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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背景信息

近日，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
理总局发布抽检通告，抽检粮食
及粮食制品，食用油、油脂及其
制品，水果及其制品等3类食品
206批次样品，抽样检验项目合
格样品202批次，不合格样品4
批次，其中3个不合格批次是水
果及其制品(主要是蜜饯)。

其中，奶油葡萄干的霉菌、
椰子片二氧化硫残留量、芒果干
环己基氨基磺酸钠(甜蜜素)检出
值均超标。这三个检测项目超
标说明什么？超标对健康会产
生怎样的影响？应如何选购蜜
饯类食品呢？

二、专家观点

（一）这三种物质为何会出
现在蜜饯中

二氧化硫：二氧化硫是一种
食品添加剂，是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允许使用于蜜饯
的，具有漂白、防腐和抗氧化功
能，而且能抑制果蔬中氧化酶的
活性，从而减弱褐变，改善蜜饯
食品的色泽。所以，在蜜饯类食

品中检出二氧化硫并不奇怪，关
键在于其添加量是否符合国家
标准。

甜蜜素：环己基氨基磺酸钠
或钙盐，是一种广泛应用于食品
加工制造的甜味剂。其甜度是
蔗糖的30～80倍，甜味纯正、自
然，不带异味，且性质稳定。

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
组织(FAO/WHO)组建的联合食
品添加剂专家委员会(JECFA)于
1994年批准其作为食品添加剂
使用。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规定，该食品添加剂
可以在蜜饯凉果中使用。

霉菌：霉菌在我们的生活环
境中无处不在，它青睐于温暖、
潮湿的环境。同时由于其可形
成各种微小的孢子，因而很容易
污染食品。营养越丰富的食品
其霉菌生长的可能性就越大，大
多数霉菌繁殖最适宜的温度为
25~30℃。

所以，食物只要保存不当就
有可能被霉菌污染。其中，水果
(蜜饯的原料)中最常见的霉菌是
青霉菌，许多青霉能产生展青霉
素，尤其是在苹果、山楂等中。

（二）三种超标情况对健康

有何影响？
二氧化硫：本次抽检的椰子

片中二氧化硫超标30%(检测值
455mg/kg，标准值≤350mg/kg)，
属于不合格食品，不得销售，并
应当予查处。

FAO/WHO联合食品添加
剂专家委员会(JECFA)关于二氧
化硫每日允许摄入量(ADI)的建
议为0~0.7毫克/公斤体重，即只
要每天二氧化硫摄入量不超过
42mg（假设成年人体重60公斤）
就是安全的。以此计算，这次查
到的二氧化硫含量为455mg/kg
的椰子片，如果每天吃的量不超
过100克或仅是偶尔吃，应该对
健康不会产生危害。

甜蜜素：FAO/WHO联合
食品添加剂专家委员会(JECFA)
关于甜蜜素每日允许摄入量
(ADI)为11毫克/公斤体重。也
就是说，对于一个体重为60公
斤的成年人来说，如果每天都吃
甜蜜素，只要每天摄入量不超过
660mg，就不会增加健康风险。

此次抽检的芒果干中甜蜜
素 的 添 加 使 用 量 是 GB
2760-2014中规定最大使用量的
3倍(检测值3.0g/kg，标准值≤
1.0g/kg)，严重超标，属于不合格

的食品，应予以曝光与查处，净
化市场，这是保障人们饮食安全
所必须的。

至于吃了这样超标的芒果
干，对健康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那取决于吃了多少。如果仅仅
是偶尔吃或者吃得不多(少于
220g)，则不必担心。

霉菌：此次抽检奶油葡萄干
中霉菌检出值为12000 CFU/
g，比《蜜 饯 卫 生 标 准》(GB
14884-2003)的 规 定 (≤50
CFU/g)高出239倍。尽管大多
数霉菌并不致病或产生毒素，但
是反映出这个食品生产、运输或
销售的卫生条件较差，有可能危
及消费者健康。因此，针对不合
格的食品，不得销售，并应当依
法核查处置。

此外，水果(蜜饯的原料)中
常见的霉菌中有一种叫青霉菌，
而青霉菌能产生对人及动物均
具有较强的毒性的展青霉素，可
影响呼吸系统。已有不少报告
表明，苹果、山楂等都曾检出较
高含量的展青霉素。

因此，《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 品 中 真 菌 毒 素 限 量》
(GB2761-2011)规定苹果、山楂
制 品 的 展 青 霉 素 限 量 值 为

50μg/kg。但本次抽检产品中
展青霉素符合限量要求，如果
吃了这个奶油葡萄干，只要不
是大量食用，不必担心可能危
及健康。

三、专家建议

市面上的猕猴桃干、小番茄
干、桃脯、杏脯、苹果脯、糖渍山
楂、蜜枣、芒果干等等，都属于蜜
饯——水果经过切分、热烫和糖
煮等工艺生产出来的半透明的
产品，大量的糖在加热条件下慢
慢渗入水果块当中，替代了水果
中原有的水分，让果脯变成半透
明状态。

从膳食搭配来讲，蜜饯可以
作为健康膳食的一部分，但是由
于这类食品存在糖多、能量高等
问题，所以，蜜饯味道虽好，也不
宜多吃。对于喜好蜜饯的人，为
了避免吃到上述的不合格产品，
不但需要适量，而且应该到正规
的地方选择正规的产品，这样才
能更好地保障安全。

另外，值得提醒的是，零食
可以有很多选择，酸奶、水果、坚
果、干果等，当然无论是把哪种
食物当零食，也都要适量。

专家解读（之四十九）【

如何正确理解“蜜饯抽检项目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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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如何扮演食品安全风险交流者角色
□ 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高级研修学院 贾娅玲

食品生产经营企业作为食
品安全治理的生产经营主体、责
任主体和交流主体，积极参与风
险交流，不仅可以依据自身实
际，用最真实的生产经营信息
帮助风险评估者及各利益相关
方科学理解风险信息，避免消
费者误读误解造成过度反应。
同时也可以提高消费者信心，
扭转企业形象，化风险为机
遇。企业要坚持科学客观、诚
实守信、及时公开以及理性参
与的风险交流原则。面对食品
安全风险交流困境，需牢固树
立风险交流意识，认真把握风险
交流原则和沟通策略，充分借力
行业协会等第三方优势，才会扮
演好交流者角色。

企业是责任主体
也是交流主体

2015年，《食品安全法》的修
订进一步强化了食品安全社会
共治的大格局，确定了食品安全
工作要实行预防为主、风险管
理、全程控制、社会共治的重要
原则，并在进一步完善风险监测
和评估基础上确立了风险交流
的制度。食品安全风险交流是
各利益相关方围绕食品安全风
险及其相关因素交换信息、意见
和看法的过程，其参与者不仅包

括政府等风险管理人员，还包括
风险评估人员、消费者、企业、学
术界和其他感兴趣各方。新《食
品安全法》不仅确立了企业作为
生产经营主体的角色定位，也明
确了食品安全治理中企业所应
承担的风险交流职责。食品生
产经营企业作为食品安全治理
的重要参与者，提供安全的食品
是其基本职责，同时，企业也是
食品安全治理的交流主体，积极
主动参与风险交流，接受社会监
督，赢得社会尊重，勇于承担社
会责任，更是企业稳步增长、保
持收益的根本保证。

我国食品安全风险交流制
度及保障体系正在逐步建立与
完善过程中，社会处于公众危机
意识觉醒和食品安全总体认知
水平偏低的矛盾境地。由于食
品安全风险存在不确定和不稳
定性，极易引起大范围的负面情
绪。企业及利益相关方缺乏日
常的风险交流意识，公众认知与
科学评估结果存在明显差异，加
上媒体传播效应的放大，使得企
业的每一次危机应对都成为公
众质疑的焦点，即便是科学公正
的评估结果也不能有效澄清事
实。当前企业所参与的风险交
流均为危机应对时的信息发布，
没有沟通的互动信息，更没有规
范的交流策略，并未将风险交流

列为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的常态
化工作。

应坚持四原则

企业参与食品安全风险交
流，要坚持科学客观、诚实守信、
及时公开以及理性参与的原
则。科学客观是贯穿风险管理
全过程的基本原则，要求风险识
别的依据要科学，对风险的描述
和不确定性要客观，制定的评估
政策要合理，评判的风险评估结
果要公正。诚实守信要透明要
互信。由于利益冲突及利益选
择的矛盾性，使得企业或其他风
险交流参与者避重就轻，或担心
消息扩大对自身利益可能造成
的影响而被动沟通，往往使自己
陷入信任危机。守信最重要的
是先要建立信任，没有信任就没
有交流，但信任的建立与维护是
一项长久的系统任务，守信才是
企业生命力延续的重要保障。
及时公开原则表明信息发布的
时效性要强。不论是日常的风
险交流还是危机事件处理中的
风险交流，尽早公布是需要优先
把握的原则。由于风险初期掌
握的信息不全面、判断不准确，
尽早公布信息有可能出现错误，
但可以避免谣言抢占权威信息
的空间。在新媒体不断涌现的

今天，坚持及时性的同时，要为
交流内容的不确定性留有余地，
掌握交流策略。理性参与原则，
不仅是企业在交流时要理性判
断，同样企业的交流要促使公众
理性对待。在风险与利益的选
择时要理性选择，面对公众的质
询时更要理性对待，依靠科学评
估，尽早制定整改措施，针对公
众的期待点和关注点，确定交流
内容和交流技巧。将如何识别
食品安全问题，评判自身风险评
估结果，制定企业内部的风险评
估政策，划分风险等级，最终选
择适合的风险管理措施作为风
险交流的重点，将风险交流作为
企业常态化的风险管理手段。

有助食品安全风险治理

企业如何在危机事件乃至
日常生产经营中有效利用风险
交流的手段和技巧，从事件暂时
平息到企业生产经营能力的恢
复，企业遭受的不仅是经济风
险，更多的是信任风险。因此，
企业如何在风险交流中扮演好
交流者角色，有必要从以下三方
面进行思考：

牢固树立风险交流意识。树
立企业全员的风险交流意识，提
升企业及其从业人员的道德修养
和职业素质，是企业参与风险交

流的基础保障。食品生产经营企
业要尊重消费者获取有质量保障
的食物的基本权利，更要尊重消
费者的安全权及与此相关的知
情权、选择权和求偿权，积极探
索食品安全技术手段和风险交
流策略，提升风险管理水平。

认真把握风险交流原则。
企业在风险交流中要把握科学
客观、诚实守信、及时有效和理
性参与的原则。风险交流要达
到预期目标关键在于依据科学
的评估结果，了解受众的信息需
求和利益诉求，在此基础上，才
能将正确的信息以易于接受的
方式，通过合适的渠道传递给他
们。风险交流强调各利益相关
方参与，通过多方参与促进共识
形成，培养公众理性认知，注重
行业、企业、媒体、公众的理性参
与，弥合认知差异。

充分借力行业协会优势。
不断丰富风险交流工作形式和
渠道，充分借助行业协会、媒体
等风险交流平台，形成企业与行
业协会等第三方相辅相成、相互
补充的局面。借助行业协会、媒
体等第三方平台，在宣传企业生
产经营的同时，强调食品安全的
风险交流意识，增加食品安全的
日常风险交流。加强与公众之
间的科普宣传，借助社会力量推
动食品安全治理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