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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冯哲伟"女"主管医师"研究方向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9.@AB’!-,&>’,,>CDD%EF.

摘"要!目的"了解下城区居民主要食品中镉含量及居民膳食中镉暴露的风险" 方法"随机采集下城区 ## 类食

品进行镉含量检测!结合 $&&! 年下城区居民食物消费量调查数据!计算下城区居民膳食中镉的摄入量和安全限值
$XQ)%并进行风险评估" 结果",’4 份食品中镉的总检出率为 ’!7->f$(!40,’4%!总超标率为 (7!#f$440’!(%"

## 类食品中菌藻类的紫菜镉含量最高为 -74#& & ./01/" 下城区居民主要膳食中镉每月平均总暴露量为 #47’,4 ,

!/01/23!未超过镉暂定每月允许摄入量$$4 !/01/23%!XQ)6#!表明经膳食暴露镉的健康风险较低" 膳食中镉

暴露贡献率最高的 > 类食品分别为水产品$->7!’f%#菌藻类$#’7-$f%#大米$#(7-,f%" 虽然下城区居民水产品

和菌藻类的消费量很低!但因其镉污染严重!所以贡献率较高!为镉暴露高风险食品" 结论"下城区居民主要膳食

中镉暴露水平总体上安全!水产品和菌藻类为镉暴露高风险食品!需加强水产品和菌藻类食品可能污染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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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镉广泛应用于电镀工业*化学工业和核工业
等领域"通过废气*废液*废渣排入环境造成污染’

人体可以通过食物*水*空气和吸烟等多途径接触
镉"非职业暴露人群体内的镉主要来源为膳食摄
入 ( #) ’ 镉是生物体内一种非必需的元素"通过食

物链的传递能够在体内聚集且毒性较大"长期低
浓度暴露镉可造成肾小管病变*钙代谢异常"也具
有致癌*致畸作用"因此调查研究下城区主要膳食
中镉污染现状以及评估膳食中镉暴露的风险"为
确定高风险食品类别和人群*指导居民合理调整
膳食消费*保障居民健康提供科学依据具有重要
意义’

#"材料与方法
#7#"材料
#7#7#"样品来源与种类

按照 $&#>!$&#, 年浙江省食品污染物监测方
案要求"遵循随机采样原则选择下城区内超市*农
贸市场*批发市场及餐饮单位等场所"采集具有代
表性*典型性的样品’ 共采集包括谷类*蛋类*蔬
菜*水果*水产品等 ## 类 ,’4 份食品’
#7#7$"食物消费量调查方法

食物消费量数据来自 $&&! 年下城区食物消费
量调查"按照-$&&! 年中国居民营养与健康监测工
作手册.要求采取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的方法"在
下城区抽取 $-& 户家庭共 ’-’ 人# #& 岁及以上$ "

食物消费量用食物频率法收集过去一年内各种食
物消费频率及消费量"获取下城区 #& 岁及以上人

群日均食物消费数据’ 体格检查获得所有调查对
象的体重数据’
#7$"方法
#7$7#"食品中镉含量的测定与评价

按照 T24&&!7#4!$&#- -食品安全标准 食品
中镉的测定. ( $)中第一法#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

检测镉含量’ 未检出数值的比例低于 (&f时"以
&74 检出限#RQ;$计 ( >) ’

食品化学污染物的监测结果按 T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 ( -)

规定的镉限量标准判定"无镉限量值的类别不作
判定’
#7$7$"暴露评估方法

镉暴露评估采用点评估法计算某类食品中镉
的暴露量"然后累加得到 #& 岁及以上人群各类食品
的总暴露量"并计算各类别食品中镉的贡献率’ 公
式为%

A@!k&#某类食品平均日消费量i该类食品镉
测定的平均含量$i(i>&FIJ

式中%A@!指居民每月膳食镉暴露量"!/01/23&
IJ为参与膳食调查 #& 岁及以上居民的平均体
重"1/&(为加工因子"本研究未考虑食品加工过程
中镉含量的变化"取 (k#’ 使用食物日消费量的
!4& 和 !!4 计算人群镉平均摄入水平和高端摄入
水平’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0世界卫生组织 #+=Q0
3WQ$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O?:+=$修订的
镉暂定每月允许摄入量#*5XP$为 $4 !/01/23(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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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算 不 同 类 别 及 主 要 膳 食 中 镉 的 安 全 限 值
#XQ)$ ( () 并进行初步镉暴露风险评估%NOD k
!LNP0每月膳食镉暴露量"XQ)6# 表示镉对人体健
康风险可以接受"XQ)$# 表示镉对人体健康风险
较高"应该采取适当的风险管理措施’
#7>"统计学分析

用 )*)) $$7&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 镉的平均摄
入水平集中趋势用 !4& 表示"高端摄入水平用 !!4
表示"不同性别间摄入量差异比较采用 3ABEF̂FH 秩
和检验"!8&7&4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7#"食品中镉含量监测结果

本研究共监测 ## 类 ,’4 份食品样品"检出 (!4
份"总检出率为 ’!7->f"其中小麦粉*糕点*食用
菌*藻类检出率最高均为 #&&7&&f&按照 T2$’($!
$&#’ 进行评价"除奶类及其制品*糕点*藻类无国家
限量标准不作评价"总超标率为 (7!#f# 440’!($"
超标食品主要为水产品*食用菌*蔬菜和大米"超标
率分别为 #>7’’f#4&0>(>$*!74$f#$0$#$*$7--f
##0-#$*$7#’f#$0!$$’ 镉含量最高的食品为紫菜
#-74#& & ./01/$"见表 #’

表 #"下城区主要食品中镉含量监测结果
5@_BK#")U‘aKABB@HEK‘KGUBLGFJE@Z.AU.EFHLKHLGAH .@AH JFFZ AH YA@ENKH/

食品种类
检出率
0f

超标率
0f

均值
0#./01/$

!4&
0#./01/$

!!&
0#./01/$

最小值
0#./01/$

最大值
0#./01/$

限量值
0#./01/$

大米 !-74’ #,’0!$$ $7#’ #$0!$$ &7&>> ! &7&## & &7&,4 ( 8&7&&& 4 &7(4& & &7$

小麦粉 #&&7&& #$>0$>$ &7&& #&0$>$ &7&#- ’ &7&#- & &7&$# $ &7&&4 4 &7&$4 , &7#

其他谷物 ,$7’( #$-0$!$ &7&& #&0$!$ &7&#& ’ &7&&$ ’ &7&>> & 8&7&&& 4 &7&>4 & &7#

豆类及其制品 ’#7-> ##&0#-$ &7&& #&0#-$ &7&&! ’ &7&&- > &7&>’ ( 8&7&&& 4 &7&-$ ! &7$

奶类及其制品 47-# #$0>’$ ! &7&&& $ &7&&& $ &7&&& 4 8&7&&& # &7&&$ & !

禽畜肉 -47-4 #$4044$ &7&& #&044$ &7&#! & &7&&& 4 &7&-! - 8&7&&& > &7>-& & &7#d&74

水果 4’7!, #(!0##!$ &7&& #&0##!$ &7&&$ $ &7&&& , &7&&( & 8&7&&& > &7&$$ & &7&4

蔬菜 !47#$ #>!0-#$ $7-- ##0-#$ &7&#, $ &7&&! & &7&>( ! 8&7&&& 4 &7#!$ & &7&4d&7$

水产品 ,!7,# #>$(0>(>$ #>7’’ #4&0>(>$ &7$>- 4 &7&$! ! &7’’( $ 8&7&&& > >7’’& & &7#d&74

蛋类 4(74$ ##>0$>$ &7&& #&0$>$ &7&&# - &7&&& , &7&&> ! 8&7&&& > &7&&- 4 &7&4

坚果 ,’74& ##-0#($ &7&& #&0#($ &7&4, ! &7&## ’ &7$>$ & 8&7&&& 4 &7$’- & &74

糕点 #&&7&& #$-0$-$ ! &7&## ’ &7&#& > &7&$$ 4 &7&&> 4 &7&$- 4 !

食用菌 #&&7&& #$#0$#$ !74$ #$0$#$ &7#,( 4 &7&,’ ’ &7’#& & &7&&# , #7>&& & &7$d&74

藻类 #&&7&& ##,0#,$ ! #7-#> # &7,44 & -7#-# & &7&’# # -74#& & !

合计 ’!7-> #(!40,’4$ (7!# #440’!($ &7#>! # &7&&’ 4 &7$$# ( &7&&& & -74#& & !

注%!表示无国家限量标准

$7$"居民食物消费量
$&&!年下城区食物消费量调查数据显示%下城区

居民膳食消费消费量前三位分别是蔬菜#$>>7>4 /0Z$*

大米 # #’,7-- /0Z$ 和水果 # #’47-$ /0Z$"而坚果
#!7-’ /0Z$和其他谷物#’74$ /0Z$消费量较低"见表 $’

表 $"$&&! 年下城区居民食物消费量

5@_BK$"+FFZ EFHGU.]LAFH FJ/KHK‘@B]F]UB@LAFH AH YA@ENKH/

AH $&&!

食品种类
均值
0#/0Z$

消费比例
0f

!4&
0#/0Z$

!!4
0#/0Z$

最大值
0#/0Z$

大米 #’,7-- #(7!- #4&7&& >&&7&& (&&7&&
小麦粉 >!7’$ >7’’ $,74’ #&&7&& >4&7&&
其他谷物 ’74$ &7’# &7,$ $,74’ #4&7&&
豆类及其制品 4$7>- -7!’ ->7!4 ##-7$! >-$7,(
奶类及其制品 #$$7,( ##7(( #&(7(’ >#47$! # &&&7&&
禽畜肉 !,7’4 !7>, ,’7&, $&(7&& # &4$7&4
水果 #’47-$ #(7(4 #4$7-’ >,!74$ # 4’#7->
蔬菜 $>>7>4 $$7#( $&&7&& 4&&7&& # &&&7&&
水产品 ’$7(( (7!& 4’7,( #’#7-> ,(’7#-
蛋类 >(7’’ >7-! $,74’ #&&7&& >&&7&&
坚果 !7-’ &7!& >7>> -$7,( $#-7$!
糕点 #>7$4 #7$( ’7-$ ->7(& #&’7-$
菌藻类 #$7’# #7$# ’7#- -$7,( -’#7->

$7>"居民膳食中镉暴露风险评估
本研究根据污染物监测数据的分布和 +=Q0

3WQ的建议 ( ’) "使用镉含量的平均值结合 $&&! 年
下城区居民食物消费量数据及 *5XP值进行膳食中
镉暴露评估’ 根据 ’-’ 名居民体重计算得出%23k

4,7(- 1/’ 结果显示%居民主要膳食中镉每月平均
暴 露 量 为 #47’,4 , !/01/23" 未 超 过 *5XP
#$4 !/01/23$"XQ) 为 #74,’ 下城区居民膳食中
镉的 主 要 来 源 为 水 产 品 # ->7!’f$* 菌 藻 类
##’7-$f$*大米##(7-,f$和蔬菜###7,&f$"占总
暴露量的 ,!7(’f"见表 >’
$7-"不同人群膳食中镉摄入量

针对不同性别分组进行人群主要膳食中镉暴露
风险评估"由于食物消费量及群体间平均体重#23$
不同"不同性别每月镉平均暴露量有所不同’ 男*女
每月镉 XQ)6#"女性每月镉平均暴露量 ##(7’(( ,
!/01/23$略高于男性##47>>4 ! !/01/23$"差异
有统计学意义#!8&7&4$"见表 -’ 高端暴露#!!4 食
物消费量$人群每月镉暴露量为 4$74>$ # !/01/23"



杭州市下城区居民主要膳食中镉暴露评估!!!冯哲伟"等 !#(4"" !

""""表 >"下城区居民主要膳食中镉暴露风险评估

5@_BK>"<AG1 @GGKGG.KHLFJZAKL@‘IE@Z.AU.K̂]FGU‘KJ‘F.

.@MF‘JFFZG_I‘KGAZKHLGAH YA@ENKH/

食品种类
膳食平
均消费量
0#/0Z$

镉含量
均值

0#./01/$

每月镉平
均暴露量

0#!/01/23$

贡献率
0f

XQ)

大米 #4&7&& &7&>> ! $7(&# 4 #(7-, !7(#

小麦粉 $,74’ &7&#- ’ &7$#- ! #7>( ##(7>(

其他谷物 &7,$ &7&#& ’ &7&&- 4 &7&> 4 4(!7-!

豆类及其制品 ->7!4 &7&&! ’ &7$#, # #7>, ##-7(>

奶类及其制品 #&(7(’ &7&&& $ &7&#& ! &7&’ #$ $!&744

禽畜肉 ,’7&, &7&#! & &7,-( - 47>( $!74-

水果 #4$7-’ &7&&$ $ &7#’# ( #7&! #-47(,

蔬菜 $&&7&& &7&#, $ #7,($ $ ##7,& #>7-$

水产品 4’7,( &7$>- 4 (7!-# - ->7!’ >7(&

蛋类 $,74’ &7&&# - &7&$& 4 &7#> # $$#7’>

坚果 >7>> &7&4, ! &7#&& > &7(- $-!7#4

糕点 ’7-$ &7&## ’ &7&-- - &7$, 4($7,!

菌藻类 ’7#- &7’4$ ( $7’-! # #’7-$ !7&!

合计 ! ! #47’,4 , #&&7&& #74,

注%!为该项不进行合计

表 -"下城区不同人群主要膳食中镉暴露风险评估

5@_BK-"<AG1 @GGKGG.KHLFJZAKL@‘IE@Z.AU.K̂]FGU‘K

J‘F..@MF‘JFFZG_I‘KGAZKHLGAH ZAJJK‘KHL]F]UB@LAFH

/‘FU]GAH YA@ENKH/

类别 人数
体重
01/

暴露量0#!/01/23$ XQ)
!4& !!4 !4& !!4

男 >&( (>74& #47>>4 ! 4&7$(! ! #7(> &74&

女 --# 447$’ #(7’(( , 4>7’$# ’ #7-! &7-’

合计 ’-’ 4,7(- #47’!( , 4$74>$ # #74, &7-,

XQ) 为 &7-,’

>"讨论
下城区居民主要膳食中镉每月平均暴露量为

#47’,4 , !/01/23"未超过 *5XP#$4 !/01/23$"
XQ)6#"表明经膳食摄入的镉对人群健康造成的风
险处于可接受水平’ 研究结果低于王玲莉等 ( ,)对
杭州市居民主要膳食中镉暴露评估结果 # $$7>#
!/01/23$’ 居民膳食中镉的主要来源为水产品*
菌藻类*大米和蔬菜"占总暴露量的 ,!7(’f’ $&&&
年中国总膳食研究中谷类*蔬菜和水产品提供了
,&f的镉暴露量 ( !) "$&&!!$&#& 年浙江省膳食中镉
来源的前 > 位为谷类*蔬菜和豆类#共 (,7,f$ ( #&) "
$&## 年杭州市膳食中镉最主要的来源是谷类*蔬菜
和水产品 ( ,) ’ 居民膳食中镉的暴露量与食物消费
量有关"我国居民谷类*蔬菜消费量较高"因此是多
地区膳食中镉的主要来源’ 居民膳食中镉的暴露
量与食物中镉含量也密切相关"水产品*菌藻类消
费量虽低"但是食物中镉含量却远高于粮谷蔬果等
食物"两者膳食中镉贡献率分别高达 ->7!’f*
#’7-$f"远远高于两者的食物消费量占比#(7!&f*
#7$#f$&下城区水产品中镉含量均值 # &7$>- 4

./01/$与 $&&& 年全国水产品中镉含量均值#&7$$’

./01/$ ( !)类似"浙江省是沿海省份水产品消费量
高"下城区水产品消费量#’$7(( /0Z$与浙江内陆城
市水产品消费量#’!7& /0Z$ ( #&)类似"但是高于北京
#$&7$ /0Z$ ( ##)等其他非沿海地区"导致下城区水产
品中镉贡献率高于其他地区(!9##) ’ 镉含量最高的食
品为紫菜#-74#& & ./01/$"藻类中镉含量均值高达
#7-#> # ./01/"略低于广东省海带中镉含量水平
##7,>& & ./01/$ (#$)却远高于其他食品"应引起重视’

下城区高端暴露人群月镉暴露量为 4$74>$ #
!/01/23"是 *5XP限值的 $7# 倍"提示辖区一部分
特定消费模式的居民膳食中镉暴露健康风险高’ 该
暴露水平略低于杭州市高端暴露量人群的月镉暴露
量#(#7-- !/01/23$ (,) "远高于浙江省三地区 !!’74

食物消费量人群的月镉暴露量##47’ !/01/23$ (#&) ’

该差异与浙江省三地区食品中镉含量数据来源 ( #&)

和杭州市 ( ,) *下城区不同有关"前者模拟当地居民
烹饪习惯对食品进行加工后监测"后两者未考虑’
不同性别间单位体重膳食中镉暴露量差异不大’
下城区居民水产品中镉的高端暴露量已高达 *5XP
限值的 &7,$ 倍"提示居民食物应多样化"减少镉暴
露高风险食品的摄入量"降低膳食中镉暴露风险’

下城区大米和蔬菜因为其消费量高导致膳食
中镉贡献率高"两类食品中镉含量均值和中位数均
远低于国标限值"部分大米镉含量超标的原因是植
物中镉含量主要受土壤*灌溉水源及空气中镉含量
的影响’ 菌藻类和水产品味道鲜美*营养价值高"

虽然 $&&! 年消费量低却是当前老百姓餐桌上常见
的食物’ 食用菌特别是香菇对镉有超富集作用"而
一定浓度的镉盐能加速食用菌的生长速度"不法商
贩或为谋求利益而非法添加’ 海藻有富集镉的生
物特性"在海水受到镉污染时因其结构特殊能富集
较多镉"而我国目前尚无相关限量标准"无法对市
售食用藻类食品中镉含量进行监管’ 水产品中镉
含量超标样品主要为梭子蟹"甲壳类常穴居泥沙底
部等镉浓度较高的区域"在生长环境受到污染时会
加速对镉的富集作用’

本次评估存结果在不确定性’ 评估使用 $&&!
年下城区食物消费量数据"数据的时效性存在一定
局限"不能很好反映现阶段人群的膳食消费数量’
研究针对 ## 类主要食品进行评估"并未涵盖全部经
口食品"未考虑食品加工过程中镉浓度的变化"部
分食品监测样品量小会导致结果置信区间较大"以
上均会导致评估结果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评估
时未考虑个体年龄及膳食消费模式差异"暴露数据
会存在偏倚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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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环境中的镉可通过多种途径进入
人体"丁鸿 ( #>)对广东江门地区镉风险评估结果显
示膳食暴露占居民环境镉暴露的 !!7!-f"可认为
人群膳食中镉暴露量大致相当于其环境中镉暴露
总量’ 镉对人体的损害是不可逆的"应密切关注
食品中镉污染问题’ 为降低居民膳食中镉的暴露
水平"相关部门应完善相关标准*加强食品安全监
管及风险预警"打击不法分子"防止超标食品流入
市场"保护环境从根源上控制镉污染’ 今后应继
续加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更新居民膳食调查*增
加菌藻类等镉贡献率大样品量较小的食品类别监
测以及模拟当地居民烹饪习惯对食品进行加工后
监测食品中镉污染水平"为风险评估提供更科学*
准确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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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发布-食品中罗丹明 2的测定.
等 >项食品补充检验方法的公告

%$&#! 年 第 ! 号&

""按照+食品补充检验方法工作规定,有关要求!+食品中罗丹明 2的测定, +食用植物油中苯残留量的测
定,+鳕鱼及其制品中裸盖鱼#油鱼和南极犬牙鱼源性成分检测,> 项食品补充检验方法已经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批准!现予发布"

特此公告"

附件’#7食品中罗丹明 2的测定$2O) $&#!&4%
$7食用植物油中苯残留量的测定$2O) $&#!&(%
>7鳕鱼及其制品中裸盖鱼#油鱼和南极犬牙鱼源性成分检测$2O) $&#!&’%

市场监管总局

二〇一九年三月六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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