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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吉林省部分地区市售食用植物油产品中塑
化剂含量的检测结果分析 

赵立群*, 石金娥, 张  宁, 宫国强 

(吉林省食品检验所, 长春  130103) 

摘  要: 目的  了解 2018 年吉林省部分地区食用植物油产品中塑化剂的污染情况。方法  检测并分析食用植

物油产品 155 批次, 依据 GB 5009.271-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邻苯二甲酸酯的测定》(第二法 气相

色谱-质谱法 外标法), 对产品中的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ibutyl phthalate, DBP)和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

(di(2-ethylhexyl) phthalate, DEHP)2 项塑化剂指标进行含量检测。结果  共有 18 批次食用植物油产品的塑化剂

检测结果高于参考限值, 其中 DBP 超限率为 11.61%, DEHP 超限率为 0.65%。结论  本次检测的食用植物油

产品出现一定的塑化剂问题, DBP 污染较为明显。污染来源可能来自塑料包装物、加工环节及环境污染, 塑化

剂迁移途径和预防控制问题需要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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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nalysis of plasticizer content in commercial vegetable oil products sold in 
some of areas of Jilin province in 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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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pollution of plasticizers in edible vegetable oil products in some areas 

of Jilin province in 2018. Methods  The content of dibutyl phthalate (DBP) and di(2-ethylhexyl) phthalate (DEHP) 

in 155 batches of edible vegetable oil products were determined according to GB 5009.271-2016 Determination of 

phthalate esters in food safety national standards (The second method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external standard method). Results  The plasticizer test results of 18 batches of edible vegetable oil products were 

higher than the reference limits, of which the DBP problem sample rate was 11.61%, and the DEHP problem sample 

rate was 0.65%. Conclusion  The edible vegetable oil products tested have some plasticizer problems, DBP 

pollution is more obvious. The sources of pollution may come from plastic packaging, processing and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The ways of plasticizer migration and the problems of prevention and control need to be paid attention by 

relevant departm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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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塑化剂(plasticizer), 又称增塑剂, 是工业上被广泛使

用的高分子材料助剂, 可增强塑料的可塑性和柔韧性, 在

塑料加工工业中可合法使用[1], 但却因其对人体的危害性

被列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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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phthalates, PAEs), 

别名酞酸酯, 是目前塑料工业中使用最普遍的一种塑化剂
[3], 并非食品原料, 也不是食品添加剂, 常用的塑化剂有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diethylhexyl phthalate, DEHP)、

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ibutyl phthalate, DBP)、邻苯二甲酸二

乙酯(diethyl phthalate, DEP)、邻苯二甲酸丁基苄基酯(butyl 

benzyl phthalate, BBP)等 16 种。虽然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

的急性毒性很低, 但其具有生物累积性, 如果长期食用含

有塑化剂的食品会引起生殖系统的异常, 干扰人体内分泌, 

严重者可以致畸或致癌[4], 因此我国严禁在食品、食品添

加剂中人为添加[5]。食用植物油作为居民日常饮食消费的

重要组成部分, 是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塑化剂常温下

一般为无色无味透明的油状黏稠液体, 属于脂溶性物质, 

在食用油中较好的溶解性使其更易于从塑料包装材料中迁

移和溶出[6,7]。 

为了解吉林省市售的食用植物油中邻苯二甲酸酯的

污染状况, 本文对部分地区 155 批次食用植物油中的典型

塑化剂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和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

己酯(DEHP)进行了检测, 并对检测结果进行了分析和讨

论, 为相关部门下一步监管和风险预警提供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样品来源 

本次检测的 155 批次食用植物油样品均为 2018 年吉

林省内销售的预包装成品食用油, 分别在长春、吉林、四

平、辽源等 10 个市(州)购买。其中包括不同品牌、不同规

格型号的成品食用油。样品种类包括大豆油、葵花籽油、

芝麻香油、核桃油、紫苏籽油、调和油、玉米胚芽油、亚

麻籽油、鲜麻油 9 个类别。 

2.2  主要仪器与试剂 

7890B/5977A 气相色谱-质谱仪(美国安捷伦科技有限

公司); HP-5MS 气相毛细管色谱柱(30 m×0.25 mm, 0.25 μm, 

美国安捷伦科技有限公司 ); N-EVAP 氮吹浓缩仪 (美国

ORGANOMATION 公司); AUW120D EXP 电子天平(日本

岛津公司)。 

邻苯二甲酸类塑化剂(PAEs)17 种组分混标(纯度≥

99.0%, 德国 Dr.ehrenstorfer Gmbh 公司); 实验用水为超纯

水(Millipore 纯水系统制备)。 

2.3  检测方法 

采用 GB 5009.271-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邻苯二甲酸酯的测定》(第二法 气相色谱-质谱法 外标

法)[8], 对产品中的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BP)和邻苯二甲酸

二(2-乙基)己酯(DEHP)2 项塑化剂指标进行含量检测。邻

苯二甲酸二丁酯(DBP)的定量限为 0.3 mg/kg, 邻苯二甲酸

二(2-乙基)己酯(DEHP)的定量限为 0.5 mg/kg。 

2.4  结果判定 

本次检测结果的参考《卫生部办公厅关于通报食品及

食品添加剂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最大残留量的函》(卫办监

督函〔2011〕551 号)中限值依据。其中邻苯二甲酸二丁酯

(DBP)≤0.3 mg/kg、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DEHP)≤

1.5 mg/kg, 超出此参考限值的样品为超限值样品。 

3  结果与分析 

3.1  总体情况 

用于检测的 155 批次食用植物油样品中, 共有 18 批

次塑化剂检测结果高于参考限值, 其中 DBP检出超限值样

品 18 批次, 超限样品率为 11.61%, DEHP 检出超限值样品

1 批次, 超限样品率为 0.65%。有一批次食用油中 DBP 和

DEHP 同时超出参考限值, 其余 137 批次样品未检出塑化

剂超限值问题。检测总体情况见表 1。其中 DBP 最高检出

值为 79.1 mg/kg, 超出参考限值 260 多倍; DEHP 问题相对

较少, 1 批次样品的检出值为参考值的 2.25 倍。具体检测

结果见表 2。 

3.2  不同种类食用植物油检测结果分析 

本次检测的样品种类包括大豆油 88 批次、葵花籽

油 9 批次、芝麻香油 19 批次、核桃油 7 批次、紫苏籽

油 4 批次、调和油 4 批次、玉米胚芽油 21 批次、亚麻

籽油 2 批次、鲜麻油 1 批次。其中大豆油检出超限值样

品 6 批次, 超限率 6.82%; 葵花籽油检出超限值样品 4

批次, 超限率 44.44%; 芝麻香油检出超限值样品 3 批次, 

超限率 15.79%; 核桃油检出超限值样品 2 批次, 超限率

28.57%; 紫苏籽油检出超限值样品 1 批次 , 超限率

25.00%; 调和油检出超限值样品 1 批次, 超限率 25.00%; 

玉米胚芽油检出超限值样品 1 批次, 超限率 4.76%; 亚

麻籽油和鲜麻油未发现塑化剂超限值的样品。详细情况

见表 3。 

由表 3 中数据可见, 葵花籽油的超限率很高, 达到

44.44%。近年来, 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 塑化剂的污染问

题日渐凸显。焚烧塑料垃圾、农用薄膜中 PAEs 的挥发等

是塑化剂进入空气和土壤的主要途径。柳春红等[9]通过调

查发现, 我国农田土壤的 PAEs 污染已经相当严重。空气

中的塑化剂可通过降水等过程进入土壤和水源, 农作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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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食用植物油产品塑化剂含量检测总体情况 
Table 1  Overall situation of testing plasticizer content of edible vegetable oil products  

食品类别 检测项目 检测批次 超限值样品批次 超限率/% 

食用植物油 
DBP 

155 
18 11.61 

DEHP 1 0.65 

 
表 2  食用植物油超限值样品检测结果 

Table 2  Test results of edible vegetable oil samples exceeding the limit 

序号 样品类别 超出限值项目 参考限值/(mg/kg) 检测结果/(mg/kg) 

1 大豆油 DBP ≤0.3 28.4 

2 大豆油 DBP ≤0.3 7.43 

3 芝麻香油 DBP ≤0.3 11.0 

4 大豆油 DBP ≤0.3 3.04 

5 大豆油 DBP ≤0.3 3.54 

6 大豆油 DBP ≤0.3 2.03 

7 葵花籽油 DBP ≤0.3 3.25 

8 大豆油 DBP ≤0.3 1.92 

9 芝麻香油 DBP ≤0.3 11.2 

10 葵花籽油 DBP ≤0.3 12.6 

11 调和油 DBP ≤0.3 8.88 

12 玉米胚芽油 DBP ≤0.3 2.63 

13 葵花油 DBP ≤0.3 11.4 

14 葵花籽油 DBP ≤0.3 11.3 

15 核桃油 
DBP ≤0.3 78.1 

DEHP ≤1.5 3.38 

16 紫苏籽油 DBP ≤0.3 29.4 

17 核桃油 DBP ≤0.3 79.1 

18 芝麻香油 DBP ≤0.3 2.45 

 
表 3  不同种类食用植物油样品检测结果 

Table 3  Test results of different kinds of edible vegetable oil samples 

样品类别 样品数量 超出限值项目 超出限值样品数量 超限率/% 

大豆油 88 DBP 6 6.82 

葵花籽油 9 DBP 4 44.44 

芝麻香油 19 DBP 3 15.79 

核桃油 7 DBP、DEHP 2 28.57 

紫苏籽油 4 DBP 1 25.00 

调和油 4 DBP 1 25.00 

玉米胚芽油 21 DBP 1 4.76 

亚麻籽油 2 DBP 0 0 

鲜麻油 1 DBP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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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吸收空气、水和土壤中的塑化剂, 会导致植物油料中

含有塑化剂, 进而通过食用油的加工过程使 PAEs 类物质

溶解进入到油脂中。崔明明等[10]试验发现, 土壤受 PAEs

的污染程度与所产花生受污染程度显著相关。黄伟等[11]

研究发现, 花生油的塑化剂含量与花生原料的塑化剂水

平直接相关。另外, 刘玉兰等[12]通过试验发现, 植物油料

的塑料包装物也会使油料受到塑化剂的污染。由此可见, 

生产食用植物油的原料受到环境污染虽不易察觉, 但已

成为影响食品安全的隐形杀手, 原料产地的塑化剂污染

问题有待进一步确证和研究。 

此外, 食用植物油在生产加工的过程中, 不可避免

会接触一些塑料材质, 如设备、工具、容器、储罐、储罐

液位管、软管、隐蔽密封件等[11]。邹翀等[13]以油茶籽油

的加工工艺为例, 发现加工环节可能引起塑化剂污染的

环节主要是压榨、脱色、冬化处理、过滤、灌装。这些

环节用到的接触材料都存在塑料制品, 有引入塑化剂的

风险。另外, 在食用油制取和精炼过程中用到的加工助剂

也有可能带来塑化剂污染, 如在油脂浸出过程中所用溶

剂的正己烷, 因生产正己烷会用到塑料材质的接触材料, 

之后再用其提取油脂, 就容易将塑化剂引入食用油中造

成污染[14]。本次检测的各类食用油产品中葵花籽油的超

限值样品率最高 , 在此类产品的生产过程中 , 同样可能

会因原料加工助剂不当的工艺条件等因素使葵花籽油含

有邻苯二甲酸酯类塑化剂[15]。 

3.3  不同包装材料检测结果分析 

目前食用植物油的样品包装材料一般有玻璃瓶装和

塑料瓶(桶)装 2 种, 由于塑化剂的检出一般认为与食品包

装材料有关[16], 吉林省目前市售的食用油包装以塑料制品

为主, 只有部分产品类别或高端食用油采用玻璃包装。因

此本次检测 2 种包装均有购买。其中塑料瓶(桶)装的样品

数量为 124 批次, 检出超限值样品 12 批次, 超限率 9.68%; 

玻璃瓶装的样品数量为 31 批次, 检出超限值样品 6 批次, 

超限率 19.35%。最终 PAEs 超限值样品中 2 种包装材料的

情况见表 4。 

 
表 4  不同包装材料食用植物油样品塑化剂检测情况 

Table 4  Testingof plasticizers in edible vegetable oil samples with 
different packaging materials 

包装材料 样品数量 超限值样品数量 超限率/% 

塑料瓶(桶) 124 12 9.68 

玻璃瓶 31 6 19.35 

 
GB 9685-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

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准》[17]规定了 DBP、DEHP、DAP、

DINP 4 种 PAEs 增塑剂可以作为添加剂用于食品接触用塑

料材料及制品中, 其中规定 DBP 的特定迁移限量(specific 

migration limit, SML)为 0.3 mg/kg, DEHP 的特定迁移限量

为 1.5 mg/kg[17], 此标准规定与本次参考值一致。采用塑料

制品作为包装物的食用油产品, 因塑化剂是脂溶性物质, 

塑化剂与塑料本体结构间并不是通过共价键连接[14], 故极

易通过包装中含有的塑化剂使食用油本身受到污染。且塑化

剂的浓度、贮存条件、贮存时间、光照强度、油脂含量等条

件都是影响 PAEs 类物质溶出的因素[18], 因此开展塑化剂的

检测与评估就显得尤为重要。本次检测值得注意的问题是, 

31 批次玻璃瓶装的样品, 超限值样品为 6 批次, 超限率达

19.35%。由此可见, 由塑料包装物带来的塑化剂污染并不是

唯一的途径, 采用玻璃瓶装的食用油产品同样可能会含有

塑化剂。生产企业和相关部门不应忽视加工环节等方面带来

的风险隐患, 应从多方面考虑塑化剂的来源。 

4  讨论与结论 

食用植物油有其特殊性 , 比一般的食品更容易使

PAEs 迁移到样品中。本次检测分析的结果表明, 2018 年吉

林省部分地区市售的食用植物油产品存在一定塑化剂问题

安全隐患且不同种类食用油中均有不同程度的污染。其污

染来源和迁移量除上述讨论结果外, 还有待进一步的研

究。相关部门应对食用油生产企业的市场行为作出正确引

导, 加强企业对塑化剂相关知识的普及, 引导企业重视产

品本身质量的同时也要严格执行包装材料、原辅料等进货

验收制度或程序; 关注原料和成品在包装、运输、贮存过

程中使用的设备和包装材料, 尽量避免带入 PAEs 类物质; 

改良生产加工工艺, 尽量避免原料和油脂与塑料制品接

触。此外, 应加大食用植物油产品中塑化剂含量的风险监

测力度和频次, 为下一步开展膳食暴露风险评估及制定相

关标准和措施提供科学依据和数据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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