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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比较香菇多糖%茯苓多糖%银耳多糖及按一定配比组成的复合多糖对免疫抑制小鼠细胞免疫功能

影响! 方法$采用常规迟发型超敏反应&]R6’动物模型检测 R细胞功能"\=K9;Cc液相蛋白芯片分析系统检测血

清中白介素+&&[\+&’%白介素+-&[\+-’等细胞因子的含量"通过流式细胞技术&E>T’检测 R细胞比例及分型"采用

"+&*"(+二甲基噻唑+&’+&"(+二苯基四氮唑溴盐&TRR’比色法检测 R细胞增殖! 结果$各多糖组小鼠耳肿胀度与

模型对照组相比趋于恢复正常"其中香菇多糖组%复合多糖组这一作用更明显"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h%.%(’#香

菇多糖%茯苓多糖和复合多糖具有上调免疫抑制小鼠血清 [\+- 水平的作用"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h%.%(’#各多

糖均有提高小鼠外周血调节性 R细胞&RDC<’细胞比例的趋势"其中银耳多糖%复合多糖组与模型对照组比较"均差

异有统计学意义&5h%.%(’#各多糖组均有恢复小鼠外周血 R4!/R4&&R4!%R4& 为 & 种辅助性 R细胞’细胞比例的

作用"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h%.%(’"其中复合多糖组的这一作用最明显#各多糖均有恢复免疫抑制小鼠脾脏 R%

L淋巴细胞比例的趋势"其中复合多糖的作用较明显#* 种多糖均有促进免疫抑制小鼠脾脏 R淋巴细胞增殖的趋

势"其中香菇多糖%复合多糖组与模型对照组比较"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h%.%(’! 结论$由香菇多糖%茯苓多糖

和银耳多糖"以及按一定配比组成的复合多糖对免疫抑制小鼠细胞免疫功能均有一定的恢复作用"但复合多糖较

单一多糖的作用更明显"显示出复合多糖组分的协同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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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糖广泛存在于各种生命体中"其具有复杂多
样的生物学活性"因此"众多来源于动物’植物和真
菌的多糖成分陆续被分离出来* 大量药理学试验
已证明"中草药多糖不仅能激活巨噬细胞#T)$’淋
巴细胞’自然杀伤细胞#?Z$’淋巴因子激活的杀伤
细胞#\)Z$’毒性 R淋巴细胞#>R\$和树突状细胞
#]>$等免疫细胞"还可以促进细胞因子生成’激活
补体系统’促进抗体产生等"对免疫系统发挥多方
面的调节作用 (!+") * 因多糖在组成和结构上的差
异"使得生物学活性不尽相同*

复合多糖是按一定比例进行组合"并通过反复
试验筛选所得出科学’有效的多糖组合 (*) * 有研究
表明"单一活性多糖按优化的组合比例组合"其生
物活性更强 (() * 本研究以免疫抑制小鼠细胞免疫
功能为主要指标"比较香菇多糖’茯苓多糖’银耳多
糖 " 种多糖及由这 " 种多糖组成的复合多糖对免疫
功能影响的差别"以期为复合多糖的研究和应用提
供理论支持*

!$材料与方法
!.!$材料
!.!.!$实验动物

GaE级 L:BM/2小鼠#白变种实验室老鼠$"体质
量 !, f&& <"共 -% 只"雌雄各半"由广东省医学实验
动物中心提供 (许可证号%G>eZ#粤$ &%!"+%%%&)"

实验操作在广州中医药大学实验动物中心 GaE级
实验室进行 (许可证号%G êZ#粤$ &%!"+%%,()"温
度#&( q&$x>"相对湿度#(% q($b*
!.!.&$主要仪器与试剂

\=K9;Cc液相蛋白芯片分析系统 #美国 ’]$’
T>X+&%)[>型二氧化碳培养箱 #日本 G)?̂ X$’酶
标仪#美国 R6U’TX$’E)>G>:;@A"型流式细胞仪
#美国 L]$*

!-*% 培养基 #美国 _9M2A$"二硝基氟苯溶液
#]?EL"日本东京化成工业株式会社$"环磷酰胺
#山西普德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 刀 豆蛋 白 )
#>A;)$’"+#*"(+二甲基噻唑+&$+&"(+二苯基四氮唑
溴盐#TRR$均购自美国 G9<K:"佛波酯#aT)$’离子
霉素#9KA;AKH29;$’莫能霉素#KA;C;I9;$’[\+& 检测
试剂’RDC<wZ9@试剂盒’[\+- 检测试剂及荧光抗体
(>]"+aU+>HY’ >]*+aU+>H(’ [\+*+aU’ [E?+$+E[R>’
EAcO" m+aU’>]"’>]!# #aU2HY/E[R>$)均购自美国
CL9AI29C;2C"试验中所用的香菇多糖’茯苓多糖’银
耳多糖’复合多糖样品均由无限极#中国$有限公司
提供#其中复合多糖由香菇多糖’茯苓多糖’银耳多
糖组成"经前期 R细胞体外增殖试验筛选后选择最
优组合"其中香菇多糖’茯苓多糖’银耳多糖的质量
比为 Yl*l!$*
!.&$方法
!.&.!$实验动物分组

将动物随机分为正常对照组’免疫抑制模型对
照组’香菇多糖组’茯苓多糖组’银耳多糖组’复合
多糖组"每组动物 !% 只* 多糖组按成人的日口服剂
量的 !% 倍#即小鼠等效剂量$"以 (%% K</J<L‘的
剂量和 %.& KB/!% <L‘的体积每日灌胃 ! 次"连续
"% F"正常对照组以及模型对照组给予等体积蒸馏
水* 除正常对照组以外"其余各组均于给予试验样
品后第 &* 天腹腔注射环磷酰胺 *% K</J<L‘"
! 次/F"连续两天"以制作免疫抑制小鼠模型*
!.&.&$规迟发型超敏反应#]R6$试验

给予样品后第 &( 天"在小鼠右侧背中部涂擦脱
毛剂脱毛* 第 &- 天"用微量加样器在脱毛部位滴涂
&% !B(b ]?EL溶液致敏* 第 "% 天"以 &% !B!b
]?EL溶液滴涂小鼠左耳壳#两面$作为攻击&右耳滴
涂 &% !B丙酮溶液作为对照* 第 "! 天#攻击后&* 4$"

称体质量"颈椎脱臼处死小鼠"剪下左右耳壳"用打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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器取直径 , KK的耳片"立即称重* 以左右耳片重量
之差为耳廓肿胀度反映迟发型超敏反应的强度* 同
时取小鼠胸腺’脾脏称重"以每 !% <小鼠的脾脏和胸
腺湿重#K<$作为脾脏指数和胸腺指数*
!.&."$细胞因子检测

给予样品后第 "! 天"从眼眶静脉丛采集全血"
静置 "% K9;"* p ! &%% s: 离心 !( K9;"取血清* 采
用 \=K9;Cc液相蛋白芯片分析系统检测血清中
[\+&’[\+- 的含量*
!.&.*$R细胞亚型分析

给予样品后第 "! 天"从眼眶静脉丛采集全血于
肝素钠抗凝管中"摇匀"取 &%% !B全血样本"用
’aT[!-*% 按 ! l!等比例稀释* R4! 及 R4& 细胞
#R4!’R4& 为 & 种辅助性 R细胞$检测%将全血样本
等体积分装于两管中"分别作为阴性对照管#)管$
和测定管 #L管$")管中加入 TA;C;I9; 工作液&L

管中 加 入 aT) 工 作 液’ [A;AKH29; 工 作 液 和
TA;C;I9; 工作液&"Y p (b >X& 培养箱培养 ( 4&取
!%% !B"加入适量 >]"+aU+>HY 和 >]*+aU+>H("孵育
!( K9;&用固定破膜剂固定和破膜"加入适量 [\+*+
aU和 [E?+$+E[R>"孵育 !( K9;&磷酸缓冲盐溶液
#aLG$洗涤一次"去上清"aLG 洗涤细胞沉淀"用流
式细胞仪检测*

调节性 R细胞#RDC<$检测%取小鼠外周血淋巴
细胞 !%% !B"分别加入 >]*’>]&( 抗体各 & !B"振荡
混合均匀后"避光室温孵育 "% K9;&"%% s: 离心
( K9;"冷 aLG 洗涤后"加入 ! KB经过稀释的固定’

透膜剂"反应 (% K9;"用缓冲液洗涤并重悬"加入
!% !BEAcO" m+aU#同时设同型对照反应管$"反应
"% K9; 后洗涤"用 "%% !B冷 aLG 重悬"用流式细胞
仪检测*
!.&.($R’L淋巴细胞比例分析

给予样品后第 "! 天"颈椎脱臼处死小鼠"无菌
取其脾脏"常规制备小鼠脾淋巴细胞悬浮液"调整
细胞浓度为 !%- /KB"取 *%% !B加入 >]"’>]!#
#aU2HY/E[R>$染色后于流式细胞仪检测*
!.&.-$淋巴细胞增殖

给予样品后第 "! 天"颈椎脱臼处死小鼠"无菌
取其脾脏"常规制备脾细胞悬液"调整细胞数为
& s!%- /KB"将细胞悬液加入细胞培养板" 每孔
!#% !B"加入 >A;)使其终浓度为 ( !</KB#每孔
!% !B$"以未加 >A;)孔作对照孔"并设 !-*% 培养液
正常对照"每个样品设 " 个复孔* (b >X&’"Y p"

饱和湿度下培养 Y& 4&培养结束前 * 4 左右"每孔加
入 &% !B( K</KBTRR&"Y p"饱和湿度下培养 * 4"
吸弃上清"加入 !(% !B二甲基亚砜 #]TGX$溶解

!% K9;* 用酶联免疫检测仪"在波长为 (Y% ;K处测
定每孔 X]值"计算时取复孔平均值*
!."$数据分析

刺激指数 r#>A;)孔 X]值 j空白孔 X]值$/
#对照孔 X]值 j空白孔 X]值$*

数据以均数 q标准差 ##9q,$表示"采用 GaGG
!Y.% 统计软件进行分析"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
分析"5h%.%(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给予环磷酰胺后"模型对照组小鼠耳肿胀度’

脏器指数#胸腺和脾脏$均低于正常对照组"差异均
有统计学意义#5h%.%($* 各多糖组耳肿胀度均高
于模型对照组"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h%.%($"其
中复合多糖的数值最接近正常对照组&除茯苓多糖
组外"其他多糖组胸腺指数及脾脏指数高于模型对
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h%.%($"见表 !*

表 !$不同试验组的免疫抑制小鼠迟发型超敏反应

结果##9q,"& r!%$

R:MBC!$*@IA3OABHI:224:D9FCIA; ]R6DC:2@9A; 9;

9KK=;AI=OODCII9PCK92C

组别
剂量

/#K</J<L‘$
耳肿胀度
/K<

胸腺指数/
#K</!% <$

脾脏指数/
#K</!% <$

正常对照组 ! &Y.*% q&.-# !Y."! q&.(# (".(, q".,#

模型对照组 ! !,.&* q*.%($ (.Y, q&.&#$ "Y."* q*.Y!$

香菇多糖组 (%% &&."& q".!** ,.#% q!.-** *&.-Y q(.%-*

茯苓多糖组 (%% &!.(* q&.#-* Y.!& q!.,%* "#.-Y qY.&&

银耳多糖组 (%% &!.," q&.-"* ,.&! q!.*** *&.&! q-.!Y*

复合多糖组 (%% &".Y! q!.,#* ,.,% q&.&-* *"."& q&.&-*

注%$表示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h%.%($ &*表示与模型
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h%.%( $ &!表示无剂量"给予小鼠
%.& KB/!% <L‘的蒸馏水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模型对照组血清中 [\+& 降
低’[\+- 水平升高"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h%.%($*
多糖对血清中 [\+& 水平有一定的恢复趋势"差异无
统计学意义#5g%.%($"香菇多糖’茯苓多糖和复合
多糖对血清 [\+- 水平有较理想的恢复作用"与模型
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h%.%($"见表 &*

表 &$不同试验组的免疫抑制小鼠细胞因子结果##9q,"& rY$

R:MBC&$’CI=B@IA3OABHI:224:D9FCIA; 2H@AJ9;CI

DC:2@9A; 9; 9KK=;AI=OODCII9PCK92C

组别
剂量

/#K</J<L‘$
[\+&

/# O</KB$
[\+-

/# O</KB$

正常对照组 ! !.*# q%.&Y *.&, q!.%"

模型对照组 ! !.%- q%.&,$ #.*" q".&-$

香菇多糖组 (%% !.!( q%.*# (.Y# q!.&"*

茯苓多糖组 (%% !.%( q%.&, -.%! q!.("*

银耳多糖组 (%% !.&# q%.-Y Y.&" q!.Y%

复合多糖组 (%% !.&& q%."! -.Y" q!.!-*

注%$表示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h%.%($ &*表
示与模型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h%.%($ &!表示无剂
量"给予小鼠 %.& KB/!% <L‘的蒸馏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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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给予环磷酰胺后"小鼠外周血 >]* m>]&( m

EAcO" m/>]* m#RDC<$细胞比例减少#其中 EAcO" m为一
种转录因子$">]* m[E?+$m比例变化不明显"而 >]* m

[\+* m比例减少"R4!/R4& 比例升高"给予不同多糖后"

银耳多糖’复合多糖可提高小鼠外周血 >]* m>]&( m

EAcO" m#RDC<$细胞比例"香菇多糖’茯苓多糖’银耳多
糖’复合多糖均有恢复小鼠外周血 R4!/R4& 细胞比例
作用"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h%.%($"见表 "*

表 "$不同试验组的免疫抑制小鼠 R细胞亚型分析结果##9q,"& r!%$

R:MBC"$’CI=B@IA3OABHI:224:D9FCIA; R2CBBI=MIC@IDC:2@9A; 9; 9KK=;AI=OODCII9PCK92C

组别
剂量

/#K</J<L‘$
>]* m>]&( mEAcO" m

/>]* m/b
>]* m[E?+$m

/b
>]* m[\+* m

/b
[E?+$/[\+*#R4!/R4&$

/b

正常对照组 ! (.*, q%."" *.,( q%."- %.," q%.!* (.(( q!.-&

模型对照组 ! *.*, q%.&#$ *.-& q%.&( %.(! q%.!%$ #.!( q!.,Y$

香菇多糖组 (%% *.Y* q%.** *.-( q%."- %.Y& q%.!(* -.Y* q%.,(*

茯苓多糖组 (%% *.Y! q%.Y# *.Y" q%.&# %.Y- q%.!"* -.&# q!.,"*

银耳多糖组 (%% (.*- q%.,%* *.,Y q%."! %.,( q%.!%* (."& q!.%**

复合多糖组 (%% (.&- q%.(Y* *.,# q%."% %.,Y q%.!-* (."% q!.#,*

注%$表示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h%.%($ &*表示与模型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h%.%($ &!表示无剂量"给予
小鼠 %.& KB/!% <L‘的蒸馏水

$$各试验组均有恢复免疫抑制小鼠脾脏 R’L淋
巴细胞比例的趋势"其中复合多糖组数值最接近正
常对照组"但与模型对照组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5g%.%($"见表 **

表 *$不同多糖对免疫抑制小鼠 R’L比例的影响

##9q,"& r,$

R:MBC*$’CI=B@IA3OABHI:224:D9FCIA; ODAOAD@9A; A3

R:;F L2CBBI9; 9KK=;AI=OODCII9PCK92C

组别
剂量

/#K</J<L‘$
>]!# m

/b
>]" m

/b

正常对照组 ! (!.-, q!.Y( "Y.!( q".-*

模型对照组 ! "&.-! q*.#!$ *,.*( q-.Y($

香菇多糖组 (%% "*."Y q".*- **.Y, q".(&

茯苓多糖组 (%% "(.!" q(."& **.Y# q&.#(

银耳多糖组 (%% "".-# q&.*Y *Y.&% q(.Y%

复合多糖组 (%% "-.(* q*.#& *".,- q".Y*

注%$表示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h%.%($ &!表
示无剂量"给予小鼠 %.& KB/!% <L‘的蒸馏水

$$采用 >A;)刺激脾脏 R淋巴细胞增殖后发现"
与模型对照组相比"香菇多糖’复合多糖组小鼠淋
巴细胞刺激指数上升"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h
%.%($"见表 (*

表 ($不同多糖对免疫抑制小鼠 R淋巴细胞增殖的影响
##9q,"& r,$

R:MBC($’CI=B@IA3OABHI:224:D9FCIA; ODAB93CD:@9A; A3

R2CBBI9; 9KK=;AI=OODCII9PCK92C
组别 剂量/#K</J<L‘$ 刺激指数
正常对照组 ! ,.#* q&.%,

模型对照组 ! *.!- q!.%%$
香菇多糖组 (%% -.Y( q&.-!*

茯苓多糖组 (%% *.,& q!.#-

银耳多糖组 (%% *.(* q!.#Y

复合多糖组 (%% -.!- q&.*(*

注%$表示与正常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h%.%($ &*表
示与模型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5h%.%($ &!表示无剂
量"给予小鼠 %.& KB/!% <L‘的蒸馏水

$$不同多糖对免疫抑制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总

体评价见表 -*

表 -$不同多糖对免疫抑制小鼠免疫功能的影响
总体评价

R:MBC-$UP:B=:@9A; A; 9;3B=C;2CA3OABHI:224:D9FCIA;
9KK=;C3=;2@9A; 9; 9KK=;AI=OODCII9PCK92C

组别
细胞因子

[\+& [\+-

迟发型
超敏
反应

R细胞亚群

RDC<R4!/R4&

R细胞
增殖

脏器指数

胸腺 脾脏

香菇多糖 j m m j m m m m

茯苓多糖 j m m j m j m j

银耳多糖 j j m m m j m m

复合多糖 j m m m m m m m

注% m表示与相应研究的模型对照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h
%.%($ & j表示与相应研究的模型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
g%.%($

"$讨论
植物多糖的免疫促进作用已被证实"其中"真

菌多糖的应用较为广泛* 临床上"茯苓多糖常协同
环磷酰胺等抗癌药用于肿瘤的治疗"猪苓多糖具有
明显抑制膀胱癌细胞的作用"猴头菇多糖可治疗消
化道炎症及溃疡等* 由于多糖中的糖单体有多种
链接点"使其在分子量’支化度’粘度’链构象等化
学特性具有多样性"相应药理作用也不尽相同"通
过不同中药多糖的组合"或许可以实现中药多糖的
活性优化* 本研究主要从小鼠的细胞免疫功能考
察单一多糖与复合多糖的作用差别*

细胞免疫主要指的是 R细胞受到抗原刺激后"
增殖’分化为效应 R细胞"从而释放细胞因子以及
对相应抗原发生特异性的杀伤作用* 研究采用的
]R6试验是检测 R细胞功能的经典"主要反映其 R
细胞的功能"被攻击的小鼠的耳廓肿胀程度与其 R
细胞功能强弱呈正相关 (-) * 结果表明"本试验选用
的多糖均具有恢复免疫功能低下小鼠 R细胞功能
的作用"其中复合多糖组最明显* [\+& 主要由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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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R细胞产生"[\+- 可由 R’L淋巴细胞’巨噬细胞
以及单核细胞产生"二者均具有广泛的生物学活
性 (Y) *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本试验中模型对照组血
清 [\+& 明显降低"这与环磷酰胺所致的 R细胞抑制
有关&模型对照组小鼠 R细胞增殖能力下降"但 [\+-
明显升高"由于 R细胞不是唯一分泌 [\+- 的细胞"
分泌 [\+- 的细胞还包括巨噬细胞’内皮细胞等"其
次也可能与 [\+- 参与造血调控有关* 环磷酰胺可
造成骨髓抑制现象"导致外周血细胞减少"为了补
充血细胞"机体将代偿性的分泌 [\+- 促进造血"以
上结果均与文献报道一致 (,+#) * 香菇多糖’银耳多
糖和复合多糖在促进其恢复正常水平作用较明显"
结合 ]R6试验"反映出这几种多糖对 R细胞介导的
免疫功能具有促进作用*

现代研究发现 R淋巴细胞具有多个亚群"不同
的 R细胞亚群的功能也有明显差别* 本研究进一
步对几种主要的 R细胞亚群进行检测"其中"RDC<
细胞具有免疫负调节功能"在维持自身耐受’自身
稳定中起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天然的调节性 R细
胞#即 ;RDC<$主要表达 >]* 分子’>]&( 分子以及其
特征性标志分子 EAcO" (!%) "本研究通过这几种表面
分子标记 ;RDC<达到试验目的* 环磷酰胺的免疫抑
制作用明显降低了小鼠的 RDC<细胞数量"银耳多
糖’复合多糖能明显改善这种现象"与文献报道一
致 (!!) * 依据产生的细胞因子的不同"辅助性 R细胞
主要分为 R4! 和 R4& 亚群* R4! 细胞主要分泌
[E?+$"主要与细胞免疫应答相关&R4& 细胞主要分
泌 [\+*"引起体液免疫应答* 通常情况下"R4!/R4&
细胞比例处于相对平衡的状态"两者通过细胞因子
相互促进和制约"以维持机体免疫的动态平衡"使
机体既能通过免疫系统清除抗原性异物"又不至于
导致自身组织的损伤 (!&) * 与正常对照组相比"本试
验中模型对照组 R4!/R4& 发生明显变化"与文献报
道一致 (!") * 从 R4! 和 R4& 细胞所占 >]* mR细胞的
比例看"各多糖均有恢复紊乱的外周血 R4!/R4& 平
衡"其中以复合多糖的作用最明显*

正常情况下"脾脏的淋巴细胞中 L细胞约 (%b
f-%b"R细胞约 *%b f(%b"R’L细胞维持在一定
比例的平衡状态* 从免疫抑制小鼠的 R’L淋巴细
胞比例变化分析"本研究中环磷酰胺在导致 L细胞
的减少同时"R细胞比例相应地升高"R’L细胞比例
的平衡失调"与文献报道一致 (!*+!() * * 种多糖均具
有促进 R’L淋巴细胞比例恢复正常的趋势"复合多
糖的作用较为明显* 进一步用 TRR检测 >A;)刺激
不同组小鼠脾脏淋巴细胞增殖情况后发现"复合多
糖组小鼠脾脏淋巴细胞增殖现象明显*

综上所述"相比 " 种单一多糖而言"复合多糖在
调节 [\+- 分泌’促进 R细胞增殖作用方面明显* 此
外"在 * 种多糖均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指标中"复合多
糖组的数据也更接近正常对照组* 本研究结果提
示由单一多糖按一定比例组成的复合多糖"对提高
免疫抑制小鼠的 R细胞免疫功能有促进作用* 多
糖的功效与其活性部位密切相关"其中 #K葡聚糖抗
肿瘤活性最强"香菇多糖成分中以 #+#!""$+<葡聚
糖为主"含少量的木糖和甘露糖"而茯苓多糖成分
中以 #+#!"*$+<葡聚糖为主"银耳多糖是以 !+#!"
"$+<+甘露糖为主链的杂多糖* 按照不同的比例将
这 " 种多糖进行组合"其可被机体所利用的活性部
位可能会增加"或者更容易被机体所吸收"但由于
多糖结构复杂"此外其功能还涉及理化特性"本试
验中复合多糖对 R细胞的作用优于单一多糖"这种
结果是否与单糖结构和分子量相关"还需进一步
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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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非法添加药品氨茶碱
和双氯芬酸钠违法行为定性的复函

!食药监办食监三函%&%!-&Y& 号#

河北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你局(关于非法添加药品氨茶碱%双氯芬酸钠违法行为定性的请示) &冀食药监*&%!(+*Y 号’收悉! 经

研究"现函复如下$
非法添加的物质不仅限于(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和(保健食品中可能非法添加的物

质名单)中所列物质"氨茶碱%双氯芬酸钠也属于非法添加的物质! &来源$食品伙伴网’
&相关链接$4@@O$//NNN13AAFK:@C1;C@/B:N/I49O9;/!,,&*"14@KB’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

&%!- 年 & 月 ! 日

1!"#$1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食品添加剂羟丙基
甲基纤维素有关问题的复函

!食药监办食监一函%&%!-&Y 号#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你局(关于食品添加剂羟丙基甲基纤维素有关问题的请示) &新食药监办*&%!(+#! 号’收悉! 经研究"

现函复如下$
根据原卫生部办公厅(关于食品添加剂使用原料级别问题的复函)&卫办监督函*&%!!+"&! 号’"凡食品

添加剂产品标准中对原料级别作出规定的"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必须使用相应级别或质量更高的原料#对
原料级别未作具体规定的"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可自行选择原料级别"食品添加剂生产工艺和产品应当符
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来源$食品伙伴网’

&相关链接$4@@O$//NNN13AAFK:@C1;C@/B:N/I49O9;/!,,!Y(14@KB’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

&%!- 年 ! 月 (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