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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2018年常熟市饮料中 6种食品添加剂 

监测分析 

尹  华*, 陆卫明 

(常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常熟  215500) 

摘  要: 目的  了解常熟市市场上饮料中苯甲酸、山梨酸、糖精钠、安赛蜜、甜蜜素和咖啡因 6 种食品添加

剂的含量情况。方法  2017~2018 年采集常熟市各大超市、农贸市场、街头饮料铺采集各类饮料, 采用高效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进行检测。结果  苯甲酸在碳酸、果蔬类、茶类、咖啡类、蛋白饮料中的检出率分别为

33.3%、10%、10%、6.7%、20%, 其中, 碳酸饮料超标率为 3.3%, 蛋白饮料超标率为 6.7%; 山梨酸在碳酸、

果蔬类、茶类、咖啡类、蛋白饮料中的检出率分别为 70%、18%、16.7%、10%、33.3%, 其中, 碳酸饮料超标

率为 10%, 蛋白饮料超标率为 3.3%; 糖精钠在碳酸、果蔬类、茶类、咖啡类、蛋白类饮料中均未检出; 安赛

蜜在碳酸、果蔬类、茶类、咖啡类、蛋白饮料中的检出率分别为 91.7%、10%、0%、20%、40%, 其中, 碳酸

饮料超标率为 20%; 甜蜜素在碳酸、果蔬类、茶类、咖啡类、蛋白饮料中的检出率分别为 10%、0%、10%、

16.7%、6.7%; 咖啡因在碳酸、果蔬类、茶类、咖啡类、蛋白饮料中的检出率分别为 58.3%、0%、40%、100%、

0%, 其中, 碳酸饮料超标率为 25%。结论  常熟市市场上销售的饮料还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需要监管部门

加大监管力度, 保证食品安全, 保障老百姓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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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ing and analysis of six food additives in drinks in Changshu from 
2017 to 2018 

YIN Hua*, LU Wei-Ming 

(Changshu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Changshu 2155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contents of six food additives, benzoic acid, sorbic acid, saccharin 

sodium, acesulfame potassium, sodium cyclamate and caffeine in drinks in Changshu market. Methods  From 2017 

to 2018, all kinds of beverages were collected from supermarkets, farmers' markets and street beverage shops in 

Changshu, and detected b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Results  The 

detection rates of benzoic acid in carbonated, fruits and vegetables, tea, coffee and protein beverages were 33.3%, 

10%, 10%, 6.7% and 20%, respectively. Among them, the exceeding rates of carbonated beverages and protein 

beverages were 3.3% and 6.7%, respectively. The detection rates of sorbic acid in carbonated, fruits and vegetables, 

tea, coffee and protein beverages were 70%, 18%, 16.7%, 10% and 33.3%, respectively. The detection rates of 

sodium saccharin in carbonated, fruit and vegetable, tea, coffee and protein drinks were 91.7%, 10%, 0%, 20% and 

40% respectively, and the exceeding rates of carbonated beverages were 20%. The detection rates of sodiu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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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clamate in carbonated, fruit and vegetable, tea, coffee and egg drinks were 91.7%, 10%, 0%, 20% and 40%, 

respectively. The detection rates of caffeine in white drinks were 10%, 0%, 10%, 16.7% and 6.7% respectively. The 

detection rates of caffeine in carbonated drinks, fruits and vegetables, tea, coffee and protein drinks were 58.3%, 0%, 

40%, 100% and 0%, respectively. Among them, the exceeding standard rate of carbonated drinks was 25%. 

Conclusion  There are still some safety risks in drinks sold in Changshu market. It is necessary for regulatory 

authorities to strengthen supervision to ensure food safety and health of the people. 

KEY WORDS: beverage; food additives; monitoring and analysis; food safety 
 
 

1  引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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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中, 除保证其发挥应有的功能

和作用外, 最重要的是应保证食品的安全卫生[1]。但是在

经济利益的驱使下, 一些不法商贩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

加剂, 给老百姓的身体健康带来了危害[27]。马淑青等[8]2013

年对潍坊市饮料、雪糕和果冻中食品添加剂含量进行调查

分析, 60 份样品防腐剂和甜味剂的检出率分别为 78.3%和

81.7%, 超标率分别为 5.0%和 26.7%; 孙晓峰等[9]2016年对

义乌市学校周边现做饮料中甜味剂和防腐剂监测结果分析, 

现做饮料防腐剂检出率 41.25%, 甜味剂检出率 43.13%; 郭

蓉等对陕西省 8 类市售食品中防腐剂和甜味剂含量调查分

析, 334 份样品检测防腐剂, 总合格率为 99.4%, 肉与肉制

品的山梨酸最大检出值是国标限量的 5.7 倍, 429 份样品检

测甜味剂, 总合格率为 95.8%, 餐饮食品的甜蜜素最大检

出值是国标限量的 4.6 倍[10]。调查表明, 防腐剂和甜味剂

的检出率较高, 复合添加现象普遍, 必须加强监督管理。 

自 2011 年开始, 卫生部陆续公布了《食品中可能违法

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 对食品

添加剂进行全面监督监测, 有效扼制了食品添加剂的违法

添加和滥用。常熟市也积极开展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2017~2018 年对常熟市市场上饮料中苯甲酸、山梨酸、糖

精钠、安赛蜜、甜蜜素和咖啡因 6 种食品添加剂进行监测

和风险评估, 以期为食品添加剂的安全使用提供参考。 

2  材料与方法 

2.1  仪器与试剂 

1200 分析型高效液相色谱仪、6420 Triple Quad 

LC/MS, 配有 ESI 源和 MassHunter B 05.00 质谱数据系统

(美国 Agilent 公司); GilsonGX-271ASPEC, 配有 406 single 

syringe pump (美国吉尔森公司); 萃取小柱为 ProElutC18 

500 mg/6 mL 30/PK(迪马科技公司); TurboVapⅡ浓缩仪(美

国 Zymark 公司); TDZ4B-WS 离心机(上海卢湘仪离心机仪

器有限公司)。 

甲醇(色谱纯)、乙酸铵溶液(98.0%)(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

限公司); 咖啡因标准品(纯度为 98.5%, 德国 Dr.Ehrenstorfer 

GmbH); 苯甲酸(1.00 mg/mL)、山梨酸(1.00 mg/mL)、安赛蜜

(99.6%)、糖精钠(1.00 mg/mL)、甜蜜素(99.3%)标准品(中国

计量科学研究院)。 

2.2  样品采集 

2017~2018 年, 常熟市各大超市、农贸市场、街头饮料

铺在售饮料。采集碳酸饮料 60 份、果蔬类饮料 50 份、茶类

饮料 30 份、咖啡类饮料 30 份、蛋白饮料 30 份。样品按照采

样规范进行采样, 经样品收发室登记后送实验室及时检测。 

2.3  检测方法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进行检测。电喷射离子化

(electron spray ionization, ESI)正负离子源, 多反应监测(multiple 

reaction monitoring, MRM)检测模式, 外标法定量[11]。 

液相色谱条件 : 色谱柱为 Agilent SB-C18(2.1 mm×  

50 mm, 1.8 µm), 流动相A为甲醇溶液, 流动相B为0.02 mmol/L

乙酸铵溶液, 梯度洗脱程序如下: 0~2min, 2%A; 2~2.5 min, 

2%A~20%A; 2.5~7 min, 20%A; 7~7.5 min, 20%A~2%A; 

7.5~11 min, 2%A; 流速 0.4 mL/min, 柱温 40 进样体积 5 µL。 

质谱条件: 采用离子源为 ESI, 正负离子; 离子喷雾电

压 4000 V; 雾化气氮气 40 psi; 干燥气氮气, 流速 10 L/min, 

温度 350 ℃; 碰撞气氮气。  

2.4  评价标准 

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

标准》[1]。 

3  结果与分析 

3.1  防腐剂苯甲酸的监测情况 

200 份样品中, 苯甲酸共检出 36 份, 检出率为 18%, 

其中 4 份超标, 超标率为 2%。由表 1 可见, 苯甲酸在碳

酸饮料中的检出率最高, 咖啡饮料中的检出率最低。苯甲

酸在碳酸饮料的最大使用量为 0.2 g/kg, 在果蔬类、茶类、

咖啡类、蛋白饮料的最大使用量为 1.0 g/kg[1]。按照这个

评价标准, 蛋白饮料中苯甲酸超标率最高。果蔬类、茶类

和咖啡类饮料中苯甲酸均未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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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2017~2018 年常熟市饮料中苯甲酸含量监测情况 
Table 1  Monitoring of benzoic acid content in drinks in 

Changshu city from 2017 to 2018 

饮料类别 样品数/份 浓度范围/(g/kg) 检出率/% 超标率/%

碳酸饮料 60 0.007~0.312 33.3 3.3 

果蔬类饮料 50 0.005~0.121 10 0 

茶类饮料 30 0.001~0.086 10 0 

咖啡类饮料 30 0.003~0.053 6.7 0 

蛋白饮料 30 0.046~1.234 20 6.7 

 

3.2  防腐剂山梨酸的监测情况 

山梨酸共检出 69 份, 检出率为 34.5%, 其中 7 份超标, 

超标率为 3.5%。由表 2 可见, 山梨酸在碳酸饮料中的检出

率最高, 咖啡类饮料中的检出率最低。山梨酸在碳酸、果

蔬类、茶类、咖啡类、蛋白饮料的最大使用量为 0.5 g/kg[1]。

按照这个评价标准, 碳酸饮料中山梨酸超标率最高。果蔬

类、茶类和咖啡类饮料中山梨酸均未超标。苯甲酸和山梨

酸作为常用防腐剂, 允许在饮料中添加, 起到一定的防腐

作用, 但是有些生产厂家不规范, 没有严格按照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来合理添加, 出现了超量使用的情况。甚至有些

小作坊, 没有严格的操作规程, 随意添加。碳酸饮料属于

大众化饮料, 市场需求量非常大, 保质期也比较长, 所以

容易出现防腐剂超标的情况。 

 
表 2  2017~2018 年常熟市饮料中山梨酸含量监测情况 
Table 2  Monitoring of sorbic acid content in drinks in 

Changshu city from 2017 to 2018 

饮料类别 样品数/份 浓度范围/g/kg 检出率/% 超标率/%

碳酸饮料 60 0.012~0.652 70 10 

果蔬类饮料 50 0.011~0.411 18 0 

茶类饮料 30 0.006~0.253 16.7 0 

咖啡类饮料 30 0.002~0.125 10 0 

蛋白饮料 30 0.012~0.723 33.3 3.3 

 

3.3  甜味剂糖精钠的监测情况 

由表 3 可见, 糖精钠在碳酸、果蔬类、茶类、咖啡类、

蛋白饮料中均未检出。 

3.4  甜味剂安赛蜜的监测情况 

安赛蜜共检出 78 份, 检出率为 39%, 其中 12 份超标,

超标率为 6%。由表 4 可见, 安赛蜜在碳酸饮料中的检出率

最高, 茶类饮料未检出。安赛蜜在碳酸、果蔬类、茶类、

咖啡类、蛋白饮料的最大使用量为 0.3 g/kg[1]。按照这个评

价标准, 碳酸类饮料中安赛蜜超标率最高。果蔬类、茶类、

咖啡类、蛋白饮料中安赛蜜均未超标。 

3.5  甜味剂甜蜜素的监测情况 

甜蜜素共检出 15 份, 检出率为 7.5%。由表 5 可见, 甜

蜜素在咖啡类饮料中的检出率最高, 果蔬类饮料未检出。

甜蜜素在碳酸、果蔬类、茶类、咖啡类、蛋白饮料的最大

使用量为 0.65 g/kg[1]。按照这个评价标准, 碳酸、果蔬类、

茶类、咖啡类、蛋白饮料中甜蜜素均未超标。糖精钠、安

赛蜜和甜蜜素属于常用甜味剂, 允许在饮料中添加。糖精

钠因为口感不好, 现在已基本不用, 所以均未检出。安赛

蜜和甜蜜素已成为常规使用的甜味剂。为了改善口感, 节

约成本, 有些生产厂家滥用甜味剂, 出现了安赛蜜在碳酸

饮料中超标的情况。 

 
表 3  2017~2018 年常熟市饮料中糖精钠含量监测情况 

Table 3  Monitoring of saccharin sodium content in drinks in 
Changshu city from 2017 to 2018 

饮料类别 样品数/份 浓度范围/g/kg 超标数/份 超标率/%

碳酸饮料 60    

果蔬类饮料 50    

茶类饮料 30    

咖啡类饮料 30    

蛋白饮料 30    

 
表 4  2017~2018 年常熟市饮料中安赛蜜含量监测情况 

Table 4  Monitoring of acesulfame potassium content in drinks 
in Changshu city from 2017 to 2018 

饮料类别 样品数/份 浓度范围/g/kg 检出率/% 超标率/%

碳酸饮料 60 0.014~0.512 91.7 20 

果蔬类饮料 50 0.011~0.126 10 0 

茶类饮料 30    

咖啡类饮料 30 0.014~0.217 20 0 

蛋白饮料 30 0.012~0.358 40 0 

 
表 5  2017~2018 年常熟市饮料中甜蜜素含量监测情况 

Table 5  Monitoring of sodium cyclamate content in drinks in 
Changshu city from 2017 to 2018 

饮料类别 样品数/份 浓度范围/g/kg 检出率/% 超标率/%

碳酸饮料 60 0.013~0.245 10 0 

果蔬类饮料 50    

茶类饮料 30 0.011~0.247 10 0 

咖啡类饮料 30 0.008~0.146 16.7 0 

蛋白饮料 30 0.007~0.089 6.7 0 

 

3.6  兴奋剂咖啡因的监测情况 

咖啡因共检出 77 份, 检出率为 38.5%, 其中 15 份超

标, 超标率为 7.5%。由表 6 可见, 咖啡因在咖啡类饮料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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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检出率为 100%, 果蔬类和蛋白饮料未检出。咖啡因在碳

酸饮料中最大使用量为 0.15 g/kg[1]。按照这个评价标准, 碳

酸饮料中咖啡因超标 25%。为了使人更精神、更兴奋, 碳

酸饮料在配方中会加入一定的咖啡因。但是有些生产厂家

制定的配方没有严格按照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出现超量

使用的情况, 导致碳酸饮料中咖啡因超标。咖啡类饮料使用

的原料是咖啡豆或者咖啡粉, 咖啡豆和咖啡粉本身含有咖

啡因, 所以咖啡饮料中咖啡因全部检出, 而且浓度比较高。 
 

表 6  2017~2018 年常熟市饮料中咖啡因含量监测情况 
Table 6  Monitoring of caffeine content in drinks in Changshu 

city from 2017 to 2018 

饮料类别 样品数/份 浓度范围/g/kg 检出率/% 超标率/%

碳酸饮料 60 0.085~0.276 58.3 25 

果蔬类饮料 50    

茶类饮料 30 0.045~0.124 40 0 

咖啡类饮料 30 0.153~0.862 100 0 

蛋白饮料 30    

 

4  讨  论 

本文研究结果表明, 常熟市市场上销售的饮料还存

在一定的安全风险。碳酸饮料中苯甲酸、山梨酸、安赛蜜

和咖啡因均有超标, 尤其是碳酸饮料, 咖啡因超标比较严

重。如果经常饮用碳酸饮料, 尤其是儿童, 会给身体带来

一定的危害, 果蔬类、茶类、蛋白饮料相对安全。咖啡类

饮料属于功能型饮料, 咖啡因含量相当高, 适合成人饮用, 

儿童请不要饮用。 

在对检测数据进行分析时, 发现在一份样品中, 同时

检测出苯甲酸和山梨酸。苯甲酸和山梨酸均属于防腐剂, 

具有相同的功能。按照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规定[1], 同一功

能的食品防腐剂在混合使用时, 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

的比例之和不应超过 1。虽然按照苯甲酸和山梨酸各自最

大使用量均未超标, 但是我们按照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

量的比例之和来进行计算分析, 有 3 份样品超标。 

GB 2760-2014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规定同一功能

的食品添加剂在混合使用时, 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

比例之和不应超过 1, 只对相同色泽着色剂、防腐剂、抗

氧化剂作了规定。但在实际检测过程中发现安赛蜜、甜蜜

素在同一份样品中同时检出。安赛蜜和甜蜜素都属于甜味

剂, 具有同一功能, 按照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原则, 在达到

预期目的前提下, 尽可能降低在食品中使用量[12]。本人认

为也应该按照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比例之和不应该

超过 1 来评价分析。 

GB 2760-2014 规定了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要求, 主要

规定允许使用的品种、使用范围及使用量, 仅极少数品种

规定了残留量, 大部分是没有考虑到添加剂在食品中的残

留问题。但是在实际工作中发现, 很多食品添加剂在加工、

储存过程中发生了变化, 会出现原型检测很低甚至检测不

出, 但是残留量却很高, 而且有些食品添加剂的残留物是

有害的, 所以我们在严控食品添加剂加入量的同时, 还要

控制残留量, 保证食品添加剂安全使用[13-15]。尽早建立食

品添加剂残留量的检测方法和使用标准显得非常重要。 

5  结  论 

经过 2017~2018 年对常熟市市场上饮料中苯甲酸、山

梨酸、糖精钠、安赛蜜、甜蜜素和咖啡因 6 种食品添加剂

的监测结果发现, 200 份抽查样品中苯甲酸共检出 36 份, 

检出率为 18%, 其中 4 份超标, 超标率为 2%; 山梨酸共检

出 69 份, 检出率为 34.5%, 其中 7 份超标, 超标率为 3.5%；

安赛蜜共检出 78 份, 检出率为 39%, 其中 12 份超标, 超标

率为 6%；甜蜜素共检出 15 份, 检出率为 7.5%; 咖啡因共

检出 77 份, 检出率为 38.5%, 其中 15 份超标, 超标率为

7.5%。数据表明市场上销售的饮料中添加剂滥用、超限使

用的情况还存在, 具有一定的食品安全风险, 需要监管部

门进一步加大力度, 保障食品安全, 维护消费者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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