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框架中常用的筛选方法 ,其优点是不需要具体产品

的数据 ,简便易行。不足是大多依赖于含有评估物

质的固体食品和饮料各自占总的固体食品和饮料的

比例 ,而这个比例是人为设定的 ,有时候 ,预算法被

认为过于保守。例如 ,欧盟用预算法进行了 58 种食

品添加剂的筛选 ,36 种食品添加剂没有“通过”,需

要进行精确的暴露量评估[6 ] 。总体而言 ,利用预算

法计算的食品添加剂暴露量值高于以调查为基础计

算的添加剂暴露量的 95 百分位数[8 ] 。

312 　不同安全性的食品添加剂的管理问题

我国批准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中 ,有些没有经过

J ECFA 评价 ,而是按照我国的《食品毒理学安全性评

价程序》[9 ]进行安全性评价的 ,没有计算 ADI 值 ,不

便于进行危险性评估工作 ,建议对我国的食品添加

剂安全性评价程序进行完善 ,以便同国际通用的评

价方法接轨。

对于经过 J ECFA 评价 ,ADI 值不需要限定的食

品添加剂 ,原则上允许在各类食品中使用 ,除了良好

生产规范 ( GMP) ,没有其它的限制。但是 ,应该指出

的是 ADI值虽无需限定 ,但并不意味着可以无限制

地摄入。因此 ,如果一种物质的使用量过大和Π或使

用的食品类别很广 ,超过了 J ECFA 原来的评估基

础 ,需要咨询 J ECFA ,以确保新的使用在 J ECFA 的评

估范围之内[10 ] 。

例如 ,一种物质早先是作为水分保持剂评价的 ,

并没有包含其后作为高倍甜味剂的使用情况 ,而后

者可能带来较高的摄入量。

对于具有数值型 ADI 值的食品添加剂 ,需要在

危险性评估的基础上制定使用范围和使用量 ,保证

食品添加剂的摄入量不会超过其 ADI 值。而对于

我国允许在各类食品中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的带有

数值型 ADI值的食品添加剂 ,需要对其使用情况进

行监测 ,在此基础上进行摄入量评估 ,必要时对使用

规定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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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
卫办监督函[2008 ]858 号

卫生部办公厅关于莲芯及莲子芯精华作为普通食品原料问题的复函
质检总局办公厅 :

你厅《关于莲芯、莲子芯精华能否作为普通食品原料的函》(质检办食监函 [2008 ]662 号) 收悉。经研究 ,
现函复如下 :

莲芯含有多种生物活性物质 ,在我国缺乏单独作为食品原料的食用历史和食用安全证明。莲芯提取物
成分不清 ,应按《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对其安全性等资料进行综合评价后方可确定。婴幼儿食品中添加物
质应符合婴幼儿食品相关标准和规定。

专此函复。
卫生部办公厅

二 ○○八年十二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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