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219 g ,男性 714 ±518 g ,男、女性之间差异性极显著

( t = 131672 , P < 01001) 。

503 名被调查者食用的话化陈皮类蜜饯包括话

梅皇、话梅肉、相思梅、怡神梅、杏梅、丁香梅、雪花

梅、话梅丹、陈皮丹、九制陈皮、陈皮皇等近 20 种 ,平

均每日食用量为 413 ±518 g ,女性 419 ±618 g ,男性

317 ±719 g ,女性食用该类蜜饯的数量略高于男性 ,

但差异不显著 ( t = 11821 , P > 0105) 。青年男女较喜

爱食用话化陈皮类蜜饯。

212 　每日糖精钠摄入量 　根据国内对糖精钠使用

情况的报道[1～3 ] 和国家标准 GB 2760 的规定 ,按普

通蜜饯、话化陈皮类蜜饯含糖精钠分别为 0115

gΠkg、510 gΠkg 进行换算 ,人体平均每日从蜜饯食品

中摄入糖精钠的量为 2315 ±3114 mg ,其中的 2115 ±

2910 mg 来自话化陈皮类产品 ,来自普通蜜饯仅为

210 ±115 mg。不同年龄阶段人群摄入糖精钠的量

见表 1 ,19～30 岁组的青年人摄入较多量的糖精钠。

表 1 　不同年龄人群每日糖精钠摄入量比较

年龄 人数 糖精钠摄入量 mg t 值 (1) P 值

6～18 193 11. 2 ±13. 1

19～30 152 43. 7 ±50. 5 7. 732 0. 000 (2)

≥31 158 19. 1 ±52. 4 1. 848 　0. 065

注 : (1) 19～30Π≥31 岁年龄组与 6～18 岁组分别进行独立 t 检验

(2) P < 01001

3 　讨论

蜜饯是以干鲜果品、瓜蔬为原料经盐渍或糖渍

后加入甜味剂、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而制成的具有

中国传统特色的休闲小食品 ,糖精钠的合理使用对

于保持各类蜜饯的特征和风味起着关键的作用。2

～3 月份为群众消费蜜饯的高峰期 ,我们采用一周

回顾询问调查的方法 ,有利于克服节假日食用蜜饯

的偏差 ,较客观地反映食用品种和数量。调查结果

表明 ,平均每人每天食用蜜饯类食品 1719 g ,摄入糖

精钠 2315 mg ,相当于每日 0139 mgΠkg BW ,远低于

FAOΠWHO 联合食品添加剂专家委员会 (J ECFA) 规

定的上限。[4 ]

糖精钠的安全性虽然未取得令人信服的一致性

结论 , 但九十年代的研究倾向于否认它的致癌

性 ,
[5 ,6 ]

96 年版的中国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大

大放宽了糖精钠的使用量 ,但使用范围限于话梅和

陈皮两种蜜饯。调查结果表明 ,食用话化类的人群

以青年人为主 ,日均食用量较少。食用其它类型的

蜜饯则数量大 ,但因它们糖精钠的使用量不得大于

0115 gΠkg ,甜度仅为 415 % ,达不到人们对产品所需

甜度的要求 ,必须通过加入糖或其它的甜味剂 ,鉴于

目前我国人均热量的摄入水平已达到中国居民膳食

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RDIs 值的要求 ,过高的糖的摄入

有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更大的不良影响 ,因此 ,我们

认为可以适当放宽糖精钠在蜜饯中的使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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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市售面粉中过氧化苯甲酰含量的调查

石 　泉1 　范金瓯1 　赵顺强2

(11 天津市河北区卫生防病站 ,天津 　300150 ;21 天津市武清区卫生防病站 ,天津 　300150)

　　我国于 1986 年允许在面粉中使用过氧化苯甲

酰。由于过氧化苯甲酰能在较短时间内 ,改善面粉

的品质 ,提高面粉质量等级 ,一些厂商常常加入过量

的过氧化苯甲酰来达到以上目的。但过量添加 ,不

仅难以保持面粉的天然光泽 ,也影响面制食品的感

官。而且由于它能抑制面粉中一些酶的作用及微生

—23—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2001 年第 13 卷第 5 期



物的生长 ,促进面粉的熟化 ,面粉中 B 族维生素被

大量破坏。过氧化苯甲酰遇热或遇还原性的物质分

解为苯甲酸 ,使苯甲酸的摄入量大大增加。我国 GB

2760 —1996 ,其加入面粉量为 0106 gΠkg。

近来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精白粉倍受消

费者的青睐 ,为迎合人们的心理的需要 ,某些厂商 ,

为追求经济利益 ,过量使用过氧化苯甲酰。为保护

我市人民的身体健康 ,掌握市售面粉中添加过氧化

苯甲酰的现状 ,我们对天津市市场上销售的面粉进

行了过氧化苯甲酰含量的调查。

1 　材料与方法

111 　试样来源

本市面粉 　大中型、小型企业各采 15 家 ,共 46

份。

外地在津销售面粉 　设定 10 家批发单位为采

样点 ,市内、郊县各 5 家 ,共采集到 40 个生产厂家的

81 份试样。

112 　分析方法

高效液相色谱法。

2 　结果

本次调查的本市面粉品种有标准粉、富强粉、特

一粉、自发粉、饺子粉、精粉等。其过氧化苯甲酰检

测范围在 0100～0109 gΠkg 之间 ,经统计学处理其中

有 38 件添加了过氧化苯甲酰 ,占总件数的 89 % ,有

3 件超过国家限定标准 ,合格率为 93 % ,见表 1。

表 1 　天津市面粉加工厂过氧化苯甲酰添加状况调查表

名　称 添加范围 件数
添加

件数

添加率

%

超标

件数

合格率

%

标准粉 0100～01041 4 3 75 0 100

富强粉 0100～01060 4 3 75 0 100

特一粉 0100～01072 16 13 81 1 94

自发粉 0100～01051 8 6 75 0 100

饺子粉 0102～01095 9 9 100 1 89

精　粉 0103～01073 4 4 100 1 89

总　计 0100～01095 46 38 83 3 93

　　本次调查的外地在津销售的面粉品种有特一

粉、自发粉、饺子粉等 ,其过氧化苯甲酰的检出范围

在 010～011 gΠkg。添加过氧化苯甲酰的有 75 件占

总件数的 9216 % ,超过国家限定标准的有 29 件 ,占

总件数的 36 % ,总合格率为 64 % ,见表 2。

表 2 　外埠面粉加工厂过氧化苯甲酰添加状况调查表

名　称 添加范围 件数
添加

件数

添加率

%

超标

件数

合格率

%

标准粉 01000～01063 9 8 89 1 89

富强粉 01000～01092 12 11 92 3 75

特一粉 01006～01087 18 17 94 6 67

自发粉 01000～01137 10 8 80 4 60

饺子粉 01020～01107 12 12 100 4 67

精　粉 01021～01108 11 11 100 8 27

其他面粉 01000～01102 9 8 89 3 67

总　计 01000～01157 81 75 93 29 64

3 　讨论

调查结果表明 ,127 份试样中 ,添加过氧化苯甲

酰的样品有 113 份 ,添加率 89 % ,添加量超过国家限

定标准的有 32 份 ,占总数的 27 %。

统计结果表明 ,天津市面粉中过氧化苯甲酰的

添加率比外埠少 10 % ,而外埠超过国家限定标准的

份数大大超过本市 ,是本市的 10 倍 ,天津的合格率

是 93 % ,而外埠的仅为 64 %。

通过调查还了解到 ,外地在津批发面粉的单位

共有 62 家 ,分布在 8 个区县 ,卫生许可证持证率仅

为 71 %。

我们建议 ,对外埠进津的面粉 ,要加强执法监督

力度 ,一方面要制定外埠面粉进津的管理办法 ,确保

卫生许可证持证率达 100 % ,另一方面对其面粉及

其制品还要进行定期监测 ,确保市民的食用安全。

建议对本市制粉厂举办过氧化苯甲酰测定方法

学习班 ,掌握自身检测手段。做好日常监督检测工

作。同时加强从业人员的法规意识 ,控制过氧化苯

甲酰的添加量在国家规定值以下。各基层食品卫生

监督机构也应采取积极措施 ,确保产品的卫生质量

和营养价值以及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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