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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与食品安全》

前言

　　营养和食品安全与健康有着密切的关系，尤其是近代人类科学水平的发展、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
带来了新的营养与食品安全问题。有些营养相关健康问题，如2型糖尿病和骨质疏松在中国已经成为
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食品的微生物污染、化学性物质污染、放射性物质污染等仍然威胁着人体的健
康。　　考虑到PMH学员的工作背景以及公共卫生的工作性质，本书内容在第1篇“食品营养与健康
”中，介绍了与合理营养有关的中国居民参考摄入量、膳食指南和中国2001～2010年食物与营养发展
纲要，并介绍了一种用于评价整体膳食情况的方法--健康饮食指数；第2～8章分别讨论了各类食品和
营养素以及热能与健康；第9章内容为饮酒与健康；第10章为营养与免疫、原发性高血压和肿瘤的关系
；第11章论述了近年来研究较多的植物化学物与慢性疾病的关系；第12章讨论了营养素与药物的相互
作用。　　食品安全隐患来自微生物的污染、化学性物质的污染、放射性物质的污染等。本书第2篇
“食品安全与健康”中分别讨论了食品的细菌污染、天然毒素、化学污染、食品添加剂与食品安全，
介绍了转基因食品的安全与营养评价、食品加工对食品的营养与卫生质量的影响，食品卫生的法制管
理等内容。由于编写者的知识和经验有限，本书可能存在遗漏、缺点甚至错误，诚恳地希望各位专家
和同道提出宝贵的批评和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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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教材包括营养与健康及食品安全与健康两部分。
    营养与健康篇内容有：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中国居民膳食指南，中国居民平衡膳食宝
塔，中国2001～2010年食物与营养发展纲要，美国膳食指南、加拿大膳食营养建议、WHO人群营养目
标以及健康饮食指数，各类食物特点，各类营养素、能量、饮酒等与营养相关健康问题。
    食品安全与健康篇的内容包括：微生物污染与健康，N- 亚硝基化合物、有毒金属、杂环胺化合物、
农药残留和二噁英污染与健康，食品添加剂与食品安全，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食品加工过程对食品
中营养素的影响以及食品安全法制管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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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与健康    第一节 营养与免疫    第二节 营养与原发性高血压    第二节 营养与肿瘤  第十一章 植物化
学物与慢性疾病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各类植物化学物  第十二章 营养素与药物的相互作用    第一节 
药物对营养素的影响    第二节 营养素及其他食物成分对药物的影响第二篇 食品安全与健康  第十三章 
食品的细菌污染与食品安全    第一节 食品细菌污染与腐败变质    第二节 几种细菌性食源性疾病  第十
四章 天然毒素与食品安全    第一节 霉菌毒素    第二节 水产品中的生物毒素    第三节 植物性食物中的天
然毒素  第十五章 食品的化学污染与健康    第一节 N- 亚硝基化合物    第二节 有毒金属污染及其预防    
第三节 杂环胺化合物    第四节 农药残留及其对食品的污染    第五节 二噁英污染及其毒性  第十六章 食
品添加剂与食品安全    第一节 食品添加剂及分类    第二节 食品添加剂的安全使用  第十七章 转基因食
品的安全性和营养评价    第一节 转基因食品的主要功能    第二节 转基因食品的安全性评价  第十八章 
食品加工对食品的营养质量及卫生状况的影响    第一节 食品中水分与食品的加工贮藏    第二节 食品保
藏工艺对食品质量的影响  第十九章 食品卫生安全法制管理    第一节 概述    第二节 食品卫生安全管理
的法律规定    第三节 食品卫生标准    第四节 食品卫生监督附录：英汉名词对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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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十六章食品添加剂与食品安全　　第一节食品添加剂及分类　　食品添加剂是指为改善食品品
质和色、香、味以及为防腐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化学合成物质或天然物质。它具有以
下3点作用：第一，它能够改善食品的品质，提高食品的质量，满足人们对食品风味、色泽、口感的
要求；第二，它能够使食品加工制造工艺更合理、更卫生、更便捷，有利于食品工业的机械化、自动
化和规模化；第三，它能够使食品工业节约资源，降低成本，产生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由于食品添加剂是在食品加工的过程中加入，有可能随食品进入人体内，如果使用不合理就会危害人
体健康，带来食品安全问题，因此是食品卫生学和食品卫生管理学的重要内容之一。本章将就食品添
加剂的分类、安全性问题及生产使用的管理等方面作详细介绍。　　一、各国对食品添加剂的定义　
　由于世界各国对食品添加剂的理解不同，因此其定义也不尽相同。　　1．中国根据我国1995年颁布
的《食品卫生法》规定：“食品添加剂是指为改善食品品质和色、香、味，以及为防腐和加工工艺的
需要而加入食品中的化学合成或天然物质。”其中包括营养强化剂，是指为增强营养成分而加入食品
中的天然或人工合成的属于天然营养素范围的食品添加剂。此外，为了使食品加工和原料处理能够顺
利进行，还有可能应用某些辅助物质。这些物质本身与食品无关，如助滤、澄清、脱色、脱皮、提取
溶剂和发酵用营养物等，它们一般应在食品成品中除去而不应成为最终食品的成分或仅有残留。对于
这类物质特称为食品加工助剂，也属于食品添加剂的范畴。需说明的是，在我国，有些添加到食品中
的物料不叫食品添加剂，如淀粉、蔗糖等，称之为配料。但一方面在我国的食品标签法中，食品添加
剂又列入标签配料项内，这与国际接轨是必要的，所以配料与食品添加剂在概念上似乎很难有严格的
划分。2．中国台湾台湾的《食品卫生管理法》中的食品添加剂是指在制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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