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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食品接触材料中所有可能迁移到食品中的物质均需要评估!包括单体"起始物和添加剂等有意添加物!以

及杂质"生产过程中产生的副反应产物和降解物等非有意添加物# 食品接触材料的安全性评估主要分为上市前的

安全性评估和上市后的监测评估# 目前!国际上食品接触材料上市前的安全性评估主要有美国和欧盟两种评估模

式!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 我国目前尚未建立食品接触材料上市前安全性评估的基本参数# 构建我国食品接触材

料安全性评估体系是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确定的$十三五%期间的重点工作# 本文介绍了我国食品

接触材料安全性评估体系的构成"预期目标以及食品接触材料风险评估面临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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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接触材料是指在正常使用条件下"各种已
经或预期可能与食品或食品添加剂接触"或其成分
可能转移到食品中的材料和制品"包括食品生产’
加工’包装’运输’贮存’销售和使用过程中用于食
品的包装材料’容器’工具和设备"及可能直接或间
接接触食品的油墨’粘合剂’润滑油等"不包括洗涤
剂’消毒剂和公共输水设备 (") * 由此可以看出"食
品接触材料和食品包装材料是不同的"食品接触材
料除包括食品包装材料外"还包括容器’工具和设
备"及可能直接或间接接触食品的油墨’粘合剂’润
滑油等*

食品包装一方面可以保护食物免受物理损坏’

灰尘污染和微生物腐败"延长货架期从而减少食物
浪费* 另一方面"食品包装0接触材料中的物质也
会迁移到食品中"造成食品污染"危害消费者健康*

无论是从迁移的物质数量还是迁移水平而言"食品
接触材料中的物质迁移可能是最主要的食品污染
来源 (%) * 有研究 (.)表明"食品接触材料中的部分迁
移物是内分泌干扰物"由此引起的欧盟每年的健康
相关的经济负担为 " !,$ 亿欧元 (() "因此"食品接触
材料的安全性评估"对于保护消费者健康和减少经
济负担至关重要* 包括我国在内的国家和国际组
织对食品接触材料新品种均实行审批制度"即由专
门机构对申请人提供的食品接触材料的安全性评
估资料进行审查"对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予以批准
并公布 (!) * 安全性评估的主要目的是确保食品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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触材料及其制品在推荐的使用条件下与食品接触
时"迁移到食品中的物质水平不应危害人体健康’

迁移到食品中的物质不应造成食品成分’结构或色
香味等性质的改变"不应对食品产生技术功能 #有
特殊规定的除外$*

上市前的安全性评估"国际上主要有以美国
和欧盟为代表的评估模式* 两种评估模式各有
优缺点* 目前"我国尚无上市前安全性评估的基
本参数"主要采用欧盟和美国的参数进行评估"

但不同国家的食物消费量和消费模式不同"因
此"亟需构建反映我国实际消费模式的评估参
数* %$"( 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
把构建我国食品接触材料安全性评估体系作为
+十三五,期间的重点工作* 本文介绍了我国正
在构建的食品接触材料安全性评估体系的主要
框架’预期目标以及食品接触材料安全性评估面
临的主要挑战*

"#食品接触材料安全性评估概述
食品接触材料的安全性评估主要分为上市前

的安全性评估以及上市后的监测评估两个方面*

上市前的安全性评估"主要是通过评估确定是否可
以批准上市"以及制定相应的限量标准* 欧盟和美
国没有系统的上市后的监测评估"食品接触材料授
权使用后的实际使用情况大部分是未知的"暴露水
平可能会超过申请人申请授权时的水平*

上市后的监测评估"主要是对标准的跟踪评价
以及为标准的制修订提供依据* 例如"已授权使用
的食品接触材料的毒性表征发生了变化"此时需要
再评估"以确定是否需要修订标准"以及提出标准
的修改建议值* 例如" %$"! 年欧洲食品安全局
#VPH?@G:A I??J 6:4GEK’PE5?H;EK" VI6’$基于双酚 ’
#Q;L@5GA?F’" O]’$ 的最新毒理学数据"调整了
O]’的暂定可耐受摄入量#EGN@?H:HKE?FGH:QFGJ:;FK
;AE:MG" E)UZ8$ (+) * 根据调整后的 E)UZ8"VI6’修订
了食品接触材料中 O]’的特定迁移限量 #L@G3;4;3
N;BH:E;?A F;N;E" 6R=$标准"从原来的 $-+ NB0MB"下
调为 $-$! NB0MB(,) *
"-"#评估内容

食品接触材料中所有可能迁移到食品中的物
质均需要评估"包括单体’起始物和添加剂等有意
添加物#;AEGAE;?A:FFK:JJGJ LPQLE:A3GL" 8’6$"以及杂
质’生产过程产生的副反应产物和降解物等非有意
添加物 # A?A);AEGAE;?A:FFK:JJGJ LPQLE:A3GL" D8’6$*
8’6 是在食品接触材料的生产过程中特意添加并且
在生产过程或最终产品中存在或具有一定功能的

物质* D8’6 是指所用物质的杂质或生产过程中形
成的反应中间体或分解产物0副反应产物 (*) * 8’6

的数据比较充分"发表的科学研究文献和申请人提
供的数据可用于风险评估* D8’6 的评估一般非常
复杂"涉及可预测的 D8’6’不可预测但可以识别的
D8’6 以及不可预测且不可识别的 D8’6(/) * 实际
上"大部分 D8’6 的化学结构不能被识别"缺乏浓度
数据或毒性数据"且很少有方法能够获得上述数
据 ("$)"") * 目前的难点在于不可预测且不可识别的
D8’6 的安全性评估"主要运用毒理学关注阈值结合
体外生物测试’定量构效关系# ^P:AE;E:E;SGLEHP3EPHG)
:3E;S;EKHGF:E;?AL5;@"_6’&$等方法进行评估 ("%)".) *
"-%#暴露评估方法
"-%-"#美国

美国的暴露评估是假定每天摄入 . MB食品"同
时引入消费系数#3?ALPN@E;?A 4:3E?H"CI$和食品分
配系数#4??J)EK@GJ;LEH;QPE;?A 4:3E?H"4U$这两个基本
的评估参数* 根据 CI和 4U"结合食品接触物质的
迁移量"计算估计的膳食摄入量 #GLE;N:EGJ J:;FK
;AE:MG" VZ8$"并考虑其他已经授权批准的食品接触
物质 的 暴露 量" 计算 估计 的累积膳 食 暴 露 量
#3PNPF:E;SGGLE;N:EGJ J:;FK;AE:MGL" CVZ8$* 美国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网站上公布了已经授权批准使
用的食品接触物质的 CVZ8("() *

不同包装材料的食品消费数据#消费系数和食
品分配系数$在美国发布的文件-行业指南%食品接
触物质上市前提交准备%化学建议.中有所描述 ("!) *

在计算 CI与 4U时"美国采用的是某种食品接触材
料的产销量数据作为其消费量"通过一系列换算获
得 CI和 4U"而非人体实际摄入的食品的量*
"-%-%#欧盟

基本假设是体重 +$ MB的人一生中每天均摄入
" MB由含有目标迁移物的食品接触材料包装的食
品"食品和食品接触材料的接触面积为 + JN%"食品
始终和含有目标迁移物的相同接触材料相接触"并
且食品中目标迁移物的含量为目标物从食品接触
材料中迁移到与其接触的食品或食品模拟物中的
最大水平"即 6R=("+) *

相对而言"欧盟的方法相对更保守* 但是越来
越多的研究认为"欧盟的方法也并非在任何时候都
是保守的"特别是对婴幼儿等敏感人群"以及一些
小包装的食品 (",) * 目前"欧盟正在对其安全性评估
方法进行修订"不再使用 " MB的食物消费量"而采
用 ( 种不同的食物消费量 (",) * 此外"对其所假定的
" MB食品接触 + JN% 的假设"越来越多的研究也认
为其不能涵盖小包装食品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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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
目前还有两种处于研究阶段的暴露评估方法"

分别是 I’CVU#调味料’添加剂和食品接触材料暴
露评估工具$和 R:EH;<项目* I’CVU包含 * 个欧盟
国家不同年龄段人群的共计 "! 个调查的实际食品
消费数据 (%$) * I’CVU数据库中涉及包装组成成分
#逐层描述$’包装使用#哪种材料用于接触哪种食
品$以及生产这些包装材料所使用物质的详细信
息* 这些信息源中的每一项都有代表欧盟市场的
市场份额信息* 用数学迁移模型获得的食品中物
质的浓度分布与全国膳食调查获得的每种被消费
食品的消费量相关联"就可以得到暴露水平* 因为
有个体消费数据"因此可以计算不同人群和亚人群
的不同百分位数的暴露量* 但目前 I’CVU中仅有
* 个欧盟成员国的食物消费数据"这是暴露评估不
确定性的原因之一*

R:EH;<评估方法主要针对食品接触材料中的
D8’6(%") * 暴露量的计算需要获得每日消费食品包
装材料的表面积# JN% 0J$"即基于接触面积的消费
量* 目前"由 R:EH;<计划获得的国家数据包括德国’
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和英国"获得了这些国家消费
者暴露的每种食品对应的每种塑料材料的包装表
面积 (/) *

和 I’CVU一样"R:EH;<也是用于包装材料暴露
的工具"不能用于所有食品接触材料的总的暴露
评估*

%#我国食品接触材料安全性评估体系构建
我国食品接触材料安全性评估体系构建主要

分为上市前的安全性评估’上市后的监测评估’评
估技术规范制定和基础数据库构建等 ( 个部分
#图 "$*

图 "#我国食品接触材料安全性评估体系构建
I;BPHG"#VLE:QF;L5NGAE?44??J 3?AE:3EN:EGH;:FL:4GEKGS:FP:E;?A LKLEGN;A C5;A:

%-"#上市前安全性评估的审查制度和程序
食品安全法规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负责食

品相关产品新品种许可工作"制订安全性评估技术
规范"并委托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作为食品
相关产品新品种技术审评机构"负责组织食品相关
产品新品种的安全性评估’技术审核和报批等工
作 (%%) * 评审主要分为食品接触材料新品种或扩大

使用范围两种*

申请人需提供食品接触材料的理化特性’技术
必要性’预期用途及使用条件’生产工艺’质量规格
要求’迁移量和0或残留量及其检验方法’膳食暴露
评估’国内外允许使用情况的资料或证明文件等非
毒理学资料和毒理学资料* 非毒理学资料和毒理

学资料应是在预期使用条件下将会迁移到食品中
的物质的相关资料* 非毒理学资料是用于确定食
品接触物质的性质’需要评估的物质和评估消费者
对此物质的潜在暴露量* 毒理学资料是用于确定
消费者安全暴露量的依据* 根据膳食暴露量确定
需要提交的毒理学资料"暴露量越高"需要提交的
毒理学资料越多* 需要指出的是"由于目前我国还
没有食品接触材料暴露评估的基本参数"现行的上
市前安全性评估主要借鉴美国和欧盟的评估方法*

分别采用美国的 CI和 4U"按照美国的方法计算
VZ8"再按照欧盟的方法计算暴露量"并选择两者中
最大的膳食暴露量作为申报物质的膳食暴露量*

需要指出的是"目前我国的审批制度仅能计算本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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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请导致的 VZ8"而无法计算之前已经授权使用的
物质暴露导致的 CVZ8"因此"采用美国的方法计算
暴露量"会低估暴露水平*

由理化’生产工艺’质量规格’标准和毒理等
! 个专业组成的评审专家"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标准等要求"对申报材料的完整性’规范性’科
学性进行评审"最终作出延期再审’建议不批准和
建议批准等结论*
%-%#上市后的监测评估

上市后的监测评估"主要是对标准的跟踪评价
以及为标准的制修订提供依据* 我国食品接触材
料安全性评估体系中"专门针对上市后的食品接触
材料进行监测评估* 自 %$"+ 年起"国家食品安全风
险监测网针对食品接触材料开展专项监测* 目前
主要涉及纸和纸板的专项监测评估* 此外"前面提
及的 VI6’下调了食品接触材料中 O]’的 6R="我
国是否需要修订标准"均需要开展上市后的监测评
估* 食品接触材料的再评估工作在提升我国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水平’促进食品接触材料产业发展和
保障国际食品贸易等方面发挥了重要技术支撑作
用"概要举例如下*
%-%-"#邻苯二甲酸酯物质的风险评估

%$"" 年和 %$"% 年"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相继
发生 食 品 中 违 法 添 加 邻 苯 二 甲 酸 酯 类 物 质
#@5E5:F:EG:3;J GLEGHL" ]’VL$和白酒中检出 ]’VL事
件"引起政府和社会对该类物质的高度关注* 我国
食品中的 ]’VL是否会损害消费者健康"是否需要
制定食品中 ]’VL的限量标准"我国食品接触材料
用添加剂使用标准是否需要调整"针对这些问题"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和国家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中心开展我国居民邻苯二甲酸酯类物
质膳食暴露风险评估工作"以了解我国居民膳食
]’VL的暴露水平及其潜在健康风险"为接触材料标
准的制修订提供科学依据*

评估结果表明#报告未公布$"塑料输酒管道和
酒泵管道经过原酒浸泡"能明显增加酒中的 ]’VL

含量"随着浸泡时间的增加"含量起初迅速增加"随
后增加较慢* 另外"输酒和灌装环节中各种管道的
塑料密封垫也是白酒中 ]’VL的来源* 在产品货架
期间"与白酒接触的各种塑料内盖或者塑料桶也会
向白酒迁移一定量的塑化剂"但迁移量不大*

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和建议"原国家卫生和计划
生育委员会对 \O/+*!!%$$*-食品容器’包装材料
用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进行了修订"增加了+使用
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生产的材料或制品不得用于
接触乙醇含量高于 %$‘的食品,的限制性规定 (%.) *

%-%-%#不锈钢制品中主要金属元素的风险评估
现行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金属材料及制品标

准为标准整合项目"重金属迁移限量指标基本沿用
原标准"缺乏系统风险评估工作基础* 食品接触用
不锈钢制品的限量指标只有铅’镉’铬’砷’镍等 ! 种
元素"迁移试验条件也是固定的温度和时间"而不
考虑实际的接触食品类型’温度和时间* 欧洲的金
属材料及制品的标准中有 %. 种金属元素"铅镉限量
标准远远低于我国标准"迁移试验体系也更加科
学 (%() * 有研究 (%!)发现"%$"%!%$"+ 年欧盟食品和
饲料快速预警系统对华不锈钢或钢制品的通报占
对华食品接触用金属材料及制品通报总量的
.+-.$‘"重金属迁移超标是通报中最主要的风险项
目"其中重金属铬’锰’镍超标最为突出* 我国是否
需要修订不锈钢制品的迁移试验体系"是否需要增
加金属元素的限量指标"是否需要调整限量值"均
需要通过风险评估结果作为科学依据*
%-.#相关技术规范制定

为规范食品接触材料安全性评估工作"国家食
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已经制定了食品接触材料安
全性评估工作指南’毒理学关注阈值方法及其在食
品接触材料安全性评估中的应用指南以及食品接
触材料中 D8’6 的安全性评估工作指南* 这些指南
和技术规范"可为我国风险评估机构及资源提供单
位开展食品接触材料安全风险评估及其相关工作
提供参考*
%-(#基础数据库构建

目前正在构建食品接触材料暴露评估的基本
参数"涉及两个基础数据库"一是食品接触面积0体
积比数据库"二是家庭食品包装状况调查数据库*
基本目标是借鉴目前欧盟’美国以及国际上正在开
展的关于食品接触材料暴露评估的研究项目的经
验"构建一套把消费者实际消费的食品和包装材料
类型相结合的食品接触材料评估参数* 结合覆盖
供应链全过程的迁移试验和蒙特卡罗模拟"构建我
国食品接触材料定量评估模型"提高食品接触材料
暴露评估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食品接触面积0体积比是食品接触材料的表面
积与接触的食品重量#体积$的比例"即 !"#* 这是
食品接触材料的基本参数"迁移试验结果换算和暴
露量的计算"均需要基于一定的 !"#* 目前国际上
尚没有协调一致的 !"#* 美国的评估方法主要假设
!"#是 " ;A% 0"$ B食品"约合 +-(! JN% 0" MB食品*

美国的 CI就是基于 " ;A% 0"$ B食品的基本假设"结
合食品接触材料的产销量等数据计算获得* 欧盟
传统评估方法所用的基本假设是 + JN% 0" MB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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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 已 经 提 及" 越 来 越 多 的 研 究 已 经 证 明"
+ JN% 0" MB食品的 !"#不能涵盖小包装食品"会低
估暴露水平*

我国构建的面积0体积比"将获得实际而非假
设的不同类型食品接触材料接触的不同类型食品
的面积0体积比* 与 R:EH;<不同的是"我国构建的是
消费者暴露的每种食品对应的所有食品接触材料
的包装表面积"而非仅仅每种塑料材料的包装表
面积*

目前"我国已经完成了饮料’饮料酒’食用油’

调味品’肉及肉制品’水产品和面包等食品的食品
接触材料面积0体积比数据库构建"获得的数据正
在用于我国 \O."+$(-"!%$"!-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迁移试验通则.的标准修订*
下一步"面积0体积比将与家庭食品包装状况获得
的不同接触材料类型包装食品的消费量相关联"构
建我国居民不同类型食品接触材料的接触面积的
消费量#JN% 0J$数据库"结合迁移试验"构建接触材
料的概率评估模型*

家庭食品包装状况调查主要是通过不连续. J
%( 5 膳食回顾法"获得被调查者的食物消费量以
及相应的食品包装材料和食品接触材料类型"基
于消费者的实际消费量"构建不同类型食品包装
材料的消费系数和食品分配系数"结合迁移试验"

构建食品接触材料的确定性定量评估模型* 目前
我国已经完成了 / 个省#市$的家庭食品包装状况
调查* %$"* 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已启
动 "* 个省 #市’自治区 $ 的家庭食品包装状况
调查*
%-!#下一步工作设想

+十三五,期间"除继续开展食品接触材料上市
前的安全性评估和上市后的监测评估外"在技术储
备方面"将重点关注新型食品接触材料的安全性评
估"特别是活性和智能食品接触材料’回收材料和
纳米材料的安全性评估* 目前正在开展纳米材料
的迁移试验研究"为后续的安全性评价及相关技术
规范的制定提供数据支持* 在 D8’6 的安全性评估
方面"将密切关注国际最新进展"争取达到+并跑,

水平*
在基础数据库构建方面"继续开展其他食品的

接触面积数据库调查* 在此基础上"获得我国食品
接触材料的评估参数"包括不同食品接触材料表征
的食品接触面积0体积比数据库"中国居民不同食
品的消费量’不同类型食品接触材料的消费系数和
食品分配系数’食品接触材料的接触面积消费量*

基于上述评估参数"建立我国食品接触材料定量评

估模型*
在工作实践方面"将开展玻璃’陶瓷制品中主

要金属元素的风险评估"以及针对纸和纸板中的迁
移物"包括增塑剂’全氟烷基化合物’二异丙基萘
等"开展专项监测评估*

.#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暴露评估
暴露评估最基本的要求是需要明确化学物的

结构* 然而"在食品接触材料制品中"存在很多不
能被识别的杂质和副反应产物等 D8’6"而且"并非
在所有情况下都能识别 D8’6 的化学结构 (%+)%,) * 有
研究 (%*)表明"塑料制品的迁移物中有很多不能被识
别"这意味着不能对塑料中所有可能迁移出的化学
物进行定性或定量评估"也意味着人体可能一直暴
露于很多未识别的未知化学物*

目前食品接触材料的暴露评估"基本上没有考
虑食品接触材料之外的暴露* 人体暴露的化学物
有很多来源"食品接触材料仅仅是一种来源"如何
确定食品接触材料来源的暴露占总膳食暴露的份
额"这是暴露评估面临的又一个挑战*

尽管人体暴露于从食品接触材料迁移的多种
化学混合物"但目前的暴露评估未考虑混合物的联
合暴露"而混合物联合暴露的风险可能超过单一化
学物暴露的风险* 特别是具有相同作用机制的化
学物联合暴露* 在单一化学物暴露风险可以接受
的情况下"具有相同作用机制的化学物的联合暴露
可能具有风险 (%/) *
.-%#毒性评价

目前食品接触材料物质的毒性评价"仅仅针对
单一物质"没有考虑迁移的混合物联合暴露的毒性
效应* 有研究 (.$).")表明"联合暴露于不同作用终点
的化学物"可能与致癌性或其他病理效应有关*

食品接触材料物质的毒性评估"是基于化学
物的暴露水平确定需要提交的毒理学资料"暴露
量越高"需要提交的毒理学资料越多"而这个原则
与内分泌干扰物的毒性效应是相悖的 (.%) * 有研
究 (.)表明"欧盟和0或美国批准使用的食品接触材
料中有 ""/ 种物质被确认或疑似具有内分泌干扰
活性*

综上所述"应该将食品中化学物的风险评估最
新进展和研究技术引入到食品接触材料风险评估
中"包括 %" 世纪毒性替代测试的基本方法’靶向和
非靶向筛查技术’计算毒理学等技术以及混合物评
估策略* 具体而言"首先应该加强 D8’6 的风险评
估"包括未知化学物的识别’毒性表征和最后的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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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评估* 其次"加强混合物毒性评估研究"确保对
食品接触化学物的毒性进行充分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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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关于聚乙烯等 "( 种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的公告.
##一"聚乙烯

(一)背景资料# 该物质在常温下呈固态#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
准+(\O/+*!,%$"+)已批准该物质作为添加剂用于塑料类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中# 此次申请将其使用范
围扩大到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中#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洲委员会均批准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用涂
料及涂层#

(二)工艺必要性# 该物质作为一种助剂!可以有效的改善涂膜的表面特性!包括提高涂膜的滑度"耐磨
抗刮伤性能"防水性等#

二"水合铝酸碳酸镁
(一)背景资料# 该物质在常温下为白色粉末# \O/+*!,%$"+ 已批准该物质作为添加剂用于塑料类食

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中# 此次申请将其使用范围扩大到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中#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
欧洲委员会均批准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

(二)工艺必要性# 该物质作为一种热稳定剂使用在涂料系统中!提高其透明性和热稳定性#
三"硬脂酸丁酯
(一)背景资料# 该物质在常温下为淡黄色液体或半固体!熔点 %, k!沸点 .(. k# \O/+*!,%$"+ 已

批准该物质作为添加剂用于丙烯腈)苯乙烯共聚物(’6)等多种塑料!但仅限用于接触非脂肪类食品# 此次
申请在用于 ’6 中时!在最大使用量为 $-%!‘"使用温度不超过 "$$ k的情况下!用于接触各类食品# 美国
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盟委员会均批准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用 ’6 塑料材料及制品#

(二)工艺必要性# 该物质是一种润滑剂及脱模剂!易于扩散至聚合物中以利于加工#
四"对苯二酚
(一)背景资料# 该物质常温下为白色针状结晶体# \O/+*!,%$"+ 已批准该物质作为添加剂用于粘合

剂和塑料材料及制品中!此次申请将其使用范围扩大至涂料及涂层#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洲委员会均
允许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

(二)工艺必要性# 添加了该物质的涂料及涂层具有较好的化学品耐受性"延展性和稳定性#
五"二氯二甲基硅烷与二氧化硅的反应产物
(一)背景资料# 该物质的结构由内部的二氧化硅和表面的甲基硅烷化二氧化硅构成!呈颗粒状# \O

/+*!,%$"+ 和原国家卫生计生委 %$", 年第 / 号公告已批准该物质作为添加剂用于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VU)"聚丙烯(]])和聚偏氟乙烯(]dZI)三类塑料中!最大使用量分别为 $2"‘"$2!‘和 !$‘!使用温度
不得超过 "$$ k# 此次申请将其使用范围扩大到涂料及涂层!且在 ]]塑料材料及制品中的使用温度上限
由 "$$ k提高到 "%" k!最大使用量不超过 $2$%‘#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该物质用于 ]]和涂料及涂
层!其中用于 ]]时最大使用量为 $2$%‘!可在 "%" k及以下温度条件下使用&欧盟委员会批准该物质用作
塑料添加剂!无限制要求&欧洲委员会批准该物质用于涂料及涂层#

(二)工艺必要性# 该物质可提高 ]]塑料材料及制品的透明性"刚性"热变形温度以及水分阻隔能力!
在 ]]塑料材料及制品生产过程中还可提高其加工速率以及混合挤出的能力# 该物质在涂料及涂层中起助
剂的作用!用于改善涂料的流变性能"粘弹性以及涂层的抗划伤性"耐水性和耐腐蚀性能#

六"%)甲基)(!+)二-(辛基硫基)甲基.苯酚
(一)背景资料# 该物质为白色结晶或无色至淡黄色液体# \O/+*!,%$"+ 已批准该物质作为添加剂用

于塑料"橡胶及粘合剂中!此次申请将其使用范围扩大至涂料及涂层#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和欧洲委员会
允许该物质用于食品接触用涂料及涂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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