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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食品里的食品添加剂真的有危害吗？
要解释这个问题，首先得界定哪些食品是儿童食

品。目前，我国并没有明确的儿童年龄规定。但联合国
的《儿童权利公约》认为，凡 18 周岁以下者均为儿童。
我国《〈食品营养强化剂标准〉（GB14880-2012）问
答》中第二十九条对儿童的定义有明确解释，即已满
36个月但不满 15岁的个体。 所以，未满 15岁的都属
于儿童范畴。

不过，从营养需求来讲，由于 3 岁前的婴幼儿生
理机能处于逐步完善阶段，因此，其所食用的食品有
严格管理规定和相应标准，这部分标准通常按照婴幼
儿食品标准进行管理。但国家标准对 3岁后的儿童食
品没有明确规定，可以按照普通食品生产与管理。 因
此，只有婴幼儿食品是与成人食品有所区别的单独一
类食品。

那么，婴幼儿食品在使用食品添加剂方面是否有
着特殊规定呢？

国际上，包括我国，都有专门针对婴幼儿食品的
质量和安全标准。根据我国婴幼儿相关食品标准中的
规定，0 至 6 个月的孩子为婴儿，6 至 12 个月的孩子
为较大婴儿，而 12至 36个月的孩子为幼儿。 根据不
同年龄阶段，这些食品标准对于食品添加剂是有特殊

规定的。 例如，婴幼儿配方食品及婴幼儿辅食中均规
定不得添加人工色素和香精香料（除香兰素、乙基香
兰素和香荚兰豆浸膏外）。 这些规定是与国际标准一
致的，如美国、欧盟等国家和地区也对此明令禁止。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生活中，很多“儿童食品”其
实是 3 岁以上儿童食品。 由于其要求与成人食品一
样，按政府规定使用食品添加剂是合法的，也是安全
的。再强调一下，市场上所谓的“儿童食品”，除了婴幼
儿配方食品及婴幼儿辅助食品这些特殊食品外，其他
食品跟成年人食品在食品添加剂使用方面的要求和
规定是一样的。 只要按照政府的规定使用添加剂，是
没有安全问题的。

那么，食品添加剂究竟对儿童有没有健康危害?
儿童正处在身体发育的重要阶段，各项身体机能

仍不完善。 近年来，的确有些研究认为食品添加剂可
能对儿童健康产生影响。 比较著名的是 2007 年英国
南安普顿大学的研究，认为一些色素可能会对儿童健
康不利。

但欧洲食品安全局（EFSA）经过评估认为，目前
的研究证据并不充分，而且缺乏临床研究，因此，并不
能得出有害的结论。 不过，EFSA 也认为，1 至 10 岁
儿童确实会有更高的暴露量和安全风险，出于对儿童
健康的谨慎考虑，应加强对儿童食品监管，加大对儿

童健康的保护。
此外，也有人担心，儿童食品中的添加剂种类越

多就越不安全。 其实，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归根结底
要看用了多大量和吃了多少，与使用的品种数量没有
必然联系。 只要符合标准要求，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
是有保障的。 同时，食品生产企业应该严格遵守国家
规定的食品添加剂使用范围和使用量， 对于没有加
香必要的食品，不得添加食品用香料、香精。

因此，作为家长，真正应该担心的是：孩子从小
就养成了以颜色、味道、造型和包装等选择食品的不
良习惯。 研究发现，如果孩子的饮食习惯不好，对他
成年以后的生活和健康都会产生影响。 现在市售的
绝大多数“儿童食品”其实跟成人吃的普通食品没有
区别，它们最大的问题并不在于食品添加剂，而在于
通过味道、颜色、造型、外包装等吸引孩子，并没有更
好的营养价值，这对于孩子养成良好饮食习惯非常不
利。

所以，家长们不必过多担心食品中添加剂的安全
性，而应该从小教育孩子养成良好的饮食习惯；同时，
尽量使孩子的食品丰富起来，食物种类的丰富不仅可
以使营养摄入更全面， 而且可以降低食品安全风险；
家长也可以与孩子一起学着看营养标签，了解均衡营
养的知识，通过合理膳食促进孩子健康。

据《经济日报》报道

儿童食品使用添加剂
安全吗

随着我国二孩政策的全面实施，新生儿日益增多，人们
对于儿童食品更加关注。 然而，有报道称，儿童食品含 10 多
种添加剂，可能会增加儿童肾脏和肝脏负担。 为此，很多家
长难免担心、疑惑。

地处南半球的澳大利亚正值冬季， 流感多发，
而今年的流感形势尤其严重。 澳大利亚专家日前警
告说， 打喷嚏时用手遮挡飞沫的方式是错误的，这
样会加剧流感病毒的进一步扩散，正确方式是用纸
巾遮挡。

澳大利亚手部卫生组织负责人林赛·格雷森表
示，民众应该摒弃打喷嚏时用手遮挡飞沫这种错误
习惯，因为打喷嚏或咳嗽时用手遮挡，飞沫会沾到
手上，手在接触其他物体时又会传播细菌和病毒。

澳大利亚悉尼大学教授盖伊·埃斯利克说，人
们常认为流感传播的重要途径是打喷嚏产生的飞
沫，因此只要用手遮挡就没问题了，但这忽视了另
一个因素， 那就是遮挡飞沫的手也会触碰其他地
方，比如公交车上的扶手等，所以最好的办法是用
一次性纸巾遮挡，然后扔掉纸巾。

澳大利亚医学协会的布拉德·弗兰克姆认为，
在当前澳大利亚的流感高发季节，政府应加大宣传
力度，告诉民众打喷嚏时正确的遮挡方式。

据新华社报道

众所周知， 碳酸饮料一直是口感酷爽和热量奇
高并存的矛盾之物。 想到它， 爱美人士大多是纠结
的。 日前，为了让更多人享受可乐，某可乐公司推出
了一款号称可以减肥的可乐， 并指出这种可乐中添
加了可帮助减脂的成分。 那么，用减肥可乐来减肥到
底靠不靠谱呢？

“口感上，减肥可乐跟普通可乐区别不大，有甜
味，也有二氧化碳的泡沫刺激。 ”日本早稻田大学博
士后王爽说，“但如果你一直喝下去就能感觉到减肥
可乐的甜味越喝越淡， 不像普通可乐的刺激那么持
久， 整体上跟之前推出的‘零度可乐’ 口感比较接
近。 ”而其产品营养成分表上显示，一瓶 470 毫升的
减肥可乐中，能量、蛋白质和脂肪的含量均为零，只
有 5.2克的碳水化合物。

该可乐公司表示，在力争保留原有口味的同时，
他们在其中加入了“难消化性麦芽糊精”。 这种物质
主要用来抑制脂肪吸收、稳定血脂，并且不会产生更
多的热量。

“从营养学上分析，减肥可乐正是看上了这种膳
食纤维在清理肠道、 抑制脂肪生成等方面的原理和
作用。 ”中国人民解放军第 309医院营养科主任左小
霞告诉记者，理论上说，减肥可乐在成分构成上还是
有创新和进步的。 她强调，“减肥可乐”的进步性主要
建立在与传统碳酸饮料的对比上：“比如， 它减少了
糖分和热量的摄入，成分上也不含磷，降低了龋齿和

骨质疏松的发生几率。 但减肥的
关键还取决于人们每天摄入的
热量是否小于消耗的热量。 ”

其实， 可乐的高热量来自于其中的高
糖分， 而减肥可乐能量为零的原因在于成
分中不含糖，而是使用了一种名为“阿斯巴
甜”的甜味剂。据统计，全世界大约有 3.5亿
人定期食用这种甜味剂， 它是许多低热量饮料、糖
果、口香糖、医用制剂和维生素的主要成分，占世界
糖替代品市场份额的 62%。

它其实是一种人工合成的食品添加剂， 使用目
的是在降低含糖量的同时不影响口感。 但在肠道中，
阿斯巴甜会分解产生两种氨基酸———天冬氨酸和苯
丙氨酸，以及甲醇。 而学界最大争议点在于，从阿斯
巴甜中的甲醇分解而来的毒素是否足以损伤身体。

除了有可能影响健康之外， 科学家还怀疑阿斯
巴甜会让人更有食欲。 资料显示，美国某癌症协会曾
对 8000名妇女进行了长达 6 年的跟踪研究，最后得
出结论———在体重增加的被研究者中， 食用人造增
甜剂的女性增长的体重大于未曾食用的。

从营养学角度看， 阿斯巴甜毕竟不是人体需要
的营养元素， 在限制范围内的用量可以被人体代谢
出去，但还是越少越好。 蔬菜、水果、粮谷所携带的营
养成分才是人体真正需要的。

据《科技日报》报道

减肥可乐 真的可以减肥吗

科普：
打喷嚏应用纸巾
而不是手遮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