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包装之毒猛于虎 
 
    吃的东西几乎都有外包装，就算自己地里收的东西也要找个袋子装起来。而你使用的袋子极有可能是废旧

塑料制成的。它使用的稳定剂主要是硬脂酸铅，其中的铅盐极易析出，一旦吸入人体就会造成积蓄性铅中毒。

食品包装是否有毒，消费者如何练就火眼金睛？ 
     
含氟致癌物如何进入人体 
    近来，有两件事备受全球预防医学和健康学家的关注。科学家在格陵兰岛的北极熊脂肪里，检测出了名为

“全氟辛酸铵”的致癌物质，也就是 PFOA；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医学中心对在该院出生的 300 名婴儿的血液进

行了抽样调查，结果发现，100%的血液样本中含有 PFOA，99%含有全氟辛烷磺酸盐，即 PFOS。这说明这两

种人工合成的含氟化合物不仅普遍存在于人体，而且扩散污染了自然，连生活在遥远的北极的动物也不能幸免。 
    PFOS 和 PFOA 都属于含氟化合物，在分子组成中它的氢被氟全部取代，在碳链的末端形成一层密实的氟

壳，能有效抵御酸碱和高温，化学性质极其稳定。在较大型的哺乳动物体内，它们很难降解，极易引发乳腺、

前列腺及生殖系统等多种疾病。就像训练有素的特种兵一样，它们进入人体后便迅速集结，危害健康，其隐蔽

性及为害范围之大，不禁让健康学家们惊诧不已。 
    起初，连世界著名学府霍普金斯大学的专家们也搞不清楚它们是如何进入人体的。PFOS 常用于纺织品、

皮革的防污防水涂层，而 PFOA 则广泛用于家具、金属、防火泡沫和包装材料的表面，并未用于食品添加剂而

与食品生产沾边。 
    反复调查后终于发现，问题出在食品包装上。商家在包装爆米花、比萨、奶酪和方糖的防油纸上使用了聚

四氟乙烯涂层，而生产聚氟乙烯必须使用 PFOS 或 PFOA。要知道，爆米花、比萨等食品可是美国人须臾不离

的“国食”。 
    此外，杜邦公司的“特氟龙”系列，也是此次事件的重要推手。美国环境署在对杜邦的投诉中指出，它在

特氟龙的生产中添加了 PFOA 作为助剂，并将其广泛用于全世界使用特氟龙涂料的不粘锅上。除了有近半个世

纪历史的不粘锅产品，美国的很多快餐店也在铝制蛋盘上使用这种不沾涂料来降低成本。而玉米片制造商则把

它涂在刀片上，借以减少残渣的积聚，延长有效工时。 
    正是这种以食品包装为主要侵入点的接触者与 PFOS、PFOA 的间接接触，才导致了两种有害化学物质在美

国绝大多数人体内的蓄积。而北极熊蒙受不幸则是因为，它的猎物环斑海豹、白鲸等动物误食了人类遗弃在海

洋里的含有 PFOS 和 PFOA 的各种生活垃圾。 
    鉴于此，美国食品与药品管理局明确规定，当食品接触物质累加迁移量大于 0.5ppb（0.5 纳克，1 纳克为 10-9
克）时，就应进行遗传毒性实验，因为即便是致癌物质的低量迁移，也可能对健康造成威胁。所以，即使可疑

包装材料对人体的影响尚不明确，出于安全考虑，对它的风险评估同样应遵循“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

原则。 
    两年前，加拿大成为全球首个将含有双酚 A 的环氧树脂——几乎所有食品和饮料罐的内壁表层均使用的物

质——列为有毒物质而禁止使用的国家，终结了它在食品包装中半个多世纪的畅行无阻。 
     
一次性餐盒是含毒重灾区 
    四年前，我国兰州市定西县佳鹏食品厂生产的 600 多箱薯片被集中退货，原因是撕开包装便可闻到一股刺

鼻的怪味。负责销售的厂领导焦急万分，立刻组织生产、质检和设备的人员在生产现场分析查找导致怪味的原

因。但从原料到成品，他们都没有发现任何疑点。究竟怪味从何而来呢？ 
    兰州大学化学实验室的朋友提醒说：还是检测一下包装袋吧。经甘肃省产品质量检验中心检测认定，怪味

源自残留于包装袋上的苯。包装袋上每平方米苯的残留量达到 9.7 毫克，而国家规定的标准是每平方米不超过 3
毫克，为国家要求允许量的 3 倍左右，属于严重超标。 
    质检局之所以要求严格控制包装材料中苯的含量，是因为苯是二类致癌物。它在印刷过程中可以帮助油墨

稀释和干燥，并起到着色、速干的作用。可一旦使用过量，它很容易渗透到包装袋内，甚至直接污染食品。 
    兰州市质检局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相隔一段时间后，在全市范围进行了一次集中抽查行动。他们针对 7
家生产复合型食品包装膜的塑料彩印企业，从每一家抽取两份样品，分别送检省质检中心和国家包装制品质检

中心。 



    检测结果令人触目惊心，情况最严重的一家企业送检的样品，苯残留竟超出国家标准的 10 倍，这差不多等

于让消费者吃毒药，而这家企业生产的正是奶粉包装袋。6 万多个已经发货的包装袋被及时追回销毁，才避免

了可怕事故的发生。 
    这次事件引起了国家质检局的极大关注，一场针对食品包装行业的查伪打劣行动，在全国范围内集中展开

了。 
    一次性餐盒的问题最严重。全国抽查发现，近 50%的产品不合格：包装熟食的一次性塑料餐盒、碗和托盘，

在产品制作的原料中混有大量有毒的废旧塑料；有近 30%的食品用塑料复合膜（袋）苯系溶剂残留超标；7 成

以上的塑料餐盒没有明确属性标识，或虚假标注…… 
    据业内人士透露，目前市场上用于包装食品的包装袋大多数都不合格。一些快餐店购买的塑料袋，都是花

两三元钱就可以买一二百个，而正规的食品用包装袋价格要高出一倍多。许多老板为了节省开支，都不愿意购

买正规产品。如上海每年使用塑料袋 2.4 万吨，其中有一半是小作坊生产的再生塑料袋，在市场上却堂而皇之

地当作食品袋使用。 
    有关专家指出，不合格的餐盒和食品包装袋在使用过程中，虽然不会像病毒、细菌感染那样对消费者的身

体造成立竿见影的危害，但往往会导致慢性中毒，对儿童和青少年的成长发育尤其不利。劣质餐盒遇热或遇到

油脂会释放出致癌、致病的化学物质；超标的苯容易诱发癌症及血液系统疾病；而长期食用 PVC 保鲜膜包装的

食品，不但有致癌危险，而且可使男性精子数减少，导致不育。 
     
“软法规”遭遇“硬利益” 
    爱挑刺的媒体送给中国的食品安全监管部门一个绰号，叫“老慢”。说它总是在一起事故或一次曝光后，才

永无休止地亡羊补牢。可仔细想来，他们也有自己的难处。 
    比如，5 年前发生了有致癌风险的“PVC 保鲜膜”事件后，国家对保鲜膜进行分类，并明确使用时的条件，

新标准原定于 2009 年 12 月 1 日实施，但因中华全国工商业联合会代表企业说“做不到”，而做不到的理由竟是

“新标准内容没学习，不理解”，因此导致该法规不得不推迟至 2010 年 9 月 1 日实施。利益相关方的介入，使

得一些本应强制执行的法规，不得不变成推荐执行。 
    单就法规而言，有关食品包装材料方面的其实并不少，仅去年便颁布实施了《食品容器、包装材料用添加

剂使用卫生标准》、《包装用塑料复合膜、袋干复合、挤出复合标准》、《塑料一次性餐饮具通用技术要求》和《食

品用塑料自粘保鲜膜》等一系列法规文件。问题在于，如何将这些法规切实宣传贯彻，不折不扣地予以执行。 
    国家标准中虽有明确规定，包装材料的卫生级别分为工业级、食品级和药品级三种，但为什么使用工业级

甚至是剧毒的化工废弃材料来生产食品包装的事例屡见不鲜？究其根源是我们立法的手硬，而执法的手还太软，

让辛苦制定的法律法规，不幸成为见利忘义者任意戏弄的装饰摆设。以伪造或者虚假标注食品生产日期和保质

期的处罚为例，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处罚是：一经定罪，最高罚款 5 万美元及监禁 6 个月。而中国内地却不将此

行为界定为有罪，只需交纳 500 元以上 1 万元以下的人民币罚款。 
    在社会急遽转型、人们的道德水准亟待提升的今天，事关人民健康和民族兴旺的大事，不用重刑，怎能以

儆效尤。唯有塑造出凛凛威严的法律法规，使萌生贪念者一想到它，便浑身战栗地叨念：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到那时容易理顺的就不仅仅是涉及食品安全的工作了。 
     
相关链接  如何鉴别有毒包装 
    按照有关规定，装食品的塑料袋上面必须注明“食品用”字样，但实际情况是，市场上劣质食品包装袋到

处泛滥，甚至品牌餐饮店、大型超市的塑料袋都没有“食品用”字样。所以，学习鉴别食品包装的优劣，在一

定程度上能使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免遭无端的伤害。 
    选择和使用合格的食品包装袋，应注意以下几点： 
    1.食品用塑料包装袋外包装要有中文标识，标注厂名、厂址、产品名称，并在明显处注明“食品用”字样。

产品出厂后均附有产品检验合格证。 
    2.食品用塑料包装袋在使用前先闻一闻，鉴别有无异味，有特殊气味的塑料包装袋，不能用于食品包装。 
    3.有颜色的塑料包装袋，不能用于食品包装。因为这类塑料包装袋往往是用回收再生塑料制作的。 
    4.尽量选用不加涂、镀层的材料。现代包装设计中，为了使包装更加美观、耐蚀，大量使用附带镀层的材

料。这不仅给产品报废后的材料回收、再利用带来了困难，而且大部分涂料本身就具有毒性，一旦污染了包装

内的食品，会对人体产生很大的危害。 
    鉴别塑料包装袋有无毒性的简便方法如下： 



    把塑料袋放入水中，无毒的可浮出水面，而有毒的因添加成分较重，所以沉底不上浮。 
    用手触摸塑料袋，通透、有润滑感的应为合格产品，手感滞涩、表面粗糙的多为含毒产品。 
    用手抓住塑料袋一端，用力抖动，发出清脆声者无毒，反之则有毒。 
    把塑料袋剪下一点，用火烧，有毒的不易燃烧，无毒的遇火容易燃烧。 
    在挑选瓶装饮品时，一定要挑瓶子厚薄适中的，手捏应不会轻易变形为好。瓶子的透明度最好自然，有些

太过透明的塑料瓶，可能是加入了含双酚 A 的透明剂，这种物质对孕妇儿童都会造成不良的影响。  （文/卓然） 
    摘自《自然与科技》 
 
来源：http://ewenhui.news365.com.cn/wh2011020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