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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建立我国饮料酒食品接触材料暴露评估参数% 方法"利用 #&!$ 年中国 , 省"市#居民饮料酒消费

状况调查数据!计算饮酒者人群中各类包装的不同类型饮料酒的消费量!并进行食品类型分类!研究构建饮料酒不

同食品接触材料的消费系数和食品分配系数% 结果"我国饮料酒的接触材料主要包括玻璃$金属"带涂层#$金属
"不带涂层#$塑料和陶瓷!消费系数分别为 &C#,$&C#D$&C&’$&C## 和 &C!(% 饮酒者饮用玻璃和金属"带涂层#包装

的饮料酒约占全部饮料酒的 (Eh% 消费者饮用玻璃包装的饮料酒中!D&h为低醇型饮料酒!#&h为高醇型饮料酒%

结论"基于食品实际消费状况调查研究的食品接触材料暴露评估参数可成为我国食品接触材料安全性评估的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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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接触材料作为食品工业不可或缺的一部
分"其安全直接关系到所接触食品的安全"是控制
食品安全的关键因素’ 食品包装材料一方面可保
护食品免受外界的污染 + !, "另一方面"食品包装材

料中的有意添加物或非有意添加物等物质可能会
迁移到食品中造成潜在风险 + #, ’ 有研究 + $,认为包
括食品包装材料在内的食品接触材料中的迁移物
是化学物慢性暴露的一个主要来源’ 计算食品接
触材料中迁移物质在人体的暴露水平是食品接触
材料安全性评估的重要步骤"其中目标食品使用的
食品接触材料类型及其比例是关键数据和信息’

目前国际上食品接触材料的暴露评估方法主
要是美国和欧盟的方法 + 6G(, "两种方法各有优缺点’

相对欧盟而言"美国的评估方法是一种更加接近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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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暴露水平的优化评估’ 该方法将食品接触材料
的迁移数据与接触材料制品的使用信息数据相关
联"即引入消费系数#IWSVYNg\PWS JOI\We")M$和食品
分配系数#JWWZG\cg[ZPV\ePdY\PWS JOI\We" J4$’ )M指某
种特定食品接触材料接触的食品重量占所有食品
接触材料接触的食品重量的比例’ J4为食品接触材
料接触的某类型食品重量占该类材料接触的所有
食品重量的比例 + (, ’ 由于美国的评估方法更接近
于实际"目前相关国家已按此框架建立各国的食品
接触材料评估参数’ 例如"3?MML等 + ’,利用美国
)M和 J4的概念"基于爱尔兰消费量调查和包装数
据库"建立了 ( 9!# 岁儿童食品接触材料的 )M和
J4’ 72x<> 等

+ E,利用城市居民的消费量数据"建立
了葡萄牙城市居民食品接触材料的 )M和 J4’

我国此前多采用欧盟的评估方法"保守性大’
本研究拟利用我国饮料酒消费量调查数据"构建
包含 )M和 J4的饮料酒接触材料暴露评估参数"为
饮料酒接触材料安全性评估提供基础数据"并为
逐步研究构建我国食品接触材料暴露评估参数提
供借鉴 + D, ’

!"资料与方法
!C!"资料来源

本研究涉及的数据源自中国居民 #&!$ 年 , 省
市饮料酒消费量调查数据#数据未公布$’ 由国家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组织实施"涉及北京(黑龙
江(上海(江西(山东(湖北(广东(贵州和甘肃等 , 个
省#市$"共计 !D 个调查点’ 调查对象为调查点内
户籍人口或居住超过 ’ 个月的 !( 岁及以上居民’

此项调查采用非连续 $ Z #6 K 膳食回顾调查
法’ 每个调查对象每周随机选择 ! Z 进行 ! 次回顾
调查"在 $ 周之内完成非连续的 $ Z 调查&$ 个调查
日中包括 ! 个休息日和 # 个非休息日’ 调查的食品
类型包括各种发酵酒(蒸馏酒及配制酒’ 调查内容
包括饮料酒名称(消费量(包装材料(接触材料以及
调查对象的性别(体重等基本信息’
!C#"方法
!C#C!"饮酒人群的确定

按照调查期间饮酒与否将被调查人群分为两
类"其中饮酒者定义为在调查期间至少有 ! 次饮酒
记录"非饮酒者定义为调查期间无饮酒记录’
!C#C#"饮料酒类型分类

结合 50$!’&6C!!#&!(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迁移试验通则* + ,,关于食品模
拟物的规定"本研究按照饮料酒的酒精度 #乙醇含
量$将饮料酒分为两大类"分别是高醇#乙醇含量j

#&h rWQ$和低醇#乙醇含量$#&h rWQ$’
!C#C$")M和 J4的计算

利用参与 $ Z 调查(且包装和接触材料信息完
整的共 # E(D 人的调查数据库"根据接触材料类型"
计算被调查个体不同接触材料饮料酒的平均消费
量"根据公式#!$计算不同接触材料的 )M’

#!/B
接触材料为 /的饮料酒每日平均消费量
’所有饮料酒的每日平均消费量

#!$

其中"#!/为食品接触材料 /的 )M’ 例如"塑料的
)M为饮酒者饮用接触材料为塑料的饮料酒的每人
每日平均消费量#-.Z$除以饮酒者饮用的所有饮料
酒的每人每日平均消费量之和#-.Z$’

根据低醇和高醇的饮料酒分类"结合食品接触
材料的种类"计算不同接触材料(不同类型饮料酒
的平均消费量"按照公式##$计算不同食品接触材
料的 5F’
5FB

接触材料为 /的某一食品类型饮料酒的平均消费量
接触材料为 /的所有饮料酒的平均消费量之和

##$

例如"接触材料为塑料的低醇饮料酒的 J4为饮
酒者饮用接触材料为塑料的低醇饮料酒的每人每日
平均消费量#-.Z$除以饮酒者饮用接触材料为塑料
的所有饮料酒的每人每日平均消费量之和#-.Z$’

#"结果
#C!"调查人群饮酒状况分析

全部 !6 ’D# 位被调查者中"饮酒者共 $ #D! 人"
占全部被调查人群的 ##C$(h’ $ #D! 位饮酒者中"
参与 $ Z 调查的人数为 $ #E& 人"占全部饮酒者的
,,C’’h&参与 # Z 调查的人数为 E 人"占全部饮酒
者的 &C#!h" 结 果 见 表 !’ 经 调 查 信 息 核 实"
$ #E& 位参与 $ Z 调查的饮酒者中"# E(D 人的所有
关键变量均有效"可用来计算 )M与 J4"占饮酒者总
数的 D6C&’h## E(D.$ #D!$’ 未被采纳的饮酒者数
据主要原因包括关键变量缺失或不可用"例如"食
品接触材料信息缺失或不全(接触材料信息明显有
悖常识#瓶身为金属"瓶盖为玻璃$及酒精度不明确
#部分药酒$’

表 !"被调查人群饮酒及参与调查天数分析

4OdQ[!"=P̂YWeIWSVYNg\PWS V\O\YVWJe[VgWSZ[S\V

参与调查天数.Z 饮酒者.h 非饮酒者.h

$ ##C$, #$ #E&.!6 ’&$$ EEC’! #!! $$$.!6 ’&$$

# !’C#D #E.6$$ D$CE# #$’.6$$

! !!C!! #6.$’$ DDCD, #$#.$’$

合计 ##C$( #$ #D!.!6 ’D#$ EEC’( #!! 6&!.!6 ’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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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饮料酒消费频率和消费量分析
参与 $ Z 调查且数据完整的 # E(D 位饮酒者中"

! 人饮酒 D 次"进一步分析发现"被调查人 $ Z 均饮
酒"分别饮用了白酒(黄酒和啤酒&# 人饮酒 E 次"$ Z
均饮酒"其中 ! 人饮用白酒(啤酒(葡萄酒"另 ! 人饮
用白酒(植物配制酒&66 人饮酒 ’ 次’

对 # E(D 位被调查者根据实际饮用的饮料酒
种类"对其饮酒量进行统计分析"结果见表 #’ 由
此可见"饮用高醇饮料酒有 ,!# 人次"占饮酒总人
次的 #,CD#h# ,!#.$ &(D$ ’ 饮用低醇饮料酒有
# !6’ 人次"占 饮 酒 总 人 次 的 E&C!Dh # # !6’.
$ &(D$ ’ 其中"日常饮用白酒有 D(D 人次"占饮酒
总人次的 #DC&’h#D(D.$ &(D$"平均每日饮用白酒
量为 !$DCE! -"日最大白酒饮用量为 ! &&&C&& -’
日常饮用 啤 酒 有 ! D!E 人次" 占 饮 酒 总 人 次 的
(,C6#h# ! D!E.$ &(D $"平均每日啤酒饮用量为
’&6C!$ -"日最大啤酒饮用量为 6 &&&C&& -’ 日常饮
用葡萄酒有!(& 人次"占饮酒总人次的 6C,!h#!(&.
$ &(D$"平均每日葡萄酒饮用量为 !#EC## -"日最大
葡萄酒饮用量为 (&&C&& -’ 日常饮用黄酒有 !#, 人
次"占饮酒总人次的 6C##h#!#,.$ &(D$"平均每日
黄酒 饮 用 量 为 #DDC,! -" 日 最 大 饮 用 黄 酒 量
为! (&&C&& -’

表 #"参与 $ Z 调查的饮酒人群饮料酒消费量统计

4OdQ[#"=P̂YWeIWSVYNg\PWS WJIWSVYN[eGWSQcgWgYQO\PWS

gOe\PIPgO\[Z PS $ ZOcVYef[c

食品
类别

人次#h$
消费量#-.Z$

均值 "(& ",( 最大值

高醇

低醇

合计

白酒 D(D ##DC&’$ !$DCE! !&&C&& $&&C&& ! &&&C&&

洋酒 $’ #!C!D$ !’6C(D !(&C&& $!#C(& D&&C&&

药酒 !’ #&C(#$ ,6C$D DEC(& #!#C(& #(&C&&

其他 # #&C&E$ !DEC(& ! ! #(&C&&

啤酒 ! D!E #(,C6#$ ’&6C!$ (&&C&& ! (&&C&& 6 &&&C&&

葡萄酒 !(& #6C,!$ !#EC## !&&C&& #6#C(& (&&C&&

黄酒 !#, #6C##$ #DDC,! #(&C&& E(&C&& ! (&&C&&

米酒 #6 #&CED$ !,!C’& !6(C&& 66’C’E ’&&C&&

果酒 #6 #&CED$ !6&C’, !&DC$$ $6#C(& $(&C&&

药酒 ! #&C&$$ ##&C&& ! ! ##&C&&

其他 ! #&C&$$ !(&C&& ! ! !(&C&&
$ &(D #!&&C&&$ 6$DC!# $6(C&& ! #&&C&& 6 &&&C&&

注%!为不进行计算

#C$"不同接触材料饮料酒的 )M和 J4
由表 $ 可见"消费者饮用玻璃包装酒平均每日

消费量最高"为 ’,6C$$ -.Z"其次为金属#带涂层$
罐装酒"为 ’’(CED -.Z’ 玻璃包装饮料酒中"消费者
饮用低醇饮料酒和高醇饮料酒的比例分别为 &CD&
和 &C#&"即消费者饮用的玻璃包装酒中"D&h是酒
精度低于 #&h rWQ的饮料酒" #&h是酒精度高于
#&h rWQ的饮料酒’

表 $"不同接触材料饮料酒的 )M和 J4
4OdQ[$")MOSZ J4WJJWWZ IWS\OI\NO\[ePOQYV[Z PS QP̂YWegOI/O-PS-

食品接触材料类型
平均消费量.#-.Z$

低醇 高醇 合计
)M

J4
低醇 高醇

玻璃 ((DC(E !$(CE’ ’,6C$$ &C#, &CD& &C#&

金属#带涂层$ ’’(CED &C&& ’’(CED &C#D !C&& &C&&

金属#不带涂层$ &C&& !(&C&& !(&C&& &C&’ &C&& !C&&

塑料 $($CD6 !(DC($ (!#C$E &C## &C’, &C$!

陶瓷 ##(C!D !#&C(& $6(C’D &C!( &C’( &C$(

$"讨论
本研究利用饮料酒的消费量调查数据"首次建

立了我国饮料酒接触材料的 )M和 J4’ 本研究构建
的食品接触材料暴露评估参数是基于消费者实际
消费的食品以及相应的食品接触材料计算获得"反
映的是实际消费状况’ 然而"由于数据是基于调
查"无法获得某些食品接触材料的具体信息"只按
照大类进行了划分’ 例如"全部聚合物相关材质均
归为塑料’ 然而"塑料大类下面可以细分为聚烯
烃(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聚碳酸酯(聚氯乙烯等
众多小类’ 由于缺乏塑料亚类的具体信息"本研究
只计算获得塑料的 )M和 J4"在计算某一种具体塑
料的暴露水平时"例如聚乙烯"会高估暴露量’

按照本研究的方法"可以获得中国居民消费的
其他各类食品#饮料(乳及乳制品(食用油(调味品(
糕点(焙烤食品等$的消费量以及相应的食品接触
材料"从而计算获得不同类型食品接触材料的 )M
和 J4"即塑料(玻璃(陶瓷等的 )M以及相应的 J4"从
而构建我国食品接触材料的暴露评估参数"用于食
品接触材料新品种的上市前审批和上市后的再
评估’

目前国际上已开展了暴露评估参数构建的相
关工作"如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M3<$网站上公布
了玻璃(金属#带涂层$(金属#不带涂层$等食品接
触材料的 )M和 J4

+ (, ’ 该 )M和 J4是基于企业申报
食品接触材料新品种提供的信息计算获得的 )M和
J4"而非基于消费者实际消费的食品计算获得

+ !&, ’
利用美国 M3<的 )M和 J4概念"爱尔兰针对 ( 9
!# 岁儿童进行了食品消费量调查"结合食品包装数
据库"获得了包装食品的消费量(某种类型食品接
触材料接触食品的概率以及 (9!# 岁儿童食品接触
材料的 )M和 J4

+ ’"!!, ’ 本研究获得的 )M和 J4"无法
直接和爱尔兰的研究结果进行比较"因为后者是 (9
!# 岁年龄段全部食品获得的 )M和 J4"而本研究仅
是针对饮料酒的食品接触材料评估参数’

本研究得到的饮料酒评估参数具有一定的不
确定性’ 本研究调查数据是基于 #&!$ 年中国 , 省
#市$居民饮料酒消费状况计算获得’ 由于社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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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发展等因素"居民的饮食习惯在过去 ( 年间可
能已经发生变化"因此调查中的关键数据如饮料酒
的种类(消费频率(消费量与( 年前相比较"可能存
在一定的差异’

#&!$ 年中国 , 省#市$居民饮料酒消费状况调
查并非针对我国饮料酒的 )M和 J4数据库构建开展
的专项调查"因此在应用调查数据时剔除了许多关
键变量缺失或不可用的调查数据"仅采用相关数据
完整并参与 $ Z 调查的被调查者的数据’ 建议在今
后开展食物消费量调查时"加强对食品名称(食品
种类(包装材料种类等信息的核实"确保调查数据
最大程度的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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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修订噻嗪酮等农药的最大残留限量

""#&!, 年 ! 月 #6 日!据欧盟官方公报消息!! 月 !D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欧盟法规"+?##&!,.,!!对欧盟议
会和理事会条例 "+)# 8W$,’.#&&( 中附件 ‘‘$‘‘‘和 r进行修订!修订噻嗪酮 " dYgeWJ[RPS #$除虫脲
"ZPJQYd[SRYeWS#$乙氧嘧磺隆"[\KWXcVYQJYeWS#$碘苯腈"PWXcSPQ#$禾草敌"NWQPSO\[#$啶氧菌酯" gPIWXcV\eWdPS#$
吡喃草酮"\[geOQWXcZPN#等多种农药在部分食品中的最大残留限量% 该法规自欧盟官方公报发布后 #& 日生
效!于 #&!, 年 D 月 !$ 日起实施% 修订后部分限量如下’

序号 农药名称 产品 最大残留限量."N-./-#
! 噻嗪酮 块根和块茎类蔬菜!果菜类 &C&!
# 除虫脲 块根和块茎类蔬菜!果菜类 &C&!
$ 乙氧嘧磺隆 木本坚果 &C&#
6 碘苯腈 块根和块茎类蔬菜!果菜类 &C&!
( 禾草敌 木本坚果!果菜类 &C&#
’ 啶氧菌酯 块根和块茎类蔬菜!果菜类 &C&!
E 吡喃草酮 糖料作物 &C&!

"""来源食品伙伴网!相关链接’K\\g’..S[TV%JWWZNO\[%S[\.#&!,.&!.(&6#D$%K\NQ#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