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塑料食品包装材料中受限物迁移研究进展 

王  茜, 曹念念, 潘磊庆* 
(南京农业大学食品科技学院, 南京  210095) 

摘  要: 塑料食品包装材料为了达到应有的机械强度, 韧性, 常常需要在包装材料中添加一些加工助剂, 但

这些加工助剂在包装材料包装食品的过程中, 会迁移到食品中, 从而对人体产生危害。本文综述了塑料食品包

装材料中添加的四大类受限物质, 包括增塑剂、抗氧化剂、热稳定剂以及紫外吸收剂, 检索了在中国期刊全文

数据库 CNKI 和 Web of Science 中相关文献的信息, 系统地分类分析了查阅到的文献, 并且介绍了 4 类添加剂

的作用机制和目前国内国外对 4 类添加剂发生迁移的研究现状, 比较了我国与发达国家关于 4 类受限物质的

法律法规及迁移限量, 提出了减少食品中受限物质迁移量的方法措施以及加强我国塑料食品接触材料中受限

物质使用与管理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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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progress on migration of restricted substances in plastic food 
packaging materials 

WANG Qian, CAO Nian-Nian, PAN Lei-Qing* 
(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anjing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5,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achieve the mechanical strength and toughness of the plastic food packaging materials, it is 

often necessary to add some processing AIDS in the packaging materials, but these processing AIDS will migrate into 

the food in the process of packaging materials packaging food, resulting in harm to the human body. This paper 

reviewed 4 categories of restricted substances in plastic food packaging materials, including plasticizers, antioxidants, 

heat stabilizers and ultraviolet absorbents, retrieved relevant literature information In CNKI China journal full-text 

database and Web of Science, systematically classified and analyzed the consulting the literature. It introduced the 

mechanism of action of 4 kinds of additive and current research status of domestic and foreign migration of 4 types of 

additives, and compared the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migration limits of 4 types of restricted substances between 

China and developed countries. It put forward the measures to reduce the amount of migration of restricted 

substances in food and suggestions on strengthening the use and management of restricted substances in contact 

materials of plastic food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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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关注度的提高 , 食品包

装材料中的受限物质迁移到食品中的问题也得到高度

关注 [13]。在食品接触塑料包装材料的过程中, 包装材料

中添加的加工助剂等会向食品基质中迁移, 其中常见的是

增塑剂、抗氧化剂、热稳定剂和紫外吸收剂, 消费者随食

品一同摄入, 进而危害消费者的健康[47]。本综述利用中国

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 进行检索, 发现目前国内对食品包

装中受限物质测定较多, 而对受限物质向食品中迁移的研

究文献相对较少。本文分析并总结了在食品包装材料中最

普遍迁移到食品中的 4 大类受限物质, 包括增塑剂、抗氧

化剂、热稳定剂以及紫外吸收剂, 展望了今后我国食品包

装材料受限物的发展趋势, 旨在为之后规范食品接触材料

中受限物的迁移提供实际参考。 

2  增塑剂 

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 关键词中输入“增塑剂

迁移”这一关键词, 共找到中文文献 150 篇, 外文文献 98
篇[8]。其中国内北京化工大学和华南理工大学均发表 7 篇, 
是发表相关文章最多的 2 所高校。图 1 是 2000 年至 2019
年有关增塑剂迁移国内外发表的文献数量。由图 1 可以看

出, 我国发表的有关增塑剂迁移的文章整体上是较国外发

表的文章数量多的。只是在 2003 年和 2007 年超过了我国

发表的相关文献, 可见我国在增塑剂迁移这方面较国外还

是研究的较多的。在 2014 年至 2016 年, 是我国发表相关

文章最多的 3 年, 2014 年最多有 19 篇, 可见在我国这 3 年

是研究增塑剂迁移最热门的 3 年, 从 16 年之后呈现下降趋

势, 2019 年截止到目前, 只有 1 篇。国外对增塑剂迁移的

发表的文献数量并没有太大起伏, 2014 年发表的文献有 7
篇, 是数量最多的年份, 从 16 年开始也呈现下降趋势。可

见国内外近几年对于增塑剂迁移的研究均较少。在 Web of 
Science 上 输 入 关 键 词 “food packaging material AND 
plasticizer migration”查找到的文献共有 264 篇[9], 是多于

在 CNKI 上查找到的文献数量, 其中发表文献数量最多的

一年是 2018 年, 有 22 篇, 当然这其中也有国内学者发表

的文章, 其中 Yang 等[10]研究了邻苯二甲酸盐从塑料包装

向方便食品的迁移及其累积健康风险评估, 对 283 种方便

食品和塑料包装材料中 PAEs 的含量进行了分析。对婴儿、

儿童和年轻人的健康危害进行了评估。在脂肪含量丰富的

样 本 中 , 邻 苯 二 甲 酸 二 乙 基 己 酯

(Bis(2-ethylhexyl)ortho-phthalate, DEHP)的含量在检出限量

以下至 5.23 mg/kg 之间。邻苯二甲酸二丁酯(Di-n-butyl 
ortho-phthalate, DBP)的含量范围从肉类的 0.511 mg/kg 到

蛋糕的 2.54 mg/kg。方便食品在接近保质期时 PAEs 的含量

远远高于刚加工好的包装。儿童比成人更容易受到邻苯二

甲酸酯类(phthalic acid esters, PAEs)的不利影响并且女性

对 PAEs 的敏感性高于男性。 
 

 
 

图 1  国内外文献发表数量及趋势对比 
Fig.1  Comparison of the number and trend of published literatures 

at home and abroad 
 
增塑剂, 又称塑化剂, 通过削弱分子间作用力, 增加

塑料大分子链间的距离, 从而达到增加塑料包装材料的可

塑性和柔韧性的目的[11,12]。增塑剂主要包括邻苯二甲酸酯

类增塑剂[13]、聚酯增塑剂[14]以及环氧增塑剂[15]。增塑剂中

80%是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1618]。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

库 CNKI 关键词中输入“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 共找到

748 篇参考文献[8], 其中 DEHP 有 105 篇, DBP 有 70 篇, 是
研究最多的两类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 

通过阅读文献, 国外对 PAEs 在包装材料中的迁移规

律有了较多研究, 并且对生物基包装材料中的增塑剂迁移

研究的也较多。Irfan 等[19]利用傅里叶变换红外光谱研究生

物增塑剂的原位迁移分析以及测定扩散系数, 通过在 70℃
的加热板上加热, 观察其在短期热老化下的动力学并通过

热重量分析法估算迁移增塑剂的含量。Zhong 等[20]研究酯

化淀粉基薄膜中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的比例对微波加热过

程中增塑剂迁移的影响, 通过调节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的

比例, 制备了具有不同多尺度结构的疏水酯化淀粉基薄膜, 
发现了增塑剂与酯化淀粉分子相互作用、晶体结构和聚集

结构等多尺度结构对微波加热过程中邻苯二甲酸二乙酯

(diethyl phthalate, DEP)迁移是有抑制作用的, 该研究为控

制 DEP 迁移提供了一种新的方法, 有利于酯化淀粉基可生

物降解材料在食品包装中的应用。Coltro 等[21]研究了聚氯

乙烯(polyvinyl chloride, PVC)中塑化剂在 4 种食品模拟物

中的迁移, 发现食品模拟物的脂肪含量、温度、及迁移时

间对迁移量均有影响。杜珍妮[22]研究了不同温度、不同的

食品模拟物类型, 对 PVC 塑料中 4 种塑化剂在食品模拟物

中迁移的影响, 同时对不同温度、时间下的真实食品及食

品模拟物中的迁移进行了比较, 建立了相应的迁移模型, 
发现脂肪含量越高, 温度越高, 迁移时间越长, 增塑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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迁移量越大, 所以应该尽量减少用塑料包装材料长时间包

装高温食品, 且尽量避免包装油脂含量高的食品。在我们

的生活中, 如果要长时间储存一些油脂食品, 可以避免用

塑料包装来盛放, 选用一些瓷或玻璃制的盛放容器来盛

放, 并且当油脂食品经过了一些高温处理, 例如煎、炸、

烹、煮, 应该放置在瓷或玻璃制的盛放容器中, 避免接触

塑料制品 , 这样可以减少增塑剂的迁移量 , 减少对人体

的危害。 
对于邻苯二甲酸酯类的测定最常见的检测方法是气

质联用法以及高效液相色谱法。张磊等[23]建立检测塑料包

装材料中 8 种邻苯二甲酸酯类(PAEs)的高效液相色谱法, 
并采用所建立的方法分析了 7 种塑料材质、包装不同类型

食品的 27 个塑料包装材料中的 PAEs 含量, 结果发现所有

抽检样品中均含有 DBP, 且 44%的样品中含有 DEHP, 其
中 1 个样品还含有邻苯二甲酸丁苄酯 (butyl benzyl 
phthalate, BBP), 其他的 PAEs 未被检出, 说明我国目前食

品塑料包装材料所用增塑剂主要以 DBP 和 DEHP 为主。

但同时也有学者开发了一些新方法检测 PAEs 的含量。

Chen 等[24]采用漫反射紫外光谱法结合膜过滤快速、灵敏地

测定饮料中增塑剂 DEHP, 该方法是基于膜过滤富集和漫

反射紫外光谱, 将 DEHP 溶液通过膜, 利用紫外分光光度

计的积分球附件直接在膜表面定量, 在选定的最佳条件下, 
检测限为 0.0079 mg/L, 对实际饮料进行分析, 回收率为

99%~105%, 相对标准偏差为 1.0%~5.0%。 
我国 GB9685-201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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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用特定迁移限量(specific 
migration limit, SML)来对食品包装材料中的迁移物定量, 
其中邻苯二甲酸二(a-乙基己酯)的迁移量最高为 1.5 mg/kg, 
邻苯二甲酸二烯丙酯的特定迁移量最低为 0.01 mg/kg。方

丽等[26]采用气相色谱-质谱法对食品包装材料中 22 种邻苯

二甲酸酯类的残留量进行分析, 结果表明一次性塑料杯、

塑料保鲜袋及塑料保鲜膜的塑化剂的检测中, 样品中只检

测出邻苯二甲酸二异丁酯(diisobutyl phthalate, DIBP)、DBP
和 DEHP, 且低于国家限定的迁移量。欧盟法规 No. 
10/2011[27]规定食品接触材料塑料及制品中 DEHP、BBP 及

DBP 的添加量必须低于 0.1%, 并且食品包装中的添加量: 
DEHP+DBP+BBP≤0.1%且邻苯二甲酸二异壬酯(diisononyl 
phthalate, DINP)+ 邻 苯 二 甲 酸 二 异 癸 酯 (di-iso- 
decylphthalate, DIDP) +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 (di-n-octyl 
phthalate, DNOP)≤0.1%, 其中邻苯二甲酸二丁酯的 SML
为 0.3 mg/kg。美国联邦法规第 21 章 174-178 节中[28]规定, 
单项邻苯添加量[DEHP, DBP, BBP, DIDP, 邻苯二甲酸二己

酯(di-n-hexyl Phthalate, DnHP)]≤0.1%。在食品接触材料这

一项, 欧盟要求三项 PAEs 添加量的和小于等于 0.1%, 而
美国只是要求单项 PAEs 的添加量小于等于 0.1%, 由此可

以看出, 对于邻苯二甲酸酯类增塑剂, 欧盟的允许添加限

量较于美国是更加严格的, 而目前我国对增塑剂迁移量的

要求与欧盟的要求是一致的, 可见我国对增塑剂的迁移这

方面还是十分重视的, 但对食品安全的要求应该没有最严

只有更严, 应该从塑料食品包装材料的生产源头就开始严

格要求, 每个环节层层严厉把关, 把增塑剂向食品中的迁

移量降到最低, 同时对消费者每日摄入的食物中增塑剂的

迁移总量进行安全风险评估, 并且推荐消费者使用绿色环

保健康的食品包装, 相关学者开发可生物降解, 对人体无

害的新型生物基食品包装, 这样社会个人多方面共同努力, 
才能实现“零迁移”的食品安全。 

3  抗氧化剂 

塑料在加工和使用过程中受到氧、光、热等外界作

用 , 分子链会断裂生成自由基 , 这种自由基如果不及时

消灭会引起塑料分子断裂, 最终使塑料相对分子质量变

得很低而失去价值。因此在加工过程中, 常需要加入一定

成分的抗氧化剂来捕获自由基[29,30]。最常见的抗氧化剂

是酚类抗氧化剂, 酚类抗氧化剂会通过释放氢原子来捕

获自由基[3133]。 
在文献检索库中输入“包装材料抗氧化剂”, 检索到

的文献类型与文献数量如下表 1[8], 对于包装材料中抗氧

化剂的研究是最多的 , 其中包括综述 , 例如塑料包装材

料中抗氧化剂的研究进展 , 还有一些学位论文 , 包括毒

理学研究, 复合抗氧化剂的开发等。检索到对于迁移的研

究有 16 篇, 包括迁移量, 迁移规律, 迁移行为的研究。检

测方法主要是气质联用法与液相色谱法。由表 1 可以看

出叔丁基对羟基茴香醚(butyl hydroxy anisd, BHA) 和丁

基羟基甲苯(butylated hydroxytoluene, BHT)是 2 种研究最

热门的抗氧化剂, 检测方法的文献有 8 篇, 主要是气质联

用法和高效液相色谱法。目前也有学者开发一些新的检

测方法, Tu 等[34]以纳米金粒子包覆光纤为基体的表面增

强拉曼光谱多相检测抗氧化剂的方法。以水包油乳液为

模型多相体系, 成功地表征了 3 种模型分析物的抗氧化

性能。该方法能够快速、同时、无损地分析复杂多相体

系中的多种抗氧化剂。 

 
表 1  包装材料抗氧化剂检索的文献类型与数量 

Table 1  Literature types and quantities of antioxidants in 
packaging materials 

文献类型 文献数量 

1. 包装材料中抗氧化剂的研究 21 

2.迁移研究 16 

3.检测方法 8 

4.BHT 7 

5.BHA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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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春海等[35]发现, 食品包装材料的厚度越薄, 迁移的

效率就越高。抗氧化剂越易迁出。胡长鹰等[36,37]发现迁移

温度升高, 迁移的时间越长, 抗氧化剂的迁移量增加, 在
一定范围内, 迁移量与温度和时间均成正相关。因此在生

活中尽量减少塑料包装长时间盛放高温食品, 并且在用微

波加热或解冻食品时, 将食品从塑料包装中取出, 避免在

微波加热食品时还带着塑料包装, 同时尽量避免用塑料保

鲜盒高温长时间盛放食品, 可以使用瓷或玻璃制品来盛放, 
这样可以降低抗氧化剂的迁移量, 保护身体健康。 

我国的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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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以及欧盟食品

接触塑料材料和制品的最新法规(EU)No10/2011[27]规定了

抗氧化剂允许用在食品中的种类, 以及使用范围, 特定迁

移量等。表 2 列举了中国 GB 9685-2016 和欧盟(EU)No10/ 
2011 中对常见酚类抗氧化剂的使用范围、最大使用量及特

定迁移限量。由表可以看出中国和欧盟在 BHA、BHT 及

2,6-二甲基苯酚的特定迁移限量的要求是一样的, 我国是

通过在食品包装中最大比例添加量规定最大使用量, 而欧

盟是通过与食品接触后的迁移量来规定迁移量, 二者的侧

重点不同。但无论哪个国家, 都应该重视抗氧化剂的迁移

问题, 不只是塑料包装材料中的增塑剂会迁移到食品中, 
一些食品为了长期保存, 例如月饼[38], 也会向食品中直接

添加抗氧化剂, 目前有好多学者研究一些植物的抗氧化性

能, 所以不止有关部门应该加强监管, 科研人员同时也应

该开发对人体无毒无害, 并且可以应用于食品包装材料和

食品的绿色环保的抗氧化剂, 才可以从根本上减少甚至杜

绝抗氧化剂的迁移。 

4  热稳定剂 

食品塑料包装材料需要在高温下加工成型, 但在温

度很高的时候会出现变色、性能下降的现象, 所以需要向

包装材料中添加热稳定剂保证顺利成型并且生产出高质量

的塑料食品包装材料[39-41]。热稳定剂的作用机制主要包括

2 方面, 一方面是通过捕捉自由基来阻止氧化反应[42]; 另
一方面是与多烯结构发生加成, 防止多烯结构的大共轭体

系形成[43,44]。热稳定剂主要包括铅盐类热稳定剂、有机锡

类热稳定剂、金属皂类热稳定剂、有机化合物类热稳定剂

以及复合稳定剂[45]。 
如图 2 所示, 是 5 种热稳定剂在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

CNKI 中查找到的文献数量, 其中有机化合物类热稳定剂

文献数量最多, 有 86 篇[8], 是目前研究最热门的热稳定剂, 
有机化合物类热稳定剂包括亚磷酸酯类热稳定剂[46]、环氧

化合物类热稳定剂[47]等。其中环氧大豆油是目前国内外众

多学者争相研究的一类热稳定剂, 环氧大豆油迁移性小, 
并且毒性低, 是被认为较安全的热稳定剂。国外有些专家

发现环氧大豆油(epoxidized soybean oil, ESBO), 不仅可以

作为热稳定剂, 甚至还有别的功能。Ge 等[47]发现丙烯酸环

氧大豆油(Acrylic epoxy soybean oil, AESO)基涂料可以降

低淀粉基材料的水分敏感性和渗透性, 通过将涂料涂在淀

粉基薄膜上, 系统地研究了 AESO 浓度、光引发剂含量和

工艺条件对涂膜性能的影响, 特别是涂膜对吸湿性、透气

性和力学性能的影响。采用扫描电镜和傅里叶变换红外光

谱对改性表面进行了表征。结果表明, 由于交联 AESO 作

为疏水层, 淀粉基薄膜的水敏性显著降低。经 AESO 处理

后, 透湿性降低 10 倍以上。这对淀粉基生物包装材料的广 
 
 

表 2  中国和欧盟标准中常见酚类抗氧化剂使用范围及 SML 
Table 2  Scope of use and SML of common phenolic antioxidants in Chinese and EU standards 

国家 名称 使用范围及最大使用量/% SML/(mg/kg) 

中国 

叔丁基羟基茴香醚(BHA) 
聚乙烯, 聚丙烯, 聚苯乙烯, 丙烯腈-苯乙烯, 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 聚
酰胺,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聚碳酸酯, 聚氯乙烯, 聚偏二氯乙烯, 不
饱和聚酯: 0.1 

30 

叔二丁基羟基甲苯(BHT) 
聚乙烯, 聚丙烯: 0.5; 聚苯乙烯, 丙烯腈-苯乙烯, 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 
不饱和聚酯: 1; 聚酰胺,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聚碳酸酯, 聚氯乙烯, 
聚偏二氯乙烯: 0.13 

3 

2,6-二甲基苯酚 聚乙烯, 聚丙烯, 聚苯乙烯: 0.5 0.05 

2-6-甲基-4-苯酚 聚乙烯: 0.35; 聚丙烯, 聚苯乙烯: 0.5; 聚酰胺: 0.1 5 

2-4,6-二-苯酚 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 1.2;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0.5; 聚碳酸酯: 3  

欧盟 

BHA 与食品接触侧的涂层不超过 0.06 mg/dm2 30 

BHT 与食品接触侧的涂层不超过 0.06 mg/dm2 3 

2,6-二甲基苯酚  0.05 

Irganox1076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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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5 类热稳定剂的相关文献数量 
Fig.2  Number of literature on 5 types of thermal stabilizers 

 
泛应用起到了重要作用。研究最少的是铅盐类热稳定剂, 
铅盐类热稳定剂是最早使用的一类热稳定剂, 但因其含有

重金属铅, 毒性较大, 目前已经开始逐渐被淘汰, 所以对

其迁移行为也研究较少[48]。 
我国 GB/T 10002.1 规定饮水用 PVC 管材不得使用铅

盐热稳定剂。由此可见国家对铅盐类热稳定剂的控制还是

很严格的, 目前其已经面临淘汰。硫醇甲基锡目前通过了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
的认证, 其规定最高允许添加量为 1.2%, 这已经足够满足

PVC 加工时的耐热需求[49]。我国 GB 9685-2016[25]对环氧

大豆油的SML为 60 mg/kg, 其中规定生产婴幼儿专用食品

接触材料或制品时, SML 不得高于 30 mg/kg, 这与欧盟的

限量标准一致。由于铅盐类热稳定剂毒性较大, 现在有机

化合物类热稳定剂逐渐替代铅盐类热稳定剂, 尤其是环氧

大豆油作为一类新型且毒性低的添加剂逐渐被大众广泛使

用, 所以笔者认为应从 3 个方面加强对热稳定剂迁移量的

监管, 首先, 食品安全相关部门应该重视食品中热稳定剂

的迁移问题, 严格把控塑料包装材料中热稳定剂的添加量, 
同时加强对塑料包装中热稳定剂迁移的检测。其次, 使用

毒性低的环氧大豆油替代毒性较大的热稳定剂。最后, 相
关学者开发对人体无毒的新型食品包装使用热稳定剂, 才
可以有效降低热稳定剂的迁移。 

5  紫外吸收剂 

食品包装材料在使用的过程中会受到热、氧、光、微

生物等的作用, 丧失对应的物理机械性能, 其中光对包装

材料的影响尤为明显。紫外线吸收剂可以有效地吸收波长

为 290~410 nm 的紫外线[50], 来减缓塑料包装材料中光氧

化分解作用。紫外吸收剂按照化学结构可以分为五类: 邻
羟基二苯甲酮类、苯并三唑类、水杨酸酯类、三嗪类、取

代丙烯腈类[51]。苯并三唑类紫外吸收剂是产量最大的紫外

吸收剂, 也是目前研究的最多的一类紫外吸收剂。 
图 3 是在 CNKI 中国期刊全文数据库搜索“紫外吸收

剂”, 查找到的相关文献类型, 共查找到 32篇文献, 其中对

于紫外吸收剂基础研究的文献是最多的, 有 14 篇, 其中包

括包装材料紫外吸收剂研究进展的综述, 还包括其在某些

特殊膜中的应用研究; 其次是紫外吸收剂的迁移研究, 查
找到有 7 篇文献, 其中包括迁移量的测定以及迁移规律的

研究。检测方法检索到 5 篇文献[8], 全部使用高效液相色

谱法测定, 韩博等[52]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了紫外吸收

剂向固态模拟物的迁移量, 构建了 UV-531、UV-327、UV-9
和 UV-P 的迁移模型。 

 

 
 

图 3  紫外吸收剂各类型文献所占百分比图 
Fig.3  Percentage of literature on UV absorbents 

 
食品包装材料在包装食品的过程中, 紫外吸收剂也

会迁移到食品中, GB9685 规定了紫外吸收剂的使用范围、

最大使用量及特定迁移量。艾连峰等[53]发现在高密度聚乙

烯 (high density polyethylene, HDPE) 中 UV-9, UV-329, 
UV-326 和 UV-327 共 4 种紫外吸收剂, 在 4 种食品模拟物

中, 只在脂肪类食品模拟物中有迁出, 所以 HDPE 对包装

脂肪类食品存在一定的迁移危害, 迁移量随着时间的延长

而增加, 并且迁移初期迁移速率较快, 一定时间后迁移过

程可达到动态平衡, 温度越高, 迁移速率越快, 到达平衡

的时间越短。所以添加有紫外吸收剂的塑料食品包装材料

应该尽可能避免接触脂肪食品, 同时避免高温接触脂肪食

品, 可以用来包装一些水性食品。 
表 3 列举了常见的 9 种紫外吸收剂的使用范围, 最大

使用量, 同时对比了中国和欧盟的特定迁移量, 可以看出

紫外吸收剂最大使用量为 0.2%~3.8%, 其中 8 种紫外吸收

剂的特定迁移量中国和欧盟的限量是一样的, 只有 UV-2
中国的迁移量只有 0.05 mg/kg, 而欧盟有 5 mg/kg, 可见我

国对于紫外吸收剂的要求还是较为严格的。 

6  结论与展望     

食品塑料包装中需要添加增塑剂、抗氧化剂、热稳定

剂以及紫外吸收剂才能达到应有的包装机械性能, 目前对

这些加工助剂主要的检测方法集中在气相色谱法、液相色

谱法、气质联用法及液质联用法, 也有些学者开发了一些

新方法。但是这些加工助剂通常对人体是有危害的, 所以

国家标准限定了使用范围、最大使用量以及特定迁移量,  



第 4 期 王  茜, 等: 塑料食品包装材料中受限物迁移研究进展 1019 
 
 
 
 
 

 

表 3  9 种紫外吸收剂使用范围、最大使用量及特定迁移量 
Table 3  Range, maximum usage and specific migration of 9 uv absorbents 

名称 使用范围 最大使用量/% 
特定迁移量/(mg/kg) 

中国[25] 欧盟[27] 

UV-0 涂料 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 6.0 6.0 

UV-24 聚乙烯, 聚丙烯,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0.30 6.0 6.0 

UV-2 聚氯乙烯 0.30 0.05 5.0(食品中的限制量) 

UV-9 聚乙烯, 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0.30 6.0 6.0 

UV-71 
聚酰胺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 
0.20 

30.0 30.0 

UV-3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聚氯乙烯 

0.50 
0.30 0.05 0.05 

UV-531 
聚乙烯, 聚丙烯, 丙烯腈-苯乙烯, 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聚碳酸酯 

0.50 
3.80 6.0 6.0 

UV-326 聚丙烯, 聚乙烯 0.50 30.0 30.0 

UV-327 聚酰胺, 聚碳酸酯,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 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 30.0 30.0 

 
 

并且目前我国标准的迁移限量和欧盟、美国基本是一致的, 
说明我国对这一部分的研究是与国际上接轨的。相比于国

外对食品包装材料中受限物质的研究进程, 我国对其迁移

研究开始的较晚, 与国外相比仍存在较大差距, 所以在这

方面的研究仍需加强。 
由于食品包装中添加的增塑剂、抗氧化剂等通常对人

体有一定的危害, 现在的食品包装上的标签只是标明了食

品中添加的添加剂, 并未指明包装材料的添加剂, 所以笔

者认为应该在食品标签上说明包装材料中使用的添加剂, 
并且对其迁移行为做简要的介绍, 这样不仅可以让大众知

晓何种添加剂会发生迁移, 还可以规范包装材料生产, 减
少没有按照法律法规生产的行为。与此同时, 食品安全有

关部门加强监管, 从食品包装材料生产到与食品接触的各

个环节层层把关, 降低添加剂迁移到食品的行为。此外, 
科研人员应该开发新型绿色的食品添加剂, 研发生物基食

品包装材料与加工助剂生态化必将是未来的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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