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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聚焦!国际标准动态

第 %" 届污染物法典委员会会议进展

(邵懿$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食品污染物法典委员会(???F)第 %" 届会议于 &"%/ 年 ! 月 ! c. 日在荷兰鹿特丹举行!++ 个成员国%%
个成员组织和 %! 个国际组织的代表参加了会议$ 中国派出了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中国农业科学院
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河南工业大学%澳门特别行政区民政总署食品安全中心%香港
特别行政区食环署%香港理工大学深圳研究院的 %" 位代表组成的代表团参会$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技术总师吴永宁教授任中国代表团团长$ 荷兰经济部动物卫生和市场准入处 T<:S:K@P女士主持会议$

一)会议概况
本次会议主要讨论了 %. 项议题!涉及铅%镉%无机砷%甲基汞等限量指标的修订&预防和降低大米中砷污

染%预防和降低谷物中真菌毒素污染等操作规范的制2修订&以及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卫组织食品添加剂联
合专家委员会(ZW?F,)优先评估名单等内容$

二)重点关注议题
(一) 糙米中无机砷最大限量拟议草案
该项议题由日本代表团及中国代表团共同牵头制定!日本代表团代表电子工作组介绍了该文件!汇报

了增加新数据后!糙米中无机砷限量分析情况及建议$ 会上对该议题主要讨论了两方面的内容’
%0是否支持上届会议提出的 "01+ MJ2SJ

多数国家支持 "01+ MJ2SJ!认为该限量技术上可达到!即可降低无机砷摄入量!同时不会影响贸易$ 但
也有部分以欧盟为代表的国家和组织支持 "0&+ MJ2SJ!认为当限量为 "0&+ MJ2SJ时消费者膳食暴露水平才
能降低 %"b!而且该限量也与对大米所设置的无机砷限量("0& MJ2SJ)相吻合$ "01+ MJ2SJ的限量设置!对
消费者无机砷膳食暴露水平没有明显的改善!也与大米中无机砷限量相矛盾$ 如果设置为 "01+ MJ2SJ!则
会导致用合格糙米生产出的大米会有 &!b的不合格$ 日本代表团指出其所做研究表明!大米与糙米的转换
因子为 "0/!大米中无机砷限量为 "0& MJ2SJ!则糙米中无机砷换算得到 "011 MJ2SJ!与目前提的 "01+ MJ2SJ

建议值基本吻合$

印度代表团在会上提出工作组所做的分析中未能考虑高于 "01+ MJ2SJ的数据!分析结果不全面!其认
为限量应设置为 "0+ MJ2SJ$ 日本代表团澄清其所做分析已考虑了所有数据!而分析方法也是与食品中铅
修订电子工作组方法一致$

&0是否暂停此项工作
由于以欧盟为主支持 "0&+ MJ2SJ的声音与支持 "01+ MJ2SJ的呼声僵持不下!委员会提出是否可以暂

停此项工作!待预防和降低大米中砷污染控制措施实施后再重新收集数据制定限量$

鉴于设置无机砷限量是有利于降低膳食中无机砷暴露水平的!而且无机砷是具有致癌性的化学物质!

因此几乎没有人支持暂停此项工作的提议$ 考虑到目前正在制定预防措施规范标准!主席提出暂定为 "01+
MJ2SJ!随着将来预防和降低大米中砷污染控制措施的实施!再逐步调整$ 参会代表基本都同意该提议!欧
盟强调如能允许欧盟保持自己的限量标准!并明确法典标准将来会逐步下调到 "0&+ MJ2SJ或者更低的限量
要求!则同意该提议$ 国际消费者协会坚持反对 "01+ MJ2SJ的限量建议!认为该限量不能有效的保护消费
者健康$ 预防控制措施也仍需几年之后才可能实施!实施之后至少三年内都不会对限量进行修订$ 如果现
在通过 "01+ MJ2SJ这个限量!则很多年都难以对其进行修订$ 该组织建议采纳更低的限量要求!或者暂停
该项工作!待预防控制措施实施后再讨论$

最终综合考虑各方意见!委员会同意将糙米中无机砷限量 "01+ MJ2SJ推到第 . 步提交第 1# 届国际食
品法典委员会(?,?)大会审议$ 欧盟%挪威及印度分别保留各自意见$

(二) 某些水果蔬菜及制品中铅最大限量拟议修订草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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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代表团作为该工作组的主席介绍了此次提交委员会审议的修订建议(详见表 %)$ 工作组指出!由
于 ZW?F,已取消铅的健康指导值!因此本工作组对于铅限量的讨论更多是基于现有数据分析不同限量下合
格率的情况!而非暴露水平的高低$ 此次提交委员会审议的指标会上没有太多异议$ 除了具体的限量值
外!此届会议上还讨论了最少数据量的问题!有代表提出 +" c/" 个样品量是较为恰当的数据量!但修订标准
时最低可接受数据量很难一概而论!还是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因此最终并没有提出一个明确的最低可
接受数据量$

表 %$部分食品中铅最大限量修订草案及采纳情况
食品类别 现值2(MJ2SJ) 建议2(MJ2SJ) 采纳情况

浆果和其他小粒水果果汁 "0"+ "0"! 进一步收集数据看是否可以与其他果汁合并设置为 "0"1 MJ2SJ!或
设置为 "0"! MJ2SJ!&"%U 年再讨论

芒果酸辣酱 % % 数据量有限!&"%U 年再讨论该指标&如届时仍没有足够依据支持其应
单独列出!则归入果酱一并考虑

罐装芸薹类蔬菜 % % 数据量不够!暂不动!&"%U 年再讨论

罐装栗子及栗子酱 % % 数据量有限!只有 %% 份!&"%U 年再讨论该指标&如届时仍收集不到足
够数据!则归入罐装水果一并考虑

浓缩番茄酱 % "0"+ 数据量有限!&"%U 年再讨论该指标

食用菌 % "01 等待中国提交数据!同时选择适宜的分析方法!待 &"%U 年再讨论该
指标

百香果果汁 "0"+ "0"1 采纳!以第 + 2. 步提交第 1# 届大会
罐装浆果和其他小粒水果 % "0% 采纳!以第 + 2. 步提交第 1# 届大会
罐装叶类蔬菜 % "0% 采纳!以第 + 2. 步提交第 1# 届大会
罐装豆类蔬菜 % "0% 采纳!以第 + 2. 步提交第 1# 届大会
果酱 % "0% 采纳!且包括 M@EM@D@G:P!以第 + 2. 步提交第 1# 届大会
腌黄瓜 % "0% 采纳!以第 + 2. 步提交第 1# 届大会
腌制番茄制品 % "0"+ 采纳限量!删掉调整产品浓度的脚注!以第 + 2. 步提交第 1# 届大会
餐桌橄榄 % "0! 采纳!以第 + 2. 步提交第 1# 届大会

$$在此议题上!中国代表团主要对食用菌中铅限量的修订及时发表了意见!指出目前数据没有包括中国
的数据!因此所提出指标不具备代表性!建议该标准的修订工作暂缓 % 年!并提出按照食用菌品种制定铅限
量的建议$

最终!委员会同意重新组建美国牵头的电子工作组!继续修订食用菌中铅限量标准!下一届会议重点考
虑的食品类别有’浆果和其他小粒水果果汁%芒果咖喱酱%罐装芸薹类蔬菜%罐装栗子及栗子酱%浓缩番茄
酱%食用菌%鱼%豆类$ 对于此届会议确定修订的限量指标!建议有所涉及的产品标准要同步进行调整!如腌
制番茄制品$

(三) 预防和降低大米中砷污染的操作规范拟议草案
日本代表团作为电子工作组主席介绍了该文件!指出电子工作组已尽力收集相关信息和数据!但没有

找到相关的新信息和数据$ 不过!参与该电子工作组的成员提出有些尚在进行中的相关研究!仍需 & c1 年
才能完成$ 日本代表团建议考虑暂缓此议题!待相关研究完成后再开展&或基于现有信息继续完成该操作
规范!待新研究结果完成后再修订$

委员会对于继续该项工作没有异议!但对于如何开展有些不同意见$ 有的倾向于利用已有信息制定简
短的操作规范!这样有望在 &"%U 年就完成!可以配合已通过的大米中无机砷限量和糙米中无机砷限量!待有
新研究进展时再进一步修订完善$ 而有些代表认为目前信息还不充分应暂缓完成$ ?CG:;秘书处指出按照
法典标准制定程序!该项工作已经临近截止日期$ 因此!建议还是继续往前推进!下次会议完成该项工作$

并建议电子工作组不仅仅考虑组内成员提交的信息!还应广泛征集意见!扩大信息的收集面$ 如果到明年
该项工作仍不能完成!需要向食品法典委员会执行委员会(??W8W?)提交一份新的时间计划$

委员会同意重新组建日本牵头%西班牙共同主持的电子工作组(以英语为工作语言)!结合收到的评议
意见以及本届委员会确定的内容!继续修订完善该操作规范$ 该议题退回到 &21 步!继续工作!供第 %% 届委
员会审议$

(四) 巧克力及可可制品中镉最大限量拟议草案
厄瓜多尔代表团作为该工作组的主席介绍了此次提交委员会审议的会议文件$ 代表团回顾了 ZW?F,

第 UU 届会议的评价结果!可可制品带来的镉暴露风险很低!可以不予以考虑$ 因此!在讨论限量时主要考虑



!++&$$ !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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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是产品的合格率!尽量减少对贸易的负面影响$ 但在工作组内部对需制定限量的食品类别没能达成一致
意见!是对原料(可可豆等)%还是中间产品(可可液%可可粉等)%或是终产品(巧克力%消费者食用的可可粉
等)$ 所以提交委员会的文件中提出了建议 % 和建议 1 供委员会讨论!即建议不同种巧克力制定不同的限量
值&可可液中镉限量 10" MJ2SJ2超标 %0!b!占暂定每月耐受摄入量(aK_()U0/#b3!可可粉 !0" MJ2SJ(超
标 "0!/b!占 aK_(!0%+b)$ 此外还建议分析和采样方法法典委员会(??_,))标准化检验方法$

对于针对哪类产品制定镉限量的问题!会上展开了相关讨论!但未能达成一致意见$ 会议期间又组建
了会间电子工作组专门开展讨论!主要观点如下’

%0支持对原料制定限量
支持制定可可豆中镉限量的代表指出!可可豆是全球性的贸易产品!并且对于进口国控制可可豆的质

量有助于后续加工产品的品质保障!对原料制定污染物限量也与法典标准的原则相一致$

反对的代表认为对可可豆制定限量会造成地域歧视!形成贸易壁垒!因可可豆中镉含量与地域气候有
很大的关联性$ 国际贸易也可能进口可可中间产品来加工!而且可可豆的清洁%去壳%混合都会降低其镉
含量$

&0支持对中间产品制定限量
支持的代表认为对中间产品制定限量可以为终产品中镉限量制定打下良好基础!特别是对巧克力和进

一步加工的巧克力$ 同时!指出食品法典*巧克力和巧克力产品+标准无法提供制定限量所需的可可百分含
量的情况$

ZW?F,秘书处指出第 UU 届 ZW?F,曾评估了可可及可可制品中镉暴露风险$ 所提交的数据是按照 + 类
进行划分的!可可豆%可可粉%可可块%可可饮料及其他可可制品(包括巧克力)$ 哪类最适宜设置限量是要
???F根据公众健康风险及贸易情况来决定$ 如果对终产品制定限量!则很难覆盖市场上所有含可可的制
品$ 更应对产品中可可含量开展工作!而不是着眼于产品的类型$ 出于这样的考虑!对可可粉等中间产品
制定限量可能更加有效$

10支持对终产品制定限量
部分代表更支持对终产品制定镉限量!终产品与消费者更相关&巧克力和可可制品所占可可和巧克力

全球贸易量的比例也是最高的&由于终产品中可可含量的不同以及加工时混合工艺的差异(混合工艺会明
显降低镉含量)!可可脂等中间产品的镉限量与终产品中镉含量没有直接的联系!因此!行业更多的是控制
终产品中镉含量!混合不同来源的可可豆和可可粉或其他降低原料(可可)中镉含量的控制措施!如清理%去
壳%混合%检测可可豆&并且对终产品设定限量也与已有的相关国家法规一致$ 为了制定终产品(如巧克力
和直接食用的可可粉)中镉限量!需要明确这类产品的分类!应该是基于脱脂可可固形物!而非总可可固形
物!因巧克力中镉含量是与脱脂可可固形物部分有关联性$ 但会间电子工作组讨论后!最终确定还是以总
可可固形物划分!因该信息可以从产品标签上获得$

经过会上及会间电子工作组讨论!委员会同意对中间产品(例如!可可液及可可粉)和按照可可总固形
物划分的终产品(例如巧克力和直接食用的可可粉)制定限量$

委员会同意重新组建厄瓜多尔牵头%巴西和加纳共同主持的电子工作组$ 委员会要求电子工作组应明
确界定需制定镉限量的产品类别$ 该议题退回到 &21 步!起草组继续工作!并征求各成员国意见!供下届会
议审议$

(五) 预防和降低谷物中真菌毒素污染操作规范的拟议修订草案(第 U 步)

巴西代表团介绍了工作组的报告!此次对该规范的主要修改是将 "MH5CBC;<J:=<56>=J<#改为"BC;<J:=<5
6>=J<#&将"B:PBS<BP#替换为"M:B7CGPC6@=@DHP<P#&考虑到高粱项目的结果!在表 % 中增加了一些真菌&在第 &%
段和第 1" 段增加了干燥工艺的良好操作规范&删除了袋装谷物储存时水分要求方面的内容&删除了干燥前
水洗的操作要求$ 会上经讨论后!又在第 &% 段增加了多环芳烃和二噁英控制操作规范的引用&"MH5CBC;<=
6E::5:EB<6<:G P::GP#改为"6E::6ECMBC;<J:=<56>=J<5:EB<6<:G P::GP#&删掉第 1/ 段 %+b水分的要求$ 委员会同意
将该议题推到第 +2. 步提交第 1# 届 ?,?大会审议$

(六) 预防和降低谷物中真菌毒素污染操作规范附录的拟议修订草案(第 ! 步)
巴西代表团作为该电子工作组主席介绍了该文件!此次在附件 % 第 + 段增加了气候预测对于制定收获

计划的可能性&删掉了规范正文已有所阐述的饲料使用方面的阐述$ 委员会同意将该议题推到第 +2. 步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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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第 1# 届 ?,?大会审议$
(七) 预防和降低香辛料中真菌毒素污染操作规范拟议草案
西班牙代表团作为该电子工作组主席介绍了该文件!指出需要委员会讨论的问题’(%)标准范围是否应

涵盖干制的草本香料植物&(&)是否某些包装技术的使用也应纳入本标准&(1)建议考虑纳入烟熏干燥工艺&
(!)建议香辛料分类参照香辛料及烹调用芳香植物法典委员会(??)?Y)在进行的工作$

委员会认为标准的范围应仅限定在香辛料!因香辛料和草本香料植物的生产和加工工艺是不同的$ 同
意增加包装技术和烟熏干燥工艺的建议!但考虑到气调包装工艺成本较高!可能不适宜所有国家!建议作为
选择性的内容$ 分类方面可以参照 ??)?Y所开展的工作!以避免同类事情出现矛盾的情况$ 同意增加对
*低水分食品卫生操作规范+(?,?2*?aU+,&"%+)的引用以及其附录中关于香辛料部分的内容!但无需重
复阐述该文件通用部分内容$

委员会同意重新组建西班牙牵头%荷兰和印度共同主持的电子工作组(以英语为工作语言)!以此次提
出的香辛料分类作为起点对该操作规范和其附录(总黄曲霉毒素及赭曲霉毒素 ,)修订完善!提出操作规范
草案征求成员国意见(第 &21 步)!供下届会议审议$

(八) 制定预防和降低谷物中真菌毒素污染操作规范中麦角生物碱附录的讨论稿
德国代表团作为该电子工作组主席介绍了该文件!指出该文件主要是要阐明该附录存在的必要性$ 自

中世纪!就已发现了于谷物中麦角及麦角生物碱的健康危害性!&"%& 年欧洲食品安全局(WF),)提出了麦角
生物碱的最大耐受摄入量(K]()值!该评估指明了消费者食用被污染谷物制品的潜在健康风险$ 并且 ?,?2
*?a+%,&""1 一般性条款中并未针对麦角提出有效的防控措施!麦角菌的污染途径不同于其他真菌!作物
的管理措施也不同于对其他真菌污染的控制措施$ 因此对于正文一般性条款不能覆盖的特定性控制措施!

需要以附录的方式列明$ 最终!委员会同意将提议的附录草案征求成员国意见(第 1 步)$

同时!委员会同意重新组建德国牵头%英国共同主持的电子工作组(以英语为工作语言)!根据收到的评
论意见!起草一份修订草案!供下届会议审议$

(九) 制定香辛料中真菌毒素最大限量的讨论稿
印度代表团作为该电子工作组主席介绍了该文件!本项工作旨在明确需制定限量的香辛料优先顺序及

制定何种真菌毒素的限量$ 工作组梳理了全球收集到的相关数据情况%由于真菌毒素污染导致香辛料退货
的情况以及目前国家或区域所制定的限量标准$ 最终确定了两组需要制定限量的香辛料$ 第一组列出了
贸易量较大且易被真菌毒素污染的香辛料&第二组收集到的相关数据有限!可作为第二位考虑$

委员会原则上认可了电子工作组提出优先列表的梳理原则及该优先列表!但也仍需电子工作组明确是
对其中每类香辛料分别制定限量!还是对该类制定统一的限量$ 同时!指出没有必要在制定总黄曲霉毒素
限量要求的同时再规定黄曲霉毒素 I%$ 目前该限量标准中的香辛料种类与预防和降低香辛料中真菌毒素
污染操作规范拟议草案中考虑的种类有所差异!不过两项工作都还在进行过程中!随着工作的开展可能会
更加清晰$ 法典秘书处强调在提交 ?,?大会成为新工作之前!应就所有存在的问题都有所讨论!而且今年
ZW?F,相关的评估结果出来后该议题可能更加清晰$

委员会同意重新组建印度牵头%欧盟共同主持的电子工作组(以英语为工作语言)!明确所选干制辣椒%
豆蔻%姜黄%胡椒和生姜等香料的理由及选择总黄曲霉毒素和赭曲霉毒素 ,制定限量的理由&充分考虑 &"%/

年 ZW?F,评估结果&考虑现有国家标准对贸易的影响&准备一份制定香辛料中真菌毒素的新工作项目文件$
(十) 制定鱼类中甲基汞最大限量的讨论稿
日本代表团在介绍了该工作组此次工作情况!提出上届委员会已同意制定鱼中甲基汞限量标准!但限

量扩大到哪些甲基汞蓄积量较高的鱼种上仍需进一步开展工作$ 电子工作组建议委员会维持第 # 次会议制
定限量的决定&如制定!主要考虑金枪鱼%比金枪鱼更易累积甲基汞的鱼种%食肉鱼(包括或不包括金枪鱼)&

另外需考虑是否有其他含量数据或消费数据应纳入$
F,9代表指出 &"%" 年 F,92TY9专家组对于食用鱼类所做的风险收益分析结果%全球环境监测规划2

食品污染监测与评估计划(’W_)2FCCG)数据库中的数据及风险高于收益鱼种的清单等信息!在目前工作报
告中未能得到充分考虑$ 部分代表支持以金枪鱼作为设置限量的起点!同时建议考虑消费建议是否可与限
量标准结合使用&此处考虑到甲基汞检测不好做!建议制定总汞限量$ 也有代表认为不应仅对金枪鱼制定
限量!还应考虑所有鱼种甚至其他海产品!或其他对甲基汞有累积的食肉鱼$ 如果对金枪鱼制定限量!还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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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该限量所涉及的金枪鱼种类!以及该限量是否包括对鲜(冻)金枪鱼和2或罐装金枪鱼$ 目前对于罐装
金枪鱼数据量很有限!因此如果对其设置限量!有两种方法!一种是结合加工系数从鲜金枪鱼推导得出!另
一种是逐渐累积罐装金枪鱼数据$

经讨论!委员会同意针对金枪鱼制定甲基汞限量要求!但目前还不足以通过 ??W8W?向 ?,?大会提交
新工作启动项目建议!仍需确定是应对所有金枪鱼制定一个限量值还是区分金枪鱼种制定!是否可能对罐
装金枪鱼制定限量$

委员会同意重新建立由荷兰牵头%新西兰及加拿大共同主持的电子工作组(以英语为工作语言)!制定
甲基汞限量值的讨论稿!确定是对鲜冻金枪鱼制定一个限量!还是对不同种金枪鱼分别制定限量&基于现有
数据或从鲜金枪鱼限量推理!是否提出罐装金枪鱼中甲基汞限量&是否需要对其他鱼种制定甲基汞限量$

(十一) 需 ZW?F,优先评估的污染物和天然毒素名单
美国作为会间工作组主席!介绍会间工作组讨论情况(?*]&)$ 建议二噁英%无机砷%东莨菪素三类物

质仍保留在优先评估名单上!而黄曲霉毒素%伏马菌素%氯丙醇酯%缩水甘油酯%杂色曲霉%双乙酸基草镰刀
菌烯醇这几类物质建议从优先评估名单上删除!&"%/ 年 %% 月的第 .1 届 ZW?F,已安排了这几类物质的
评估$

本届会议新提出的评估需求有’
(%)麦角生物碱,,,对其开展风险评估并且阐明麦角菌核和生物碱的相关性&
(&)香辛料及烹调用草药中黄曲霉毒素及伏马菌素,,,污染状况及暴露评估!其暴露贡献率及健康

风险$
突尼斯建议考虑对小麦中伏马菌素进行评估!以供制定小麦中伏马菌素限量讨论参考$ TY9代表指

出第 .1 届 ZW?F,将侧重于玉米和玉米产品中伏马菌素的评估!但如果委员会同意!可以考虑增加小麦中伏
马菌素暴露评估!同时在数据需求中增加这部分数据要求$ 印度代表团指出香辛料中真菌毒素限量讨论中
提及了赭曲霉毒素 ,!但未被包括在优先名单中$ F,9代表介绍伏马菌素及黄曲霉毒素是已被列在优先名
单中的真菌毒素!香辛料可以被加到两个真菌毒素的评估中!但很难现在加到第 .1 届 ZW?F,议题中!可以
考虑将来加到优先评估名单中$ 委员会采纳了工作组建议的 ZW?F,优先评估的污染物和天然毒素名单列
表!并同意加入小麦中伏马菌素的评估$

随着最近 ZW?F,评估工作的开展!委员会提出建立欧盟牵头的电子工作组!修订*食品和饲料中二噁英
及二噁英样 a?I污染预防和控制措施规范+(?,?2*?a/&,&""/)!以讨论是否可以增加非二噁英类多氯联
苯(a?I)的内容$

由于对吡咯里西啶类生物碱(a@P)潜在遗传毒性和致癌性的关注!???F开展了一系列后续工作!包括
收集更多的数据%起草行动相关细节方面的讨论文件!需通知 ??)?Y关于 ZW?F,评估的情况以及*预防和
降低食品及饲料中吡咯生物碱污染的杂草控制措施规范+(?,?2*?aU!,&"%!)!以及实施良好控制措施的
重要性$ 委员会指出目前制定该讨论文件有些过早!同意待 ZW?F,完整的评估报告发布后!在下一届会上
讨论该事宜$ 鉴于第 .1 届会议将给出即食花生中总黄曲霉毒素评估结果!委员会建议印度可以继续之前停
留在第 ! 步的即食花生中总黄曲霉毒素限量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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