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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包糕点为何不再使用这种添加剂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

局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

剂使用标准》（GB 2760-2024），自2025

年 2 月 8 日起，脱氢乙酸钠（脱氢乙酸及

其钠盐）不再用于面包、糕点、果蔬汁

（浆）等7类食品，在腌渍蔬菜中的最大使

用量也由1克/千克调整为0.3克/千克。

为何调整使用脱氢乙酸钠？
尽量降低风险

脱氢乙酸钠是一种常见的食品添加

剂，对酵母菌、霉菌、腐败菌具有良好的

抑制作用，过去几十年里被多国许可，广

泛应用于食品中，以延长保质期。

那么，新国标为何对脱氢乙酸钠的

使用范围和使用量作出调整？

科信食品与健康信息交流中心副主

任阮光锋介绍，对一种食品添加剂进行

重新评估，一般有两种原因：一是在安全

性上有新的证据发现，需要重新评估；二

是食品消费结构发生变化，当一种食品的

消费量由少变多时，要考虑其中某种食品

添加剂累积之后会不会超过安全限值。

此前，有动物实验研究显示，多次大

量食用脱氢乙酸钠，可能造成动物取食

减少、体重下降、凝血能力下降、肝肾组

织变化等问题。

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

学院教授范志红认为，这类动物实验并不

能证明人类少量吃这种添加剂也会导致

同样危害，但往往会让人们对该物质有更

严格的限量。比如，烘焙产品近年来消费

量明显增多，其中的食品添加剂含量就

需要重新考量。相对来说，腌渍蔬菜消

费量并不多，所以只是降低了最大限量。

食品安全追求“尽可能降低风险”。

随着最新科研发现以及国内食品消费结

构改变，食品添加剂使用也会相应作出

调整，防患于未然。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标准三

室主任张俭波表示，修订脱氢乙酸钠的

使用规定，是根据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

和行业实际使用情况调研作出的决策。

食用后健康风险有多大？
摄入量决定安全性

脱氢乙酸钠已经在食品行业使用了

较长时间。不少人关心：此前吃过这种

食品防腐剂，会造成身体伤害的风险有

多大？

专家表示，风险大小跟摄入量密切

相关，即要看消费者实际一次吃进的量，

以及一年当中吃的频次。

范志红表示，脱氢乙酸钠在人体内

能够被代谢掉。相关实验数据显示，脱

氢乙酸钠在毒理学上不属于高毒成分，

动物实验发现其有害作用，是在“长期”

“反复”“大量”食用之后的结果。人们日

常摄入量一般不足实验中发现有害量的

十分之一，无需过于担心健康风险。

阮光锋表示，脱氢乙酸钠并非被“禁

用”，它依然是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

可以用在腌渍蔬菜、发酵豆制品等食品

中。这说明风险评估结果显示，合理使

用脱氢乙酸钠依然是安全的。

美、日、韩等多国也仍允许在部分食

品中使用脱氢乙酸钠，但各有不同规

定。例如，美国允许用于切块或去皮南

瓜和草莓，最大使用量不超过65毫克/千

克；日本、韩国允许用于黄油、奶酪、人造

黄油等食品中，最大使用量不超过 0.5

克/千克。

食品添加剂还能不能吃？
可以合理使用

出于对食品安全的考虑，还有部分

消费者担心防腐剂等食品添加剂“添加”

了风险。

对此，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食品科

学技术学会理事长孙宝国表示，食品添

加剂的使用历史悠久，例如古代卤水点

豆腐时使用的卤水，其主要成分氯化镁，

便是一种添加剂。现代人的生活更是离

不开食品添加剂。

孙宝国介绍，我国相关标准规定了

23 类 2300 多种食品添加剂，包括防腐

剂、着色剂、膨松剂、甜味剂等，按照标准

使用，不超过最大使用量和最高残留量，

不会引发食品安全问题。过去发生的一

些食品安全事件，往往源于违规使用“非

法添加物”或滥用食品添加剂。

为保障公众健康和食品产业发展，

我国对食品添加剂一直实行严格的准入

和淘汰机制，开展持续、动态的跟踪评

价，不断调整其使用范围和使用量，并对

部分物质禁止使用，应当科学、理性看待

标准的调整。

（来源：“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 作

者 董瑞丰 李恒）

腹主动脉瘤，这个曾经令

人闻之色变的疾病，在如今快

速发展的医疗技术面前不再那

么可怕。

近日，一则令人振奋的喜

讯传开：市中医院成功完成了

微创一体式覆膜支架植入治疗

腹主动脉瘤手术，为患者带来

了新的希望和生机。

患者吕先生（化名），在一

次体检中发现患有腹主动脉

瘤 合 并 穿 透 性 溃 疡 。其腹主

动脉瘤已经增长到了正常动

脉直径的 1.6 倍，如果不 及 时

处理，在日常生活工作中随时

会发生动脉瘤破裂导致大出

血死亡。

这个消息如同晴天霹雳，

让他和家人陷入了深深的担忧

和恐惧之中。

经 过 慎 重 考 虑 和 多 方 咨

询，吕先生来到市中医院血管

外科，该科主任医师陈大荣接

诊了吕先生。

陈大荣在仔细查看了吕先

生的检查结果后，血管外科迅

速 成 立 了 由 血 管 外 科 、麻 醉

科、放射科、导管室、手术室等

各科专家组成的团队。经过

详 细 的 术 前 多 学 科 讨 论

（MDT），和充分的评估、准备，

决定为吕先生实施微创一体

式覆膜支架植入手术。

手术当天，陈大荣带领外

科副主任医师吕云雨等人，凭

借着丰富的经验，将覆膜支架

通过大腿根部微小的切口精准

植入到腹主动脉瘤的位置。这

一过程犹如在钢丝上舞蹈，需

要极高的精度和稳定性。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导管

室外的家属焦急地等待着。终

于，导管室的门缓缓打开，主刀

医生疲惫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宣布手术成功。那一刻，喜悦

和激动的泪水在吕先生家属的

眼中打转。

这次手术的成功，不仅仅

是一次医疗技术的胜利，更是

团队协作和不懈努力的成果。

从术前的精心诊断，到手术中

的精准操作，再到术后的悉心

护理，每一个环节都凝聚着医

护人员的心血和智慧。据了

解，吕先生术后恢复顺利，近期

已经康复出院。

微创一体式覆膜支架植入

技术的成功应用，为腹主动脉

瘤的治疗开辟了新的道路。与

传统手术相比，它具有创伤小、

恢 复 快 、并 发 症 少 等 显 著 优

势。这意味着更多的患者能够

在更短的时间内恢复健康，重

新回归正常的生活。

这一成功案例，也为市中

医院的发展增添了浓墨重彩的

一笔，激励着中医院医护人员

不断探索创新，提高医疗技术

水平，为更多患者带去福音。

通讯员 吕云雨

微创一体式
覆膜支架
植入技术
成功应用

市中医院为一患者
带来新的希望

本报讯（融媒记者 李梦楚 通讯员 吕

程）2月9日，记者从市一医了解到，该院已

接诊了5例一氧化碳中毒患者，且无一例外

都是在家中使用炭火取暖时发生中毒。

68岁的王先生因打牌时出现神志不

清、肢体抖动等症状被家人送至急诊

科。患者家属说，由于天气寒冷，一家人

一晚上都围坐在火炉边喝茶打牌，且家

中门窗紧闭，可能是一氧化碳中毒。经

检查，患者血液中碳氧血红蛋白含量达

26%（正常为 5%-10%）。经过高压氧舱

治疗后，患者身体状况目前已恢复正常。

另两名女子夜间在家中使用炭火取

暖，出现头晕、恶心等不适症状后拨打

120 急救电话，随后被送往市一医急诊。

医生初步诊断她们为一氧化碳中毒，给

予吸氧、输液治疗。目前，两名患者病情

稳定，正在进行后续治疗。

医生提醒，应避免在密闭房间内燃

烧煤炭、木炭，避免在密闭的洗浴间内长

时间使用燃气热水器，使用煤气灶后务

必拧紧开关。一旦发现一氧化碳中毒

者，应立即打开门窗通风，将患者转移至

空气新鲜流通的地方。对于昏迷不醒的

患者，可将其头部偏向一侧，以防呕吐物

误吸入肺部导致窒息。最重要的是需马

上呼叫救护车，将中毒者送往医院救治。

市一医接诊5例一氧化碳中毒患者

炭火取暖要提防“隐形杀手”

春节期间，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亲朋

好友欢聚一堂，美味佳肴接连上桌，在这

个充满欢声笑语的时刻，谁都会忍不住

大快朵颐一番。不过，在享受美食的同

时，可一定要警惕一个“不速之客”——

急性胃肠炎。它一旦找上门来，那可真

是让人苦不堪言。

20岁的小李胡吃海喝、饮食不规律，3

天前出现呕吐、腹泻症状，随后腹痛难忍，到

市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就诊。医生初步诊断

其为急性胃肠炎，予护胃、止吐、补液治疗。

49 岁的王先生误食发霉的小麦饼，

出现急性胃肠炎，呕吐不止，腹痛不适。

入院后，医生予解痉、止吐等对症治疗，

王先生症状缓解后出院。

据粗略统计，从除夕至正月初九，市

第一人民医院急诊内科接诊的胃肠炎患

者已达 650 余人次，是较为典型的“春节

病”。因为春节期间聚会增多，人们饮食

结构变化较大，容易摄入过多油腻食物

或未充分煮熟的、刺激性的食物，或者误

食不洁、发霉、过期的食物。

医生介绍，急性胃肠炎是常见的胃

肠道疾病之一，主要症状为恶心、呕吐、

腹痛、腹泻，多为水样便或蛋花汤样便，

严重者还可出现脱水、休克，应及时就

医。一般来说，急性胃肠炎患者多是恶

心、呕吐在先，接着出现腹泻，腹泻每日

达3-5次甚至数十次。

快速识别和及时应对急性胃肠炎，

对于减轻症状和预防并发症至关重要。

针对急性期呕吐严重的情况，建议先限

制饮食，让胃肠道休息。呕吐症状缓解

后，可以吃一些清淡流质食物，如稀饭、

米汤、蛋汤等，建议少食多餐，可每日进

食 4-5 次。待急性胃肠炎症状消失 2-3

天后，再正常饮食，但要避免肉蛋奶以及

生冷、过硬、过热等刺激性强的食物。

还要注意的是，如果平时就有身体

不适，尤其是腹部不适，那么出现相关症

状也不一定是急性胃肠炎，还可能是胃

溃疡、炎症性肠病等。

如何预防急性胃肠炎
1.购买食物时，选择正规渠道，注意

保质期。餐具和厨房用品要保持清洁卫

生，定期消毒。

2.不生吃海产品，瓜果蔬菜生吃前一

定要洗干净。避免使用未经处理的水

源。对发酵类食品，吃前必须充分加

热。变质的食品一律倒掉。

3.避免暴饮暴食，合理搭配蔬菜、水

果、肉类等，保持营养均衡。避免过多摄

入油腻、辛辣、生冷等刺激性食物。

4.过量饮酒会对胃肠道黏膜产生刺

激，增加急性胃肠炎的发病风险，因此饮

酒应适量，切勿贪杯。

5.保持良好的个人卫生习惯，如勤洗

手。保持作息规律，加强体育锻炼。通过

这些措施，可以预防急性胃肠炎的发生。

融媒记者 李梦楚 通讯员 应洋洋

■相关链接

春节期间急性胃肠炎高发

10天接诊650余人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