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0 年 05 月                                                                        

 
 

Jieke Monthly News 

NO. 52 

杰科新闻月刊 
August，2020 

 

烟台杰科检测服务有限公司 

TEL: 0535-7717039/7023/7076     E-mail: sales@jiekelabs.com 



2020 年 05 月                                                                        

 

 

 

 

 

 

 

 

杰科内闻 

杰科恢复 CMA资质，对外检测业务恢复正常.................................. 1 

杰科开展食品中氯酸盐及高氯酸盐残留量的检测.............................. 2 

 

食品资讯 

8月国际预警信息 ........................................................ 4 

做“后天”蛋糕、用过期原料……85度 C、桂源铺等吃罚单！................. 10 

水中有污染，吃鱼还有好处吗？怎么吃鱼才健康？........................... 13 

保质期到底是谁决定的？怎么决定的？..................................... 19 

为什么检出新冠病毒的总是进口冻品？冷冻生鲜还能吃吗？................... 22 

 

检测技术 

实验室溶液、试剂、药品有效期一览表..................................... 27 

实验报告审核的 19个要点................................................ 33 

关注！！欧盟再次修订 POPS法规，有关 PFOS、三氯杀螨醇 .................... 35 

 

 

Contents 

目录 



2020年 08月                                                                          第 52期 

 

1 

杰科恢复 CMA 资质，对外检测业务恢复正常 

杰科检测于 2020 年 7 月 25 日顺利通过 CMA 地址变更评审，并于 8 月 14 日

取得搬迁后 CMA 资质证书。 

自即日起，恢复所有对外检测业务，并可出具带有 CMA 标识的检验检测报

告。感谢各位客户在资质暂停期间的理解与支持，相关检测业务可与业务人员联

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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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科开展食品中氯酸盐及高氯酸盐残留量的检测 

01 什么是高氯酸盐 

高氯酸盐是一种有毒化学物质，可干扰甲状腺素的合成与分泌，从而影响人

体正常的新陈代谢，阻碍人体的生长发育，对生长发育期的儿童影响尤为严重，

一旦婴幼儿体内的高氯酸盐过量，儿童会出现智商偏低、学习障碍、发育迟缓、

多动症、注意力分散，甚至会出现弱智等症状。 

02 食品中高氯酸盐和氯酸盐的来源 

农产品和食品中高氯酸盐污染主要来源有：植物种植过程中化肥原料中含有；

大气和地表水中天然含有，灌溉用水受高氯酸盐污染；工业排放，包括火箭、导

弹、焰火等的固体氧化剂；皮革加工、汽车安全气囊、橡胶制造、涂料和润滑油

生产等的添加剂。 

氯酸盐是消毒过程中产生的副产品：工业废水或者自来水消毒过程产生污染、

食品加工过程中含氯消毒剂的使用以及包装材料的迁移。 

03 食品中高氯酸盐和氯酸盐的残留 

高氯酸盐主要存在于水果、蔬菜、茶叶、花草茶和婴儿食品中，氯酸盐则广

泛存在于各类食物中，尤其是加工食品。 

氯酸盐及高氯酸盐虽不直接添加入食品，但考虑到食品生产及加工中的一些

特殊情况，当接触到含有氯酸盐残留或能产生此类残留的成分，依据法规确定加

工食品中允许的氯酸盐及高氯酸盐残留量时，需要考虑这些带入。 

04 欧盟对氯酸盐和高氯酸盐的标准 

欧盟一直以来对柑橘类、坚果类、水果类、蔬菜类、粮谷类等食品的氯酸盐

有相关限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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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5 月 20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 (EU) 2020/685 号条例，正式将高氯酸

盐（Perchlorate）补充进欧盟关于食品污染物限量的 (EC) No 1881/2006 号法规附

件第 9 条中，该补充法规于 2020 年 7 月 1 日生效。 

05 杰科检测方案 

杰科检测目前采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检测方法，进行多种食品基质中

氯酸盐及高氯酸盐残留量的检测，达到欧盟检测标准。如您有检测需求或相关产

品限量问题，可与我们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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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月国际预警信息 

 日本取消对中国产红枣中丙环唑的强化监控检查 

2020 年 8 月 6 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药生食输发 0826 第 2 号：取消对中

国产红枣中丙环唑的强化监控检查。 

根据 2020 年度进口食品等的监控检查计划，按 2020 年 3 月 30 日发布的食

安输发 0330 第 2 号（最终修正：2020 年 8 月 21 日发布的生食输发 0821 第 1 号），

对食品实施监控检查。 

此次，根据过去一年的检查结果，取消对中国产红枣中丙环唑的强化监控检

查 

更多详情参见：https://www.mhlw.go.jp/content/11135200/000663264.pdf 

 欧亚经济联盟修订《食品添加剂、香精香料和加工助剂安全》技术法规标准

清单 

2020 年 8 月 25 日，据欧亚经济委员会新闻中心消息：欧亚经济委员会理事

会批准对《食品添加剂、香精香料和加工助剂安全》技术法规所采用的标准清单，

该清单包含应用及评估技术法规适用范围内产品合规性所必须的规则和研究方

法。 

据悉，本次修订清单包括经认证的测量方法 MVI.MN 6028-2018《测定明胶

中亚硫酸的质量浓度（以 SO2 计）》以及修订清单中另外 2 中测量方法的应用时

间，包括 MVI.MN 806-98《通过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食品中山梨酸和苯甲酸的浓

度》和 MVI.MN 3239-2009《测定特殊食品中的β-胡萝卜素》，此类标准将于相关

州际标准被纳入技术法规标准清单中正式应用。 

 韩国发布《食用肉中微生物检查相关规定》部分修改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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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 年 8 月 26 日，韩国食品药品安全部（MFDS）发布了第 2020-75 号告示，

修改《食用肉中微生物检查相关规定》的部分内容，其主要内容如下： 

1. 在运营该告示的法律依据中增加《畜产品卫生管理法》中肉类残留物质

检查的相关依据条款。 

2. 具体规定肉类残留物质检查相关的必要措施事项：在肉类残留物质的定

性检查中被判定为阳性，可能存在残留物质的肉类，为了确认其残留物质是否超

标，在定量检查完成之前，在屠宰场采取出库保留的措施。 

3. 扩大肉类残留物质定性检查的取样部位，使其符合各类残留物质检查的

特点。 

4. 肉类残留物检查相关的附件变更为符合年度肉类残留物检查计划的部分

内容。 

 日本加强中国产食品中敌敌畏和二溴磷的监控检查 

2020 年 8 月 21 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药生食输发 0821 第 1 号：加强对中

国产食品中敌敌畏和二溴磷的监控检查。 

对中国产畜产加工食品实施检查时，发现其违反了残留农药的标准。因此，

将强化对中国产大葱和食品中敌敌畏和二溴磷的监控检查。 

检查强化

日期 
国家 检查名称 检查项目 

制造商，制造厂，出口商及加工

商 

2020 年 

8 月 21 日 
中国 

大葱及其加工制品

（仅限简单加工） 

残留农药（敌敌

畏和二溴磷） 
 

2020 年 

8 月 21 日 
中国 食品 

残留农药（敌敌

畏和二溴磷） 

NO.2 MEAT PRODUCTS 

PROCESSING WORKSHOP OF 

SHANDONG FENGXIANG 

FOOD CO.,LTD 

更多详情参见：https://www.mhlw.go.jp/content/11135200/0006618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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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修订氟吡呋喃酮在部分食品中的残留限量 

2020 年 8 月 21 日，据美国联邦公报消息，美国环保署发布 2020-17153 号条

例，修订氟吡呋喃酮（Flupyradifurone）在部分食品中的残留限量。 

美国环保署就其毒理性、饮食暴露量以及对婴幼儿的影响等方面进行了风险

评估，最终得出结论认为，以下残留限量是安全的。拟修订内容如下： 

商品 最大残留限量（ppm） 

芸苔属绿叶类蔬菜，亚组 4-16B 40 

莴苣 9 

绿咖啡豆 1.5 

茴香新鲜叶和茎 9 

球茎甘蓝 6 

叶柄类蔬菜，亚组 22B 9 

绿叶蔬菜，亚组 4-16A 30 

菠萝 0.3 

油菜籽亚组 20A 0.03 

芝麻种子 3 

茎秆类蔬菜亚组 22A（仙人果除外） 0.01 

向日葵亚组 20B 0.7 

果皮不可食用热带及亚热带仙人掌科植物，亚组

24D 

0.3 

果皮可食用热带及亚热带棕榈果，亚组 23C 8 

芸苔属头茎类蔬菜，作物组 5-16 6 

草类饲料、草料、干草，作物组 17 15 

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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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本规定于 2020 年 8 月 21 日起生效，反对或听证要求需在 2020 年 10

月 20 日前提交。 

 日本取消对中国产紫苏中异丙威及仲丁威的监控检查 

2020 年 8 月 18 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药生食输发 0818 第 3 号：取消对中

国产紫苏中异丙威及仲丁威的强化监控检查。 

根据 2020 年度进口食品等的监控检查计划，按 2020 年 3 月 30 日发布的食

安输发 0330 第 2 号（最终修正：2020 年 8 月 14 日发布的生食输发 0814 第 1 号），

对食品实施监控检查。 

此次，根据迄今为止的检查结果，取消对中国产紫苏中异丙威及仲丁威的监

控检查。 

更多详情参见：https://www.mhlw.go.jp/content/11135200/000660211.pdf 

 日本追加两家中国企业作为甜蜜素的命令检查对象 

2020 年 8 月 18 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药生食输发 0818 第 6 号：日本追加

两家中国企业作为甜蜜素的命令检查对象。 

在对进口食品进行自主检查时，从 JIANGSU FUFENG BIOLOGICAL 

TECHNOLOGY CO.,LTD.和 JILIN LONG LONG FOOD INDUSTRY CO.,LTD.2

家企业生产的产品中检出甜蜜素，因此追加上述 2 家中国企业作为命令检查的对

象。 

更多详情参见：https://www.mhlw.go.jp/content/11135200/000660176.pdf 

 日本将中国产马铃薯中盖草能由监控检查转为命令检查 

2020 年 8 月 13 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药生食输发 0813 第 1 号和第 2 号通

知：将中国产马铃薯中盖草能由监控检查转为命令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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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 2020 年 3 月 30 日发布的食安输发 0330 第 2 号（最终修正：2020 年 8 月 5

日发布的药生食输发 0805第 1号），在对中国产冷冻马铃薯实施进口监控检查时，

检出盖草能，因此，将中国产马铃薯中的盖草能作为命令检查的对象。 

检查对象 条件 检查项目 取样方法 检查方法 
实施命令检查

的具体理由 

马铃薯及其

加工品（仅限

简易加工） 

--- 盖草能 
参照附表 1

的 3 

根据 2005 年 1 月 24

日发布的食安发第

0124001 号《关于食

品中残留农药、饲料

添加剂戒动物用医药

品的成分物质的试验

法》 

检测出盖草能

的残留限量超

过标准值

0.01ppm。 

更多详情参见：https://www.mhlw.go.jp/content/11135200/000658849.pdf 

 日本取消对中国产辣椒中多效唑、大葱中噻虫嗪及马铃薯中盖草能的监控检

查 

2020 年 8 月 13 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药生食输发 0813 第 2 号：取消对中

国产辣椒中多效唑、大葱中噻虫嗪及马铃薯中盖草能的强化监控检查。 

根据 2020 年度进口食品等的监控检查计划，按 2020 年 3 月 30 日发布的食

安输发 0330 第 2 号（最终修正：2020 年 7 月 31 日发布的生食输发 0731 第 2 号），

对食品实施监控检查。 

此次，根据过去一年的检查结果，取消对中国产辣椒中多效唑、大葱中噻虫

嗪（仅限制造者、制造厂、出口者及包装者为 OCEAN FOODS CO.,LTD 和

ANQIU JINDONG FRUITS AND VEGETABLES CO.,LTD 的产品。）的监控检查。 

另外，由于已经对中国产马铃薯中的盖草能实施了命令检查，因此解除对其

的监控检查。 

更多详情参见：https://www.mhlw.go.jp/content/11135200/000659166.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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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欧盟修订动物源性食品兽药残留监测计划 

2020 年 7 月 31 日，欧盟委员会发布（EU）2020/1141 实施决定，修订关于

批准第三国根据理事会第 96/23/EC 号指令第 29 条提交的残留监测计划的第

2011/163/EU 号决定，修订动物源性食品兽药残留监测计划。 

该计划涉及 86 个国家 12 种动物产品，其中对来自中国的禽肉、水产品、禽

蛋、兔肉和蜂蜜要求提供检测证明。该决定的附件取代了第 2011/163/EU 号决

定的附件。 

更多详情参见： 

 https://eur-lex.europa.eu/legal-content/EN/TXT/?uri=uriserv:OJ.L_.2020.248.0

1.0012.01.ENG&toc=OJ:L:2020:248:TOC 

 日本取消对中国产红枣中吡唑醚菌酯的强化监控检查 

2020 年 7 月 31 日，日本厚生劳动省发布药生食输发 0731 第 2 号：取消对中

国产红枣中吡唑醚菌酯的强化监控检查。 

根据 2020 年度进口食品等的监控检查计划，按 2020 年 3 月 30 日发布的食

安输发 0330 第 2 号（最终修正：2020 年 7 月 29 日发布的生食输发 0729 第 1 号），

对食品实施监控检查。 

此次，根据过去一年的检查结果，取消对中国产红枣中吡唑醚菌酯的强化监

控检查 

更多详情参见：https://www.mhlw.go.jp/content/11135200/000655224.pdf 

 

时间：2020-08  来源：厦门技术性贸易措施信息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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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后天”蛋糕、用过期原料…… 

85 度 C、桂源铺等吃罚单！ 

近日，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公开的行政处罚信息显示，包括桂源铺、满记甜品、

85 度 C 等在内的一批知名餐饮连锁品牌因为食品安全问题吃到罚单。 

  桂源铺门店用过期淡奶油做奶茶 

今年 4 月，上海市浦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在检查中发现，奶茶连锁品牌桂

源铺上海融创精彩天地店使用已经过期的雀巢淡奶油，作为食品原料加入对外销

售的“招牌特调奶茶”。 

据调查，该门店累计分两批进货 108 盒淡奶油，案发时，除已在到期前使用

掉的部分外，其余淡奶油均已过期，但该门店仍继续用于制售奶茶。浦东市场监

管局浦兴市场监管所副所长陈为庆表示，当事人桂缘（上海）餐饮管理有限公司

归昌路分公司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一款第

三项的规定，责令其停止违法行为并给予行政处罚。 

陈为庆称，该原料主要用于招牌特调奶茶的制作，通过对当事人的食品原料

制售产品表发现，当时使用了上述 7 盒过期原料。7 月 23 日，上海市市场监管

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 124 条的规定，对当事人作出了罚款人

民币 5 万元的决定。 

  满记甜品门店饮料菌落总数超标 

去年，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管局对知名连锁品牌满记甜品位于普陀区真如星

光耀广场的门店进行抽样发现，该门店经营的现制饮料芒果冰菌落总数项目超标。

今年 4 月 27 日，当事人信恒餐饮管理（上海）有限公司现场签收相关检测报告

并表示对结果无异议。今年 7 月，上海市普陀区市场监管局依法对其作出行政处

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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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陀区市场监管局真如所一级执法员陆烨俊表示，当事人经营的芒果冰菌落

总数超过了 DB31/2007—2012《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现制饮料》中规定的 5 万

CFU/毫升的限量。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第三十四条第十三项

的规定。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对当事人作出了没收违法所得及罚款 5 万元的行政处

罚。 

据了解，菌落总数是一个指示性指标，是指被检样品在一定培养条件下培养

后，每单位样品中形成的细菌菌落总数目，也就是通过未来细菌的成长情况，来

“推测”这种食品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条件是否合格、可控，以及被细菌污染的

程度。菌落总数超标，说明相关食品生产加工时卫生条件不佳，可能污染食品的

细菌较多，该环境下制作加工的食品更容易变质。 

陆烨俊称，由于现制饮料、甜品等往往没有高温处理过程，一旦操作不规范、

用具不清洁，就会成为微生物滋长的温床。下阶段，上海市市场监管局将要求相

关企业落实主体责任，加强员工的规范操作培训，保持场所卫生，避免不洁食品

进入消费者的口中。 

  85 度 C 门店 当天制作“后天”蛋糕 

今年 3 月，上海市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接到消费者举报，知名连锁食品品

牌 85 度 C 上海凌云店擅自将 3 个实际制作日期为 3 月 8 日的彩虹酸奶蛋糕修改

为 3 月 10 日后对外销售，该蛋糕单价为 188 元/个。 

上海市徐汇区市场监督管理局凌云市场所副所长陈栋梁称，立即对这家店的

经营场所进行了现场检查，对现场的制作记录、监控视频进行了举证，在蛋糕的

展示柜中，查到了标识制作日期为 3 月 10 日的彩虹酸奶蛋糕，实际制作日期是

3 月 8 日，标识制作日期和实际制作日期不符，所以当即要求商家销毁了相关的

产品，并且对该店涉嫌存在虚假标注生产日期的行为立案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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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规定，禁止生产经营标注虚假生产日期、保

质期或者超过保质期的食品。陈栋梁介绍，依照相关规定，今年 6 月，上海市徐

汇区市场监管局依照《上海市食品安全条例》的相关规定，对当事人津味（上海）

餐饮管理有限公司老沪闵路分公司作出罚款 3 万元的行政处罚。 

陈栋梁表示，食品安全和老百姓的生活是密切相关的，要按照四个最严的要

求，聚焦重点领域关键环节和突出的问题，特别是对一些高风险单位和投诉举报

比较集中的单位加大了检查的力度，做到对违法违规行为零容忍、出快手、下重

拳，切实守牢舌尖上的安全。 

其实，网红餐饮店爆出食品安全问题屡见不鲜，2019 年 8 月 20 日，江苏淮

安市场监管局突击检查知名连锁奶茶店 COCO 都可发现霉变水果；2012 年，“满

记甜品”出售的芒果布丁因大肠杆菌超标近 3 倍，菌落总数超标 13 倍被北京市

工商局勒令下架；等等。 

我们常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做餐饮，食品安全是根本，更是底线。

时下，凭借“爆款”带来的人气，一些网红餐饮发展风头正劲。不过，“网红”

变“长红”，靠的不是流量和眼球，而是一颗敬畏之心。 

 

时间：2020-08-26  来源：央视新闻客户端 

原文链接：http://m.news.cctv.com/2020/08/23/ARTIQCeih8IrfnI1elqvqahN200823.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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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中有污染，吃鱼还有好处吗？怎么吃鱼才健康？ 

作为一类味道鲜美的食材，鱼类是中国人餐桌上不可缺少的主角。作为一种

营养物质丰富的食物，鱼又和健康密不可分： 

鱼是优质蛋白质的来源；含有 Omega-3 多不饱和脂肪酸，如二十二碳六烯酸

（DHA）和二十碳五烯酸（EPA）等；富含磷、锌、碘（海鱼）等矿物质元素；

还是维生素 B2、维生素 A 和维生素 D 的良好来源。 

但是，随着地球水体污染的扩大，即便是海水中活动的鱼类，也难免出现污

染物超标的现象。水中的污染物品种繁多，从六六六、多氯联苯、二噁英，到铅、

砷、汞、镉等。经过食物链的层层传递和放大，即便水中只有 1 份污染，到了

鱼虾蟹贝食物的体内，可能已经被富集到万倍以上，不可小觑。 

人们不禁开始担心，吃鱼还是健康的吗？DHA 我所欲也，污染我所不欲也。

该怎样吃鱼才能获得健康、规避风险呢？ 

这种问题，我们还是要查阅文献资料，用研究证据来回答。 

2020 年，《Trends in Food Science & Technology》杂志上发表了一篇文献，囊

括了 89 篇系统回顾及荟萃分析文献，55 个结论的伞形回顾（umbrella review）

文献，对吃鱼的健康作用做了详细的梳理。 

这篇文献的主要结论是这样的：适度吃鱼的健康益处，要大于其中污染物带

来的不良影响。所以还是要鼓励大家吃鱼。 

 研究证据确认，吃鱼有以下两个健康好处： 

多脂鱼类可显著改善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水平（研究证据的 GRADE

评级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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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周 2~4 份鱼可降低 6%的脑血管疾病风险，如果＞5 份，可把风险降低 12%

（研究证据的 GRADE 评级为「中」） 

其他一些健康作用，虽然也有研究证据，但证据还不够充分，GRADE 评级

为低，需要更多的高质量研究来确认。文章中也把这些可能的好处罗列出来，供

读者参考： 

 吃鱼可能有助于降低全因死亡率（即所有原因导致的死亡率） 

 吃鱼可能有助于降低心血管疾病死亡率 

 吃鱼可能有助于降低消化道肿瘤、肝癌的发病率；吃鱼可能有助于改善

抑郁症及认知损害（如阿兹海默症、痴呆等） 

 孕妇适度吃低汞鱼类可能有助于降低早产风险，且对婴儿神经发育的益

处高于潜在危害。 

总的来说，对于健康成年人而言，吃鱼的好处高于其潜在风险；对于孕妇、

幼儿及儿童而言，应选择含汞等重金属元素的量较低的鱼类，适量食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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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鱼类，特别是多脂的鱼类中含有丰富的 Omega-3 脂肪酸。 

这些脂肪酸可能对降低全因死亡率有所贡献，其中的 DHA 对胎儿、婴儿

的神经系统发育以及老年人延缓认知退化都有益处。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直接吃鱼油就能解决问题。有研究发现，单吃鱼油并不

会降低全因死亡率，也就是说，吃鱼油不能代替吃鱼，吃鱼的益处应该是鱼类所

含的所有营养素的综合作用。 

其次，多吃鱼可能意味着红肉和加工肉类吃得少，而后两者与增加全因死亡

率相关。 

毕竟人的胃口有限，蛋白质摄入量也基本上是一个定数。吃鱼多了，牛肉、

火腿等就可能会少吃一些。吃过多红肉和加工肉制品，可能增加癌症和心脑血管

疾病的风险。 

最后，吃鱼多的人可能还有其他的健康生活习惯，而多种健康习惯造就了健

康的体魄。 

此前曾经有一些研究分析了欧美国家不同收入人群的健康差异。结果发现，

收入较高、健康意识较强的人，会吃相对较多的鱼类水产和蔬菜水果，而红肉、

肉类加工品、低营养价值零食和甜食饮料等吃得比较少。所以，至少在西方国家，

常吃鱼的人，往往其他方面的健康行为也比较好。 

说到这里，聪明人可能会继续问： 

既然适度吃鱼对人体有益， 

那吃多少才「适度」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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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篇研究文献的结论，每周吃 2~4 份（约 140 克/份）鱼可以获得最

大的健康效益。（请注意，这个重量是纯的鱼肉重量，不包括骨头和刺。）换句话

说，并不是鱼吃得越多越好。过多的鱼也有可能造成环境污染物摄入增加和蛋白

质过量问题。 

根据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16）推荐，健康成年人平均每天应吃 40~75 克

水产品（包括鱼、虾、贝等）。如果将这个量放在一周内，则是 280~525 克，大

概相当于每周吃鱼 2~3 次，一次 100~200 克纯的鱼肉即可满足需求。 

大家仔细比对国外和国内这两个数据就能发现：其实它们的推荐摄入范围是

基本上一致的。（因为科学证据是一致的...） 

下一个问题很重要： 

 

甲基汞是野生海水鱼中最受关注的污染成分。由于甲基汞对人体毒性较大，

具有生物富集作用，身体排出它的速度非常慢，所以我们必须避免吃含汞过高的

水产品。 

要避免食用肉食性鱼类和生长年份长的鱼类，因为它们体内的甲基汞含量较

高。 

最好选择 EPA 和 DHA 含量高、甲基汞含量低的品类。 

具体说，鲑鱼（三文鱼）、鳀鱼、鲱鱼、沙丁鱼等都比较安全。日常吃的带

鱼、鲳鱼、马鲛鱼、大小黄鱼、秋刀鱼等都在较为安全的海鱼名单中，因为价格

低廉，它们是 DHA 和 EPA 的日常贡献大户。银鳕鱼虽然很贵，汞含量也比前

面提到的这些鱼稍高一些，但测定数据表明还未超过安全标准。孕妇、乳母、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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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等特殊人群应尽量避免枪鱼、鲨鱼、剑鱼、蓝鳍金枪鱼等可能富含甲基汞的鱼

类。 

 

 

虽然吃鱼对健康有益，但还是要把你的筷子从水煮鱼、烤鱼、炸鱼排、松鼠

鱼……上挪开。有研究提示，油炸、油煎的鱼类，并不能起到降低心脑血管疾病

的作用。 

这可能是因为，DHA 等 omega-3 脂肪酸在油炸、油煎后的烹调保存率较低，

而胆固醇氧化较为严重。同时，油炸、油煎烹调加入的通常是 omega-6 含量很

高，或饱和脂肪很多的油脂，会大大抵消鱼类脂肪带来的健康好处。过高温度的

烹调还会生成多种脂肪氧化产物、杂环胺、多环芳烃等有害物质，给健康带来更

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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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鲜的鱼肉，以清蒸、清炖为上佳，没有烤焦的少油烤制也可以。这些烹调

方式都可以在高效保留鱼类中 DHA 和多种营养素的同时，不给身体带来过多

的负担。 

如果想给宝宝健康吃鱼，那么还是按文中的忠告，吃合适的数量，选安全的

品种，用健康的烹调方法，才能得到吃鱼最大的好处！ 

参考文献： 

1. Ni Li , Xiaoting Wu , Wen Zhuang ,etc. Fish consumption and multiple health 

outcomes: Umbrella review[J].Trends in Food Science & Technology Volume 99, May 

2020, Pages 273-283 

2. 2015-2020 dietary guidelines for Americans (8th ed.). 

3. 林洪, 江洁, 李振兴等. 水产品营养与安全[M]. 北京: 化学工业出版社, 

2007. 

4. 中国营养学会.《中国居民膳食指南》[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6. 

5. 李楠楠，范志红. 烹调加工对鱼类营养价值的影响，中国食物与营养 

2011,17(2):82-85 

  6. 兰晓芳，阮光锋，范志红等. 家庭烹调对鲟鱼中脂肪酸和胆固醇的影响. 

食品科学，2016 

时间：2020-09-01  来源：科普中国 

原文链接：http://www.kepuchina.cn/health/food/202009/t20200901_2691359.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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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质期到底是谁决定的？怎么决定的？ 

食品保质期，没有人不知道它是什么，但是却没有几个人能说清楚它到底是

什么。保质期是消费者购买食品时最关注的信息。许多人把它当作了“安全保障”，

觉得“没过期”就安全，“过期了”就有害。也经常有人问“某某类食品的保质

期是多长？”“为什么都是某某食品，这个厂家的比那个厂家的保质期要长？” 

这些想法和问题，都是源于对“保质期”的误解。今天，就来聊一聊保质期

二三事。 

 保质期的“质” 

/ 并不一定是安全指标 / 

 “保质期”是一个最通常的说法，类似的还有“货架期”、“保存期”、“最

佳食用期”、“最佳赏味期”等。这些说法在定义上有一定差异，不过日常生活中，

消费者们一般不做区分，都当做“保质期”。 

每一种食物都有多种属性，比如外观、颜色、口感、味道、安全性等等。当

我们说一种食品“合格”的时候，指的是它在各方面都符合我们的要求。或者说，

各方面都符合食品生产者对消费者的承诺。 

所以，哪个指标最容易变得不合格，那么“保质期”就保哪个指标。比如热

灌装的酸性食品、水活度很低的食品、罐装食品、无菌包装的食品、冷冻食品等

等，这些食品中细菌和霉菌无法生长，所保的“质”就是风味和口感，它们即使

过期了，也不会变得不安全。 

而那些生鲜的食材，以及没有完全杀菌的食品，如果没有完全抑制细菌生长

的措施（比如冷冻、真空、防腐剂等），“变质”的原因就往往是细菌生长。在超

市里，放在冷藏柜里卖的食物基本上就是这一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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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质期  

/ 不是“安全”与“有害”的分界线 / 

食品的变质是一个连续渐变的过程。食品成分或者其中的细菌，不会看着保

质期按照我们的指示变化——它不会像许多人想的那样：在保质期之前，老老实

实呆着；过了保质期，一下子就变成了毒药了。 

 “保质期”是指在那个期限内，食品的任何一方面都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

这是厂家的一个承诺——在此期限内，食品的风味、口感、安全性各方面都会保

证。如果出了问题，厂家需要负责。而过了保质期，并不意味着就坏了，只是厂

家不再担保——这跟买个电器，保质期可能是一年，并不意味着一年之后就坏了

是一样的。差别在于，食品是一次性消费品，我们完全可以在保质期内吃掉它，

从而避免过期后“万一变坏了”的风险。 

 食品保质期  

/ 是由厂家自己定的 / 

食品能够保存多长时间，跟食品的种类和配方有关，还跟生产工艺密切相关。

同一种食品，技术好、生产规范的厂家可以实现更长的保质期。如果对同一类食

品由监管部门设定同样的保质期，其实并不合理——在国家许可的保质期内，生

产过程控制不好的食品同样可能变坏。这样，一个符合国家“保质期标准”的食

品，完全可能是变质的。而对于那些下功夫改进生产工艺以延长保质期的厂家，

国家标准反倒起到了打击积极性的作用。 

 “不变质” 

/ 还需要遵循厂家的保存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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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注意的是，“保质”的前提是需要遵循厂家的保存要求。否则，在保质

期内食品也可能变质，而厂家没有责任。比如说，鲜奶保质期两周，是指没有开

封而且冷藏的前提下。如果已经开盖，或者放在室温下，那么就可能很快变质，

而厂家对此也没有责任。再比如饼干，在保质期内不开袋的话可以保持酥脆。但

是如果开了袋，环境又比较潮湿，就会很快受潮变软，很难吃了。这种情况下，

也不能追究厂家的责任。 

 

时间：2020-08-17 来源：吃货研究所 

原文链接：https://www.guokr.com/article/4569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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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检出新冠病毒的总是进口冻品？ 

冷冻生鲜还能吃吗？ 

冷冻食品 

尤其是冷冻海鲜成了 

近期“新冠肺炎疫情”“核酸检测阳性”等 

相关新闻里出现的高频词 

自 6 月 12 日在北京新发地批发市场里 

切割进口三文鱼的案板中 

检测到了新冠病毒后 

不到 50 天 

共有十地从进口冷冻食品中检出新冠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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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检出新冠病毒的 

总是冷冻食品？各种冷冻海鲜、肉类 

 

 冷冻条件下，新冠病毒可能长期存活，进口冷冻食品全链条的冷链环境给病

毒提供了存活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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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流行病学家李兰娟院士曾表示，新冠病毒是一种新型病毒，它在寒冷环

境中能存活多久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不过，一般来说，病毒可以在冷链中存活相

当长的时间。当环境温度低于-20℃时，一些已知病毒甚至可以存活 20 年。 

更难缠的是，新冠病毒的“粘性”强。研究表明，新冠病毒更容易依附在光

滑表面上，所以进口食品的塑料外包装就成为了病毒的宜居场所。 

 国外食品出口企业一般注重产品中新冠病毒的防控，而忽略了产品在打包和

装运过程中可能会被污染。 

有学者推测：可能就是装箱工人携带了新冠病毒，把病毒扩散到了集装箱的

内部环境。 

 

随着不断从进口冷冻食品 

或其包装中检出新冠病毒 

新冠肺炎疫情下如何安全食用进口冻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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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广大消费者关心的热门话题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醒广大市民 

不要过度恐慌 

外包装检出新冠病毒，不等于吃了会感染 

 

 

 

考虑到进口冷冻食品表面的外包装 

或表面样品可能含有新冠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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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在选购和食用冷冻进口食品时 

应做到以下几点 

 

如果你没有办法区分 

所购买的冷冻食品是否进口 

为了确保安全 

市民可以把所有冷冻食品当作进口的来防控 

考虑国外疫情防控形势严峻，国内相对安全 

建议大家尽量食用 

本土安全来源的肉类产品哦！ 

 

时间：2020-08-25 来源：SMQ 检测 

原文链接：https://mp.weixin.qq.com/s/q7cYOdSzPP9QV64u8V3nj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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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室溶液、试剂、药品有效期一览表 

实验室常用化学药品、试剂，由于性质的不同，有效期也有所不同，比如我

们常用的缓冲液，有机试剂，标准溶液，流动相，标准品，配制溶液，留样等等，

都有一定的有效期，如何正确把握使用期限？常用的标准溶液、缓冲液的有效期，

本文列出了有效期一览表，供大家参考。 

1、滴定用标准溶液的有效期 

滴定用标准溶液的有效期为多长？其实跟贮存的条件有关，正常室温下贮存

时间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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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缓冲液、试液、指示液使用期限 

相比标准溶液的有效期，各种缓冲液、试液、指示液也有其有效期限制，多

数实验室都是根据前辈的经验来规定期限，也有的实验室为了防止过期现象导致

的样品分析结果误差的产生，尽量都是现配先用，或者最多使用一个月。对于某

些较稳定的溶液来说，不必矫枉过正，一方面会造成浪费，一方面也增加了分析

人员的工作量，那么，到底如何规定各种缓冲液、试液、指示液的使用期限呢，

请参考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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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一般溶液有效期一览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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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2020-08-18 来源：我要测网 

原文链接：https://www.woyaoce.cn/News/47631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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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验报告审核的 19 个要点 

1、报告或证书的版本是否现行有效 

报告或证书应有受控号及版本号，人工编辑检测报告的实验室需确认版本是

否现行有效。  

2、基本信息是否正确 

包括样品信息、依据的标准、设备信息、环境信息、客户信息（包括客户联

系方式）等。样品的描述应与委托单上的描述以及样品实际状态一致。依据的标

准应现行有效，年份正确，无错别字。若标准中有多个方法，仅采用其一，应明

确说明。  

3、委托单位与报告单位不是同一个时，要有说明 

实验室会出现接收到客户A委托样品，客户A要求检测报告上的单位写为B。

实验室应在报告中声明，B 名称由 A 提供，实验室不负责核实其真实性。 

 4、报告内项目及对应标准是否全部在证书附表中 

CMA 报告，要求有资质和无资质项目分开出具。CNAS 报告，有资质和无

资质项目可在同一报告中，但无资质项目应明确标识。  

5、报告内项目及对应标准是否全部为本人授权签字的项目 

禁止超范围签发报告。若客户委托检测项目，涉及多个领域或其他原因，实

验室无授权签字人可签发所有检测项目，应在合同评审时向客户说明情况，对于

是否可分开出报告，征得客户书面同意。一般情况下，一份报告应只有一个批准

人。 

 6、是否有拆分报告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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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格项和不合格项不应分开出具报告。若客户检测多项目，不应只报告合格

项目。 

 7、如有来自客户或外部提供者提供的数据，是否有明确的标识及免责声明

应明确标识出来自客户或外部的数据。 

 8、关性的两个或多个数据是否合理 

如自来水中钙、镁元素含量及总硬度，两组数据有相关性。  

9、常规检测样品检测值浮动是否在可接受范围内 

10、重点关注不合格结果，审查其原始记录 

11、查原始记录 

记录内容是否完整、清晰、有效，检测/校准人员及审核人是否正式授权上

岗，项目是否在人员授权范围内。  

12、实验数值是否存在异常，数值修约及单位使用是否正确 

应在原始记录中完成数值修约。  

13、方法检出限是否正确 

定量分析，在客户要求和未检出时应报告方法检出限。 

14、审查不确定度评定 

若报告不确定度，需审查不确定度评定是否正确。 

15、审查判定依据及判断结果 

如果报告中做出符合性声明，审查判定依据及判断结果是否正确。 

16、查所用设备是否在有效期内 

包括仪器、试剂、标准物质等。  

17、校准报告若有较准周期的建议，检查是否与客户有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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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与客户之间无协议，不应建议校准周期。  

18、审核前处理过程日期、仪器检测日期、报告出具日期等是否符合时间逻

辑。 

避免造假行为。  

19、分包报告的出具 

应清晰标识哪些数据结果是由分包方提供。 

时间：2020-08-24 来源：我要测网 

原文链接：https://www.woyaoce.cn/News/476402.html 

 

关注！！欧盟再次修订 POPs 法规，有关 PFOS、三氯

杀螨醇 

2020年 8月 18日，欧盟委员会发布了法规(EU) 2020/1203和(EU) 2020/1204，

修订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法规(EU) 2019/1021(POPs 法规)附件 I。(EU) 2020/1203 修

订法规中有关全氟辛烷磺酸及其衍生物(PFOS)的豁免条款，(EU) 2020/1204 增加

了有关三氯杀螨醇(Dicofol)的限制项。该修订将于 2020 年 9 月 7 日生效。具体修

订如下： 

█ 依据(EU) 2020/1203 修订了有关 PFOS 的限制： 

修改了 PFOS 限制条款“作为中间体使用或其他规范的特定豁免”中第 4 点

的第一段和第三段，第二段维持不变。 

1.第一段修改如下 

如果释放到环境中的量能够最小化，则在 2025 年 9 月 7 日前允许以下用途

的 PFOS 生产和投放市场：在闭环系统中用于非装饰性硬铬(VI）镀层防雾剂。

如果在 2024年 9月 7日前有使用 PFOS的成员国向委员会报告淘汰 PFOS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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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证明延长该用途豁免的必要性，委员会经审核、评估后应于 2025 年 9 月 7 日

前决定是否继续延长该豁免期限（至多 5 年)。 

2.将第三段删除(内容如下) 

一旦获得关于用途和更安全的替代物质或技术的详细信息的新信息，委员会

应审查第二项中的减损，以便： 

（a）当使用更安全的替代品在技术上和经济上可行时，就将逐步淘汰 PFOS

的使用； 

（b）仅允许对关键用途继续豁免，当其更安全的替代物质不存在且寻找更

安全的替代物质所做的努力已经被报道； 

（c）通过采用最佳可行技术，将向环境中释放 PFOS 的可能性降至最低。 

● 修订后(EU) 2019/1021 法规中附件 I 中 A 部分中 PFOS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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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依据(EU) 2020/1204 增加了有关三氯杀螨醇(Dicofol)的限制项： 

 

 温馨提示： 

全氟辛烷磺酸及其衍生物（PFOS）限制要求未发生改变，相关企业仍要持

续关注。三氯杀螨醇是一种防治棉花、果树、花卉等作物上螨类杀虫剂，因其杀

螨效果明显且价格低廉，受到广大农户青睐。纺织品生产企业需要重点关注棉花

原材料是否存在三氯杀螨醇残留，以规避风险。 

 

时间：2020-09-01 来源：我要测网 

原文链接 https://mp.weixin.qq.com/s/WRhb0lMNri1yRR00CqaIS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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