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茶类为原料的固体饮料和胶囊产品 210) ,砷 (mgΠkg)

≤013 (以藻类和茶类为原料的固体饮料和所有胶囊

产品 110) 。根据包装和所使用原料将 2003 - 2006

年所检测保健食品分类 ,具体见表 3。

表 3 　不同种类保健食品铅检测情况

年度
一般保健食品 一般胶囊产品 以藻类和茶类为原料的固体饮料和胶囊产品

检测数量 超标数量 超标率 ( %) 检测数量 超标数量 超标率 ( %) 检测数量 超标数量 超标率 ( %)

2003 46 6 1310 14 0 010 25 0 010

2004 60 16 2617 19 4 2111 15 5 3313

2005 44 6 1316 9 1 1111 2 0 010

2006 89 12 1315 37 0 010 18 0 010

合计 239 40 1617 79 5 613 60 5 813

　　从表 3 可看出 ,一般保健食品超标率总体上高

于一般胶囊产品和以藻类和茶类为原料的固体饮料

和胶囊产品 ,除 2004 年超标率相对较高外 ,其他三

年合格率基本保持稳定 ,2004 的超标率甚至接近于

30 %。所有检测样品的实际检测值以一般胶囊产品

和以藻类和茶类为原料的固体饮料和胶囊产品结果

总体偏高 ,但由于这两类产品国家标准限量较高 ,检

测结果基本不超出其各自的标准限值 ,因而合格率

高于一般保健品。分析原因主要是因为 ,一般胶囊

产品和以藻类和茶类为原料的固体饮料和胶囊产品

其主要生产原料多采用药用植物 ,而药用植物尤其

是多年生中草药类植物对铅有较强的蓄积作

用[1 - 3 ]
,导致这两类产品中以植物为原料的保健食

品铅含量高。

表 4 　不同种类保健食品砷检测情况

年度

一般保健食品
以藻类和茶类为原料的
固体饮料和胶囊产品

检测
数量

超标
数量

超标率
( %)

检测
数量

超标
数量

超标率
( %)

2003 68 17 2510 12 1 813

2004 73 7 916 0 0 -

2005 49 5 1010 0 0 -

2006 145 11 716 21 4 1910

合计 335 40 1210 33 5 1510

注 :“ - ”未检测。

由于 2004 及 2005 年未有以藻类和茶类为原料

的固体饮料和胶囊产品 ,缺乏足够资料 ,因此不将此

类产品砷含量列入讨论。总的来说 2004 - 2006 年

一般保健食品砷合格率相对较高 ,并保持在一个稳

定水平。以藻类和茶类为原料的固体饮料和胶囊产

品虽然合格率高 ,但是实际检测值总体偏高 ,但由于

标准限量较高 ,检测结果基本不超出其各自的限值。

其砷检测结果偏高的原因主要也是因为采用药用植

物为主要原料进行加工 ,由于植物对砷的蓄积作

用[1 - 3 ] ,导致此类保健食品中砷含量高于普通保健

食品 ,见表 4。

由于现在保健食品的应用范围和使用人群已经

越来越广泛 ,种类、数量也越来越多 ,所采用的原材

料种类繁多 ,成分复杂 ,所以部分保健食品中铅、砷

等有害元素超出国家标准。建议应加强对保健食品

的生产销售监督管理 ,保障消费者的健康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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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四) 中国积极参加食品添加剂国际标准的制定

国际食品添加剂法典委员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今年 3 月 28 日表示 ,中国将继续积极参加国

际食品添加剂法典委员会的工作 ,推动国际食品添加剂标准的进一步完善。

国际食品添加剂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的委员会会议 ,对多项议题进行了讨论 ,并在食品香料使用标准等

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这是中国自 2006 年成为国际食品添加剂法典委员会主持国后第二次主持召开委员

会会议。中国参与国际食品添加剂委员会的工作 ,也使得中国的食品添加剂标准进一步与国际标准接轨 ,

使中国的食品安全水平得到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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