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首都食品安全

06 大家讲坛
2015年6月19日 星期五 责编星期五 责编：：张勇 版式张勇 版式：：纪磊纪磊 E-mailE-mail：：tougao_cfs365@163.com

有报道称美国科学家发现
牛奶中的激素IGF-1是一种致
癌因子，会导致女性易患乳腺
癌，男性易患前列腺癌；同时牛
奶中的蛋白质过多，尤其是酪蛋
白，蛋白质过量能增加癌症、心
脏病、糖尿病、肾结石、骨质疏松
症、高血压等患病几率。

牛奶中的IGF-1全称是“类
胰岛素样生长因子I”，它是生物
自身分泌的一种激素样蛋白质，
对人体血糖控制、生长发育有重
要作用。事实上，人体本身也含
有这种激素，一名成年人每日体
内的生成量为一千万纳克，而牛
奶中IGF-1只有约2.45纳克/毫
升，远低于人体内的量。的确有
一些流行病学调查显示，IGF-1
似乎与前列腺癌等癌症有一定
关系。但美国FDA、世界卫生
组织、联合国粮农组织的食品添
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评估都认
为，IGF-1与癌症的关系只是一
种多因素的相关性，迄今为止并

没有证据说明其是致癌的原因。
至于牛奶中酪蛋白致癌的

说法，最早来源于美国康奈尔大
学教授柯林?坎贝尔的一项“大
鼠实验”，大鼠被给予致癌物黄
曲霉素的同时，分别喂食大豆蛋
白或酪蛋白（作为唯一的蛋白质
来源），结果吃酪蛋白的大鼠发
生肝癌数量比吃大豆蛋白的大
鼠多。但在流传过程中，人们却
常将实验中使用的黄曲霉素这
一致癌物忽略了。黄曲霉素本
来就是强致癌物质，而且人们膳
食的蛋白质是多种来源的，不可
能只吃某一种蛋白。假如没有
致癌物，无论是酪蛋白还是大豆
蛋白都不会引起大鼠发生癌
症。所以，这个实验既引申不出
酪蛋白可致癌的结论，实验结果
也不适用于人。

那么，喝牛奶是否会导致蛋
白质过量？根据中国营养学会
2013年公布的我国居民蛋白质
摄入的推荐量，成年男性每天约

需摄入65克，成年女性55克。
按这个标准，即使每天喝500毫
升牛奶，从牛奶摄入到的蛋白质
大约只有15克左右，远未达到
推荐量，担心喝牛奶导致蛋白质
过量完全是杞人忧天。而且就
算担心过量，也应从整体膳食控
制，如减少红肉摄入等。

世界癌症研究基金会和美
国癌症研究所2007年联合发布
了专家对饮食、营养、身体活动
与癌症风险的评估，其中对牛奶
和乳制品与癌症风险的研究结
论是：目前没有任何有足够说服
力的证据表明牛奶有增加或降
低癌症风险的效果，但牛奶可能

有降低结肠癌风险的作用；而高
钙饮食，不论是来自于牛奶还是
其他食物，可能有增加前列腺癌
风险的作用。多少属于钙摄入
过高呢？报告提示的量是1.5
克/天，而我国居民成年人每天
推荐摄入量是1克左右，只要不
是大量服用钙补充剂，靠喝奶要
到1.5克/天的量，得每天喝1升
以上牛奶，绝大多数中国人很难
达到。

事实上，世界各国的健康机
构都推荐人们每天要喝一杯以
上的牛奶。《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建议每天饮奶300克，有条件的
喝到500克。美国农业部推荐
的膳食指南建议每天三杯奶，哈
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建议每天
一到两杯奶制品。而现实情况
是，中国居民人均每年摄入的牛
奶只有8千克，人均每天22毫
升，远低于推荐量；在广大农村
和边远地区，很多人根本消费不
到牛奶。

一、背景信息
有媒体曾报道其送检的三个洋快

餐品牌中的两个品牌的薯条均检出丙
烯酰胺，含量分别为280微克／千克和
240微克／千克，据此粗算一包中份薯
条丙烯酰胺含量分别为31微克和23微
克。通过网民留言评论发现，有部分网
民对丙烯酰胺不甚了解，表示不再食用
薯条，表现出食品安全的担忧，另有部
分网民感觉无所谓。
二、专家解读

1.食品中的丙烯酰胺主要是还原
糖和氨基酸在高温加工过程中发生美
拉德反应而生成的。

丙烯酰胺主要用作合成聚丙烯酰
胺的单体，2002年4月瑞典国家食品管
理局和斯德哥尔摩大学首次报道在经
高温加工的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食品中
含有丙烯酰胺，并以油炸马铃薯类制品
中含量最高。之后，各国研究者均报道
了类似结果，丙烯酰胺逐渐引起人们的
关注。

食品中的丙烯酰胺主要是由还原
糖（比如葡萄糖、果糖等）和某些氨基酸
（主要是天冬氨酸）在油炸、烘培和烤制
等高温加工过程中发生美拉德反应而
生成的。美拉德反应简单地讲就是食
物颜色逐步变深并散发诱人香味的过
程，比如烤肉、烤面包等。食品中的丙
烯酰胺含量受食品原料、加工烹调方式
和条件等因素影响差异较大。

2.尽管目前缺乏证据表明丙烯酰
胺与人类某种肿瘤的发生有明显相关
性，但仍然需要引起关注。

丙烯酰胺对人和动物都具有神经

毒性；对动物还具有生殖毒性、致突变
性和致癌性。丙烯酰胺在1994年被国
际癌症研究中心列为2A类致癌物，即
对人类具有潜在致癌性，但尚缺乏人群
流行病学证据表明通过食物摄入丙烯
酰胺与人类某种肿瘤的发生有明显相
关性。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分别
利用第 3和第 4次中国总膳食研究
（2000和2007年）的样品进行丙烯酰胺
污染水平和膳食暴露量研究，并评估其
不同的食物来源。在12类食物中薯类
及其制品（均数31.0微克／千克）和蔬
菜及其制品（均数22.3微克／千克）中
丙烯酰胺污染水平排在第2和第3位。
我国居民一般人群平均每日从膳食中
摄入丙烯酰胺为每公斤体重0.28微克，
高消费人群的摄入量为0.49微克，低于
JECFA评估的一般人群的摄入水平。
经评估，我国居民2000年和2007年膳
食丙烯酰胺的暴露限值（MOE）为：一
般消费人群分别为621和1069，高端消
费人群为367和633（低于JECFA评估
的一般消费人群的暴露限值为310和
180，高端消费人群为78和45，暴露限
值越小风险越高），但我国居民膳食中
丙烯酰胺的健康影响值得关注。

3.目前对食品中的丙烯酰胺没有
统一限量标准，本事件中媒体的报道缺
乏科学性。

1993年世界卫生组织规定饮用水
中丙烯酰胺含量不能超过0.5微克/升，
但各国对食品中丙烯酰胺均没有限量
值规定。

另外，由于原料马铃薯中有关氨基

酸、还原糖等前体成分变化很大，油炸
温度和油炸时间等也有波动，这会导致
同一品牌的薯条中丙烯酰胺含量的波
动很大。从欧盟食品安全局（EFSA）最
近正在征求公众意见的科学报告看，
1378份薯条样品，丙烯酰胺的平均污
染水平在332微克/千克，在95百分位
数为1115微克/千克；即食油炸薯条
887份薯条样品，丙烯酰胺的平均污染
水平在308微克/千克，在95百分位数
为904微克/千克，提出的近期目标控
制水平为600微克/千克。媒体送检薯
条的丙烯酰胺含量均在波动范围内，比
欧洲目前的平均污染水平低，与香港总
膳食研究和中国污染物监测网水平相
当，如果样品抽样量增加，不同品牌丙
烯酰胺含量就会趋同。
三、专家建议

1.丙烯酰胺作为食品加工中形成
的物质，其相关报道极易引起消费者恐
慌，应加强风险交流，帮助消费者正确
认识风险。

2.烹饪时，在确保杀灭微生物的同
时尽量避免过度烹饪。对于食品加工
企业，应改进生产工艺和条件，尽量减
少食品中丙烯酰胺的形成。

3.提倡平衡膳食，降低风险。

无充足证据证明牛奶致癌

关于薯条中检出丙烯酰胺
本期
专家

吴永宁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首席专家
陈 芳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教授

专家解读（之十六）

客观上，农村地区
地广人稀，劣质食品生
产、经营点存在“面大点
散”的问题，给基层执法
制造了不便，加之基层
执法力量较为薄弱，使
得农村食品安全监管执
法难度较大。再者，农
村消费者普遍对劣质食
品防范意识较弱、鉴别
能力较差，对劣质食品
的“廉价”诱惑也缺乏足
够的免疫力。此外，由
于城市对食品安全问题
愈加重视，监管也愈加
严格，一些劣质食品的
生产者和经营者为了逃
避监管，纷纷转移到农
村地区，使得原本就“漏
风又漏雨”的农村食品
安全形势变得更加严
峻。

虽然规范农村食品
市场存在这些客观上的
不利因素，但这也不足
以让农村成为劣质食品
的法外之地。农村成为
劣质食品“重灾区”，主
要原因还是食品安全监
管的缺位，执法力度较
弱。正是因为监管上存
在薄弱地带，才让劣质
食品有机可乘，在拓展
农村食品市场上如入无
人之境。违法成本极
低、收益明显，农村食品市场自然成为
劣质食品扎堆的“重灾区”。

要让农村食品市场的劣质食品无
处遁形，就需要监管部门在生产、流
通、销售、消费各个环节强化执法，加
强监管力度，创新监管手段，并严格追
究监管失察渎职的责任；同时，相关部
门还要加大宣传普及力度，强化加强
食品安全宣传教育，只有这样，农村食
品安全才不会留有死角。

阮光锋 科信食品与营养信息交流中心信息部副主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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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饶思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