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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评估我国居民膳食中甜蜜素暴露水平及对我国居民健康状况的潜在风险" 方法"根据 YJ$)*#(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规定允许使用甜蜜素的各类食品中甜蜜素的最大使用量和我国居民各类食品实际

的消费量数据!采用简单分布模型方法!对我国居民全人群通过各类食品摄入甜蜜素的摄入量进行理论估计!并与

国际组织制定的甜蜜素每日允许摄入量),WQ*进行比较" 结果"我国居民全人群每日通过各类食品摄入甜蜜素

的平均水平为 #’0) IK1HKJb!占 -?O值的 !/’+*‘" 高暴露人群)C0)’&*每日通过各类食品摄入甜蜜素的量为
*’*0 IK1HKJb!占 -?O值的 0&’&$‘" 根据欧盟食品科学委员会)E=(*制订的 -?O))’## IK1HKJb*!各年龄组人

群通过相应食品摄入甜蜜素的平均摄入量均未超过 ,WQ值!但是 $ _/ 岁#- _0 岁#!# _!) 岁人群中的高暴露人群
)C0)’&*其甜蜜素的摄入量分别超过甜蜜素 -?O的 !-*’/$‘#+*’)+‘#0’!0‘$糕点#带壳熟制坚果与籽类对我国

居民膳食中甜蜜素暴露的贡献率较高" 结论"我国居民全人群通过 YJ$)*#($#!- 中规定允许使用甜蜜素的各

类食品摄入甜蜜素的水平均处于安全水平!但是我国部分高暴露人群的暴露水平应引起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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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甜蜜素化学名称为环己基氨基磺酸钠&属于人
工合成的高倍甜味剂&因口感好)价格低)甜味纯)
口味与蔗糖相似&被广泛应用到各种食品中 -!. * YJ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
准, -$.明确规定了食品中允许添加甜蜜素的食品范
围和限量标准&其中凉果类)话化类和果糕类的最

大使用量为 + K1HK&而饮料)配制酒中规定的最大使
用量为 #’*& K1HK*

虽然在我国甜蜜素作为食品添加剂允许使用&
但是到目前为止很多国家对甜蜜素的安全性仍然
存在争议 -/. * 美国)日本等 -# 多个国家规定禁止使
用甜蜜素作为食品添加剂&但是欧盟)澳大利亚)新
西兰)中国等 +# 多个国家或组织允许在食品中使用
甜蜜素* 联合国粮农组织1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添加
剂联合专家委员会#9R=(,$将甜蜜素的每日允许摄
入量#,WQ$制定为 # _!! IK1HKJb* 甜蜜素在人
体内可能转化成环己胺或二环己基胺&然而环己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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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二环己基胺是致癌物&$### 年&欧盟食品科学委
员会#E=($根据甜蜜素转化成环己胺或二环己基胺
的最新转化率将甜蜜素的 -?O值由 !! IK1HKJb

降至)’## IK1HKJb-/.-. * 本研究利用我国现有的食
物消费量数据以及 YJ$)*#!$#!- 中允许使用甜蜜
素的各类食品中甜蜜素的最大使用量&对甜蜜素的食
用安全风险开展理论评估&并根据 E=(制定的 ,WQ&

了解在现行标准下我国居民摄入甜蜜素的水平和可
能存在的健康风险&对其潜在的健康风险进行评估&

为今后我国甜蜜素的风险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对象与方法
!’!"对象

本次评估主要针对我国 $ 岁以上的人群* 根据
人群的消费模式和消费习惯&将该人群分为 $ _
/ 岁)- _0 岁)!# _!) 岁)!+ _&0 岁)*# 岁以上*
!’$"方法
!’$’!"数据来源

本次评估食品含量数据为 YJ$)*#!$#!- +食
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规定允许使用甜蜜素的各类
食品的最大使用量* 食物消费量数据来自 $##$ 年
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数据库*
!’$’$"评估方法和各类食品中甜蜜素的摄入量

根据添加剂标准中允许添加甜蜜素的各类食
品中最大使用限量和各类食品的实际消费量采用
简单分布模型方法进行理论评估 -&. * 本次评估以
$##$ 年我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中被调查者
的实际食品消费量和体重数据为基础&结合各类食
品中甜蜜素的最大使用量&采用简单分布模型的方
法&计算每个个体每天每公斤体重甜蜜素的摄入
量&计算公式为%

8FCQ(
(

#Q!

#D#R!#$
! ### RGS

""其中%8FC为某个体每天每公斤体重甜蜜素的
摄入量&IK1HKJb"D#为第 #种食物的消费量&K1D

或 IA1D"!#为第 #种食品甜蜜素的最大使用量&
IK1HK"GS为某个体的实际体重&HK*

得到个体通过各类食品摄入甜蜜素水平的基
础上&最终获得所有调查者甜蜜素摄入量的频数分
布&可计算全人群甜蜜素摄入量的平均值和高暴露
人群#C0)’&$的摄入水平*

$"结果
$’!"我国居民全人群与食用者通过膳食摄入甜蜜
素的摄入量

根据 YJ$)*#!$#!- 中规定甜蜜素的最大使用

量和允许添加甜蜜素食品的个体消费量计算我国居
民全人群及食用者通过膳食摄入甜蜜素的水平#甜蜜
素的-?Oq)’## IK1HKJb$&见表 !* 结果显示&我国
居民全人群通过允许添加甜蜜素的食品摄入甜蜜素
的平均水平为 #’0) IK1HKJb#占 -?O的 !/’+*‘$*

高暴露人群#C0)’&$通过相应食品摄入甜蜜素的量
为*’*0 IK1HKJb#占 -?O的 0&’&)‘$&其中每一类
食品的高暴露人群甜蜜素的摄入量均未超过 -?O"食
用者中凉果果糕的平均摄入量为 !$’0) IK1HKJb&
C0)’& 的摄入量为 &+’$$ IK1HKJb&其摄入量分别
超过 -?O的 +&’$0‘和 )/!’)!‘"带壳熟制坚果与
籽类食用者 C0)’& 的摄入量为 !*’#! IK1HKJb&其
摄入量超过 -?O的 !$+’)!‘"其余类别食品其食用
者甜蜜素的平均与 C0)’& 的摄入量均未超过甜蜜
素的 -?O值*

表 !"我国居民全人群与食用者膳食中甜蜜素的摄入量

#IK1HKJb$

Z<MAB!"W>B?<CFBNL@G:CB?@G@D>:I4F4A<I<?B>; P6@AB

=6>;BGBL@L:A<?>@; <;D 4@;G:IBC@;AF

食品类别
全人群
平均
摄入量

食用者
平均
摄入量

全人群
C0)’&
摄入量

食用者
C0)’&
摄入量

冷冻饮品#食用冰除外$ #’##/ / #’++# * # /’)$- !

水果罐头 #’### ! #’-&) ) # !’!+* $

果酱 #’### / #’&+- # # $’!*! !

蜜饯 #’##! ) #’)+! ! # /’**& *

凉果果糕 #’#&0 * !$’0)/ / # &+’$$! )

腌渍蔬菜 #’#-- $ #’)+# - #’&++ - /’&0/ !

熟制豆类 #’!&/ ! !’*&! # !’0&* # &’/#) &

腐乳类 #’##* ) #’/!* 0 # !’$*$ 0

带壳熟制坚果与籽类 #’$)+ / -’$!0 # /’)&& - !*’#!/ -

脱壳熟制坚果与籽类 #’##! * #’-#+ * # !’/!# &

面包 #’#&+ $ !’/*) 0 #’0#! & -’$!0 -

糕点 #’/!) & !’&)0 & $’+0$ - &’+)! -

饼干 #’#!* & #’*#/ ) #’!$+ 0 $’*/! *

复合调味料 #’### $ #’!$- ! # #’+-- &

饮料 #’#$) # !’&-# 0 # &’&*- /

配制酒 #’### $ !’*-0 0 # $’0)! +

果冻 #’### & #’/-# ! # !’)*& !

注%为体现数据的准确性&表格中的数据精确到小数点第四位

$’$"不同年龄组人群膳食中甜蜜素的摄入量及
分布

评估 结 果 显 示& 根 据 E=( 制 订 的 -?O
#)’## IK1HKJb$&各年龄组人群通过相应食品甜
蜜素的平均摄入量均未超过 -?O值&但是 $ _/ 岁)-
_0 岁)!# _!) 岁人群中的高暴露人群#C0)’&$其
甜蜜素的摄入量分别超过甜蜜素 -?O的 !-*’/$‘)
+*’)+‘)0’!0‘&见表 $*
$’/"各类食品对我国居民甜蜜素摄入量的贡献率

本次评估中的各类食品对我国居民全人群甜
蜜素摄入量的贡献率见图 !* 由图 ! 可见&糕点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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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我国居民各年龄组人群膳食中甜蜜素的摄入量
Z<MAB$"W>B?<CFBNL@G:CB?@G@D>:I4F4A<I<?BMF<KB.KC@:L

>; =6>;<

人群分组
平均摄入量
1#&K1HKJb$

C0)’& 摄入量
1#&K1HKJb$

高暴露人群摄入
量占 -?O比例1‘

$ _/ 岁 $’/** ) !)’$-$ - $-*’/$
- _0 岁 !’+-/ # !/’#)- - !+*’)+
!# _!) 岁 !’#0+ & )’*-/ - !#0’!0
!+ _&0 岁 #’+#0 $ &’-*& & )+’#+
*# 岁以上 #’+&- # &’+)! 0 +/’++

全人群 #’0*+ + *’*+* & 0&’&$

注%为体现数据的准确性&表格中的数据精确到小数点第四位"高
暴露人群摄入量占-?O比例#‘$ qC0)’& 摄入量1#&K1HKJb$1-?O
#&K1HKJb$ g!##‘

图 !"各类食品对我国居民甜蜜素摄入量的贡献率
(>K:CB!"=@;?C>M:?>@; @55@@DGBNL@G:CB?@G@D>:I4F4A<I<?B

我国居民甜蜜素暴露的贡献率最高为 /$’+‘&其次
为带壳熟制坚果与籽类的贡献率为 $+’)‘&熟制豆
类的贡献率为 !&’+‘&面包与凉果果糕类的贡献率
分别为 *’#‘ 和 *’$‘& 糖渍 蔬 菜 的 贡 献 率 为
-’*‘&饮料和饼干的贡献率分别为 $’+‘与 !’)‘&

其他食品包括冷冻饮品)水果罐头)果酱)蜜饯)腐
乳)脱壳熟制坚果与籽类)复合调味料)配制酒和果
冻的总和为 !’&‘*

/"讨论
甜蜜素是一种人工甜味剂&广泛应用于食品加

工业* !0*0 年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报告长期食用
糖精和甜蜜素混合物可导致大鼠膀胱癌&美国至今
禁止使用甜蜜素作为食品添加剂* 此后有研究者
用甜蜜素和1或糖精通过实验动物进行致癌性研究
发现动物膀胱癌发病未显示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Co#’#&$&同时又有研究表明人类甜蜜素的摄入
与膀胱癌之间的流行病学关系不确定* !0+$ 年&
9R=(,基于无环己胺作用效应重新更新了甜蜜素
的 -?O值为# _!!’## IK1HKJb&即个体一生中每
日经食物或饮用水摄入的甜蜜素不超过 !!’## IK1
HKJb&则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可觉察的风险*

!000 年&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Q,%=$将甜蜜素列为
)类致癌物质* 虽然甜蜜素在人体内不能被新陈
代谢&但肠道细菌可将其降解为环己胺&而环己胺
是致癌物质* $### 年& E=(将甜蜜素的 -?O值由
!!’## IK1HKJb 降至 )’## IK1HKJb* 近几年欧
盟)澳大利亚)新西兰)中国等国家或组织允许甜蜜
素作为人工甜味剂在食品中使用&但是每个国家允
许使用的食品范围和限量标准均不同 -/. * $### 年&
E=(根据更新的 -?O值将甜蜜素在软饮料中的使用
限 量 由 /&# _ -## IK1V降至 $&# IK1V& 而 YJ
$)*#!$#!- 中规定饮料类甜蜜素的最大使用量为
*&# IK1V-*.!/. * 因此&亟需按照已更新的毒理学资
料对我国现行甜蜜素的使用标准进行再评估&探讨
限量标准的保护力*

本次研究按照国际上对食品添加剂风险评估
的一般步骤&采用 YJ$)*#!$#!- 中允许添加甜蜜
素的各类食品中最大使用限量和实际各类食品的
消费量数据进行了理论评估 -). &较保守的反映了我
国居民全人群理论上通过各类食品甜蜜素暴露的
水平&也客观的反映和评价了现行标准的保护力*
本次评估结果显示&我国居民全人群通过 YJ
$)*#!$#!- 中规定允许添加甜蜜素的各类食品的
暴露水平较低&无论是欧盟或 9R=(,的健康指导
值&其风险不需要予以特别关注* 但是对于食用者
而言&凉果果糕类及带壳熟制坚果与籽类其甜蜜素
的平均及 C0)’& 暴露水平均超过了欧盟 E=(制订
的健康指导值&因此&喜爱进食此类食品的人群应
减少此类食品的摄入* 此外&如果根据欧盟科学委
员会制定的-?O水平#)’## IK1HKJb$来看&我国 $
_/ 岁)- _0 岁)!# _!) 岁人群中的高暴露人群
#C0)’&$其甜蜜素的摄入量分别超过甜蜜素 -?O的
!-*’/$‘)+*’)+‘)0’!0‘&其健康风险较高&应该
引起关注* 进一步分析发现&0 岁以下人群甜蜜素
的暴露主要来源于糕点)带壳熟制坚果与籽类)面
包&因此家长应该注意儿童饮食习惯&保持膳食平
衡&避免因偏食而导致甜蜜素摄入过量*

本次评估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本次评估中浓
度数据使用 YJ$)*#!$#!- 中规定各类食品中允许
使用甜蜜素的最大使用量&但是实际的使用中可能低
于最大使用量&这对甜蜜素所产生的风险有一定的高
估&同时 YJ$)*#!$#!- 中规定添加甜蜜素的食品类
别也较为笼统&在食品归类计算消费量时存在不确定
性"本次评估所使用的消费量数据来自 $##$ 年中国
营养与健康状况调查&随着食物种类多样化和经济水
平的提高&近年我国人群的饮食结构和饮食习惯与
$##$ 年相比也发生了较大的改变&我国居民甜蜜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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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露的贡献率可能也会随之发生一定变化* 本次研
究是基于添加剂标准的理论评估&根据添加剂风险评
估的相关原则&如果理论评估结果是安全的且实际不
存在添加剂使用违规的情况则一般不需要针对实际
情况展开评估* 通过本次针对食品添加剂标准的理论
评估显示&YJ$)*#!$#!-对我国大部分人群具有保护
力&对于部分高暴露人群则存在一定的健康风险* 但
是通过抽检添加甜蜜素食品的相关文献研究显示&我
国仍然存在甜蜜素在食品生产和加工过程中的滥用情
况-!-. &同时甜蜜素的毒理学安全性评价仍然存在不确
定性&因此&今后需要进一步对甜蜜素开展更加深入细
致的毒理学评价及研究&同时&补充各类食品中甜蜜素
的实际含量数据&更新食物的消费量数据&开展我国居
民膳食甜蜜素实际摄入情况的暴露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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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食品添加剂明矾
在粉皮中使用有关问题的复函

食药监办食监一函$$#!&%)/& 号

江苏省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你局&关于食品添加剂明矾在粉皮中使用有关事宜的请示’ )苏食药监食生+$#!&,!-/ 号*收悉" 经商
国家卫生计生委!现函复如下%

根据&国家卫生计生委办公厅关于包装饮用水等食品安全标准有关问题的复函’)国卫办食品函+$#!&,
0/0 号*!国家卫生计生委 $#!& 年第 ! 号公告批准硫酸铝钾#硫酸铝铵作为膨松剂用于粉丝#粉条!残留量为
$## IK1HK)以干样品中铝计*" 你局请示中提及的干制粉皮和湿制粉皮类产品的生产原料#加工工艺与粉
丝粉条基本一致!仅产品形态不同!可参照该公告中硫酸铝钾#硫酸铝铵在粉丝#粉条中的使用规定执行"

)相关链接%6??L%11PPP3GD<3K@O34;1bE#!1=V!*#$1!/*&*#36?IA*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

二〇一五年十一月二十六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