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C 

第 10 项议程 CRD14 

  CX/CF 19/13/8 

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食品标准计划 

食品污染物法典委员会 

第13次会议 

印度尼西亚日惹，2019年4月29日 - 5月3日 

未制定监管标准或风险管理框架下食品污染物风险分析指南草案 

(由新西兰与荷兰主导的电子工作组编制) 

有意在第 6 步对此草案递交评论意见的食典委(Codex)成员国与观察员国，应根据食典委网页/通报函之 CL 

2019/10-CF 的说明递交相关意见：  

http://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resources/circular-letters/en/.  

 背景 

1. 在国际食品法典一般原则委员会(CCGP)第 30 次会议上，新西兰介绍了会议室文件 7(CRD7)，指出检测

此前认为不会存在食品中而且只可能引发极低公共卫生关切的化学物，这是一件重大的新问题，原因详

见报告所述，这可能会对国际贸易产生影响。新西兰宣布准备呈交更详细的提案，并交由委员会审议1。 

  

2. 在国际食品法典农药残留委员会(CCPR)第 48 次会议上，新西兰代表团介绍了此前在 CCGP30 会议

(2016 年 4 月)上呈递的 CRD16。代表团表示，《国际食品法典》对此有明确的利益和责任，应当积极

主动地解决新西兰信息报告中提到的问题，并支持制订国际统一的风险管理方法。因此，新西兰准备呈

交新的工作建议，以便执行委员会第71次会议(CCEXEC71)和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第39次会议(CAC39)

审议2。  

 

3. 在执行委员会第 71次会议上(2016)，西南太平洋地区委员递交了 CRD8，指出当前很多不可能构成公共

卫生关切的化学物并没有纳入《国际食品法典》框架内。该委员表示，食品污染物法典委员会(CCCF)

将是启动这个方面工作的合适起点。CCEXEC 同意称这个问题与多个委员会相关，但主要涉及的是

CCCF，并且指出，CCCF 在考虑自身权限和工作量的情况下审议提案，之后才会做出开展新工作的决

定。CCEXEC 承认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也承认《国际食品法典》有必要应对，并建议将文件(CRD8)转

交 CCCF 进一步审议3。  

 

4. 在 CAC39 会议上（2016），委员会同意 CCEXEC 的建议，将文件(CRD20)转交 CCCF 进一步审议4。  

 

5. 在 CCCF11 会议上（2017），新西兰递交了在全体会议前召开研讨会后编制准备的项目文件修订版。

CCCF 批准开展新工作，制定风险分析指南来应对无意间存在食品中的低量化学物；将项目文件转交

CAC40(2017)审批；并同意建立由新西兰出任主席、由荷兰担任联合主席、以英语作为工作语言的电子

工作组(EWG)来推进这项工作5。  

 

                            
1 REP 16/GP, 61 段 
2 REP 16/PR, 195 段 
3 REP 16/EXEC, 49、53 和 54 段 
4 REP 16/CAC, 207 段 
5 REP 17/CF, 152 和 153 段，附件 XI 

http://www.fao.org/fao-who-codexalimentarius/resources/circular-letters/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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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CCEXEC73（2017）会议指出，新工作的项目文件对于有无科学建议的问题没有回答，工作必须要确

保符合风险分析原则。CCEXEC建议，国际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应积极参与制定无意间存在食品中

低量化学物的风险分析指南，以确保符合风险分析原则，尤其是风险评估6。  

7. CAC40 会议在充分考虑 CCEXEC73 重要审查意见后，批准了新工作7。 

8. CCCF12 会议(2018 年)审查了关于无意间存在食品中低量化学物的风险分析指南提议草案。会议做出以

下评论与决定： 

 范围应进一步改进，以明确指出所探讨的污染物不在现有监管框架的污染物范围之内，即已有的

Codex标准和(若没有Codex标准)国家标准。该指南应排除已制定监管要求的化合物，如食品添加剂、

农药、兽药等，以及已制定健康指导值(如每日耐受摄入量(TDI))的化合物，且这点应在范围里明确

指出。  

 在第4节原则里录入的临界值条目应当放在方括号里，这是因为还需进一步探讨设定单一临界值的

可行性；或者需要设定一个以上的临界值，同时考虑到不同污染物可能具备不同毒性水平，而且含

有污染物的食品在不同国家地区的摄取量存在重大差异等因素。此外，由于毒理学关注阀值(TTC)

类别基于慢性毒性试验，因此需要考虑急性毒性问题。会议还建议应当考虑是否应强制规定临界值。  

 第7.1节除外类别所列出的类别，由于不在据以得出暴露级阀值(TTC)的数据库范围内，因此也不含

在TTC方法内。  

 由于该指南拟交由各国政府实施，因此参考相关Codex文本更为合适，而非特定的Codex委员会(食

品中污染物、检查和认证系统)。在这方面，参考CCCF的权限并不恰当，相反应当制定相关文本来

解释未含在指南里污染物的意思(第3节 范围)。应在相同行里收录食品进出口检验与认证分法典委员

会(CCFICS)所制定的文本作为参考资料，取代当前对第7.8节风险管理人决定文本的陈述。  

9. CCCF12会议同意将推进此指南提议草案至第5步，交由CAC41(2018年)采纳通过。CCCF12会议还同

意重新设立由新西兰与荷兰担任主席国的EWG，进一步细化该指南，尤其是方括号里留待委员会下次

会议审议的内容。CCCF12会议还同意保留在CCCF下次会议前夕召开实际工作组会议的可能性，以审

议研究所递交的书面评论意见，并制备修订草案供CCCF13会议(2019年)审议。8  

10. CAC41（2018）会议在第5步采纳通过了指南提议草案，并推进至第6步接受评论。9  

11. 新西兰与荷兰重新召集EWG，继续开展修订及进一步制定指南草案的工作。EWG由来自25个成员国、

2个国际组织和9个非政府组织的代表组成。EWG以英语为唯一工作语言。EWG人员名单详见附录2。 

指南草案里的参考资料与示例 

12. 为该指南的制定提供科学依据的技术参考资料，如指南草案(附件1)尾注1和4所示，不会保留在最终文

件里。同样，工作文件(尾注4)、案例分析(附录3)和工作示例(附录4)里的参考资料，也是协助CCCF制

定该指南的信息源，但同样不会保留在最终文件里。参考资料与示例，如案例分析，仍可通过Codex网

站发布的相关工作文件(即CX/CF 19/13/8)公开查阅。  

 讨论和结论 

13. 在编制指南提议草案时，EWG 考虑修订以下章节来解决 CCCF12 会议上提出的几个要点： 

 改进范围，明确指出不在范围内的污染物。 

 临界值 

 参考具体的 Codex 文本而非 Codex 委员会 

 其他事项 

 范围 

                            
6 REP 17/EXEC2, 59-60 段 
7 REP 17/CAC, 83 段 
8 REP18/CF, 123-124 段 
9 REP18/CAC, 附件 I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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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针对范围改进问题，EWG 成员提出了很多意见，大多数支持扩大列入范围内的污染物种类。由于所列

出的污染物仅为说明性示例，因此不适合对污染物列表做出规定，因为这样会影响风险管理人灵活实施

该指南。 

 临界值 

15. EWG 还研究了用来设定“临界”值的方法，以确保所选定的临界值足以保护人类健康，但也要契合现有的

分析能力。  

16. EWG 成员的意见，支持保留临界值并取消特定值。为此，指南里收录了附录 4，通过对比毒性 TTC 类

别与已公布 JECFA10健康指导值或起始点的比较情况来说明拟定临界分割方法所固有的保守值。这样，

所选定的临界值就能为普通大众提供更充分的保护。但是，EWG 认识到，如果将临界值应用于某批次

食品在膳食中比重超过 10%的亚人群，不一定能够带来适当的保护力度；为此取消了婴幼儿临界值，并

在通用文本里建议对这类情况实行个案处理方法。 

 Codex 参考 

17. EWG 考虑修订提议草案，将参考特定 Codex 委员会改为参考相关 Codex 文本。EWG 成员对此修订没

有提出任何意见。  

 其他事项 

18. 除了提交 CCCF12 会议审议的具体要点外，EWG 成员也对指南的其他方面提出了意见。这些成果综述

如下： 

 对于缩短或拓展标题，成员均提出意见；最后决定，缩短标题更为适合，于是指南标题修订为：食
品中未受管制污染物风险分析指南草案 

 此外，也有成员提出应缩短介绍章节；这些意见已被接受，该章节也相应修改得更加简明； 

 此外，根据意见稿里指出的问题，也对该文件做出了其他细微的一致性和术语修订。 

 

建议：  

19. CCCF： 

 注意到，指南草案的修订基于所召开的讨论和在 CCCF12 会议上递交的评论意见以及向 EWG 递交

的意见稿，详见第 5 段至第 11 段；以及 

 审议附件 I 里的指南草案以及针对 CL2019/10-CF 所提交的评论和物理工作小组会议的结果。  

 

                            
10
 食物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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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食品中未受管制污染物风险分析指南草案  

(通过 CL 2019/10CF 请求的评论) 

 

1. 简介 

随着食品供应的日益多元化以及分析能力的持续进步，在食品中检出未受监管框架约束的污染物也日益

增多。风险管理人在响应这些检测结果时，必须采取足以保护公众健康的方式，但同时也要考虑初步检

测结果的实用性以及贸易公平性。 

若有必要对食品中检出的未受管制污染物做出快速风险管理响应，则应当采取务实的风险分析法。这种

方法： 

 应能适应毒性数据有限或没有的情况；  

 应能在进口国能力范围内实施；   

 在实施全面风险评估既不实用也不可行的情况下，应能在有限时间内实施。  

毒理学关注阈值(TTC)是一项广受认可的隐患筛查工具，它基于科学的风险评估原则，能够评估低量化

学暴露量，并能鉴别是否需要进一步数据来评估人体健康风险。1  

快速风险分析法将在充分保护公共健康的同时，支持食品安全，并最大限度避免食品浪费。 

2. 目的  

本指南提供方法，协助政府对食品中未受管制化学污染物实施快速风险分析；以下简称为“未受管制污

染物”。 

本指南应与下列相关文本一并阅读： 

 《政府应用食品安全风险分析的工作原则》(CAC GL 62-2007)； 

 《世贸组织实施卫生与植物卫生措施协定》(SPS 协定)；  

 《食品法典委员会框架内应用的风险分析工作原则(食品法典委员会程序手册)》；  

 《国家食品控制系统原则和指南》(CAC GL 82-2013)； 

 《食品进出口检验和认证原则》(CAC GL 20-1995)； 

 《食品进出口检验与认证体系制定、实施、评估与认可导则》(CAC GL 26-1997)； 

 《食品进口控制体系导则》(CAC GL 47-2003)； 

 《国家间拒收进口食品信息交换导则》(CAC GL 25-1997)； 

 《食品应急状况信息交换导则》(CAC GL 19-1995)； 

 《分析(检测)结果争议解决指南》(CAC GL 70-2009)； 

 《进出口国间支持食品贸易信息交换原则和准则》(CAC GL 89-2016)；以及 

 《食品检验和认证体系中使用可追溯性／产品追踪方法导则》(CAC GL 60-2006)  

3. 范围 

本指南所适用的未受管制污染物，系指符合《食品和饲料中污染物和毒素通用标准》(CAC STAN 193-

1995)定义且没有特定国际食品法典、区域或国家标准、建议或指南的污染物。未受管制污染物包括： 

 符合《食品和饲料中污染物和毒素通用标准》(CAC STAN 193-1995)定义且没有特定国际食品法典、

区域或国家标准、建议或指南的污染物；和 

 此前在食品中未报告的一次性而非间歇性检出污染物；以及 

                            
1 Kroes.R., J. Kleiner, A. Renwick.2005.《风险评估里的毒理学关注阀值概念》。《毒理学》，86 

(2):226–230.(https://doi.org/10.1093/toxsci/kfi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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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特定食品或食品原料批次或货物中检出的污染物。 

3.1 本指南范围涵盖类别 

食品中存在的可能隶属本文范围的污染物组包括但不限于： 

 温室气体减排技术，如用于解决特定环境和气候变化相关问题的化学物，包括以往不认为会存在于

食品中的农业硝化和脲酶抑制剂； 

 食品加工过程中使用材料所产生的污染物，如印刷油墨、用作生产维护化合物的油/润滑剂/树脂、清

洁化合物、用于生产设施的微量化学物； 

 天然毒素，如霉菌毒素或植物毒素； 

 环境污染物，如阻燃剂和麝香/香料； 

 加工引发的污染物，如热处理污染物。 

3.2.本指南范围排外类别 

食品中存在不属于本指南范围的污染物组包括： 

 风险管理人在调查涉嫌故意掺假的食品时检出的污染物；以及 

 

 已制定监管要求或已有监管框架的污染物； 

 

 已确定每日容许摄入量等健康指导值(HBGV)的污染物2。 

  

4. 原则 

在实施本指南过程中，各国应考虑以下原则： 

 本指南适用于当前贸易过程中供人体消费的食品； 

 本方案所使用的未受管制污染物检出信息，应当符合官方食品管控计划的有关抽样和分析要求； 

 若在某批贸易货物中检出未受管制污染物，应当通知出口国主管部门，并分享相关食品安全信息； 

 实施快速风险评估的风险评估人员，应具备适当的能力和经验； 

 风险评估与风险管理决定，包括用于支持此类决定的数据与信息，应以透明系统的方式予以书面记

录，并根据要求予以公开； 

 若在食品中持续检出未受管制的污染物，则应开展针对性监测活动，判定潜在人类暴露程度及污染

来源。 

 

5. 职责 

很多情况下，风险管理人即为执行官方管控/监测计划或进口管制的主管部门，包括抽样，并在之后负责

接收认证或同等级别实验室的检测结果。应依据国家食品安全法律法规，针对涉事批次食品货物的安全

或其他方面做出决定。  

开展风险评估时，主管部门应确保尽快向利益相关方通报在食品中检出未受管制污染物，并应及时实施

风险评估。对于国际贸易过程中的食品，这一点尤为重要。  

除主管部门外的利益相关方，也可出于一系列原因开展非监管性监督计划，如履行供应商合同条款。若

其他相关利益方报称在食品中检出未受管制污染物，主管部门可在初步评估中考虑这些检出结

果，但应在认证或同等级别实验室确认后方可做出最终评估。 

 

                            
2 JECFA 确定和/或 Codex 认可的健康指导值(HBGV)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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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报告检出结果 

认证或同等级别实验室应报告风险管理人规定的官方/官方认可食品监控与监测计划的所有检出结果和所

测量的污染物含量，包括未制定监管框架的污染物。这样，认证实验室就能确认是否存在未受管制污染

物，并根据官方监管计划质量保证规定对样本实施检测。检测报告的样本来源应当清晰明确。  

分析师向风险管理人提供的信息，应包括： 

 抽样计划类型，如纵向、横向、针对性监测及抽样程序； 

 检测方法及其分析性能、量化模式与量化标准以及是否为能够提供分析物化学结构鉴定信

息的确证方法； 

 检出数量、样本类型以及检测样本总数； 

 发生数据汇总统计； 

 鉴别化学物类别/化学物类型； 

 评估污染物在食品中的分布均匀性。 

 

7. 决策树在快速风险评估的应用 

确认食品中存在未受管制污染物后，风险管理人应实行根据随附的决策树实行风险评估。(参见附录 1)。

作为快速风险评估的组成元素之一，TTC 框架是一项基于科学的筛查工具，能够在食品中发现低量未受

管制污染物时实行快速风险表征。通过快速风险评估方法，就能只优先处理那些需要进一步深入调查的

情况。 

7.1. 污染物除外类别(快速风险评估决策树第 1 步) 

正如毒理学关注阈值(TTC)方法所确定的那样，某些污染物组别因为化学或毒理学特性而不适合快速风

险评估。除非此前有过对此类组别实行快速风险评估的经验，否则对于以下污染物类别，风险管理人应

不予实行决策树框架：  

 高效能致癌物(即黄曲霉素、氧化偶氮或 N-亚硝基化合物、对二氨基联苯)，  

 无机化学物，  

 金属，  

 蛋白质，  

 类固醇，  

 纳米材料，  

 放射性物质， 

 有机硅化合物，以及  

 已知或预计持续存在且生物积累性的化学物。  

若检出除外类别里的污染物，风险管理人应遵照现行可用的监管框架、标准、建议和指南。 

若对于未受管制污染物有了充分的毒理学数据，则应推算出健康指导值(HBGV)，同时应采取

该健康指导值来实施风险表征3(参见快速风险评估决策树第 6-9 步)。 

7.2. 临界值的应用(快速风险评估决策树第 2 步) 

若未受管制污染物定量测量超过 1 µg/kg 的临界值，则风险管理人应通报此类测量的相关利益方，并请

求分享所有现有信息，以便尽快开展快速风险评估。  

若测量结果未超过 1 µg/kg 的临界值，则可做出风险管理决定，即该批次货物不存在食品安全关切。  

                            
3 HBGV 是经口途径染毒(急性或慢性)的量化表达，采取的是预计不具备显著健康风险的剂量形式。

(食品中化学物风险评估原则与方法(EHC 240,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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临界值的推算，是出于某批次货物在某个人群普通日常膳食的比重可能只有十分之一的考虑，在推算时

依据的是可能含有不同来源之相同食品与一系列其他食品组的均衡膳食。对于某批次货物在日常膳食摄

入量的比重超过十分之一的某些亚人群，例如婴幼儿食品或单一来源营养品，则可能就不适合使用临界

值。此类情况应视具体情况来考虑，若无法确定某批次食品货物在此类亚人群膳食中的比重，则应实行

全面风险评估。 

7.3. 出口国主管部门的信息分享(快速风险评估决策树第 3 步) 

除了向相关利益方通报未受管制污染物在食品中的测量结果外，风险管理人还应向出口国主管部门索取

相关食品安全信息(若有)。相关食品安全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毒理学数据库、涉事食品以往检出情况、食

品加工信息以及使用历史。 

7.4. 请求快速风险评估(快速风险评估决策树第 4 步) 

风险管理人应尽快谋求对检出的未受管制污染物实行快速风险评估。风险管理人应向风险评估员提供从

出口国获取的毒理学与发生数据。  

7.5. 毒理学数据采集(快速风险评估决策树第 5 步) 

风险评估员可获取污染物或化学/结构相关化合物的补充毒理学数据，以此进一步指导快速风险评估方法

的选择(即 TTC vs HBGV 方法)。  

7.6. 选择 TTC 值/确立 HBGV、暴露评估与风险表征(快速风险评估决策树第 6-9 步) 

应当基于现有毒理学数据，判定在必要时限内确立 HBGV 是否可行。 

若没有充分的毒理学数据来确立未受管制污染物 HBGV，则应根据无论检出结果是否具备毒性均无关系

的适宜阀值或参考值，对污染物选择膳食摄入量(第 6 步)。4 

取得数据集后，风险评估员应对涉事食品中的污染物实施简化暴露(最坏情况)评估，5并根据通过快速风

险评估决策树(第 8 和 9 步)而选择的 TTC 来描述风险特征(第 8 步和第 9 步)。快速风险评估过程中的任

何假定和不确定情况，均应予以记录。  

7.7. 报告(快速风险评估决策树第 10 和 11 步) 

风险评估员应采用规范方式，在约定时限内清楚明确地向风险管理人报告结果。6  

7.8. 风险管理人做出决定 

风险管理人应考虑风险评估员提供的快速风险评估结果，并做出是否有必要实施风险管理响应的决定。

所应用的风险管理措施，应与预期人类健康风险相当。这包括： 

 基于对人体健康的可忽略风险，判定食品货物/批次适合人类消费， 

 基于对人体健康的潜在风险，判定食品货物/批次不适合人类消费， 

 暂扣食品货物，进一步获取信息以了解日后货物/批次可能含有的污染物水平，以便更好地了解潜在

公共健康关切及是否需要实施全面风险评估。 

风险管理人应尽快传达所采取的风险管理方案以及有关货物/批次安全性或其他方面的决定。若为贸易食

品，则由《进出口国间支持食品贸易信息交换原则和准则》(CXG 89-2016)来指导主管部门之间相互交

换食品安全信息。  

最终，在满足以下全部三个条件后(即毒性、构成公共健康关切的发生水平以及确定能够有效减少公共

健康不利影响的潜在风险管理措施)，应当采取措施来建议采取适宜有效的风险管理措施。 

8. 进一步风险管理活动 

风险管理方案可以是针对性监测活动，以获取更多信息来评估食品中再次出现已检出未受管制污染物可

能性，并更加密切评价长时间膳食暴露水平。 

                            
4 EFSA 和 WHO，毒理学关注阀值(TTC)方法的审查与新 TTC 决策树的开发。EFSA 支持刊物，

2016 年：EN-1006, https://efsa.onlinelibrary.wiley.com/doi/epdf/10.2903/sp.efsa.2016.EN-1006  
5 食品中化学物风险评估原则与方法(EHC 240, 2009) 
6 风险评估员应针对快速风险评估结果的假定情况和不确定性，提出自己的科学观点。 

https://efsa.onlinelibrary.wiley.com/doi/epdf/10.2903/sp.efsa.2016.EN-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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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一次或多次检出未受管制污染物，但其存在量低于毒理学关注水平，则就不需要后续监测或开展毒理

学研究。 

若食品中经常检出未受管制污染物，且我们可能已掌握污染物毒性新信息，或有迹象表明膳食暴露量已

达到对人类健康构成潜在风险的水平，则应考虑开展毒理学研究和/或启动全面风险评估。  

通过 WHO 全球环境监测系统食品消费数据库来采集和分享数据，有利于国际社会考虑制定相关标准。 

9. 风险沟通 

消费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非常关心食品中存在未受管制污染物信息，也非常关注主管部门的风险评估和

风险管理活动成果。因此，在对食品中未受管制污染物实施风险管理措施时，建议适当开展风险沟通工

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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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1 快速风险评估决策树 

 

食品中检出未受管制

污染物  

2.应用 1 µg/kg 的

临界值 

上 

无食品安全关切  

4.实行快速风险评估 

5.现有哪些毒理学

数据？ 

6.选择适宜的 TTC

参考值 

有足够的数据和时间来确

立 HBGV 

7.计算 HBGV 

9.风险表征表明潜

在公共健康关切？
1 

否 

11.向风险管理人报告结

果，以便其做出风险管理决

定  

实施适宜的风险管理措施 

下 

快速风险评估决策树 
黑色：风险管理人措施 
蓝色：风险评估员措施 

报告风险管理决定(包括

风险评估)  

8.开展快速暴露评

估 

1.污染物属于 TTC

除外类别吗？ 是 
潜在食品安全关

切。有必要采取进

一步风险分析措施  

3.通知利益相关方；包括出口国

(若已订立通知安排)；适当情况

下争取信息共享 

没有足够的数据或

时间来确立 HBGV 
 

10.向风险管理人报

告结果  

无食品安全关切  

其他风险管理方案

(如监测) 

是
 

否
 

通知出口国(若已订

立通知安排)  

1 不确定的公共健康关切，在报告时可

视为针对结果的不确定性和保守性而提

出的科学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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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2 临界值的推算 

临界值系指浓度，某批次货物中检出多数低量污染物的浓度低于临界值，就不会被视为构成健康关切。

临界值的基本前提是，检测时只在单个或数量有限的货物批次里观察到污染物。因此，未受管

制污染物只能存在于小部分正常均衡膳食里。在可用信息有限且需要实施快速评估时，临界值就为针对

食品中污染物而实行的风险管理提供了一个切实的手段。而由于分析方法会提高敏感性，因此临界值的

实用性也有望随之增强。  

用于推算临界值的公式，改自《食品和饲料中污染物和毒素通用标准》(CAC STAN 193-1995)附录 2 用

于科学证明核事件或辐射突发事件后受污染食品中放射性核素指导性残留量的公式。《食品中未受管制

污染物风险分析指南》所适用的情境，与放射性核素指南的情境存在相似点，即在不足一生的时间里处

理通过部分膳食的污染暴露量。  

这样，我们就能通过以下公式来计算出临界值。  

临界值 = (TTC/ (BWM x CAF)) x CF 

临界值 = 1 µg/kg = (0.0025 µg/kg bw/day / (25 g/kg bw/day x 0.1)) x 1000 

其中： 

TTC 是指 DNA 反应诱导性或致癌性物质(0.0025 µg/kg bw/day)。所选择的这个数值，是膳食毒性

中最有保护性的数值，低于该数值的暴露量产生负面健康效应的可能性极低。附录 4确定，对于 JECFA

审查的不在除外类别里的所有污染物，选择 0.0025 µg/kg bw/day 的数值比急性和慢性健康指导值更有

保护性，比无 HBGV 污染物的起始点低了 104-106倍。  

BWM 系指每天消耗的体重调整食品量(g/ kg bodyweight /day)。这个变量按 25 g/kg bw/day 的数

值来计算，是依据成年人每年消耗 550 公斤食物(见 CAC STAN 193-1995 附录 1 放射性核素指南报告)

转化成每天约摄入 1.5 公斤，之后再使用 EHC 240 的成年人假定平均体重，按成年人 60 公斤体重来进

行调整。 

CAF系指货物批次调整因子，即某批次货物中未受管制污染物检出量对日常最高膳食量产生影

响的预计比重。与放射性核素指南的计算相同，这里选择的数值是 0.1(10%)，即在均衡膳食中，单一

批次货物不可能在个人每日总摄入量中占比超过 10%。与放射性核素指南一样，建议对通常情况实行临

界值，同时建议对那些可能在某些亚人群膳食中占比较大的食品，应考虑视具体情况来处理。 

CF 系指单位换算因子(1000)，该数值将所推算的临界值单位从 µg/g 换成 µ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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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3 案例分析 

 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食品链污染物专家组，饲料和食品中交链孢霉毒素相关动物和公共健

康风险的科学观点，EFSA J. 2011, 9(10), 2407–2504, 

https://efsa.onlinelibrary.wiley.com/doi/epdf/10.2903/j.efsa.2011.2407  

 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食品链污染物专家组，饲料和食品中白僵菌素与恩镰孢菌素相关动物

和公共健康风险的科学观点，EFSA J. 2014, 12(8), 3802–3976, 

https://efsa.onlinelibrary.wiley.com/doi/epdf/10.2903/j.efsa.2014.3802 ] 

 新西兰初级产业部发现包装化学物迁移进入新西兰食品并实施风险表征： 

 http://www.mpi.govt.nz/dmsdocument/21871-occurence-and-risk-characterisation-of-migration-
of-packaging-chemicals-in-new-zealand-foods 

 

  

https://efsa.onlinelibrary.wiley.com/doi/epdf/10.2903/j.efsa.2011.2407
https://efsa.onlinelibrary.wiley.com/doi/epdf/10.2903/j.efsa.2014.3802
http://www.mpi.govt.nz/dmsdocument/21871-occurence-and-risk-characterisation-of-migration-of-packaging-chemicals-in-new-zealand-foods
http://www.mpi.govt.nz/dmsdocument/21871-occurence-and-risk-characterisation-of-migration-of-packaging-chemicals-in-new-zealand-f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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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4 使用 JECFA 评估污染物的工作示例 

与 JECFA 确定的 HBGV(或在没有 HBGV 的情况下，则为已确定的毒性起始点)相比，TTC 毒理学/DNA

反应水平(0.0025 µg/kg bw/day)存在保守性。除外类别的污染物(金属、黄曲霉毒素和二恶英)未予考虑。 

污染物 JECFA HBGV TTC 毒理学/DNA 反应水平的保护幅度 

1,3-DCP 

无 HBGV——遗传毒性致癌物；  

起始点(POD)：BMDL10 3.3 mg/kg 

bw/day 

106至 POD 的空间 

3-MCPD/3-
MCPD esters 

4 µg/kg bw/day 低于 HBGV 1600 倍 

丙烯酰胺  

无 HBGV——遗传毒性致癌物；  

起始点(POD)：BMDL10 0.18/0.31 mg/kg 

bw.day 

104-105至 POD 的空间 

氰葡萄糖苷 
ARfD：0.09 mg/kg bw HCN eqv. 

PMTDI：20 µg/kg bw/day HCN eqv. 

低于 ARfD 36000 倍 

低于 PMTDI 8000 倍  

DON 
ARfD：8 µg/kg bw 

PMTDI：1 µg/kg bw/day 

低于 ARfD 3200 倍 

低于 PMTDI 400 倍 

氨基甲酸乙酯 

无 HBGV——遗传毒性致癌物；  

起始点(POD)：BMDL10 0.3 mg/kg 

bw/day 

105至 POD 的空间 

伏马菌素 PMTDI：2 µg/kg bw/day 低于 PMTDI 800 倍 

呋喃 

无 HBGV——遗传毒性致癌物；  

起始点(POD)：BMDL10 0.96 mg/kg 

bw/day 

105至 POD 的空间 

缩水甘油酯 

无 HBGV——遗传毒性致癌物；  

起始点(POD)：BMDL10 2.4 mg/kg 

bw/day 

105至 POD 的空间 

赭曲霉毒素 A 
PTWI：0.112 µg/kg bw/week (0.016 

µg/kg bw/day) 
低于 PTWI 6 倍 

多环芳烃 
无 HBGV——遗传毒性致癌物；  

起始点(POD)：100 µg B[a]P/kg bw/day 
104至 POD 的空间 

棒曲霉素 PMTDI：0.4 µg/kg bw/day 低于 PTWI 160 倍 

柄曲霉素 

无 HBGV——遗传毒性致癌物；  

起始点(POD)：BMDL10 0.16 mg/kg 

bw/day 

105至 POD 的空间 

苯乙烯 PMTDI：40 µg/kg bw/day 低于 PMTDI 16000 倍 

T-2, HT-2, DAS PMTDI：0.06 µg/kg bw/day 低于 PMTDI 24 倍 

玉米赤霉烯酮 PMTDI：0.5 µg/kg bw/day 低于 PMTDI 20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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