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筷子安全危害源分析 

禄春强*, 孙  衎, 沈  霞 

(上海市质量监督检验技术研究院, 上海  201114) 

摘  要: 危害源识别是风险分析的重要起点, 也是风险评估的重要环节, 有利于发现消费品在使用过程中可

能出现的风险, 有助于将事后监管转变为事前对风险进行预防控制。本文依照日用消费品风险评估通则, 从物

理危害、化学危害和生物危害 3 个方面, 分析了竹木、金属和塑料等市场上主要筷子产品可能存在的安全危

害源及其严重程度, 重点分析了重金属、二氧化硫、防霉剂等化学危害产生的原因。为筷子产品质量安全风

险评估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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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zards analysis for safety of chopsti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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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dentification of the hazard sources is not only an important starting point of risk analysis, but also an 

important link of risk assessment. It is conducive to discover the possible risks in the use of consumer products and to 

change the post-regulation to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risks in advance. According to the general principles of daily 

consumer goods risk assessmen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possible sources of safety hazards and their seriousness of the 

main chopsticks products in the market such as bamboo, wood and plastic from the 3 aspects of physical hazard, 

chemical hazard and biological hazard and analyzed the causes of chemical hazards such as heavy metals, sulfur dioxide 

and anti-mildew agents in detail, so as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safety risk assessment of chopstick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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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筷子, 是一种常见的餐饮工具, 是中华饮食文化标志

之一 , 筷子直接接触食品 , 其质量安全直接影响食品安

全。早期的筷子, 主要以竹、木材质为主, 经过切削等简

单加工而成。随着加工技术的进步, 筷子变得日益丰富多

彩, 材质有竹、木、金属、塑料和陶瓷等, 为了美观、防

霉防腐等需求, 漂白、防霉处理、涂漆等工艺应用日益广

泛[1]。款式新颖、花饰多样的筷子产品, 一方面为消费者

提供了丰富的选择, 另一方面, 也使危害筷子产品安全的

风险因素增多。目前, 没有专门的筷子安全标准, 我国的

食品接触材料卫生标准对陶瓷、塑料、金属等材质卫生分

别做出了强制性规定[2]。但是, 筷子产品仍然有不少风险

因素值得关注。 

危害识别是风险分析的起点, 也是风险分析和风险评

估的重要基础工作[3]。本文从物理、化学、生物 3 个方面, 结

合该材质食品接触产品卫生标准检测项目, 以及检测工作

中发现的风险点, 对筷子产品安全风险源进行了比较全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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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 为该类产品的安全风险监测与防控工作提供参考。 

2  物理危害 

2.1  毛  刺 

竹木筷子, 特别是一次性筷子, 是由竹木经过简单切

削加工而成, 一些产品表面有毛刺, 此外, 一些产品在连

体(筷子未经切开的部分)被分开时容易出现毛刺, 金属筷

子毛刺大多因焊缝未处理光滑导致, 带有毛刺的竹筷产品

参见图 1, 消费者在使用筷子时, 毛刺容易刺手, 更严重的

刺入口、唇、舌等器官, 形成直接的物理伤害。 

 

 
 

图 1  有毛刺缺陷的样品 

Fig. 1  Sample with burr defect 
 

2.2  锐利边缘 

一次性竹木筷子在连体(筷子未经切开的部分)被分开

容易出现锐利边缘, 带有锐利边缘的产品参见图 2, 主要

是由于中缝制作不好引起, 消费者在使用筷子时, 容易将

手划伤, 形成直接的物理伤害。 

 

 
 

图 2  有锐利边缘的样品 

Fig. 2  Sample with sharp edges 
 

2.3  异  物 

竹木筷子, 出现节子、夹皮、虫害、腐蚀、毛刺等缺

陷时, 在使用过程中, 可能出现脱落。涂漆筷子, 包括竹木

涂漆筷子和金属涂漆筷子, 涂漆部位在使用过程中, 存在

脱落的可能, 进入食物, 影响食物质量和安全。  

3  化学危害 

3.1  重金属 

从原料来讲, 竹木筷子材料本身重金属的含量一般都

很低, 金属筷子以不锈钢为主, 本身需要添加一些重金属元

素, 不锈钢也存在因杂质引入有害重金属的风险。市场上一

些竹木筷子和金属筷子, 顶端或整个筷身带有油漆及其他材

质的涂层, 这些涂层多包含各类图案和彩色花纹, 油漆和颜

色图案也有叠加现象。这些形色各异的涂层给筷子产品带来

了重金属的风险。Di 等[4]对 101 批涂层筷子(其中木筷 72 批, 

不锈钢筷 29 批)产品涂层中的铅、镉、铬、钴和镍含量进行

测定, 结果发现: 其中 9 批次样品总铅含量大于 90 mg/kg, 不

锈钢筷子涂层中的重金属含量大于木筷涂层, 铅、镉、铬、

钴和镍含量最大值分别高达 500000、120000、8500、2600 和

150000 mg/kg, 这些涂层中铅、镉是主要成分。并以模拟唾液、

0.07 mol/L HCl 和 1%柠檬酸为提取液进行迁移实验, 其中 3

批次产品铅、镉每日摄入量超过每日允许摄入量。有害重金

属进入人体后, 在人体内蓄积, 会对神经系统、肾脏、造血系

统和血管等方面造成损害。铅对儿童的生长发育产生不良影

响。镉主要损伤肝脏, 损害神经、免疫和生殖系统[57]。 

3.2  二氧化硫 

对于竹木制品而言, 无论木头还是竹子都有自己的

色泽, 一些厂家为给竹木筷子“美白”, 使筷子外观漂亮、富

有光泽, 采用工业硫磺对产品进行熏蒸, 这种处理方式虽

然美化了产品外观, 且有利于防腐, 但容易导致二氧化硫

残留[8,9]。二氧化硫为刺激性有毒气体, 长期接触可以引起

脑、肺、心脏、肝、脾、胃等器官的损害[10,11]。一次性筷

子标准 GB/T 19790.1[12]和 GB/T 19790.2[13]均对产品中二

氧化硫浸出量设定了限量指标, 但重复使用的竹木筷子产

品卫生标准尚未发布。 

3.3  防霉剂 

竹木材容易生虫、腐朽、霉变, 从而破坏产品表面, 并

产生色素污染, 竹木筷产品质量, 为了避免产品生虫、腐

朽、霉变等, 大多一次性竹木筷子生产企业会对原料、半

成品进行防霉处理。传统的防霉剂有氨水、煤杂酚油、蒽

油和五氯苯酚等, 虽然防霉效果好, 但有毒且污染大。五

氯苯酚具有系统毒性、生殖发育毒性、致癌和免疫毒性, 可

通过皮肤、呼吸道、消化道进入生物体, 对生物体造成损

伤, 这类防霉剂的使用在减少。新型防霉剂有噻苯咪唑、

邻苯基苯酚、联苯、丙环唑、戊唑醇、有机碘化合物、苯噻

氰等, 这些防霉剂的毒性相比传统防腐剂毒性要小[14,15]。防

霉处理, 有利于保护产品质量和外观, 但过量的毒性防霉

剂残留带来了食品安全方面的风险。 

3.4  甲  醛 

塑料筷子以密胺材质为主, 密胺属于高分子聚合物,

其单体为甲醛和三聚氰胺, 残留的甲醛单体, 在接触食品

时可能会释放出来, 甲醛对人体可能引起嗅觉功能、肺功

能和肝功能异常等健康问题[16,17]。据欧盟食品和饲料类快



第 12 期 禄春强, 等: 筷子安全危害源分析 3681 
 
 
 
 
 

 

速预警系统通报统计, 2016 年 1 月至 2018 年 12 月期间, 涉

及食品接触产品甲醛迁移量超标的有 75 起[18]。对于竹木

筷子和密胺塑料筷子, 甲醛都是重要的危害源。 

3.5  溶剂残留 

为使产品表面光洁, 同时起到防霉的功效。大部分生

产企业会给重复使用的竹木筷子涂油漆, 由于没有生产筷

子的专用漆 , 一般筷子涂漆都会选用木器漆 , 即家具用

漆。而家具用木质油漆中可能含有挥发不完全的有机溶剂, 

以及含苯类化合物等有害化学物质。这些筷子接触到温热

食物时, 残留的溶剂等物质存在挥发和迁移的风险。除直

接测定挥发性溶剂以外, 还可测定高锰酸钾消耗量, 高锰

酸钾消耗量是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的重要卫生指标之一, 

表征产品迁移到浸泡液中还原性物质的含量, 还原性物质

主要是有机物质。由于可溶性有机物会随食品进入人体, 

过量摄入会影响消费者的身体健康[19,20]。 

4  生物伤害风险 

竹木筷子原料取自天然材料, 资源丰富, 价格低廉, 

 其本身安全性较好。但竹木材质富含天然纤维, 密度较低, 

含有较多水分。霉菌, 在温暖潮湿的环境中能够快速繁殖, 

曲霉能产生杂色曲霉毒素、黄曲霉毒素等, 能产生肝和肾

脏损伤, 其他的霉菌还能产生别的毒素。目前, 推荐性国

家标准中对一次性竹木筷子大肠杆菌、致病菌和霉菌做了

限制规定。然而, 由于价格低廉, 生产加工企业管理参差

不齐, 据曾阳俊等完成的一次性筷子样品中霉菌污染状况

调查, 10 批次样本, 霉菌总体污染率为 22.0%(6/51), 超标

率为 3.9%[2123]。潘争光等[24]完成的一次性竹木筷产品风

险分析中, 霉菌不合格率达到 0.69%。强制性的竹木制品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尚未出台。因此, 无论是一次性使用的, 

还是重复使用的竹木制品, 霉菌等微生物是该类产品安全

的重要风险因素。 

5  危害源汇总 

将筷子产品危害源汇总, 参照 GB/T 22760-2008[3]中

的危害等级进行划分, 详见表 1。可以看出化学类危害的

种类最多, 且均属于严重伤害。 

 
表 1  筷子产品危害源汇总 

Table 1  Summary of hazard sources for chopsticks 

危害类型 危害源 危害等级 产品类型 

物理伤害 
 

毛刺 微弱/一般 竹木筷 

 飞边 微弱/一般 竹木筷 

 异物 微弱/一般 竹木筷、涂层金属筷 

化学伤害 重金属 严重 涂漆竹木筷、金属筷 

 二氧化硫 严重 竹木筷 

 防霉剂 严重 竹木筷 

 甲醛 严重 竹木筷、密胺塑料筷 

 溶剂残留 严重 涂漆竹木筷 

生物伤害 大肠杆菌、致病菌、霉菌 一般/严重 竹木筷 

 

6  总结与展望 

本文结合一次性竹木筷子、可重复使用竹木筷子、塑

料和金属筷子的产品加工工艺和产品特性, 分析了筷子产

品在物理伤害、化学伤害和生物伤害方面的危害源。随着

筷子材料的变化和生产工艺的不断进步, 其危害源也在不

断变化。本研究为筷子产品风险评估和质量安全风险监控

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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