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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市售米粉制品脱氢乙酸使用调查及暴露评估

王绩凯，张荷香，齐小娟，陈莉莉，贺悦，陈江

（浙江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浙江  杭州  310051）

摘 要：目的　分析浙江省市售米粉制品脱氢乙酸（DHA）的使用情况，并对食用人员潜在的健康风险进行评估，

为相关部门监管政策调整和标准制定提供数据支持。方法　在浙江省有关地市采集米粉样品进行检测，分析脱氢

乙酸含量，结合浙江省居民食物消费量数据，评估居民通过膳食导致的 DHA 暴露水平。结果　在采集的 641 份样品

中，329 份样品检出 DHA，总检出率为 51. 31%。在检出 DHA 的样品中，DHA 含量平均值为（280. 00±242. 69）mg/kg，
P50 和 P95 分别为 218. 00 mg/kg 和 840. 50 mg/kg。检出样品的 DHA 含量差异较大，不同来源的样品中，网店来源

的样品含量最高。浙江省米粉制品食用人群脱氢乙酸的平均日暴露量为 0. 209 mg/kg·BW，高端暴露量（P95）为

0. 512 mg/kg·BW，由于目前 DHA 尚未制定每日允许摄入量值，暂不能对其引起的健康风险作全面评价，但食用米

粉制品导致的脱氢乙酸暴露不容忽视。结论　脱氢乙酸在米粉制品中使用较为普遍，网售环节尤其需引起监管重

视。新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实施后，防止超范围滥用脱氢乙酸将是

食品监管的重点。

关键词：米粉制品； 脱氢乙酸； 膳食暴露； 食品添加剂； 风险评估

中图分类号：R15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8456（2024）09-1042-04
DOI:10. 13590/j. cjfh. 2024. 09. 008

Assessment on the rice products in dietary exposure to  dehydroacetic acid in Zhejiang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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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Analysis the use of of dehydroacetic acid （DHA） in rice noodle products and the health risk on 
consumers in Zhejiang Province.  The data will provide support for regulatory policy adjustment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standards by relevant authorities. Methods　Rice noodles samples were collected from relevant ci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and DHA levels were measured.  The dietary intake of DHA was estimated by using the consumption data of rice noodles 
obtained from the consumption survey.  Assessment the daily exposure of DHA in rice noodle consumers. Result　Among the 
641 samples， DHA was detected in 329 samples （overall detection rate=51. 31%）.  Among whom， the average level was 
（280. 00±242. 69） mg/kg， with P50 and P95 being 218. 00 mg/kg and 840. 50 mg/kg， respectively.  The DHA levels differed 
significantly across samples from different sources， with those from online stores having the highest level.  The average daily 
exposure of DHA in rice noodles consumers in Zhejiang Province was 0. 209 mg/kg·BW， and the high-end exposure level 
（P95） was 0. 512 mg/kg·BW.  Since the 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 value of DHA has not been established， the related 
health risks cannot be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d， but the DHA exposure caused by eating rice noodles is warranted further 
research. Conclusion　DHA is widely used in rice noodles products， especially from the online marketing sources.  After the 
implementation of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s-Standard for the Use of Food Additives”， preventing the excessive use of 
dehydroacetic acid will be a key focus of food safety regulation.
Key words： Rice noodle products； dehydroacetic acid； Dietary exposure； food additives； risk assessment

脱氢乙酸（Dehydroacetic acid，DHA）是我国批

准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是一种防腐剂，对霉菌、酵母

菌、细菌的抑制能力特别强［1］。在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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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60—2024）规定了其使用范围和使用限量［2］，但允

许使用的食品种类不包括米粉制品。本研究利用

新标准实施前的浙江省米粉制品中的检测数据，调

查分析米粉制品中 DHA 的使用情况，并对居民膳

食 DHA 暴露水平进行分析评价，为监管部门政策

调整提供数据支持和判断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样品来源

本研究样品来源于 2020—2022 年在浙江省

11 个地市的餐饮环节和流通环节（商店、农贸市场、

网店）采集的各种米粉制品 641 份，其中 386 份采

自流通环节，255 份采自餐饮环节。

1. 2　样品检测方法

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脱氢乙酸的测

定》（GB 5009. 121—2016）［3］规定的气相色谱法检测

米粉中 DHA 的含量，检出限（Limit of detection，LOD）
为 0. 5 mg/kg。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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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当未检出数据的样

品占总样品量的比例小于 60% 时，所有未检出数据

用 1/2 LOD 替代，本研究中未检出数据小于 60%，

所以对于小于 LOD 结果以 1/2 LOD 计。

1. 3　居民消费量数据

本研究中使用的浙江省居民米粉制品消费量数

据来自于 2017 年浙江省居民膳食调查中居民消费

量调查数据，该调查采用的是 3 天 24 小时回顾法。

1. 4　脱氢乙酸暴露量计算方法

本研究利用调查对象米粉制品的消费量以及个

体体质量数据，结合米粉中 DHA 的含量数据，来计

算 DHA 每日平均暴露量（Average daily doses，ADD）。

ADD 计算公式：

ADD = C × IR
BW

式中：C 为米粉制品中脱氢乙酸的平均含量（mg/kg）；

IR 为调查对象每天米粉制品消费量（g/d）；BW 为调

查对象的体质量（kg）。

1. 5　暴露评估

目前国内外对 DHA 尚无 ADI 值。本研究根据

数据的类型，运用简单分布评估的方法进行评估［5］。

日均暴露量根据调查对象 DHA 个体暴露量的平均

值确定，高端暴露量根据调查对象 DHA 个体暴露量

的 P95 确定，评价人群因食用米粉导致的暴露水平。

1. 6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数据整理采用 Excel，采用 SPSS22. 0 软

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多组间均值比较用单因素

方差分析，以 P<0. 05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2　结果

2. 1　米粉制品脱氢乙酸检出情况

在采集的 641 份样品中，329 份样品检出 DHA，

总检出率 51. 33%。在 329 份检出 DHA 的样品中，流

通环节 222 份，其中农贸市场 153 份，占比 46. 50%，

商店 42 份，占比 12. 77%，网店 27 份，占比 8. 21%；

餐饮环节 107 份，其中快餐店（小吃店）105 份，占比

31. 91%，集体食堂 2 份，占比 0. 61%。

2. 2　米粉制品检出结果分布

在 329 份检出 DHA 的样品中，DHA 含量平均

值 为（280. 00±242. 69）mg/kg，P50 和 P95 分 别 为

218. 00 mg/kg 和 840. 50 mg/kg。不同来源的样品

中，网店来源的样品含量最高，其次为农贸市场，其他

采样点间米粉制品 DHA 含量无差异。结果见表 1。

2. 3　居民米粉制品消费量

以 2017 年浙江省居民膳食调查中居民消费量

调查数据为参数，对浙江省居民米粉制品暴露 DHA
的量进行初步评估，米粉制品在浙江省居民中的消

费量情况见表 2。

2. 4　居民米粉制品 DHA 暴露量计算及安全性评估

浙江省居民人群米粉制品 DHA 暴露量结果显

示，米粉制品食用人群 DHA 的平均日暴露量为

0. 209 mg/kg·BW，高端暴露量（P95）为 0. 512 mg/kg·BW。

但是由于目前 DHA 尚未制定 ADI 值，暂不能对其

引起的健康风险作全面评价。

3　讨论

鲜湿米粉因水分含量高，成品极容易发生微生

表 1　2020—2022 年浙江省不同采样地点米粉制品中 DHA
含量差异

Table 1　Difference of DHA levels in rice noodle products from 
different sources in Zhejiang Province from 2020 to 2022

采样地点

农贸市场

商店

网店

快餐店（小吃店）

集体食堂

采样环节

流通环节

流通环节

流通环节

餐饮环节

餐饮环节

份数

153
42
27

105
2

DHA 含量（mg/kg）
284.49±230.61
248.30±238.36
474.44±342.89
236.67±207.11
252.70±349.74

F 值

5.674

P 值

<0.001

表 2　浙江省米粉制品消费量情况

Table 2　Dietary intake of rice noodle products in 
Zhejiang Province

人群分组

2~7 岁

8~12 岁

13~17 岁

18~59 岁

≥60 岁

全人群

食用人群平均消费量

/（g/d·BW）

1.262
0.838
0.732
0.691
0.784
0.747

食用人群 P95 高端消费量

/（g/d·BW）

2.228
1.520
1.515
1.739
2.666
1.8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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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腐败，黏结成团等问题［6］，DHA 可以有效抑制霉

菌等微生物的生长，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将其列为食品

防腐剂在部分食品中可以使用，但没有允许将 DHA
作为米粉及制品的防腐剂进行使用。在本研究的

样本中 DHA 检出率为 51. 31%，说明仍存在一定程度

的超范围使用，并且网店销售的米粉制品 DHA 含量

明显高于其他采样环节，超范围过量滥用情况更为

严重，建议监管部门加强对网络售卖食品的监管。

此外，DHA 在检出样品中含量差异很大，说明从业人

员在使用过程中，DHA 用量随意且不规范，存在潜在

的食品安全风险隐患［7-8］。

添加剂不规范使用仍是我国食品监管领域需

重点关注的风险隐患［9］。本研究给出了浙江省居民

由于食用米粉制品导致的 DHA 暴露的评估结果，

对于米粉制品食用习惯更广的江西、广东等省份，

暴露结果可能会更高［10-11］。由于目前没有 DHA 的健

康指导值，尚不能作安全性的全面评价，但有毒理研

究表明，脱氢乙酸钠亚急性毒性，200 mg/kg·BW、

100 mg/kg·BW 剂量可引起大鼠多个指标出现异常改

变［12］。根据从动物向人体外推的不确定系数 100 倍

来换算，米粉作为南方省份居民的重要膳食构成［13］，

由食用米粉制品导致的 DHA 暴露不容忽视。米粉

制品中添加 DHA 后，虽然感官不会出现霉变、馊味

等明显的异常，但会掩盖另一安全隐患，如南方某

省发生过因食用米粉导致米酵菌酸中毒事件［14-15］，

原因是米粉中添加了 DHA，虽保持了米粉正常的感

官性状，但却无法抑制椰毒假单胞菌的增殖，椰毒

假单胞菌在米粉中进而产生米酵菌酸毒素，食用后

导致了米酵菌酸毒素中毒，并且中毒后果非常严

重，病死率较高［16］。根据新发布的《食品添加剂使

用标准》（GB 2760—2024），DHA 的适用范围进一步

缩窄，规范米粉制品行业，防止超范围滥用 DHA 将

是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的监管重点。本研究的样本

主要来源于流通和餐饮环节采集的生湿米粉，绝大

部分属于烹调前的散装食品（占比 96%），采样未涉

及生产环节，部分 DHA 含量较高的米粉是否存在

为延长货架期而严重依赖 DHA 的特定工艺尚不清

楚。本研究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只考虑的米粉制品

中的 DHA 暴露情况，未涉及其他食品类型，存在一

定的局限性，要全面评价还应进一步做全膳食的

DHA 暴露评估［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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