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薯片中含有薯片中含有““致癌添加剂致癌添加剂””
那薯片还能吃吗那薯片还能吃吗

■■ TBHQ究竟是什么

TBHQ，全 称 特 丁 基 对 苯 二 酚

（tert-Butylhydroquinone），是 一

种常见的食品抗氧化剂，广泛用于食

用油、油炸食品、烘焙食品和肉制品

等。其通过抑制油脂氧化来增强食

品的稳定性。简单来说，TBHQ 能减

缓油脂与氧气发生反应，避免食品变

质，保持其新鲜口感。

TBHQ 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

早在 1972 年，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

局就批准其在食品中使用，并将其列

为“公认安全”物质。1991年，我国也

正式批准 TBHQ 作为食品抗氧化剂

使用。目前，TBHQ 已被全球 100 多

个国家和地区认可。经过数十年的研

究和应用，TBHQ 早已成为食品工业

中经过充分验证的合法食品添加剂，

而非某些传言中的“神秘化学物质”。

形象点说，TBHQ就像食品的“保

鲜卫士”，通过抑制油脂氧化，帮助食

品在储存和运输中保持风味和品质。

要弄清 TBHQ在薯片中的作用，

需要从油脂的功能和氧化危害两个

方面来看。

油脂是薯片美味的“灵魂”。薯

片之所以酥脆可口离不开油脂的作

用。油脂在加热时会发生适度的氧

化，还会与食品中的蛋白质、淀粉等

成分发生复杂反应，生成独特的香

气。此外，油脂还能作为“风味载

体”，帮助食品吸收香料和调味料，提

升整体口感。可以说，没有油脂，薯

片的口感和魅力将大打折扣。

然而，油脂暴露在空气中时，容

易发生氧化变质，导致风味变差、营

养流失以及健康威胁。过度氧化的

油脂会产生难闻的“哈喇味”，破坏

食品口感，其中的必需脂肪酸和维

生素 E 等营养成分也会被破坏，降

低食品的营养价值。更重要的是，氧

化过程会产生自由基、过氧化物以及

醛类等有害物质，这些不仅影响食品

品质，长期大量摄入反而会增加健

康风险。

为了防止油脂氧化，抗氧化剂应

运而生。它能阻断油脂氧化的链式

反应，延缓油脂变质，既保持薯片的

品质，也减少潜在的健康隐患。

■■ 为什么薯片中会有TBHQ

“TBHQ 致癌”的说法让许多消

费者感到不安，但这种担忧其实是对

科学研究的误解。美国食品和药物

管理局和欧洲食品安全局等国际权

威机构的多次评估表明，在合理使用

范围内，TBHQ对人体是安全的。

1997 年，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

卫生组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

会对TBHQ进行了全面评估，认为其

在体内不具有遗传毒性作用。2016

年，欧洲食品安全局结合最新的食

品消费数据和实际使用情况再次评

估，同样未发现 TBHQ 有遗传毒性

或致癌性的证据。美国食品和药物

管理局也一直维持其“公认安全”的

地位。

任何物质的毒性都与剂量密切

相关。毒理学奠基人帕拉塞尔苏斯

曾说：“剂量决定毒性。”对于一个 60

公斤的成年人，每天摄入 TBHQ 不

超过 42 毫克是安全的。正常饮食

下，TBHQ 不会对健康构成威胁。“致

癌”的说法，更是对科学数据的误读

或夸大。

我国对食品添加剂的管理非常

严格，TBHQ 作为食品抗氧化剂，其

使用范围和剂量均有明确规定。根

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

用标准》（GB2760-2024），TBHQ 在

食品中的允许最大使用量为 0.2g/

kg。这一标准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

会的建议一致。

此外，国家标准要求食品企业

在 严 格 遵 守 TBHQ 限量的同时，必

须在产品标签上明确标注所使用的

食品添加剂，让消费者有知情权。

只 要 食 品 生 产 过 程 中 TBHQ 的 添

加 量 符 合 GB2760-2024 的 规 定 ，

就是合法合规的，消费者可以放心

食用。

（来源：“科普中国”微信公众号

作者 秦磊）

■■ TBHQ是否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

■■ 食品生产过程中对TBHQ的使用有何规定

近日，网上出现“薯片含有TBHQ致癌添加剂”的报道，引起很多薯片爱好者的恐慌。
那么TBHQ究竟是什么？是否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影响？食品生产过程中对TBHQ的使

用又有何规定？下面就一起来了解一下！

近日，市中医院呼吸与危重症医

学科团队成功为一名患者紧急取出

了支气管内异物——“鸡颈骨”，让患

者脱离生命危险。

该患者60多岁，几天前不慎将异

物吸入气道，导致剧烈咳嗽，在家抗

感染治疗后咳嗽无好转，还出现呼吸

困难。家属立即将其送往市中医院

救治。接诊医师陈军红建议患者紧

急手术，并联系急诊胸部 CT，明确病

变位置，排除禁忌症。

面对紧急情况，呼吸与危重症

医学科团队迅速响应，带领气管镜

介入治疗组，在麻醉科、内镜中心的

紧密协作下，紧急为患者实施了无

痛支气管镜下异物取出术。

经气管镜检查，可见异物呈骨

性、三叉状，嵌顿于右中间支气管，尝

试异物钳夹取并牵拉后，异物纹丝不

动，若强行拉出，可能导致支气管壁

裂伤甚至气道内大出血，危及生命。

经过多次尝试，最后使用异物钳配合

气管镜，调整角度，缓慢将插入支气

管内侧壁的骨头残端撬出，由异物钳

夹取后连同喉罩一同拉出患者口腔，

顺利取出一块长约 2 厘米的“鸡颈

骨”。整个手术过程高效紧凑，出血

量少，有效避免划伤气管壁及声带，

患者全程生命体征平稳。术后患者

咳嗽、胸闷明显好转。

此次支气管异物紧急取出手术

的成功，不仅展现了市中医院呼吸与

危重症医学科团队的技术以及科室

间的默契协作，更是医院高效管理和

优质服务的生动体现。

结合呼吸科取异物病例，常见

的吸入异物分别有蒜瓣、玉米粒、黄

豆、各种形状的骨头、花生、小石头、

肉块甚至笔帽等。建议广大市民吃

饭时尽量细嚼慢咽，避免大声谈笑

或 匆 忙 进 食 。 小 朋 友 不 要 把 小 玩

具、小零件、硬币、果核等放在嘴巴里

玩。老年人如有佩戴假牙，应时刻

注意假牙是否松动，以防呛咳及吸

入异物。一旦有异物进入气管、支

气管，应尽快到医院诊治，以免延误

病情。

通讯员 南阳光

反复咳嗽甚至呼吸困难
竟是“鸡颈骨”惹的祸

现代人约 80%的时间在室内度过，但许

多人并未意识到室内空气污染的危害。据

WHO 统计，全球每年约 380 万人因暴露于

固体燃料燃烧导致的室内空气污染过早死亡

（2014年数据）。而在现代家居环境中，装修

污染、二手烟等同样构成重大健康威胁。

室内空气污染的来源
室内空气污染主要来自以下几类，这些

污染物可能引发哮喘、过敏、慢性呼吸道疾

病，甚至增加肺癌风险。

化学污染物：甲醛（来自家具、装修材

料）、苯系物（油漆、清洁剂）、氡气（建筑材料

释放）等。

生物污染物：霉菌、尘螨、宠物皮屑、细菌

和病毒。

物理污染物：PM2.5（烹饪、吸烟）、二手

烟、臭氧（部分空气净化器产生）。

日常活动污染：烹饪油烟、香薰产品、打

印机粉尘等。

科学对策 改善室内空气质量
源头控制减少污染物释放

装修材料选择：优先选购环保认证（如

E0 级板材、水性漆）的建材，减少甲醛释放。

新 装 修 房 密 闭 12 小 时 后 检 测 甲 醛 ，≤

0.08mg/m2再入住。

减少化学用品：避免过量使用空气清新

剂、杀虫剂，改用天然清洁剂（如白醋、小苏打）。

禁烟措施：室内严禁吸烟，避免二手烟和

三手烟残留。

通风换气稀释污染物浓度

自然通风：每天开窗通风 2-3 次，每次

15-30 分钟，尤其在烹饪、清洁后，避开早晚

交通高峰时段。

机械通风：安装新风系统或排气扇，确保

空气流通。

避免高污染时段通风：若室外空气质量

差（如室外 PM2.5＞150），可减少开窗，依赖

空气净化设备。

空气净化技术

空气净化器：选择 HEPA 滤网（过滤

PM2.5、花粉）和活性炭滤芯（吸附甲醛）的机

型，定期更换滤网。

植物净化：部分植物（如绿萝、吊兰）可吸

收少量甲醛，但效果有限，需配合其他措施。

湿度控制：保持室内湿度 40%-60%，减

少霉菌滋生，可使用除湿机或加湿器调节。

日常习惯优化

烹饪防护：使用抽油烟机（炒菜时提前3

分钟开启，结束后延迟关闭5分钟），减少高温

油炸，选择清洁能源（如电磁炉替代燃气灶）。

定期清洁：勤换床单、地毯除尘，使用防

螨寝具，减少尘螨滋生。

减少香薰和蜡烛：燃烧香薰可能释放苯等

有害物质，建议改用无火香薰或精油扩散器。

监测与预警

空气质量检测仪：实时监测 PM2.5、甲

醛、CO2浓度，及时采取干预措施。

关注健康信号：若家人频繁出现咳嗽、头

痛、眼刺激等症状，需排查室内污染源。

根据 WHO 和《柳叶刀》研究，通过清洁

能源替代、通风优化和建材监管等措施，约

60%-70%的室内空气污染暴露是可预防

的，其中固体燃料污染和二手烟的预防潜力

最高。无论是政策层面的绿色建筑标准推

广，还是每个家庭的通风习惯培养，都需要全

社会共同参与。你今天的每一个选择——拒

绝劣质装修材料、戒烟、使用清洁能源——都

在为家人筑起呼吸健康的防线。今天起，让

我们从这三件小事开始：每天开窗2次，每次

15 分钟；烹饪必开抽油烟机，减少 PM2.5；新

装修房检测甲醛，合格后再入住。

守护呼吸安全，你我都能做到！

市疾控中心供稿

守护呼吸健康
关注室内空气污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