果
蔬调味料、婴儿配方粉、婴儿辅助食品、方便面等样

品采用 ＧＢ ／ Ｔ ２１９１１—２００８《食品中邻苯二甲酸酯的

测定》 ［１２］的方法检测。 谷类、蔬菜、肉类、水产品、水
果、饮用水和液态乳等样品采用优先评估项目专家

组根据国家标准调整后的方法［１３］检测。
１ ２ ２　 未检出数据的处理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对未检出数据的处理原则，
对于未检出数据的比例低于 ６０％时，所有未检出数

据用 １ ／ ２ ＬＯＤ 替代，当未检出数据的比例高于 ６０％
时，所有未检出数据用 ＬＯＤ 替代［１４］。
１ ２ ３　 食物消费量数据

食物消费量数据来自 ２００２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

健康状况调查数据。 该数据是采用多阶段分层整

群随机抽样方法，连续 ３ ｄ 利用 ２４ 小时回顾法和三

天家庭食物称重法，获得了全国大城市、中小城市、
一类农村、二类农村、三类农村、四类农村共计

６８ ９５９ 名调查对象的食物消费量数据。 其中饮用

水的消费量以成人的能量推荐量（２ ４００ ｋｃａｌ）和水

推荐饮用量（１ ２００ ｍｌ）为基础，根据不同年龄组人

群的能量推荐量计算出水的推荐饮用量。
１ ２ ４　 暴露评估

本次评估采用简单分布模型，以 ２００２ 年中国居民

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获得的 ６８ ９５９ 名被调查者中每一

个体的体重和对各类食物的消费量数据为基础，结合

不同类别食物中 ＤＥＨＰ 的含量数据，计算每个个体每

日每公斤体重 ＤＥＨＰ 的摄入量，其公式为：

ｙｉ ＝
ｐ

ｋ ＝ １ｘｉｋｃｋ
ｂｗ ｉ

（１）

其中：ｙｉ为个体 ｉ 的每日每公斤体重 ＤＥＨＰ 摄入量，
单位为 μｇ ／ ｋｇ ＢＷ；ｘｉ ｋ为个体 ｉ 第 ｋ 种食物的

消费量，单位为 ｇ ／ ｄ；ｃｋ为第 ｋ 种食物中 ＤＥＨＰ
的平均含量，单位为 ｍｇ ／ ｋｇ；ｂｗ ｉ为个体 ｉ 的体

重，单位为 ｋｇ。
在得到个体通过各类食物摄入 ＤＥＨＰ 的基础

上，可获得 ６８ ９５９ 名被调查者 ＤＥＨＰ 暴露量的频

数分布。 在个体分布频数的基础上，可筛选出成

人饮白酒者（以下简称“饮酒者”）的个体。 并可

计算饮酒者不同性别 ／年龄组人群 ＤＥＨＰ 摄入量

的平均值和不同百分位数的摄入量。 由于在计算

个体通过某一种食物的 ＤＥＨＰ 摄入量时，所有个

体之间除了食物消费量不同外，含量数据均采用

该种食物中的 ＤＥＨＰ 含量均值，因此本评估中

ＤＥＨＰ 摄入量的 Ｐ９７ ５ 反映了高食物量消费人群

的 ＤＥＨＰ 摄入量。
本次暴露评估采用简单分布模型，分别计算每

个饮酒者每日通过膳食（包括水）摄入 ＤＥＨＰ 的量，
并进行人群分布特征分析。 分别计算 １８ ～ ５９ 岁

（男、女）、６０ 岁及以上（男、女）４ 个性别⁃年龄组的

平均摄入量和 Ｐ９７ ５ 摄入量，并以此评估饮酒者经

膳食摄入 ＤＥＨＰ 的健康风险。
１ ２ ５　 健康指导值

ＤＥＨＰ 最主要的毒理效应是对雄性的生殖和

发育毒性，其中睾丸毒性为最敏感的方面，且其毒

理效应与暴露的年龄相关性良好。 性成熟前的幼

鼠比成年鼠更敏感。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

委员会基于 Ｗｏｌｆｅ 和 Ｌａｙｔｏｎ［１５］ 的大鼠三代生殖毒

性试验研究确定的未观察到不良作用水平 （ ｎｏ⁃
ｏｂｓｅｒｖｅｄ⁃ａｄｖｅｒｓｅ⁃ｅｆｆｅｃｔ ｌｅｖｅｌ， ＮＯＡＥＬ） 为 ５ ｍｇ ／ ｋｇ



中国居民成人饮酒者 ＤＥＨＰ 的风险评估———隋海霞，等 —６２１　　 —

ＢＷ，采用 １００ 倍的不确定系数，建立了 ５０ μｇ ／ ｋｇ
ＢＷ 的 每 日 耐 受 摄 入 量 （ ｔｏｌｅｒａｂｌｅ ｄａｉｌｙ ｉｎｔａｋｅ，
ＴＤＩ）。 该健康指导值与 ＥＦＳＡ 和英国制定的健康

指导值是相同的［１６ － １７］ 。

２　 结果

２ １　 食品中 ＤＥＨＰ 含量

由表 １ 可见，各类食品 ＤＥＨＰ 平均含量为

０ １２ ｍｇ ／ ｋｇ，其中方便面油包和方便面面饼是 ＤＥＨＰ
含量最高的食品，平均值分别为 ０ ３６ 和 ０ ３３ ｍｇ ／ ｋｇ，
检出率分别为 ２０ ９０％ 和 ３４ ５６％。 植物油、瓜茄果

类蔬菜、白酒和包装熟畜肉等食品中 ＤＥＨＰ 含量也较

高，平均含量分别为 ０ ２４、０ ２１、０ １９ 和 ０ １７ ｍｇ ／ ｋｇ；
粮谷 类 食 品 中， 大 米 ＤＥＨＰ 含 量 最 高， 平 均 为

０ １３ ｍｇ ／ ｋｇ，检出率为 ４４ ２３％。 蔬菜中以瓜茄果类

蔬菜 ＤＥＨＰ 含量最高，平均为０ ２１ ｍｇ ／ ｋｇ，检出率为

３７ ５０％。 液态乳、水果和饮用水的 ＤＥＨＰ 平均含量

均≤０ ０５ ｍｇ ／ ｋｇ。
基于不同食品中 ＤＥＨＰ 检出率分析表明，包装

熟畜肉的检出率最高，达 ８５ ２６％ ，其次为生禽肉、
海 鱼 和 生 畜 肉， 分 别 为 ５５ ００％ 、 ５４ ３５％ 和

５０ ４０％ ，水果、饮料的检出率最低，均低于 １０％ ，食
品中 ＤＥＨＰ 含量分析见表 １。
２ ２　 成人饮酒者 ＤＥＨＰ 膳食摄入水平

饮酒者的膳食 ＤＥＨＰ 平均摄入量为 ２ ２３ μｇ ／ ｋｇ
ＢＷ，占 ＴＤＩ 的 ４ ４５％ ，高食物量消费人群的 ＤＥＨＰ
摄入量（Ｐ９７ ５）为 ４ ２７ μｇ ／ ｋｇ ＢＷ，而摄入量最高

　 　 　 　

表 １　 食品中 ＤＥＨＰ 含量分析

Ｔａｂｌｅ １　 Ｆｏｏｄ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ＤＥＨＰ

食物类别
样品数
／ 份

阳性样品数
／ 份

检出率
／ ％

均值
／ ｍｇ ／ ｋｇ

中位数
／ ｍｇ ／ ｋｇ

白酒 ２ ４５７ ５７８ ２３ ５２ ０ １９ ０ ０５
包装熟畜肉 ９５ ８１ ８５ ２６ ０ １７ ０ １６
大米 １０４ ４６ ４４ ２３ ０ １３ ０ ０５
淡水鱼 １０７ ４０ ３７ ３８ ０ ０９ ０ ０３
蛋类 ９９ ３２ ３２ ３２ ０ ０５ ０ ０３
方便面面饼 ４６３ １６０ ３４ ５６ ０ ３３ ０ １０
方便面油包 １３４ ２８ ２０ ９０ ０ ３６ ０ ３０
根茎类蔬菜 １３８ ５７ ４１ ３０ ０ １２ ０ ０５
瓜茄果类蔬菜 ２４ ９ ３７ ５０ ０ ２１ ０ ０３
果冻 ４７ １３ ２７ ６６ ０ ０８ ０ ０５
果蔬调味料 ４１ ７ １７ ０７ ０ ０８ ０ ０５
海鱼 ４６ ２５ ５４ ３５ ０ ０６ ０ ０４
黄酒 １７６ ２５ １４ ２０ ０ ０６ ０ ０５
面粉 ７７ ３６ ４６ ７５ ０ ０９ ０ ０３
生畜肉 １２５ ６３ ５０ ４０ ０ ０６ ０ ０３
生禽肉 ８０ ４４ ５５ ００ ０ １０ ０ ０４
水果 １０７ １０ ９ ３５ ０ ０４ ０ ０３
虾类 １０２ ４１ ４０ ２０ ０ ０８ ０ ０２
叶类蔬菜 ２４６ １２２ ４９ ５９ ０ ０５ ０ ０３
液态乳 ２５１ ８３ ３３ ０７ ０ ０５ ０ ０３
饮料 ６０１ ５６ ９ ３２ ０ ０６ ０ ０５
饮用水 １６２ ４４ ２７ １６ ０ ００ ０ ００
婴儿辅助食品 ４０６ ５５ １３ ５５ ０ ０８ ０ ０５
婴儿配方奶粉 ３２５ １３４ ４１ ２３ ０ １０ ０ ０３
植物油 ２ ８７１ ８６０ ２９ ９５ ０ ２４ ０ １０
合计 ９ ２８４ ２ ６４９ ２８ ５３ ０ １２ ０ ０４

值为 １０ ０４ μｇ ／ ｋｇ ＢＷ，因此饮酒者的 ＤＥＨＰ 摄入量

均低于 ＴＤＩ（见表 ２）。 对不同性别⁃年龄组的饮酒者

分析发现，１８ ～ ５９ 岁的男性饮酒者的平均摄入量和

最高摄入量，均高于其他性别年龄组。

表 ２　 成人饮酒者 ＤＥＨＰ 膳食摄入量

Ｔａｂｌｅ ２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ｉｎｔａｋｅ ｏｆ ａｄｕｌｔ ｌｉｑｕｏｒ ｄｒｉｎｋ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人群分组 ｎ
ＤＥＨＰ 膳食摄入量 ／ （μｇ ／ ｋｇ ＢＷ）

均值 Ｐ５０ Ｐ９０ Ｐ９５ Ｐ９７ ５ 最大值
ＴＤＩ ／ ％

１８ ～ ５９ 岁男性 ２ ０７４ ２ ２４ ２ ０９ ３ ２９ ３ ７０ ４ ２５ １０ ０４ ４ ４９
１８ ～ ５９ 岁女性 １８２ ２ １８ ２ ０６ ３ ２６ ４ ００ ４ ３５ ５ １０ ４ ３６
≥６０ 岁男 ４８７ ２ １７ １ ９９ ３ ３２ ３ ９５ ４ ３９ ７ ２２ ４ ３４
≥６０ 岁女 ５７ ２ １６ ２ ０２ ３ ３１ ３ ６３ ３ ８１ ３ ８２ ４ ３３
饮酒者 ２ ８００ ２ ２３ ２ ０８ ３ ２９ ３ ７３ ４ ２７ １０ ０４ ４ ４５

注：ｎ 为采集个体数；Ｐ 为百分位数；％ ＴＤＩ 为摄入量均值占 ＴＤＩ 的百分比

　 　 由图 １ 可见，我国成人饮酒者 ＤＥＨＰ 摄入量最

高值为 １０ ０４ μｇ ／ ｋｇ ＢＷ，没有超过 ＴＤＩ 的个体，说
明我国成人饮酒者经膳食摄入 ＤＥＨＰ 的健康风险较

低，不需要引起健康关注。
２ ３　 不同种类食物对成人饮酒者 ＤＥＨＰ 膳食摄入

的贡献率

由图 ２ 可见，大米是成人饮酒者贡献率最高的

食品，达 ２６ ９７％ ，远高于其他类别食品。 其次是白

酒，为 １５ ８９％ 。 对膳食 ＤＥＨＰ 暴露贡献率超过 ５％
以上的食品还有瓜茄果类蔬菜 （１２ ６２％ ）、面粉

（ ７ ７１％ ）、 根 茎 类 蔬 菜 （ ６ ７７％ ）、 叶 类 蔬 菜

（６ ４４％ ）、植物油（６ ３７％ ）。

３　 讨论

ＤＥＨＰ 在环境中广泛存在，已成为一种普遍的

环境污染物。 因此，了解食品中 ＤＥＨＰ 含量水平，对
我国居民经膳食暴露于 ＤＥＨＰ 的健康风险评估至关

重要。
暴露评估可以通过检测环境（食品、水、空气、

土壤、玩具等）中的浓度，结合人体行为数据，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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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成人饮酒者 ＤＥＨＰ 摄入量的个体分布

Ｆｉｇｕｒｅ １　 Ｈｉｓｔｏｇｒａｍ ｏｆ ＤＥＨＰ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ｉｎｔａｋｅ ｆｏｒ ａｄｕｌｔ
ｄｒｉｎｋ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图 ２　 不同种类食物对成人饮酒者 ＤＥＨＰ 膳食摄入的贡献率

Ｆｉｇｕｒｅ ２　 Ｆｏｏｄ ｃｏｎ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ｔｏ ＤＥＨＰ ｄｉｅｔａｒｙ ｉｎｔａｋｅ ｆｏｒ ａｄｕｌｔ
ｄｒｉｎｋｅｒ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食物消费量，接触玩具的时间等计算通过所有暴露

途径的总暴露；也可以通过检测生物标志物，例如

ＤＥＨＰ 代谢物在尿液、血液等中的浓度，通过换算外

推计算总暴露。 目前，两种方法均具有一定的不确

定性。 比如不可能包括所有的暴露途径以及相应

途径涉及的物质的浓度，如医学暴露、职业暴露、室
内空气暴露以及通过吮吸含有 ＤＥＨＰ 的玩具的暴

露，均能明显地影响总暴露。 同理，个体内及个体

间的毒物代谢动力学差异较大，而且，无论是在平

台期或高峰期采集的尿液，在计算内暴露时均假定

平稳的代谢。
本研究采用外暴露评估的方法，利用 ２４ 类食品

中 ＤＥＨＰ 含量，结合 ２００２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

况调查数据，利用简单分布评估获得我国成人饮酒

者 ＤＥＨＰ 膳食摄入水平。 饮酒者的平均摄入量为

２ ２３ μｇ ／ ｋｇ ＢＷ，最大摄入量为 １０ ０４ μｇ ／ ｋｇ ＢＷ，远
低于健康指导值，健康风险较低。

本研究计算的中国居民成人饮酒者摄入量，要
高于 ＳＵＩ 等［１８］ 计算的中国居民成人 ＤＥＨＰ 膳食摄

入量，后者计算的平均值和 Ｐ９７ ５ 摄入量分别为

２ ０３ 和 ３ ６４ μｇ ／ ｋｇ ＢＷ，这主要是由于后者仅涉及

到 １２ 类食品，并未包括白酒、黄酒等在内。
ＧＵＯ 等［１９］ 基于 ＤＥＨＰ 尿液代谢物，采用内暴

露的方法，计算的中国居民 ＤＥＨＰ 的摄入水平为

５ ～ ６ μｇ ／ ｋｇ ＢＷ。 基于本研究计算的成人饮酒者的

平均摄入量，则经膳食摄入的 ＤＥＨＰ 占总暴露的

３７ １７％ ～ ４４ ６０％ ，这进一步验证了膳食是成人

ＤＥＨＰ 摄入的主要来源［２０］。
本研究计算的 ＤＥＨＰ 膳食摄入量要略高于

Ｍａｒｔｉｎｅ 等［２１］ 计算的法国巴黎市区居民的摄入量，
后者为 １ ４６ μｇ ／ ｋｇ ＢＷ。 这主要是由于后者计算中

涉及的食品都是可食状态的，例如食品是经过冲洗

或者烹调的。 两者计算的差异或许与烹调有关。
有研究表明，食品状态和烹调过程，例如炸和煮会

影响食品中 ＤＥＨＰ 含量［２２］。
需要说明的是，消费量数据、食物聚类、ＤＥＨＰ

多途径暴露以及情形假设等不确定因素，可能会影

响膳食摄入量及其健康风险评估的精确性。 例如，
文献报道［２３］，室内灰尘和吸吮玩具是儿童 ＤＥＨＰ 摄

入的重要来源。
总之，根据目前获得的 ２４ 类食品中 ＤＥＨＰ 含量

数据，结合 ２００２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数

据获得的中国居民成人饮酒者 ＤＥＨＰ 膳食摄入水

平，我国成人饮酒者 ＤＥＨＰ 膳食摄入量均低于健康

指导值，健康风险较低，但考虑到酒精的健康危害，
建议饮酒要适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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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 　 ＧＵＯ Ｙ，ＷＵ Ｑ，Ｋａｎｎａｎ Ｋ． 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ｔｅｓ ｉｎ ｕｒｉｎｅ ｆｒｏ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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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 　 Ｆｒｏｍｍｅ Ｈ，Ｇｒｕｂｅｒ Ｌ，Ｓｃｈｌｕｍｍｅｒ Ｍ，ｅｔ ａｌ． Ｉｎｔａｋｅ ｏｆ 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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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 　 Ｍａｒｔｉｎｅ Ｂ，Ｍａｒｉｅ⁃Ｊｅａｎｎｅ Ｔ，Ｃｅｎｄｒｉｎｅ Ｄ，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ｅｓｓ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ｄｕｌ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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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 　 Ｆｉｅｒｅｎｓ Ｔ， Ｖａｎｅｒｍｅｎ Ｇ， Ｖａｎ⁃Ｈｏｌｄｅｒｂｅｋｅ Ｍ， ｅｔ ａｌ．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ｆ
ｃｏｏｋｉｎｇ ａｔ ｈｏｍｅ ｏｎ ｔｈｅ ｌｅｖｅｌｓ ｏｆ ｅｉｇｈｔ ｐｈｔｈａｌａｔｅｓ ｉｎ ｆｏｏｄｓ［ Ｊ］ ．
Ｆｏｏｄ Ｃｈｅｍ Ｔｏｘｉｃｏｌ，２０１２，５０（１２）：４４２８⁃４４３５．

［２３］ 　 Ｗｏｒｍｕｔｈ Ｍ，Ｓｃｈｅｒｉｎｇｅｒ Ｍ，Ｖｏｌｌｅｎｗｅｉｄｅｒ Ｍ，ｅｔ ａｌ． Ｗｈａｔ ａｒｅ ｔｈｅ
ｓｏｕｒｃｅｓ ｏｆ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ｔｏ ｅｉｇｈｔ ｆｒｅｑｕｅｎｔｌｙ ｕｓｅｄ ｐｈｔｈａｌｉｃ ａｃｉｄ ｅｓｔｅｒｓ ｉｎ
Ｅｕｒｏｐｅａｎｓ？ ［Ｊ］ ． Ｒｉｓｋ Ａｎａｌ，２００６，２６（３）：８０３⁃８２４．

《华南预防医学》２０１５ 年征稿征订启事

　 　 《华南预防医学》创刊于 １９６０ 年，是中华预防医学会系列杂志、中国科技核心期刊，由广东省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中华预防医学会主办，是集学术性和实用性于一体的综合性预防医学学术期刊。 国内外公开发

行，国际标准刊号 ＩＳＳＮ １６７１ － ５０３９，国内统一刊号 ＣＮ ４４⁃１５５０ ／ Ｒ。 本刊已被中国科技论文统计源、中国知

网《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中国核心期刊（遴选）数据库、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

据库、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文生物医学期刊文献数据库（ＣＭＣＣ）来源期刊等国内外重要数据库收录。
２００１—２００８ 年度连续 ８ 年获中华预防医学会系列杂志优秀期刊奖。 ２０１１ 年获广东省科学技术厅颁发“第四

届广东省优秀科技期刊二等奖”。 ２０１１—２０１２ 年度获中华预防医学会系列杂志优秀期刊二等奖。
栏目设置：专家论坛、述评、论著、综述、流行病学研究与调查、实验研究、检验技术、临床研究、卫生监督

监测、卫生管理、工作交流、讲座、会议报道、信息等专栏。
订阅：《华南预防医学》杂志为双月刊，大 １６ 开 １００ 页，逢双月 ２０ 日出版，每期 １０ 元，全年 ６０ 元，自办发

行，免收订户邮寄费。
邮局汇款：地址：广州市番禺区大石街群贤路 １６０ 号 《华南预防医学》编辑部 收，邮政编码：５１１４３０。 汇

单上请注明订阅份数。
银行转帐： 单 位 名 称： 广 东 省 公 共 卫 生 研 究 院 　 开 户 行： 工 行 广 州 市 怡 乐 支 行 　 帐 号：

３６０２０８８７０９２０００２１４７４，请注明“订杂志”。
在线投稿：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ｈｎｙｆｙｘ． ｃｎ。 《华南预防医学》新网站已于 ２０１３ 年 ６ 月 ２６ 日开通，热烈欢迎广大

作者投稿！ 我们将为您提供更好的服务。
联系电话：０２０⁃３１０５１５８２，电子邮箱：ｈｎｙｆｙｘ＠ ｃｄｃｐ． ｏｒｇ． ｃ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