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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版撰文 本报记者 徐淼 杨颖

编者按：塑化剂本是一种塑料中的添加剂，但是，这种添加剂却在台湾地区的一些食品中“潜伏”了近 30 年，直到最近，被一位细心的妈妈

发现，才得以披露。这个消息震惊了台湾食品业界，短短一周内，就搅乱了台湾的饮料、保健品等市场。

据报道，塑化剂会危害男性生殖能力，促使女性性早熟，因此不能被添加到食品当中，且添加过塑化剂的包装材料或者容器不能用于包

装脂肪性食品，也不能用于婴幼儿食品的包装。长期研究塑化剂的台湾清华大学化学系教授凌永健指出，这是全球首例塑化剂污染案例，污

染规模世界罕见，堪称“台湾版”的“三聚氰胺事件”。

食品安全，再一次触动了人们敏感的神经。

塑化剂风波“继续发酵”食品安全波澜不断
谁也不会想到，埋首实验室 26 年、现年 52 岁

的 台 湾 食 品 药 物 管 理 部 门 检 验 员“ 杨 技 正”（台

湾地区某类公职人员的统称），会成为揪出黑心厂

商违法在起云剂中添加塑化剂真相的“英雄”。为

了保护她，该部门并没有让她直接面对媒体，但通

过食品药物管理局秘书罗吉方的表述，我们可以

了解到，这位默默无闻的检验员是两个小孩的母

亲。检验员的专业素养和母亲的特殊身份使其对

儿童食品健康特别关注，对食品安全格外用心。

今年 3 月，在给某公司的益生菌做例行稽查检

测时，“杨技正”意外发现了一个异常讯号，这本不

属于她的职责范围，但她仍花了两个星期的时间

追本求源，并最终揪出了这起大规模非法添加塑

化剂案。

台湾媒体人刘芷庭告诉记者：“ 先是运动饮

料被检出含毒，继而扩大到饮料、健康食品等，就

连香料也不幸中招，全台湾陷入了对塑化剂毒性

的 恐 慌 之 中，民 众 不 知 道 还 有 什 么 食 品 是 安 全

的。林口长庚医院毒物科主任林杰梁更是指出

这是‘台湾版三聚氰胺事件’，怒批卫生部门没尽

到把关责任。”

据了解，近日，台湾网友要求追究此次事件责

任的呼声不断，并认为应有部分官员为此下台。

随着添加塑化剂的食品名单和企业名单不断增

加，非法添加塑化剂事件的“雪球”越滚越大，台湾

饮料添加塑化剂引发的风波已经演变成重大的食

品安全危机。

塑化剂事件波及广泛

据悉，一开始，非法添加塑化剂的起云剂是被

追查的首要对象。据台湾食品卫生部门公布的资

料显示，起云剂是一种合法的食品添加物，可以帮

助食品乳化，常添加在运动饮料、果汁及果冻等食

品中，通常由阿拉伯胶、乳化剂、棕榈油及多种食

品添加物混合制成。但是，一些非法厂商为了降

低成本或增加产品的稳定性，使用塑化剂 DEHP

以 及 DINP 制 造 起 云 剂 ，导 致 起 云 剂 产 生 了 毒

性。台湾食品卫生部门调查台湾境内起云剂供货

商的结果显示，在台湾 16 家国产厂商里，有 3 家检

出塑化剂（来源为昱伸及宾汉），6 家未筛检出，5 家

无供应，2 家无营业；5 家进口厂商里，1 家未筛检

出，3 家无贩卖，1 家已解散。

如今，检验出非法添加塑化剂的食品已经从饮

料扩大到面包、饼干以及蛋糕等，即使是糖果、冰淇

淋等食品也难逃“塑化”的厄运。台湾当地机构抽

检 16 项水果香精时发现，其中 6 项样品确定掺有塑

化剂，而上述食品的制作都离不开香精。而除食品

之外，在塑料制品、化妆品、清洁剂、服装、玩具等行

业，这场风波的主角——塑化剂也几乎无所不在。

此次事件的真正“元凶”——塑化剂（又称增

塑剂），是一种高分子材料助剂，不仅在塑料制品

的生产中广泛使用，也会添加在橡胶、黏合剂、纤

维素、树脂、电缆、混凝土、水泥与石膏等材料中，

借此增加材料的柔软度。塑化剂种类很多，目前

使用最多的是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这种无味的

液体主要用在聚氯乙烯（PVC）塑料制品中。这

次 台 湾 地 区 曝 光 的 塑 化 剂 DEHP、DBP、DINP、

DIBP 均 属 于 这 一 类 。 随 着 聚 氯 乙 烯 生 产 工 业

化，邻 苯 二 甲 酸 酯 作 为 塑 化 剂 得 到 了 广 泛 的 应

用，逐渐成为塑化剂的主体，约占塑化剂总产量

的 80%左右。目前，DEHP 主要用在聚氯乙烯塑

料制品中，例如保鲜膜、食品包装、玩具等。很多

医用塑料用品，例如导管、输液袋等，也都含有这

种物质。但包括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在内的所

有 塑 化 剂 都 是 石 油 化 工 产 品，只 能 在 工 业 上 使

用，根本不是合法的食品添加剂，禁止加入任何

食物中。

6 月 11 日，台湾各县市同步销毁塑化剂污染

食品，总重量超过 286 吨。据了解，台湾卫生主管

部门下一步将制定塑化剂容许摄取量，作为管制

塑化剂的执法参考标准。目前，台湾卫生食品药

物管理部门已经成立塑化剂专属网页，将已验出

不合格食品的各厂商食品品项一一列出，供民众

查询及参考。而台湾各县市卫生部门则免费为民

众检验家中有疑虑的食品，一人以一项为限，并公

示检验结果。

据刘芷庭介绍，台湾经济部门负责人施颜祥

表示，塑化剂事件发生至今，不仅让台湾相关食品

产值损失上百亿元，更重创了消费者的信心与台

湾形象。如今，在台湾卫生部门全面抽查率已达

八成的情况下，台湾经济部门将尽快在 2 个月至 3

个月内建立食品安全履历制度，重新树立消费者

信心。台湾连锁暨加盟协会秘书长洪雅龄也表

示，此次事件不但让台湾相关生产企业的营业额

损失一成至两成，更为接下来的暑期旺季销售增

添了变数，甚至会使大陆游客自由行的商机连带

受到冲击。不过，洪雅龄也指出，塑化剂风波的发

生虽然令人遗憾，但危机也是转机。塑化剂风波

也会对促进相关生产企业做好自主管理、建立标

准化流程起到积极的作用。

两岸食品进出口贸易受到威胁

据了解，经有关部门清查，确实有遭塑化剂污

染的原料或产品输出到中国大陆、中国香港、美

国、越南、菲律宾、德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南

非、阿根廷、埃及、英国、加拿大及新西兰等地。依

照国际惯例，台湾卫生部门已透过相关渠道通报

上述国家和地区。

而台湾的食品安全问题确实已经波及到了两

岸食品进出口贸易。继台湾产的部分食品爆出塑

化剂风波之后，部分大陆产食品也随之相继被检

测出含有塑化剂。6 月 11 日，大陆产食品首次被

查出含有塑化剂，国家药监局发出通知，在广东、

浙江 4 家企业的 8 个样品中检出邻苯二甲酸酯类

物质（简称塑化剂），目前已对相关产品进行封存。

卫生部表示，目前，中国没有关于塑化剂进入

人体的安全标准，都是参照国外的使用标准。世卫

组织、美国和欧盟分别认为成人每人每天摄入 1.5

毫克、2.4 毫克和 3 毫克及以下的 DEHP 是安全的。

为方便公众了解塑化剂产品，国家质检总局日前已

经公布了台湾受塑化剂污染的问题企业及产品的

最新名单，数量从 22 种猛增至 812 种，涉及 245 家企

业。问题产品一律暂停进口。同时，国家药监局也

下发紧急通知，要求暂停生产和销售含邻苯二甲酸

酯的协和牌灵芝孢子粉片和美中清素牌多种氨基

酸片两种保健食品。

两岸展会展商警惕“塑毒”危害

6 月 9 日，2011 辽宁（沈阳）台湾名品博览会在

沈阳召开，在开幕式后举行的媒体见面会上，台北

世贸中心董事长王志刚回答了本报记者的问题。

王志刚表示，在两岸经贸往来日趋紧密的今天，食

品安全受到两岸的高度关注，本次参展的食品企

业，事前做了严格的检测，保证了参展食品不存在

塑化剂问题。

“ 我 建 议 两 岸 建 立 共 同 的 食 品 安 全 检 验 标

准，关于这一点，我回去后也要向台湾方面提出

建议。”王志刚说。

记者注意到，参展商带来台湾精品、名品的同

时，也展示了各项安全验证文件。台湾北田公司

以生产饼干食品为主，据其工作人员透露：“此次

塑化剂风波几乎对所有食品产业都或多或少产生

了影响，但由于此次塑化剂风波主要针对饮料、婴

儿食品、保健品、胶囊等，所以，对生产饼干食品的

北田影响较小。此外，台湾参展商品都经过了统

一的安全检查，合格后才能参展，所以各种食品的

安全是比较有保障的。”

据介绍，此次展会的个别空位，就是由于存在

塑化剂问题而导致企业无法参展。

台湾百业公司在此次博览会中带来了米粉、

豆粉等展品，并向消费者展示了一系列台湾卫生

检查认定表，所以，吸引了不少消费者。该企业负

责人对记者表示，塑化剂产品只是台湾几家黑作

坊 非 法 经 营 出 现 的 问 题，并 非 所 有 食 品 都 有 问

题。博览会召开前，大陆方面对所有参展企业产

品做过各项检查，此次参展的食品并未受塑化剂

影响。

在台湾吸引茶饮展台前，其负责人向记者介

绍说，此次塑化剂风波从饮品行业辐射到食品、药

品行业，很多企业被迫停产，餐饮食品行业也受到

很大冲击。

“从 2004 年查出台湾饮品含塑化剂等人工添

加成分，至今，已有 961 种商品被列入名单，增长速

度之快，范围之广，使广大民众十分担忧。”吸引茶

饮负责人说，“关于塑化剂问题，我相信绝大部分

企业都是奉公守法的，只是个别企业的违法行为

使整个市场为之哗然，影响肯定会有，但我相信很

快就会过去。”

不过，也有个别台湾的参展企业不愿意接受

采访，具体原因不得而知。

编后语：

现在，面对愈演愈烈的食品安全风波，公众已

经草木皆兵。据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10 年中国

政府透明度年度报告》显示，全国 43 个较大城市食

品生产企业的信用信息公开程度还不到四分之

一。由此带来的影响是，公众往往会从对一种或

几种产品的恐惧急速扩大到对所有产品的质疑：

现在还能吃什么？

其实，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三个词——

“及时”、“公开”、“准确”。公开得越及时，公开得

越准确，公众的疑虑就会越小，也越有利于社会的

稳定。但是，在实际操作中，各方的行动总是很难

令人满意——一些部门怕问题公开后会引发不必

要的社会恐慌。如此“矛盾”下去，不仅侵犯了消

费者的知情权，相关企业也会因错误行为得不到

纠正而陷入深渊，得不偿失。

而从龙头老大“统一”到业内新秀“悦氏运动

饮料”再到看似八竿子打不着的“宏星制药”，小小

的塑化剂让一众台湾名牌都在阴沟里翻了船。可

见，无论多大的品牌，面对来势汹汹的食品安全问

题，都有可能“大意失荆州”。

对于食品安全问题，企业应该如何把关？我们

认为，应该从强化企业社会责任做起。作为掌控食

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生产经营者有义务掌握工艺

流程、技术标准等关键信息，自己先行为食品安全

把关。因为消费者和监管者都不可能实施对生产

经营的全程监控，所以，对食品安全的把握，生产经

营者的作用就显得十分重要，只有从“根儿”上消除

隐忧，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食品安全。

（台湾地区媒体人刘芷庭女士，本报记者吴井

东、刘海宏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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