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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添加剂对食品安全的影响探究

赵 慧 唐启元

北京王致和食品有限公司 北京 100000

现如今，人们选择食品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检验食品保质期，这也表明食品保质期对食物而言必不可少。

因为食品保质期是由食品自身确定的，但是，部分食品的保质期较短，不能适应我们的需求。人类为延长食品保质

期，研究制出食品添加剂，食品添加剂能够更有效地加长食品的储存期限，更符合人类对食品贮存的需求。不过，食

品添加剂并不是纯天然无污染的，在规定含量范围以内，就无法对身体产生影响，如果超出了规定的含量范围，会对

身体产生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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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食品添加剂的种类

食品添加剂指的是在企业加工生产食品的过程中，

为加快食物腐败的程度，提高食物的光泽，风味和新鲜

度，提高食物的营养，提高食物的品质等而在食物中

加入了少量的化学或天然产物。在我国食品业快速发展

的今天，由于食物的数量还在不断的增长，因此食物增

味剂的品种也发生着成千上万种的不同。据统计，在我

国到目前为止，经答应过的符合标准的食物添加剂共有

一千七百多种，而在国外使用食物添加剂的情况更加相

当普遍了，就以美国来说，在全美已有将近两万种食品

添加剂。由此也可看出，食品添加剂数量随着现代食品

的发展而大幅度增加，并且已经成为生产食品过程中不

可缺少的一部分了[1]。

食物添加剂根据其获取的方式，可分成化学食品添

加剂和天然食物添加剂。化学食品添加剂指的是通过化

学物质加工生产的食品；天然食物增味剂从动植物中获

取的化学物质。根据不同的用途，可包括抗氧化剂、漂

白水、杀菌药、凝固剂、酸、甜味剂等。

2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要求及规定

食品添加剂使用要求

现阶段食品加工制作过程中，针对食品添加剂的应

用，具体要求包括：（1）添加剂的应用不能对人体造成

危害；（2）不可因食品变质、发霉而利用添加剂进行掩

盖；（3）不可利用添加剂对食品自身存在的质量缺陷或

者是危害进行掩盖，并且不能以造假、掺杂为目的进行

添加剂的使用；（4）添加剂的应用必须规范合理，不

能因为添加剂的使用而导致食品营养价值降低；（5）

需要在确保其添加效果达到标准要求后，尽可能降低对

添加剂的使用量。另外，需要在以下条件下科学使用添

加剂：（1）为保护食物中所包含的营养价值，甚至是

为增加食物的营养价值而采用食品添加剂。在保证食物

的品质，增加食物在贮存环境中的安全性，促使其食品

包装、储运、加工效益提高后，可考虑添加剂的适当使

用；（2）添加剂能够成为某种食品的必要材料甚至是成

分时，可以适当使用食物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使用规定

食品添加剂使用的初衷是应用在食品可以达到有益

无害的效果，但是在实际应用过程中其应用效果却不尽

人意。尤其是化学性质的食品添加剂，其自身具有一

定的毒害性，如若大量食用会对人体造成严重的危害。

与此同时，食品添加剂毒害性无论是较低还是过大，都

与人体之间存在一定的计量效应关系，就是食品添加剂

中的毒害物质达到一定浓度时，才会明显体现出毒害作

用。所以，针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必须进行计量和方法

的严格规定。在国家关于食物添加剂而制定的《食品添

加剂使用标准》条款中，一般会对添加剂的应用范围、

使用量、允许应用品种及其中添加剂残留量等进行明确

规定。比如关于防腐剂的使用，如果规定其防腐剂材料

必须是钠盐和苯酸钾，则即可使用在酱油、果酱、饮

料、食醋、水果蔬汁等中，而如果是防腐剂的最大使用

量，则为每1g/m2。与此同时，在这些标准中，也特别确

定了各种食物都必须根据实际生产需要实现对各种食物

添加剂的正确应用，包括着色剂可以使用甜菜红、抗氧

化剂可以使用磷脂、甜味剂可以使用木糖醇等[2]。此外，

除按照实际生产要求来实现对食品添加剂的不同应用方

式之外，也包括了部分例外的食品，包括婴幼儿食品、

蔬菜、生鲜肉、灭菌奶、原粮等。

3 食品添加剂出现的问题

不正规的食品添加剂的使用

对食物添加剂的不当使用，将产生巨大的食物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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隐患，会对身体产生严重危害。比如在上海地区发生的

"染色馒头"事故，馒头中并不使用棒子面物质，而只是

使用了柠檬黄添加剂，而是采用了染色的方法后才能获

得真正的功效。但目前，柠檬黄食品添加剂还一直在被

作为可利用的食物添加剂，因为它们还能够在冰淇淋、

膨化食品、果汁和食品等中得到适当利用，但不要直接

在馒头中使用，会对健康形成影响。另外还有例如在"毒

豆芽"的例子中，就提及到了对漂白液和保鲜剂的合理使

用。在一般情况下，国家为了防腐保鲜剂和漂白液的使

用，需要在各种食品包装中进行了明确规定，并且给出

了这些阻燃助剂的具体范围和实际数量。但是在豆芽栽

培过程中，因为国家已经规定了在栽培过程中不得采用

任何的机械辅助设备，从而导致了食品增味剂的使用数

量超越了范围。另外，国家还规定了在二十七种食物中

不能够添加增味剂，包含了糖、乳脂、天然矿泉水、果

蔬、生鲜肉、果蔬、生鲜水产等。

食品添加剂的超量使用

普通的食物添加剂本身并没有危害人类的身体健

康，但是过多的使用食物添加剂也会对食品安全构成威

胁。我国目前已经建立了关于各种食品添加剂的生产标

准和使用标准，并且很明确的对各种食品添加剂的应用

规范，都规定了不得超过的标准范围。不过也有部分无

良经营者为让食物的外表更为诱惑人，往往超标使用食

物添加剂，并采用搬弄是非蒙骗的方式规避了根据我国

有关法规要求，对各种食品添加剂的生产应用标准的严

格规范监督，这样导致了食品的安全性水平降低，也极

大的影响了我国人民的身体健康。

非食用物质的添加

近年来，随着诸如苏丹红、瘦肉精等化学非食用材料

在食品生产制作过程中越来越大规模的使用，也产生了大

量的食品安全风险。而它们所存在的安全风险也都可以归

罪于食品增味剂，也让食品增味剂给了非食用物品的李代

背上黑锅。但是需要清楚，并不是所有的非食物品都属于

增味剂，食品添加剂与非食用物质是两个概念。比如在鱿

鱼等水产品加工过程中，部分工厂为谋求更高的利润，会

在里面加入工业甲醛，虽然能够保证海鲜食品的颜色更加

鲜丽，不过工业甲醛并不是食物添加剂，而且目前我国法

律已经明令禁止了工业甲醛的使用。此外，罂粟壳可以起

到提升口感的作用，并且如若人们大量食用，会出现上瘾

的情况，但是部分火锅店、麻辣烫也会把罂粟壳的添加剂

放入到火锅材料里面，但实际上这已经是我国国家法律明

令禁止的行为。这种苏丹红工业颜料，被非法商贩使用对

食物进行染色，将对人类产生很大的影响。而且，如果人

类进食大量的"吊白块"食物，极易引起身体产生过敏性、

胃肠刺激性等不良反应，以至产生食物中毒事件，对身体

产生很大的危害[3]。

食品添加剂标识不符合规定

我国规定商家在加工出售的食品外包装上一定要有

食品的加工原材料和食品添加剂，这是对消费者权益的

一种合理保障，他们也应该知道自己所选购商品的主

要成分。但是也有部分不良公司为了达到自身的商业目

的，在食品中添加了不规范的食品添加剂，甚至完全没

有根据公司实际的经营情况反映在食物的使用成分中，

这样就严重的欺瞒了消费者，给公司自身的经营利润形

成了巨大的打击，也给食品的质量安全问题造成了很大

的影响。

4 食品添加剂对食品安全的影响分析

积极影响

在日常生活当中，许多食品内部均含有一定量的食品

添加剂。近几年，来随着食品安全问题的不断涌现，人们

对食品添加剂的认识也出现了一定的偏差，认为只要食品

内部含有食品添加剂，则就代表该种食品是不可食用的，

食用后会对人体安全造成不良影响。但事实上，在食品添

加剂使用前，相关技术人员已经开展了致癌性检测、遗传

毒性检测、急性毒性检测等工作，在确认无任何安全问题

后，才会科学合理的对食品添加剂进行应用，这不但会造

成食品安全问题出现，还能够提高食品美味程度，改善食

品外表美观性，提高食品受欢迎度。

消极影响

我国作为人口大国，食品生产业市场十分广阔。在市

场经济影响下，食品生产业竞争愈加激烈，部分商家为了

获取更高的经济利益，时常会出现违规生产的现象。以食

品添加剂为例，一些食品生产厂家在食品生产过程中时常

会出现过度使用或滥用食品添加剂的现象，最终造成食品

安全问题出现。引发此类问题的原因主要是食品生产商未

养成良好的安全意识及责任意识，加之食品生产设备较为

落后，无法准确的对食品添加剂进行计算[4]。此外，部分

生产员及技术人员缺少良好的法律意识，也会导致食品添

加剂使用量大大超标，影响食品安全。以硝酸钠及亚硝酸

钠，其能够使肉质食品外表更加美观，还能够提高肉质食

品风味，抑制细菌生长，但也具有一定的毒性，无法用于

食品加工环节中，部分食品生产厂家未认识到这一点，最

终导致食品安全问题发生。

5 食品添加剂与食品安全问题的建议

加快建设有效的制度标准

受许多产品安全事故的冲击，我们对食品添加剂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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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色变，却缺乏对食品添加剂树立正确的认识，从而造成

人们对当前的食品安全状况不够信任，甚至产生了某些误

解。所以，想颠覆公众的固有错误认识，就必须不断加强

法律规范的建立与管理，提高我国有关食物商品的价格可

信度，不断完善与健全我国有关食物增味剂的产品管理标

准，建立健全的食物增味剂质量检验标准，完善食品监管

制度，严格审核对食物商品生产者的产品诚信度以及生产

经营许可证同时督促生产有关的产品公司加强良好诚信记

录，继续加强对有关产品的工商登记备案的严格审查管理

工作，对有关产品的生产制造源头进行严格跟踪控制，对

有关产品生产制造的全过程实施严格检查，对生产中使用

食物添加剂产品的类型和规模进行严密科学有效的产品控

制与监管，增强有关监管部门对生产过程中所用增味剂产

品的质量控制意识，对非食物性质的食用添加剂生产企业

实施重点抽检和跟踪检验，对滥用工业原料作为食物添加

剂的情况开展严肃查处，打击涉及增味剂滥用的严重未成

年人违法犯罪行为，从而逐步增强食物添加剂的社会影响

力，提高产品的质量安全，增强社会公众对食物添加剂质

量的认可水平。

提高检测人员的检测能力和生产者的管理能力

首先，相关部门要对检测机构的工作人员进行系

统、科学的培训，使之深入了解食品生产流程与加工工

艺，学习食品标准法律法规，包括标准、国家公告等，

如《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7718-

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2760-2014）、《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

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等标准，以提升自身的业

务水平与技术素质，从而坚持科学合理、公平公正、高

效率的原则进行检验管理工作。

因时因地制定修订食品安全标准

系统地进行了食物中的危险因子及膳食暴露评估，

对农兽残留、致病性细菌等进行了有效监控，并完善了

相关的试验检测方法标准；尽快形成了食用添加剂生

产标准与食用领域产品经营监督管理规范，但由于目前

相关国家规范中使用的食物添加剂共计二千三百九十七

种，有相应国家规定质量规格标准的仅有五百九十一

种，因此需要更有效的对剩余食用添加剂的试验检测方

法和质量标准进行研究；严格制订了食品安全方面的地

方标准，对当地特色产业将及时出台相关的地方标准，

对生产过程将严格把关；建立了无公害食品、有机食

品、绿色食品生产全过程中的产品质量管理规范、认定

准则等[5]。

加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和交流

政府等有关部门应设立具有权威资质的食品安全风险

专项交流机构，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危害和应用风险作出

科学的考察，成立专家小组，进行多项风险的专业评估，

使有关如何正确使用食品添加剂、杜绝食品添加剂使用风

险的消息能够传递到食品生产企业和社会大众中，有助于

帮助社会大众树立正确的食品安全意识，正确地认知食品

添加剂的相关风险，消除不必要的心理恐慌，更重要的是

为食品生产企业制定正确的食品添加剂参考标准，在社会

生产的过程中可以有法可依，按照国家的规定和标准以及

最新的研究成果正确使用食品添加剂。

结语

随着我国食品生产业的不断发展，食品添加剂已成

为食品生产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原材料之一。食品生产单

位应对食品添加剂加以科学合理的应用，避免出现过量

使用、违规使用、超范围使用的现象，确保食品食用安

全，推动我国食品制造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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