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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西省居民膳食中山梨酸及其钾盐暴露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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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评估江西省居民膳食中山梨酸及其钾盐的暴露水平和潜在健康风险’ 方法$利用 &%!&*&%!, 年

江西省食品中山梨酸及其钾盐含量数据!&%!, 年江西省居民食物消费量调查数据&采用简单分布评估法计算江西

省居民膳食中山梨酸及其钾盐的暴露水平&并进行健康风险评估’ 结果$江西省居民膳食中山梨酸及其钾盐每日

平均暴露量及每日高暴露量"!"#%分别为 %>%-! 和 %>%+# /6?L6M̂ &分别占暂定组每日允许摄入量"(ZX&- /6?L6

M̂ %的 !>%-g和 &>+-g’ 西式糕点!大米制品!熟肉制品是江西省居民膳食中山梨酸及其钾盐暴露的主要来源&贡

献率达到总膳食暴露量的 ]#g以上’ 如果严格执行 \M&],%*&%!)+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

关于山梨酸及其钾盐限量规定&江西省居民膳食中山梨酸及其钾盐每日平均暴露量和每日高暴露量分别下降
&#>]gb)">#g和 !)>#gb&]>"g&西式糕点!果蔬汁类饮料!新型豆制品则成为膳食中山梨酸及其钾盐暴露的主要

来源’ 结论$目前江西省居民膳食中山梨酸及其钾盐暴露量对人群健康造成的风险较低&处于可接受水平&但仍

有部分暴露来源于食品添加剂滥用&需要关注’

关键词!山梨酸( 山梨酸钾( 风险评估( 简单分布评估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4;849@;&%!">%->%!#



!&,,$$ !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DWXE.J.CYB’E(AYHHYYZW[\X.E. &%!" 年第 -! 卷第 - 期

!,&*/+4 &D=().+&/))&))’&0*(3)(+6,7/7,1/01=(*/)),.’)(+6/*&(3+&),1&0*),0K,/0-D,@+(>,07&
‘.E\A101!% [YE\A156&% TX(YT10F&% AXB‘@0FO156&% ZXE\J@<56!%

AXBD@<56U<1!% DW.E\W314105!% JYE\[05&

"!>C1056V1SGFP158<D<5=<G9FGZ1:<0:<DF5=GF205I SG<P<5=1F5% C1056V1E058@056--%%&"% D@150(
&>D@150E0=1F502D<5=<G9FGHFFI J09<=K’1:L (::<::/<5=% M<14156!%%%&&% D@150#

56)*+/7*$ "6A&7*,>&$NF<P0230=<I1<=0GK<VOF:3G<F9:FGQ18081I 05I OF=0::13/:FGQ0=<05I =@<1GOF=<5=102@<02=@ G1:L:
F9G<:1I<5=:15 C1056V1SGFP158<;B&*%(1)$N@<8F58<5=G0=1F5 I0=0F9:FGQ18081I F9&+ L15I:F99FFI:U<G<FQ=015<I 9GF/

9FFI :09<=K/F51=FG15615 C1056V1SGFP158<15 &%!&*&%!,;N@<9FFI 8F5:3/O=1F5 I0=0U<G<FQ=015<I 9GF/9FFI 8F5:3/O=1F5

:3GP<K15 C1056V1SGFP158<15 &%!,;M0:<I F5 =@<I<=<G/151:=180::<::/<5=/FI<2% =@<I1<=0GK<VOF:3G<F9:FGQ18081I 05I

OF=0::13/:FGQ0=<F9G<:1I<5=:15 C1056V1SGFP158<U0:8028320=<I;:&).2*)$N@<0P<G06<I1<=0GK<VOF:3G<F9:FGQ18081I 05I

OF=0::13/:FGQ0=<U0:%>%-! /6?L6M̂ O<GI0K% F52K088F35=1569FG!>%-g F9088<O=0Q2<I012K15=0L<"(ZX#;N@<20G6<

OFG=1F5 <VOF:3G<"!"## F9:FGQ18081I 05I OF=0::13/:FGQ0=<U0:%>%+# /6?L6M̂ O<GI0K% F52K088F35=1569FG&>+-g F9

(ZX;X=U0:15I180=<I =@0==@</015 I1<=0GK:F3G8<:F9:FGQ18081I U<G<80L<:% G18<OGFI38=:05I 8FFL<I /<0=OGFI38=:%

U@18@ U<G<8F5=G1Q3=<I /FG<=@05 ]#g F9=F=02I1<=0GK<VOF:3G<F9:FGQ18081I 05I OF=0::13/:FGQ0=<;X9=@<0OO2180=1F5 F9

:FGQ18081I 05I OF=0::13/:FGQ0=<15 9FFI 9F22FU<I @%3,)’%9O))= 7%;&3673%’=%$= ;)$O))= B==,3,4&P(&"\M&],%*&%!)#%

=@<0P<G06<<VOF:3G<UF32I I<8G<0:<QK&#>]g*)">#g% !"# <VOF:3G<UF32I I<8G<0:<QK!)>#g*&]>"g;D0L<:% 9G31=FG

P<6<=0Q2<4318<:05I 5<U:FKQ<05 OGFI38=:U<G<=@</015 I1<=0GK:F3G8<:F9:FGQ18081I 05I OF=0::13/:FGQ0=<;C(072.),(0

$X=:366<:=<I =@0==@<OF=<5=102@<02=@ G1:L:803:<I QKI1<=0GK<VOF:3G<=F:FGQ18081I 05I OF=0::13/:FGQ0=<F9G<:1I<5=:15

C1056V1SGFP158<U0:0=05 088<O=0Q2<2<P<2% Q3==@<0Q3:<F99FFI 0II1=1P<:5<<I<I =FQ<8F58<G5<I;

8&4 9(+1)$ JFGQ18081I( OF=0::13/:FGQ0=<( G1:L 0::<::/<5=( :1/O2<I1:=G1Q3=1F5 /FI<2

$$山梨酸 ":FGQ18081I# 和山梨酸钾 " OF=0::13/
:FGQ0=<#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H(Y?
^WY#推荐使用的防腐剂%具有较高的抗菌性能,
山梨酸及其钾盐已广泛用于食品)食品接触材料)
烟草)医药)化妆品)农产品)宠物家禽饲料等行业
中, 高璐等 * !+研究认为食物是人体暴露山梨酸的
最主要来源, !"]) 年 H(Y?̂ WY食品添加剂联合
专家委员会"C.DH(#依据动物慢性毒性试验和致癌
试验制定了山梨酸及其盐的健康指导值%即组每日
允许摄入量 "6GF3O (ZX# 为 % b&# /6?L6M̂ * &+ ,
&%!# 年欧洲食品安全局".HJ(#对山梨酸及其盐进
行了重新评估%基于大鼠两代生殖毒性试验%将健
康指导值修订为暂定组(ZX值 - /6?L6M̂ %更高剂
量可能会出现平均窝仔体质量降低%H! 胎鼠功能发
育迟缓%雄性 H& 胎鼠肛门生殖器距离缩短 * -+ ,

我国 \M&],%!&%!)-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添加剂使用标准. * )+规定了相关食品中山梨酸及其
钾盐的限量规定%最大使用量"以山梨酸计#不超过
&>% 6?L6%&%!, 年我国又批准山梨酸钾扩大使用范
围, 此外%近几年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结果 * #+显
示%部分食品中山梨酸及其钾盐添加剂超量及超范
围滥用现象严重%其安全性越来越引起社会的广泛
关注, 本研究利用 &%!&!&%!, 年江西省主要食品
中山梨酸及其钾盐含量数据%结合 &%!, 年江西省居
民食物消费状况调查数据%评估江西省居民膳食中
山梨酸及其钾盐的暴露风险%从而为该物质的管理

和合理消费建议提供科学数据,

!$资料与方法
!>!$数据来源

山梨酸及其钾盐含量数据来自 &%!&!&%!, 年
江西省食品安全监测和抽检数据 "共 & ,"! 条 # %
食物样品采集自各市县居民的主要购买场所%包
括农贸或批发市场)商场超市)食品商店)酒店)快
餐店等%依据我国 \M&],%!&%!) 中食品分类系
统分为 &+ 类, 食物消费量数据来自 &%!, 年江西
省居民食物消费量调查%此调查采用多阶段分层
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通过连续 - I &) @ 回顾法调
查%获得 & %)) 名 - 岁及以上个体的食物消费量数
据和体重数据,
!>&$方法
!>&>!$食品中山梨酸含量检测方法及数据处理

食品中山梨酸及其钾盐 "以山梨酸计#检测方
法采用 \M?N&-)"#!&%%"-食品中苯甲酸)山梨酸
和糖 精 钠 的 测 定 高 效 液 相 色 谱 法 . * ,+ ) \M?N
#%%">&"!&%%--食品中山梨酸)苯甲酸的测定. * ]+ )
\M&!]%-!&%!%-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和乳制品中
苯甲酸和山梨酸的测定. * ++进行, 按照 ^WY全球
环境监测系统?食品污染监测与评估规划 "\.RJ?
HYYZ#第二次会议关于&食品中低水平污染物可信
评价’中对未检出数据的处理原则 * "+ %为保守估计
暴露量%所有低于检出限"AYZ#的数据采用 AYZ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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替代,
!>&>&$暴露评估方法

以 &%!, 年江西省居民食物消费量调查中被调
查个体的实际食物消费量和体重数据为基础%结合
可能含山梨酸及其钾盐添加剂主要食品中的山梨
酸含量均值%采用简单分布模型"确定性评估#的方
法%计算每个个体每天每千克体重山梨酸及其钾盐
的暴露量%计算公式为$

>*8Q&
’

,Q!

"O,R.,#
0

式中$>*8为某个体每天每千克体重山梨酸及其钾
盐的暴露量%!6?L6M̂ (O,为某个体第 ,种食物的
消费量%6?I(.,为第 ,种食物中山梨酸的平均浓度%
/6?L6(0为相应个体的体重%L6,

在得到个体通过各类食物摄入总山梨酸及其
钾盐量的基础上%最终可获得所有被调查者山梨酸
及其钾盐暴露量的频数分布%并可计算全人群及不
同性别*年龄组人群膳食中山梨酸及其钾盐暴露量
的平均值)暴露量的不同百分位数值, 本研究仅对
- 岁及以上人群进行膳食中山梨酸及其钾盐暴露评
估%并根据人群能量摄入量)消费模式以及山梨酸
及其钾盐的危害特征将人群分为 + 个性别*年龄组$

-b, 岁"不分性别#)]b!& 岁"不分性别#)!-b!] 岁
"男)女#)!+b,# 岁"男)女#及 ,# 岁以上"男)女#,
!>&>-$健康指导值的确定

.HJ(于 &%!# 年基于大鼠两代生殖毒性试验%
采用 !%% 倍不确定系数制定山梨酸暂定组 (ZX值
"- /6?L6M̂ #%本次评估基于保守原则使用该健康
指导值进行评估,
!>-$统计学分析

利用 JSJJ !,>% 统计软件%对数据资料进行整
理和分析描述,

&$结果
&>!$各类食品中山梨酸含量分析

各类食品中山梨酸检出率范围为 %>%%gb
")>-]g%总检出率为 !+>]-g"#%)?& ,"!#%其中面
包和风干)烘干)压干等水产品的检出率最低
"%>%%g#%果冻的检出率最高 " ")>-]g% ,]?]! #,
各类食品中山梨酸平均含量为 ,%>#& /6?L6%中位
数为 &">&% /6?L6%其中西式糕点中山梨酸含量最
高%平均含量为 #)]>,, /6?L6%其次为果冻)蛋制品
"改变其物理性状#和蜜饯凉果%平均含量分别为
!])>%!)!)->&% 和 !!#>-# /6?L6%见表 !,

表 !$各类食品中山梨酸含量分析

N0Q2<!$(502K:1:F9:FGQ18081I 8F58<5=G0=1F5 2<P<2:15 9FFI

食品类别 样品份数 检出份数 检出率?g
山梨酸含量?"/6?L6#

均值 !#% !"#
果冻 ]! ,] ")>-] !])>%! &%%>%% -#&>%%
蜜饯凉果 !!) +& ]!>"- !!#>-# +%>%% )%%>%%
蛋制品"改变其物理性状# ] - ! !)->&% !%%>%% !
西式糕点 -] &# ,]>#] #)]>,, )%%>%% ! +"%>%%
葡萄酒 #! &" #,>+, ]%>]& #>%% &+]>%%
腌渍的蔬菜 !!" #& )->]% ])>,& !>&% )%%>%%
乳酸菌饮料 &+ !& )&>+, ]->), ->!% &])>"+
果蔬汁类饮料 &%, ]# -,>)! ,+>,% !>,% &#,>#%
预制肉制品"调理肉制品# )% !) -#>%% #>"& !>&% &)>%)
新型豆制品 !! - &]>&] #%>"+ !>&% -%%>%%
肉灌肠类 ," !+ &,>%" ,,>,) #>%% #)%>#%
茶)咖啡)植物类饮料 #& !! &!>!# #%>,, !>&% -"%>#!
碳酸饮料 &) # &%>+- -)>)! !>,% &%%>%%
月饼 )! , !)>,- #]>&% !>&% #+%>%%
中式糕点 -#) )" !->+) &]>,] !>&% &%%>%%
方便面 + ! ! !>]# !>%% !
熟制水产品"可直接食用# -! - ">,+ )">)! !>%% ,,%>%%
蛋白饮料 #] # +>]] !+>-] !>%% &%%>%%
熟肉制品 )-& -! ]>!+ !)>,& !>&% !)>-&
发酵酒 -% & ,>,] !]>,) !>%% &)#>%%
加工食用菌和藻类 !] ! #>++ !+>]- !>&% -%%>%%
除胶基糖果以外的其他糖果 #% & )>%% ->#] !>&% !!>"!
再制蛋"不改变物理性状# !)] - &>%) &>)% !>&% !>&%
固体饮料 !"% & !>%# !>&+ !>%% !>&%
大米制品 &++ & %>," !>)% !>&% !>&%
巴氏杀菌乳)灭菌乳和调制乳 !]# ! %>#] &>%! !>%% !>%%
面包 && % %>%% !>!# !>&% !>&%
风干)烘干)压干等水产品 &% % %>%% !>%+ !>%% !>+%
合计 & ,"! #%) !+>]- ,%>#& &">&% &+">]+

注$!表示该项不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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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山梨酸食品的消费量数据分析
各类食品中江西省居民食用率"食用某类食品

的人数占总人数的比例#范围为 %>%#gb]">+)g%

其中大 米制品食用 率最 高% 且 平均 消 费 量 达
!,->&- 6?I%其次是巴氏杀菌乳)灭菌乳和调制乳
"!->%+ 6?I#%见表 &,

表 &$各类食品每日消费量分析"’i& %))#

N0Q2<&$(502K:1:F9I012K8F5:3/O=1F5 F99FFI

食品类别 食用人数 食用率?g
食物消费量?"6?I#

均值 !#% !"# !"]># !"" 最大值
果冻 , %>&" %>%" %>%% %>%% %>%% %>%% ,,>,]

蜜饯凉果 !& %>#" %>!% %>%% %>%% %>%% %>%% -->--

蛋制品"改变其物理性状# !- %>,) %>!! %>%% %>%% %>%% %>%% #%>%%

西式糕点 ,, ->&- !>!, %>%% %>%% &!>,] )%>%% !%,>%%

葡萄酒 ) %>&% %>%+ %>%% %>%% %>%% %>%% ,,>,]

腌渍的蔬菜 -% !>)] %>&& %>%% %>%% %>%% !->-- -->--

乳酸菌饮料 ! %>%# %>%# %>%% %>%% %>%% %>%% !%%>%%

果蔬汁类饮料 #) &>,) !>%! %>%% %>%% !,>,] &#>%% !+,>,]

预制肉制品"调理肉制品# ) %>&% %>%- %>%% %>%% %>%% %>%% !,>,]

新型豆制品 ,& ->%- !>%" %>%% %>%% &,>), )%>%% "->--

肉灌肠类 " %>)) %>!& %>%% %>%% %>%% %>%% -->--

茶)咖啡)植物类饮料 , %>&" %>)& %>%% %>%% %>%% %>%% --->--

碳酸饮料 & %>!% %>!% %>%% %>%% %>%% %>%% !-->--

月饼 & %>!% %>%& %>%% %>%% %>%% %>%% &,>%%

中式糕点 +- )>%, !>%& %>%% %>%% !,>,] -->-- ++>--

方便面 !!% #>-+ !>]# %>%% !->-- &+>-- )&>]- !,,>,]

熟制水产品"可直接食用# )] &>-% %>+# %>%% %>%% %>%% -->-- !%%>%%

蛋白饮料 !+ %>++ !>)" %>%% %>%% %>%% %>%% ! ,,,>,]

熟肉制品 ),# &&>]# ">&# %>%% #,>,] ,,>,] "->-- &#%>%%

发酵酒 !# %>]- %>&# %>%% %>%% %>%% %>%% ,,>,]

加工食用菌和藻类 !]# +>#, !>"# %>%% !)>#+ &,>,] -#>!] !!,>,]

除胶基糖果以外的其他糖果 , %>&" %>%# %>%% %>%% %>%% %>%% &+>--

再制蛋"不改变物理性状# ] %>-) %>%" %>%% %>%% %>%% %>%% -->--

固体饮料 !# %>]- %>!+ %>%% %>%% %>%% %>%% )->--

大米制品 ! ,-& ]">+) !,->&- !-->-- )!&>"& )"#>#+ ,%%>%% ! ]-,>,]

巴氏杀菌乳)灭菌乳和调制乳 &]" !->,# !->%+ %>%% +->-- !#%>%% !,,>,] &#->--

面包 !-, ,>,# &>)] %>%% &!>,] -+>!- #->-- !)%>%%

风干)烘干)压干等水产品 ] %>-) %>!- %>%% %>%% %>%% %>%% +->--

&>-$江西省全人群及不同性别*年龄组人群膳食中
山梨酸及其钾盐暴露量

暴露评估结果显示%江西省全人群膳食中山梨
酸及其钾盐每日平均暴露量为 %>%-! /6?L6M̂ %占
暂定组 (ZX的 !>%-g%且膳食中山梨酸及其钾盐暴
露量呈现随年龄减小而增高的趋势%其中 -b, 岁年
龄组山梨酸及其钾盐暴露量最高%每日平均暴露量
为 %>!#, /6?L6M̂ %占暂定组 (ZX的 #>&%g(]b!&

岁年龄组每日平均暴露量为 %>%"] /6?L6M̂ %占暂
定组 (ZX的 ->&-g(!-b!] 岁年龄组女性每日平均
暴露量是男性的 !>)# 倍%!+b,# 岁年龄组女性每日
平均暴露量是男性的 !>&+ 倍%而q,# 岁年龄组男性
膳食中山梨酸及其钾盐每日平均暴露量是女性的
!>&] 倍%但性别间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q%>%##,

全人群山梨酸及其钾盐每日高暴露量 "!"# # 为
%>%+# /6?L6M̂ %占暂定组 (ZX的 &>+-g(各性别*

年龄组人群山梨酸及其钾盐每日高暴露量"!"##范
围为 %>%)! b%>"+# /6?L6M̂ %占暂定组 (ZX的

!>-]gb-&>+-g, 全人群膳食中山梨酸及其钾盐每
日暴露量最大值为 !>+#] /6?L6M̂ %占暂定组 (ZX

的 ,!>"%g"见表 -#,
&>)$严格执行限量标准对江西省居民膳食中山梨
酸及其钾盐暴露量的影响

如果严格执行我国现行食品中山梨酸及其钾
盐允许使用限量标准%即禁止山梨酸及其钾盐超范
围使用的食品在市场上流通%并假设山梨酸残留量
超标食品全部由合格食品取代%则江西省居民膳食
中山梨酸及其钾盐每日平均暴露量)每日高暴露量
"!"##)暴露量最大值下降幅度范围分别为 &#>]g
b)">#g)!)>#gb&]>"g)#>-gb&&>]g"见表 )#,
&>#$江西省居民膳食中山梨酸及其钾盐暴露的各
类食品贡献率

本次评估中各类食品对江西省居民膳食中山
梨酸及其钾盐暴露的贡献率见图 !, 西式糕点对江
西省 居 民 膳 食 中 山 梨 酸 及 其 钾 盐 贡 献 率 为
#)>&&g%远高于其他类别食品%其次为大米制品"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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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各性别*年龄组人群膳食中山梨酸及其钾盐暴露量
N0Q2<-$Z1<=0GK<VOF:3G<F9:FGQ18081I 05I OF=0::13/:FGQ0=<15 I199<G<5=06<*:<V6GF3O:

分组 人数
暴露量?"/6?L6M̂ #

均值 !#% !"# !"]># !"" 最大值
-b, 岁 "% %>!#, %>%!# %>"+# !>]-- !>+#] !>+#]
]b!& 岁 !%, %>%"] %>%!- %>,,! %>""& !>,!, !>,-+
!-b!] 岁男 -+ %>%-+ %>%%" %>-%) %>,&# %>,&# %>,&#
!-b!] 岁女 -- %>%## %>%!! %>)## %>)"+ %>)"+ %>)"+
!+b,# 岁男 ]## %>%!+ %>%%] %>%#! %>!-" %>-#) %>#]%
!+b,# 岁女 ]"- %>%&- %>%%+ %>%]! %>&!, %>-+- !>%)!
q,# 岁男 !&& %>%!) %>%%] %>%)- %>%,- %>&"+ %>-,]
q,# 岁女 !%] %>%!! %>%%+ %>%)! %>%#, %>%+" %>%"!

全人群 & %)) %>%-! %>%%+ %>%+# %>&+" %>#+& !>+#]

表 )$严格执行山梨酸及其钾盐限量标准对江西省居民膳食中山梨酸及其钾盐暴露量的影响
N0Q2<)$.99<8=F98F/O21058<U1=@ :FGQ18081I 05I OF=0::13/:FGQ0=<:=05I0GI F5 =@<1GI1<=0GK<VOF:3G<

分组

均值 !"# 最大值

实际暴露量
?"/6?L6M̂ #

执行标准后
理论暴露量
?"/6?L6M̂ #

下降
幅度
?g

实际暴露量
?"/6?L6M̂ #

执行标准后
理论暴露量
?"/6?L6M̂ #

下降
幅度
?g

实际暴露量
?"/6?L6M̂ #

执行标准后
理论暴露量
?"/6?L6M̂ #

下降
幅度
?g

-b, 岁 %>!#, %>!!, &#>] %>"+# %>]+" &%>% !>+#] !>)], &%>#

]b!& 岁 %>%"] %>%]& &#>" %>,,! %>#!] &!>+ !>,-+ !>&+" &!>-

!-b!] 岁男 %>%-+ %>%&, -&># %>-%) %>&)% &!>% %>,&# %>)"- &!>!

!-b!] 岁女 %>%## %>%-+ &">" %>)## %>-## &!>+ %>)"+ %>-+# &&>]

!+b,# 岁男 %>%!+ %>%!% )%>+ %>%#! %>%)- !)>" %>#]% %>)#% &!>!

!+b,# 岁女 %>%&- %>%!, -->% %>%]! %>%,! !)># !>%)! %>+&] &%>,

q,# 岁男 %>%!) %>%%] )#>] %>%)- %>%-! &]>" %>-,] %>&+] &!>+

q,# 岁女 %>%!! %>%%, )"># %>%)! %>%-) !]>! %>%"! %>%+, #>-

全人群 %>%-! %>%&! -&>) %>%+# %>%]! !,>) !>+#] !>)], &%>#

图 !$全人群膳食中山梨酸及其钾盐暴露的各类食品贡献率
H163G<!$DF5=G1Q3=1F5 F9I199<G<5=9FFI:=FI1<=0GK<VOF:3G<

F9:FGQ18081I 05I OF=0::13/:FGQ0=<15 6<5<G02OFO320=1F5

范围使用 # 和熟肉制品% - 类食品累计贡献率为
],>-)g, 严格执行山梨酸及其钾盐限量标准后%江
西省居民膳食中山梨酸及其钾盐暴露的贡献率最
高的为西式糕点%其次为果蔬汁类饮料和新型豆制
品%- 类食品累计贡献率为 ])>&#g%见图 &,

-$讨论
基于江西省各类食品中山梨酸实际含量的暴

露评估结果%江西省居民膳食中山梨酸及其钾盐每
日平均暴露量及每日高暴露量分别为 %>%-! 和

图 &$严格执行山梨酸及其钾盐限量标准后全人群

膳食中山梨酸及其钾盐暴露的各类食品贡献率
H163G<&$DF5=G1Q3=1F5 F9I199<G<5=9FFI:=FI1<=0GK<VOF:3G<F9

:FGQ18081I 05I OF=0::13/:FGQ0=<15 6<5<G02OFO320=1F5 09=<G

93228F/O21058<U1=@ :FGQ18081I 05I OF=0::13/:FGQ0=<:=05I0GI

%>%+# /6?L6M̂ %均未超过暂定组(ZX"- /6?L6M̂ #%
表明目前膳食中山梨酸及其钾盐暴露量对江西省
居民造成的风险处于可接受水平%健康风险较低,
不同性别*年龄组人群的暴露评估结果显示%膳食中
山梨酸及其钾盐每日平均暴露量和每日高暴露量
均未超过暂定组 (ZX%健康风险较低(但对于 !& 岁
以下儿童%膳食中山梨酸及其钾盐每日暴露量的最
高值为 !>+#] /6?L6M̂ %占暂定组 (ZX的 ,!>"%g%
部分原因可能是单位体重的食物消费量"如西式糕



!&]%$$ !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DWXE.J.CYB’E(AYHHYYZW[\X.E. &%!" 年第 -! 卷第 - 期

点#相对较高, 班珺等 * !%+利用DGK:=02M022软件对食
物中摄入山梨酸的风险商进行预测%发现经食物摄
入山梨酸的 !"# 及以下暴露水平不存在健康风险%
而最大暴露量存在一定的健康风险%这与本次评估
结果略有不同%可能与监测地区)食品种类及评估
方法不同有关,

本研究发现%西式糕点)大米制品)熟肉制品是
江西省居民膳食中山梨酸及其钾盐暴露的主要来
源%贡献率达到总膳食暴露量的 ]#g以上%其中大
米制品为超范围使用山梨酸的食品, 如果严格执
行我国现行食品中的山梨酸及其钾盐允许使用限
量标准%江西省居民膳食中山梨酸及其钾盐平均每
日暴露量将下降 &#>]gb)">#g%食物消费量高的
人群每日暴露量将下降 !)>#gb&]>"g%西式糕点)
果蔬汁类饮料)新型豆制品成为江西省居民膳食中
山梨酸及其钾盐暴露的主要来源, 建议应将西式
糕点)大米制品)熟肉制品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重
点食品%防止超量)超范围使用山梨酸及其钾盐添
加剂的食品流入市场,

&%!] 年 , 月我国颁布实施了 \M#%%">&+!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苯甲酸)山梨酸和
糖精钠的测定 . * !!+ %同时废止了 \M?N&-)"#!
&%%")\M?N#%%">&"!&%%- 和 \M&!]%-!&%!%%主
要区别在于方法检出限由原来的 ! b!>& /6?L6修
订为 # /6?L6, 但本次评估所使用的食品中山梨酸
含量数据来自 &%!, 年及以前的监测数据%因此检测
方法的变更对本次评估结果无影响,

本研究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 首先%膳食消费
量数据主要来自 &%!, 年江西省食物消费量调查%采
用 - I 的调查结果代表长期的每天消费状况%可能
与真实消费状况有一定差别%给结果带来误差(其
次%食品中山梨酸含量数据虽然包含了我国绝大多
数允许添加含山梨酸及其钾盐添加剂的食物种类%
但不一定包括所有含山梨酸及其钾盐的食品%也未
考虑由食品接触材料迁移入食品中的山梨酸含量%
可能低估了膳食中的暴露量(再次%本研究中部分
食品采样量较少%可能会影响结果的精确度(另外%
本次评估仅包括膳食中山梨酸及其钾盐暴露量%未

考虑医药)化妆品及农产品等其他途径的暴露水
平%也可能造成总暴露量的低估,

综上所述%本研究表明目前江西省居民膳食中
山梨酸及其钾盐暴露量对人群健康造成的风险较
低%处于可接受水平%鉴于监测和抽检中发现我国
依然存在滥用现象%建议加强监管%防止因超量及
超范围等滥用现象增加山梨酸及其钾盐暴露的潜
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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