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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出台水产品中硼限量的国家标准提供数据支持"
也可为日常监管提供线索"提高监管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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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监测
郑州市淀粉制品中铝残留量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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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淀粉制品中铝含量的基础水平!为制定淀粉制品的铝限量标准和加强淀粉制品的安全监督提

供依据$ 方法$&"%! 年采集郑州及其周边县市的大中型连锁超市%居民区菜店%大型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等所销售

的保质期内的粉条%粉丝等定型包装和散装淀粉制品共 &+/ 份!按 ’I2K+""#0%.&,&""1*面制食品中铝的测定+方

法检测!按 ’I&U/",&"%%*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进行判定!并以 ’I&U/&,&""+*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所规定的面制品(干重)中铝含量不超过 %"" MJ2SJ作为参考标准$ 结果$/" 份粉丝

样品中!铝检出率为 //0/Ub!含量范围 A]c&/U0+" MJ2SJ!铝含量均值为 &U0%/ MJ2SJ!中位数为 %/0!" MJ2SJ&

%%! 份粉条样品中!铝检出率达到 #&0%%b!含量范围 A]c/#/01" MJ2SJ!最高检出值超过参考限量值约 / 倍!铝含

量均值为 %U%01/ MJ2SJ!中位数为 %&10+" MJ2SJ& %& 份粉皮样品的铝检出率为 U+0""b!含量范围 A]c

% "!%0." MJ2SJ!均值为 %%10#+ MJ2SJ!中位数为 &&0++ MJ2SJ&%" 份焖子样品的铝检出率为 %""0""b!含量范围
!/0%" c&1+0&" MJ2SJ!均值为 #/0.. MJ2SJ!中位数为 /#0#+ MJ2SJ&/" 份凉粉%拉皮样品的铝检出率为 #"0""b!含

量范围 A]c1#10U" MJ2SJ!最高检出值超过限量值约 1 倍!样品均值为 +U0/& MJ2SJ!中位数为 !/0/+ MJ2SJ$ 结论
$部分淀粉制品中的铝残留量较高!主要与使用含铝食品添加剂有关!应加强含铝食品添加剂的监管$

关键词!铝& 含量& 基础水平& 淀粉& 淀粉制品& 定型包装& 散装& 食品添加剂& 限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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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铝是人体非必需元素"在毒理学上属于低毒性
元素"长时间过量的铝暴露会对人体产生慢性毒
害 )%-1* ( F,92TY9于 %#.# 年正式将铝作为食品污
染物加以管理 )!* (

对膳食中铝暴露水平影响最大的是含铝食品
添加剂的使用 )+* ( 我国 ’I&U/&!&"%& -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 )/* 相比于 ’I
&U/&!&""+ )U*版取消了铝的限量规定"说明将铝
剔除出污染物范围"而将其作为食品添加剂来规
范和监管( ’I&U/"!&"%%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允许硅铝酸钠作为抗结
剂在淀粉及淀粉类制品中按生产需要适量使
用 ).* "而作为膨松剂’稳定剂的硫酸铝钾 #钾明
矾$ ’硫酸铝铵#铵明矾$的允许使用范围不包括湿
粉皮’粉条’粉丝等淀粉制品( &"%! 年 U 月"国家
卫生计生委等 + 部门正式撤销酸性磷酸铝钠’硅
铝酸钠和辛烯基琥珀酸铝淀粉等 1 种食品添加
剂"小麦粉及其制品)除油炸面制品’面糊#如用于
鱼和禽肉的拖面糊$ ’裹粉’煎炸粉外*生产中不得
使用硫酸铝钾和硫酸铝铵 )#* (

淀粉制品作为中国的传统食品工艺"颇受人们
的喜爱"但在制作方法和工艺上存在一定的风险(
淀粉制品中普遍添加明矾来增强产品韧性"并达到
一定的分丝作用 )%"* "致使铝残留量较高( 明矾在淀
粉制品中作为加工助剂被非法添加"已经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关注(

本研究对郑州市及其周边县市市售的粉条’粉
丝’粉皮’土豆粉’芋头粉’宽粉’川粉’凉粉和拉皮共
&+/ 份样品进行铝含量的检测与分析"以期了解淀粉

制品中铝残留量的基础数据"为制定淀粉制品的铝限
量标准和加强淀粉制品的安全监督提供依据(

%$材料与方法
%0%$样品

&"%! 年 1 月 %& c%# 日"采取购买的方式随机
抽取郑州及其周边县市的大中型连锁超市’居民区
菜市场’大型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等所销售的保质
期内的粉条’粉丝’粉皮’凉粉’拉皮’焖子等淀粉制
品"样品总数为 &+/ 份"含定型包装淀粉制品
%!1 份"散装淀粉制品 %%1 份( 其中"粉丝样品
/" 份"粉条产品 %%! 份"粉皮样品 %& 份"凉粉’拉皮
等即食产品 /" 份以及焖子 %" 份( 大中型连锁超市
购买的样品占 1Ub"其他固定店面购买的样品占
&%b"大型批发市场购买的样品占 &#b"农贸市场’
菜摊购买的样品占 %1b(
%0&$方法
%0&0%$检测方法

采用铬天青 ) 比色法"按 ’I2K+""#0%.&!
&""1-面制食品中铝的测定. )%%*进行测定"每份样品
均测定三次"计算其平均值(
%0&0&$卫生学评价

&"%! 年 U 月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撤销酸性磷酸
铝钠’硅铝酸钠和辛烯基琥珀酸铝淀粉等 1 种食品添
加剂的公告"结合此公告和 ’I&U/"!&"%%-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进行判定"并以
’I&U/&!&""+-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
量. )U*面制品#干重$中铝含量不超过 %"" MJ2SJ作
为参考值"进行数据统计分析"但不作超标率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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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1$统计学分析
采用 )a)) %U0" 对铝检出份数’铝检出率’%

%"" MJ2SJ样品数’含量范围和铝含量中位数等进
行统计描述分析( 对未检出数据均赋予 %2&\9]值
#即 % MJ2SJ$进行统计(

&$结果
&0%$&+/ 份淀粉制品铝的检测结果

&+/ 份被检样品中"粉丝’粉条’粉皮’焖子’凉
粉’拉皮等样品均不同程度检出铝"铝残留量范围

在未检出#A]$ c% "!%0." MJ2SJ之间"铝的总检
出率为 .+0%/b # &%. 2&+/ $ "%%"" MJ2SJ样品数
为 U& 份"占总样品数的 &.0%1b#U& 2&+/$ "总体中
位数为 !!0#+ MJ2SJ( 其中"+ 类样品中铝检出率
均超过了 /+0""b"以焖子为最高"其次为粉条’凉
粉拉皮等即食食品( %%"" MJ2SJ样品数以粉条
所占比例最高"达到 +%0U+b #+# 2%%! $ ( 粉皮更
是高达 % "!%0." MJ2SJ"超过参考限量值 %" 倍(
粉条的总体中位数超过了 %"" MJ2SJ"远高于其他
样品( 具体数据参见表 % 和图 %(

表 %$淀粉制品中铝检测结果
K@ND:%$,D>M<=>ME:P<G>@DPC6PB@E57 OECG>5BP

淀粉制品类别 铝检出率2b
%%"" MJ2SJ
样品数2份

铝含量2#MJ2SJ$

均值 中位数 四分位数间距 含量范围
粉丝 //0/U#!" 2/"$ 1 &U0%/ %/0!" #%0"""&.0#1$ A]c&/U0+"

粉条 #&0%%#%"+ 2%%!$ +# %U%01/ %&10+" #1!0"1"&U+011$ A]c/#/01"

粉皮 U+0""## 2%&$ % %%10#+ &&0++ #!0U""/U011$ A]c% "!%0."

焖子 %""0""#%" 2%"$ 1 #/0.. /#0#+ #/+0!+"%&&01.$ !/0%" c&1+0&"

凉粉’拉皮等即食食品 #"0""#+! 2/"$ / +U0/& !/0/+ #&%0++"U&0"+$ A]c1#10U"

合计 .+0%/#&%. 2&+/$ U& %"+01" !!0#+ #%U0#""%!+0&+$ A]c% "!%0."

注%A]为未检出#$& MJ2SJ$

图 %$+ 类淀粉制品中铝含量散点图
F<J>E:%$)5@BB:EODCBC6@D>M<=>ME:P<G>@DPC6

+ S<=GPC6PB@E57 OECG>5BP

&0&$定型包装淀粉制品铝的检测结果
%!1 份被检定型包装样品中"! 类样品均不同程

度检出铝"铝残留量范围在 A]c+!&0#" MJ2SJ之间"
铝的总检出率为 U#0U&b#%%!2%!1$"%%"" MJ2SJ样
品数为!1 份"总体中位数为 1!0." MJ2SJ( 其中"粉
条的铝检出率高达 #"0U#b"%%"" MJ2SJ样品数占
!.0/.b#1U2U/$"铝残留量中位数为 #101+ MJ2SJ( 凉
粉’拉皮的铝检出率也达到了 #&01%b"%%"" MJ2SJ样
品数占 1"0UUb#!2%1$"铝含量中位数为 !#0/" MJ2SJ(
各类样品中铝的最高检出值均超过了 &"" MJ2SJ#粉
皮除外$"粉条更是高达 +!&0#" MJ2SJ"超过参考限量
值约 ! 倍( 具体数据见表 &(

表 &$定型包装淀粉制品中铝检测结果
K@ND:&$,D>M<=>ME:P<G>@DPC6PB:E:CBHO:PO@5S@J:G PB@E57 OECG>5BP

淀粉制品类别 铝检出率2b
%%"" MJ2SJ
样品数2份

铝含量2#MJ2SJ$

均值 中位数 四分位数间距 含量范围

粉丝 /&0+"#1" 2!.$ & &10/1 %+01" #%0"""&/01"$ A]c&%!0U"

粉条 #"0U##/# 2U/$ 1U %+.01! #101+ #1&0!."&/#011$ A]c+!&0#"

粉皮 +"0""#1 2/$ " #0UU .0!" #%0"""%.0/"$ A]c&&0+"

凉粉’拉皮等即食食品 #&01%#%& 2%1$ ! .10.U !#0/" #&%0++"%%!0&+$ A]c1#10U"

合计 U#0U&#%%! 2%!1$ !1 %""0%% 1!0." #%+0"""%+&0U"$ A]c+!&0#"

注%A]为未检出#$& MJ2SJ$

&01$散装淀粉制品铝的检测结果
此次抽检的 %%1 份散装淀粉制品中"铝的总检

出率为 #&0"!b"铝残留量范围为 A]c% "!%0."
MJ2SJ( 各 类 散 装 淀 粉 制 品 的 铝 检 出 率 均 在
."0""b以上"其中以粉皮和焖子的铝检出率达到
%""b为最高"其次是粉条’凉粉和拉皮’粉丝(

%%"" MJ2SJ样品数所占比例以粉条为最高"达到
+U0.#b#&&21.$(

各类散装淀粉制品铝残留量中位数从高到低依次
为%粉条’焖子’粉皮’凉粉和拉皮’粉丝( 其中粉条的
铝残留量中位数超过了 %"" MJ2SJ( + 类散装淀粉制
品的铝残留量均值以粉皮’粉条最高"达到了 &%.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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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U0!% MJ2SJ"其余 1 类也都超过了 !" MJ2SJ(
各类散装淀粉制品的铝最高检出值均为参考

限量值的 %0. 倍以上"其中粉条的铝最高检出值

#/#/01" MJ2SJ$超过参考限量值的 + 倍以上"而粉
皮的最高检出值#% "!%0." MJ2SJ$更是达到参考限
量值的 %" 倍( 具体结果见表 1(

表 1$散装淀粉制品中铝检测结果
K@ND:1$,D>M<=>ME:P<G>@DPC6N>DS PB@E57 OECG>5BP

淀粉制品类别 铝检出率2b
%%"" MJ2SJ
样品数2份

铝含量2#MJ2SJ$

均值 中位数 四分位数间距 含量范围
粉丝 .1011#%" 2%&$ % !%0&. %U0#" #%&0U+"!#0/+$ A]c&/U0+"

粉条 #!0U!#1/ 21.$ && %#U0!% %U.0/+ #1+0!+"1%10!1$ A]c/#/01"

粉皮 %""0""#/ 2/$ % &%.0%1 +.0#+ #&U011"1110/+$ &&0/" c% "!%0."

焖子 %""0""#%" 2%"$ 1 #/0.. /#0#+ #/+0!+"%&&01.$ !/0%" c&1+0&"

凉粉’拉皮等即食食品 .#01/#!& 2!U$ & +"01/ !!0U" #&%0!""//0+"$ A]c%./01"

合计 #&0"!#%"! 2%%1$ &# %%%0.U ++0!" #&/0%""%%10#+$ A]c% "!%0."

注%A]为未检出#$& MJ2SJ$

&0!$不同采样点的淀粉制品中铝的检测结果
由表 ! 可见"不同采样点的淀粉制品铝检出率

均在 ."b以上"从高到底依次为农贸市场和菜摊 e
其他固定店面 e大中型连锁超市 e大型批发市场(
% %"" MJ2SJ样 品 数 占 总 样 品 数 的 &.0%1b

#U&2&+/$"! 个采样点的铝最高检出值均达到限量
值的 ! 倍以上"铝含量中位数以农贸市场和菜摊
#/!01+ MJ2SJ$为最高( 其中大型批发市场’固定
店面的铝含量均值均超过了 %"" MJ2SJ"仅大中型
连锁超市的铝含量均值较低(

表 !$不同采样点的淀粉制品中铝检测结果
K@ND:!$,D>M<=>ME:P<G>@DPC6PB@E57 OECG>5BP<= G<66:E:=BP@MOD<=JOC<=BP

采样地点 铝检出率2b
%%"" MJ2SJ
样品数2份

铝含量2#MJ2SJ$

均值 中位数 四分位数间距 含量范围
大中型连锁超市 .!0&%#." 2#+$ &" U#01" &#0/" #%/0&""U%01"$ A]c!!10+"

大型批发市场 .&0!1#/% 2U!$ &1 %%+0/# !+0." #%U0+""%.&0.1$ A]c+!&0#"

农贸市场’菜摊 #"0/1#&# 21&$ U ##0./ /!01+ #110!""#U0!"$ A]c+.%0&"

其他固定店面 .U0&U#!. 2++$ && %1#0!" +#0/" #%#0+""&"!0+"$ A]c% "!%0."

合计 .+0%/#&%. 2&+/$ U& %"+01" !!0#+ #%U0#""%!+0&+$ A]c% "!%0."

注%A]为未检出#$& MJ2SJ$

1$讨论
人体中的铝主要通过饮食摄入"而食物的天然本

底铝含量都较小"绝大多数天然食品中的铝含量都小
于 + MJ2SJ)%&* "粮谷类铝含量一般 m%" MJ2SJ)%1* (
胡贺文 )%"*调查检测的 %+ 份淀粉样品中"铝含量中
位数为 %&0/ MJ2SJ( 孙峰等 )%!*调查检测的 / 份淀
粉样品中"铝含量在 "0/1 c%!0+& MJ2SJ之间"远低
于粉条的铝含量"表明淀粉并不是淀粉制品中铝残
留量超标的来源"淀粉制品中铝残留量过高与含铝
食品添加剂的滥用有关(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
委员会对中国居民膳食中铝暴露风险评估报告中
也明确表示"含铝添加剂食品是我国居民膳食中铝
暴露的主要来源"占经食物暴露铝总量的 U+b )%&* (
但目前"在 ’I&U%1!&""1-淀粉制品卫生标准. )%+*

和-淀粉及淀粉制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 )%/*中"
没有明确规定铝残留量的限量指标"致使一些小型
企业滥用含铝食品添加剂(

本次检测结果显示"&+/ 份样品中铝的检出率
达到了 .+0%/b"铝残留量范围为 A]c% "!%0."
MJ2SJ"与孙峰等 )%!*调查检测的淀粉制品铝残留量

范围比较接近( 由图 % 可以明显看出"铝残留量%
%"" MJ2SJ的样品中主要为粉条#包括了土豆粉’芋
头粉’宽粉’川粉$"表明这类淀粉制品的制作过程
中很有可能添加了含铝添加剂"并且粉条的铝残留
量均值达到了 %U%01/ MJ2SJ"中位数也达到了
%&10+" MJ2SJ( 在本次抽检的样品中"粉丝和粉皮
均有不同程度的铝残留"但%%"" MJ2SJ样品数较
少"与胡贺文等 )%U* 调查检测的湿粉皮超标率为
&+b存在一定差异"可能是因为所抽检样品有地域
差异和工艺差异( 总体来说"郑州市淀粉制品中铝
残留量较高"该类食品安全存在较大隐患(

&"%% 年"F,92TY9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
会#ZW?F,$第 U! 次会议上将铝的暂定每周耐受摄
入量#aKT($修改为 &0" MJ2SJIT)%.* ( &"". 年"欧
洲食品安全局#WF),$将铝每周耐受摄入量#KT($
设为 %0" MJ2SJIT)%#* "而在 &"%& 年"WF),决定修
改欧盟有关含铝食品添加剂使用条件和标准的 W?
%1112&"". 号法规附件!#欧共体批准用于食品的
食品添加剂清单及使用条件$"应当适当降低含铝
添加剂的使用标准"以确保膳食中铝暴露量不超过
KT(( 中国居民膳食中铝暴露风险评估报告中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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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我国居民通过天然含铝食物摄入的铝为每周
"0+.% MJ2SJIT"通过饮用水摄入的铝为每周
"0"1" MJ2SJIT#均以 ++ SJ体重计$"综合考虑"我
国居民膳食中铝总的平均暴露水平为每周每公斤
体重 &0!"/ MJ"是aKT(的 %0& 倍( 基于aKT(和本
次调查所得到的淀粉类制品中铝的平均含量"一个
体重为 ++ SJ的成人每周消费 /!& J粉条’#/+ J粉
皮’! "+" J粉丝’% %1+ J焖子和 % #"# J凉粉和拉皮
中的任何一种"铝摄入量就会超过 aKT(标准#此方
法还不包括铝含量较高的面制品的摄入$(

综上所述"郑州市淀粉制品中均有不同程度的铝
检出"且一些食品的铝残留量较高"提示淀粉制品的铝
残留问题值得关注( 这一问题的主要原因是人为添加
含铝食品添加剂所致"反映了我国对此类食品的监管
力度还不够"建议加强对含铝食品添加剂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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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海藻酸钙等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的公告
&"%/ 年第 . 号

$$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审评机构组织专家对海藻酸钙等 %" 种食品添加剂新品种%1( i)-酒石酸等 %#
种食品添加剂扩大使用范围或使用量%1-苏糖酸镁等 1 种食品营养强化剂新品种%左旋肉碱食品营养强化剂
扩大使用量的安全性评估材料审查并通过$

特此公告$
附件’%4海藻酸钙等 %" 种食品添加剂新品种

&41( i)-酒石酸等 %# 种食品添加剂扩大使用范围或使用量
141-苏糖酸镁等 1 种食品营养强化剂新品种
!4左旋肉碱食品营养强化剂扩大使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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