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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长对风险认知水平高低不同&建议风险管理部门
在与家长进行风险交流之前&应先了解家长对风险
的认知情况&存在哪些认知偏差&根据家长的认知
情况进行聚类分析&从而建立面向不同类型家长而
采取不同方式的风险交流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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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华中某省农村妇女膳食中的镉暴露调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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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调查分析华中某省农村重金属污染区域妇女膳食中的镉暴露水平" 方法"在华中某省 !* 个农村重

金属污染区域采集当地产的大米及其制品#叶菜类蔬菜#块根类蔬菜#瓜果类蔬菜#鲜豆类蔬菜#茄果类蔬菜#猪肉和

鱼 + 类食物共 /+- 份样品!采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食物中的镉含量$采用半定量食物频率问卷获得当地妇女

这 + 类食物的消费量!比照镉的暂定每月可耐受摄入量 )]Ẑ Q*!初步评估当地妇女膳食中的镉暴露的安全性"

结果"+ 类食物中!大米及其制品的镉的平均含量最高)+*’)+- &K1HK*!其次为茄果类蔬菜)*-’#*# &K1HK*!猪肉的镉

平均含量最低)-’+*$ &K1HK*" 当地妇女镉的平均每月暴露量为 $$’/0- &K1HKJb!占 C@NO的 +0’!+‘!膳食中的

镉每月暴露量的 C0# 为 &/’0$0 &K1HKJb!占 C@NO的 $$-’$)‘" 大米及其制品对膳食中的镉暴露量的贡献率最

高)*)’&$‘*" 结论"该省农村重金属污染区域妇女膳食中的镉暴露量处于较高水平!且有一定比例的个体镉暴

露量超标!食物中大米及其制品对镉暴露的贡献率最高"

关键词!膳食$ 镉$ 暴露$ 半定量食物频率$ 问卷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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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镉是一种毒性重金属元素&其在人体内的生物
半衰期为 !# _/# 年&易在人体内蓄积 -!. &从而对人
体各器官造成不同程度的损害 -$. * 联合国环境规
划署#U8R]$将镉列为重点研究的环境污染物&同
时美国毒物和疾病管理委员会 #,ZEW%$将镉列为
第六位危害人类健康的有害物质 -/. * 镉主要通过
消化道和呼吸道途径进入生物体内&膳食中的镉暴
露是非职业接触人群镉暴露的主要来源 --. *

已有研究发现&体内铁水平会影响机体对镉的
吸收 -&.*. * 一项在瑞典非抽烟群体中进行的横断面
调查结果显示&尽管女性每千克体重膳食中的镉暴
露量低于男性&但由于女性体内较低的铁水平使得
其血 镉 和 尿 镉 水 平 分 别 为 男 性 的 !’+ 倍 和
!’- 倍 -). * 由于机体铁储备处于较低水平&增加了
机体对镉的吸收&因此妇女是镉暴露的高危人群*

为了初步了解华中某省农村重金属污染区域
妇女膳食中的镉暴露现状&本研究拟结合该省
!* 个农村重金属污染区域妇女膳食调查数据和食
物中镉含量调查数据&对该区域妇女膳食中的镉
暴露水平进行分析&了解各类主要食物的镉污染
现状&为系统开展食物中镉的健康风险评估提供
科学依据*

!"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

根据该省金属矿山和金属冶炼企业的分布和

以往的研究结果 -+. &$#!- 年 & _+ 月在该省选取了
!* 个农村重金属污染区域作为本次调查的地区*
根据随机抽样的原则&抽取选定污染区内自然村的
$& _&- 岁)居住时间一年及以上&并以当地自产食
物为主要食物来源的 ! $)- 名妇女为调查对象* 所
有参与者在调查前均被告知研究的具体内容&并填
写知情同意书*
!’$"方法
!’$’!"居民膳食消费量调查

膳食调查采用半定量食物频率问卷&此问卷共
包含 0 类食物&分别为大米及其制品 #米饭)米粉
等$)叶菜类蔬菜#菠菜)小白菜)芥菜等$)块根类蔬
菜#萝卜等$)瓜果类蔬菜 #苦瓜)丝瓜)冬瓜)南瓜
等$)鲜豆类蔬菜#四季豆)豇豆等$)茄果类蔬菜#茄
子)青椒等$)甘蓝类蔬菜#包菜)卷心菜等$)鲜1冻
猪肉)鱼#草鱼)鲫鱼等其他本地产鱼类$* 调查员
借助标准大小的实物图谱&询问并记录调查对象在
过去一年#自调查之日起的前 !$ 个月$是否吃某种
食物)食用频率 #每天1每周1每月1每年$及每次食
用的量*
!’$’$"食物中的镉含量调查

根据实际情况&将各调查区域划分为 / 层&在距
工厂最近区)较近区#距工厂 +## I左右$)相对较远
区#距工厂 ! &## I左右$分别采样* 各调查点分别
采集 0 份大米)0 份蔬菜)/ 份猪肉)/ 份鱼* 按国家标
准 YJ1Z&##0’!&!$##/+食品中镉的测定, -0. &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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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测定食物样品中的镉含量&检
测限#VTW$为 #’! &K1HK&低于 <J?的样品赋值为
!1$ <J?-!#. * 按照 YJ$)*$!$#!$+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对调查地区食物中镉的水
平进行评价*
!’$’/"居民膳食中镉的暴露量评估

采用 (,T1b7T推荐的+食品中化学物质膳食
暴露评估,方法中’点评估法( -!$. &计算调查地区妇
女膳食中的镉暴露量* 结合 (,T1b7T食品添加
剂联合专业委员会#9R=(,$制定的食品中镉的暂定
每月可耐受摄入量 #]Ẑ Q$为 $& &K1HKJb-!/. &对
调查地区妇女的膳食中的镉暴露水平进行评价&并
且按照年龄将被调查妇女分为 $& _/- 岁)/& _
-- 岁和 -& _&- 岁 / 个年龄段进行描述*
!’$’-"质量控制

调查正式开展前&对所有参与膳食调查)食物
样品采样)镉含量调查和数据录入的人员进行了统
一的培训考核* 调查实施过程中&质量控制组在每
个调查区域抽取 !#‘的调查表进行考核* 进行食

物样品镉含量调查前&均以标准物为参照&确保标
准物质的分析结果达到要求&再进行实际样品的检
测&并间隔随样检测相应的标准物质* 标准物质的
分析结果均在其容许误差范围内 -+. *
!’/"数据分析

采用 RL>W<?B/’# 软件进行问卷的双人录入&并
进行一致性检查"采用 RN4BA$##) 和 E]EE !*’# 进
行数据的汇总和分析*

$"结果
$’!"食物样品中镉的含量

对采集到的 /+- 份食物样品中的镉含量进行调
查* 食物样品中镉含量高于 <J?的共有 //) 份&镉
的检出率为 +)’)*‘* 根据国家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标准的规定&本次调查样品的总合格率为 0-’&/‘
#/*/1/+-$* 各类食物中&大米及其制品的镉平均
含量最高&而肉类#猪肉$最低* 蔬菜类食物中&茄
果类蔬菜的镉平均含量最高&瓜果类蔬菜最低* 见
表 !*

表 !"$#!- 年华中某省农村重金属污染区域妇女膳食中镉含量分析
Z<MAB!"=<DI>:I4@;?B;?>; 5@@D @5P@IB; 5C@I6B<OFIB?<AGL@AA:?BD C:C<A<CB<G>; @;BLC@O>;4B@54B;?C<A=6>;<>; $#!-

食物种类
限量值
1#&K1HK$

食物中镉含量1#&K1HK$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C0#
合格率1‘

大米及其制品 $## +*’)+- $$&’/*+ /-’&## !&#’### 0/’)&#!/& 1!--$

叶菜类蔬菜< $## -!’0)# &/’+$! $/’### !!!’0## 0)’*$#-! 1-$$

块根类蔬菜 !## $$’))0 $0’!$- !&’### *#’### 0/’0-#/! 1//$

瓜果类蔬菜 &# !#’+0! /-’/!* /’+## !-’*## 0*’0)#/$ 1//$

鲜豆类蔬菜 !## -)’/!- *0’&&& !)’### !)-’### +&’)!#!+ 1$!$

茄果类蔬菜 &# *-’#*# +&’/+$ /!’### $!-’### **’*)#!# 1!&$

猪肉 !## -’+*$ 0’$!0 $’!&# !$’0## !##’###-+ 1-+$

鱼 !## *’&!) !-’!&0 $’*&# !#’*## !##’###-+ 1-+$

注%<表示采集的甘蓝类蔬菜样品较少&将其归类为叶菜类蔬菜计算

$’$"居民膳食消费量
! $)- 名妇女的膳食消费量分析结果显示&大米

及其制品的消费量最高&平均每天摄入 -$*’#&) K"
蔬菜类食物中&茄果类蔬菜的平均消费量最高
#)#’)*/ K1D$&其次是叶菜类蔬菜#**’#$+ K1D$&块
根类蔬菜平均消费量最低#$-’/&* K1D$&见表 $*

对于不同年龄段妇女&各种食物消费量占总的
食物消费量的比例与全人群的比例相似* 总的食
物消费量)大米及其制品的消费量)茄果类蔬菜的
消费量均随年龄的增加而增加"/& _-- 岁妇女摄入
的叶菜类蔬菜)鲜豆类蔬菜)猪肉高于其他两个年
龄组&见表 /*
$’/"居民膳食中的镉暴露量

膳食中的镉暴露量分析结果显示&大米及其制
品的镉暴露的贡献率最高&占每日镉摄入量的
*)’&$‘"鱼的贡献率最低 ##’*!‘$* 蔬菜类食物

"""表 $"$#!- 年华中某省农村重金属污染区域妇女

膳食消费量分析#K1D$

Z<MAB$"(@@D 4@;G:IL?>@; @5P@IB; 5C@I6B<OFIB?<AG

L@AA:?BD C:C<A<CB<G>; @;BLC@O>;4B@54B;?C<A=6>;<>; $#!-
食物种类 均值 标准差 中位数 C0#

大米及其制品 -$*’#&) /##’/!! /##’))* )&#’###

叶菜类蔬菜< **’#$+ +!’)*# -$’+&) !&#’###

块根类蔬菜 $-’/&* /-’+*+ !-’$+* &)’!-/

瓜果类蔬菜 /-’#+# &!’$++ $#’### )!’-$0

鲜豆类蔬菜 $0’$/+ )!’/+& !-’$+* &)’!-/

茄果类蔬菜 )#’)*/ +/’$+- -!’-$0 $##’###

猪肉 )-’*++ 0&’0-# -$’+&) $##’###

鱼 $+’/!0 *$’)$! !-’$+* &)’!-/

合计 )+$’-+* &/&’))$ *$!’!-/ ! -!)’/+!

注%<表示采集的甘蓝类蔬菜样品较少&将其归类为叶菜类蔬菜
计算

中&茄果类蔬菜的镉暴露的贡献率最高#!&’#*‘$&

瓜果类蔬菜的贡献率最低 #!’/!‘$* 该人群每日
镉的平均暴露量为 -#’$*0 &K1HKJb"每月镉的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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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年华中某省农村重金属污染区域妇女
膳食中不同年龄段的消费量分析#K1D$

Z<MAB/"(@@D 4@;G:IL?>@; @5D>55BCB;?<KBKC@:L @5P@IB;

5C@I6B<OFIB?<AGL@AA:?BD C:C<A<CB<G>; @;BLC@O>;4B@5

4B;?C<A=6>;<>; $#!-

食物种类
$& _/- 岁
# ( q/&)$

/& _-- 岁
# ( q-/+$

-& _&- 岁
# ( q-)0$

大米及其制品 -##’#+/ -/&’!#$ -/)’!-&

叶菜类蔬菜< */’&!0 *0’**$ *-’&)/

块根类蔬菜 $&’)!& $$’**+ $-’++*

瓜果类蔬菜 /-’+)- //’*)& //’+&+

鲜豆类蔬菜 $*’)&* /#’0+$ $0’-0#

茄果类蔬菜 *&’/*& *+’$)) ))’#&0

猪肉 )#’$&0 ))’)/0 )&’!0+

鱼 /#’+$+ $*’)+* $)’+&!

合计 )-*’/&! )0/’#** )00’)-/

注%<表示采集的甘蓝类蔬菜样品较少&将其归类为叶菜类蔬菜
计算

均 暴 露 量 为 $$’/0- &K1HK Jb& 占 C@NO的
+0’!+‘"第 0# 百分位人群月镉摄入总量为 &/’0$0
&K1HKJb&占 C@NO的 $$-’$)‘&见表 -*

对于不同年龄段的妇女&由于各种食物的消费
"""

表 -"$#!- 年华中某省农村重金属污染区域妇女

膳食中的镉暴露量分析#&K1HKJb$

Z<MAB-"W>B?<CF4<DI>:IBNL@G:CB@5P@IB; 5C@I6B<OF

IB?<AGL@AA:?BD C:C<A<CB<G>; @;BLC@O>;4B@54B;?C<A

=6>;<>; $#!-
食物种类 均值 中位数 C0#
大米及其制品 /#’)!##*)’&$$ !*’#+* +$’)&*
叶菜类蔬菜< $’!*-#)’)/$ !’&## -’&&*
块根类蔬菜 #’&&&#!’0*$ #’/$& !’/#$
瓜果类蔬菜 #’/)!#!’/!$ #’$!+ #’))+
鲜豆类蔬菜 !’/+/#-’&+$ #’*)* $’)#-
茄果类蔬菜 -’&//#!&’#*$ $’*&- !$’+!$
猪肉 #’/*0#!’$/$ #’$!$ #’0++
鱼 #’!+&##’*!$ #’#0/ #’/)$

注%<表示采集的甘蓝类蔬菜样品较少&将其归类为叶菜类蔬菜计
算"括号内的数值代表贡献率#‘$

量不同&膳食中的镉暴露量及各种食物的贡献率也
存在不同* $& _/- 岁妇女和 /& _-- 岁妇女每月膳
食中的镉暴露量的 C0# 占 C@NO的比例分别为
$/&’-+‘ 和 $-!’/*‘& 均 高 于 全 人 群 的 比 例
#$$-’$)‘$&而 -& _&- 岁妇女的比例 #$!*’/#‘$
低于全人群的比例&见表 &*

表 &"$#!- 年华中某省农村重金属污染区域妇女膳食中的镉高暴露量情况分析
Z<MAB&"W>B?<CF4<DI>:IBN?CBIBBNL@G:CB@5P@IB; 5C@I6B<OFIB?<AGL@AA:?BD C:C<A<CB<G>; @;BLC@O>;4B@54B;?C<A=6>;<>; $#!-

食物种类
$& _/- 岁 /& _-- 岁 -& _&- 岁

C0# 1#&K1HKJb$ 贡献率1‘ C0# 1#&K1HKJb$ 贡献率1‘ C0# 1#&K1HKJb$ 贡献率1‘

大米及其制品 +&’#-* *+’&$ +$’+#! *)’/+ +$’)&* **’+0

叶菜类蔬菜< -’&&* )’-* -’)!) +’!- -’&+) )’&)

块根类蔬菜 !’/#$ $’## !’!-$ !’+) !’/#$ $’#!

瓜果类蔬菜 #’))+ !’$0 #’+-$ !’// #’0/- !’/#

鲜豆类蔬菜 $’)#- -’// $’)#- -’)0 $’+/0 -’&)

茄果类蔬菜 0’00/ !-’&) !$’+!$ !-’*# !$’+!$ !&’+&

猪肉 #’0)$ !’!- #’0)$ !’/! #’0)$ !’$/

鱼 #’/0! #’*0 #’/)$ #’&) #’/$* #’&+

注%<表示采集的甘蓝类蔬菜样品较少&将其归类为叶菜类蔬菜计算

/"讨论
本次调查地区地处我国华中某省&地形以山

地)丘陵为主&受东亚季风影响&温暖潮湿)雨量充
沛&年平均气温 !+’$ h&主导风向为偏北风 -+. * 该
省有色金属矿藏丰富&随着这些金属矿山的开采和
金属冶炼工业的发展&工矿企业向其周边环境排放
的富含重金属的废气)废水)废渣已对环境造成严
重的污染和生态破坏&其中镉污染已经成为该地区
环境污染的突出问题之一*

本次研究的农村重金属污染区域居民常食用的
食物中&大米及其制品的镉含量最高#+*’)+- &K1HK$&
合 格 率 为 0/’)&‘& 其 次 为 茄 果 类 蔬 菜
#*-’#*# &K1HK$&合格率为 **’*)‘* 本次调查地区
大米及其制品镉含量略低于全国范围内稻米镉平均
含量 # #’!$ IK1HK$ 和 成 都 市 大 米 平 均 镉 含 量
##’!/* 0 IK1HK$ -!-.!&. &但高于 $#!$ 年广东省市售大

米的镉含量##’#)+ IK1HK$ -!*.和 $##$!$##) 年上海
市市售大米的镉含量的均值##’#$/ IK1HK$ -!). *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该省农村重金属污染区域
妇女的平均每日膳食中的镉暴露量为 -#’$*0 &K1HK
Jb&高于 $### 年中国总膳食研究结果显示的该省
$# _&# 岁年龄段女性 $# &K1D 的镉暴露水平 -!+. &
$##$!$##) 年上海市居民的膳食中的镉暴露量
#$! &K1D$ -!).和 $##0 年深圳市居民膳食中的镉暴
露量#/!’!0 &K1D$ -!0. * 可能原因是本次研究选取
的是华中某省有工矿或冶炼企业等污染源的地区&
但是本研究人群每日膳食中的镉暴露量低于广东
省农 村 地 区 居 民 每 日 膳 食 中 的 镉 暴 露 量
#*&’-$ &K1HKJb$ -$#. * 根据 $#!# 年 9R=(,新修
订的镉暴露的 ]Ẑ Q标准&华中某省重点农村地区
每月膳食中的镉暴露量的均数)中位数均低于
]Ẑ Q&而 C0# 高于 ]Ẑ Q&说明该省农村重金属污染
区域妇女膳食中的镉暴露的平均水平在安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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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但是部分个体膳食中的镉暴露量偏高&可能对
健康造成一定的损害&应加强对该人群健康的追踪
调查*

镉作为一种有蓄积性的重金属元素&对人体的
危害主要表现为长期慢性蓄积毒性* 研究发现&人
群膳食中的镉暴露量呈正偏态分布&有一小部分人
的膳食中的镉暴露量远高于人群的平均水平&并且
人体镉暴露水平和癌症病死率)心血管疾病的病死
率和发病率)肾功能损伤)高血压)糖尿病的流行率
呈剂量.反应关系 -$!. * 本研究结果显示&虽然该省
农村重金属污染区域妇女平均膳食中的镉暴露量
低于 ]Ẑ Q&但不同年龄段妇女膳食中的镉暴露量的
C0# 高达 ]Ẑ Q的 $ 倍之多* 同时&妇女由于体内的
铁水平较低&镉暴露的健康风险也高于其他人群*
另外&由于母体内的镉可通过胎盘进入胎儿体内&
母亲镉暴露量和新生儿的出生体重和身长呈负相
关 -$$. * 因此&应该将妇女作为镉暴露的重点调查人
群&并加强健康教育*

本研究采用食物频率法&既能获得个体长期
食物消费量的数据&又能了解调查对象的膳食模
式和饮食习惯 -$/. * 但是食物频率法也有其不足之
处&当前的膳食模式可能会影响调查对象对过去
膳食的回顾"食物频率问卷中只包含了当地居民
最常食用的食物种类&而对那些不经常食用的食
物种类并没有包含在内&这些因素均会造成对调
查对象膳食消费量估计的偏倚&需要在今后的研
究中进一步完善*

综上所述&该省农村重金属污染区域妇女膳食
中的镉暴露量处于较高水平&同时存在镉暴露量超
标的个体* 考虑到大米及其制品的高镉含量和高
摄入量&应建议日常生活中用其他谷类或者杂粮部
分替代大米&多食用一些低镉含量的食物&如瓜果
类&减少高镉含量食物的摄入&合理调节膳食结构&
均衡饮食* 同时&应密切关注食品中镉污染问题&
重点加强环境污染地区食品中镉的监控力度&针对
妇女开展更全面的镉暴露风险评估&为有效减少食
品镉污染)保证居民的食品安全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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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E<?<C:KE&Y<CCB??E 7&EB;Ĝ ,&B?<A3=<DI>:I&B;O>C@;IB;?<A

BNL@G:CB& <;D 6B<A?6 @:?4@IBG-9.3R;O>C@; 7B<A?6 ]BCGL&$#!#&

!!+#$$ %!+$.!0#3

- / ."金泰廙&孔庆瑚&叶葶葶&等3镉致人体健康损害的环境流行

病学研究-9.3环境与职业医学&$##$&$!#!$ %!#.!*3

- - ."林程程&王桂安&黄琼&等3非职业人群膳食中的镉暴露评估

研究进展-9.3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3

- & ."VBBJk&k>IE 7&k>I8E&B?<A3QC@; DB5>4>B;4F>;4CB<GBGMA@@D

4<DI>:IABOBAG>; <D@ABG4B;?GG:COBFBD >; k87,8RE $#!#.$#!!

-9.3J>@AZC<4BRABI%BG&$#!-&!&0#! 1/$ %&$.&+3

- * ."k>IE 7& k>IX& k>I8E&B?<A3YB;DBCD>55BCB;4B>; MA@@D

4<DI>:I 4@;4B;?C<?>@; >; ?6BKB;BC<AL@L:A<?>@;% 4<; >?MB

BNLA<>;BD MF>C@; DB5>4>B;4F0 -9.39ZC<4BRABI B̂D J>@A&

$#!-&$+#/$ %/$$./$)3

- ) ."TAGG@; Q̂ &JB;GCFD Q&V:;D6 Z&B?<A3=<DI>:I >; MA@@D <;D

:C>;B.>IL<4?@5GBN&<KB& D>B?<CF>;?<HB&>C@; G?<?:G&<;D 5@CIBC

GI@H>;K.<GG@4><?>@; @5CB;<AB55B4?G-9.3R;O>C@; 7B<A?6 ]BCGLB4?&

$##$&!!##!$$ %!!+&.!!0#3

- + ."付俊杰&胡国良&吴莉华&等3某冶炼厂周边居民膳食中的镉

暴露风险的初步评估 -9.3环境卫生学杂志&$#!-&/! # $ $ %

!**.!)#3

- 0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3YJ1Z

&##0’!&!$##/ 食品中镉的测定 - E.3北京%中国标准出版

社&$##/3

-!#."王绪卿&吴永宁&陈君石3食品污染监测低水平数据处理问题

-9.3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3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3YJ$)*$!$#!$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E.3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3

-!$."RO<A:<?>@; @5=BC?<>; (@@D ,DD>?>OBG<;D =@;?<I>;<;?G3(@C?F.

;>;?6 CBL@C?@5?6B2@>;?(,T1b7TBNLBC?4@II>??BB@; 5@@D

<DD>?>OBG-9.3b@CAD 7B<A?6 TCK<; ZB46 %BL EBC& !000& ++-%

!.0*3

-!/."9R=(,3E:II<CF<;D 4@;4A:G>@;G@5?6BGBOB;?F.?6>CD IBB?>;K@5

2@>;?(,T1b7T BNLBC?4@II>??BB@; 5@@D <DD>?>OBG - %.

YB;BO<%(,T1b7T&$#!$%!.!)3

-!-."朱智伟3当前我国稻米品质状况分析-9.3中国稻米&$##*&!$

#!$ %!.-3

-!&."彭柟&李晓辉&王瑶&等3成都市居民膳食中铅镉暴露水平评

估-9.3中国初级卫生保健&$#!-&+#!!$ %+*.++3

-!*."王桂安&梁春穗&黄琼&等3广东省居民主要膳食中的镉暴露

风险的初步评估 -9.3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 $- # - $ %

/&/./&)3

-!)."刘弘&吴春峰&陆屹&等3上海市居民膳食中铅镉暴露水平评

估-9.3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3

-!+."张磊&高俊全&李筱薇3$### 年中国总膳食研究!!!不同性别

年龄组人群膳食中的镉摄入量-9.3卫生研究&$##)&/)#-$ %

-&0.-*)3

-!0."王舟&黄薇&潘柳波&等3深圳市食品中镉污染的暴露量评估

-9.3国外医学%医学地理分册&$#!#&/!#$$ %!!).!$#3

-$#."闻剑&李海&戴昌芳&等3广东省食品中镉的危险性评估-9.3

华南预防医学&$##+&/-#!$ %*/.*-3

-$!."9vC:L V& ,HBGG@; ,3=:CCB;?G?<?:G @54<DI>:I <G <;

B;O>C@;IB;?<A6B<A?6 LC@MABI-9.3Z@N>4@A,LLA]6<CI&$##0&$/+

#/$ %$#!.$#+3

-$$." B̂;<>̂ &7B:DBJ&EA<I<%&B?<A3,GG@4><?>@; MB?PBB; I<?BC;<A

MA@@D 4<DI>:ID:C>;KLCBK;<;4F<;D M>C?6 PB>K6?<;D ?6BC>GH @5

5B?<AKC@P?6 CBG?C>4?>@;%?6BRWR8I@?6BC.46>AD 4@6@C?G?:DF-9.3

%BLC@D Z@N>4@A&$#!$&/-#-$ %*$$.*$)3

-$/."马晓菊&吕晓华3四川大学医学生膳食营养状况调查-9.3中

国学校卫生&$##*&$*#-$ %$0!.$0$&$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