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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共分为两部分，分别是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及饲料和养殖禁用物质。
书中详细介绍了上述物质的基本信息、违法添加目的、可能添加(或有残留)的食品、主要危害、主要
临床症状或中毒表现、检测方法、国内外管理法规或措施以及相关案例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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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插图：其中非食用物质主要由非法经营者直接加入食品，人们食用受污染食品的同时便摄入
了非食用物质；而违禁使用的农药和兽药一般是经过环境或动植物体代谢后残留在动植物的可食部位
，人们再食用这些药品及其代谢产物残存的食品；无论是这些非食用物质本身，还是农药兽药的残留
和代谢物，长期摄入都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一定的影响或危害。
本书从基本信息、非法添加目的、可能添加食品、主要危害、主要临床症状和中毒表现、检测方法和
国内外管理法规等方面对这些物质进行分类描述，并提供了1～2个相关中毒案例供读者参考。
2.2 编写框架本书共分两部分，即“非食用物质”和“禁止在饲料、动物饮用水和禽畜水产养殖过程中
使用的药物和物质”。
两部分的内容框架基本一致，但写法略有不同。
第一部分非食用物质基本没有归类，多为单个物质，各个物质之间很少有共同的信息，因此这一部分
各节都针对某一物质提供完整的信息，包括基本信息、非法添加目的、可能添加食品、主要危害、主
要临床症状和中毒表现、检测方法、国内外管理法规和案例八个板块，各节之间保持独立。
第二部分禁用农药兽药（67种）归属于肾上腺素受体激动剂、精神药品、性激素、抗生素和杀虫剂及
其他物质五类，每类物质之间在主要用途、非法添加目的、可能添加食品和国内外管理法规等方面都
非常相似甚至完全相同，因此在该部分以章为单位将相同或相似的内容合并在概述中描述，各节内容
只讲述各个物质特有的信息，以精简篇幅。
本书中有3个物质（呋喃它酮、二氧化硫脲和增塑剂DHXP）均存在同分异构体，它们有不同的美国化
学文摘登录号（CASNo.），在本书采用的官方名单没有明晰具体同分异构体，本书对该物质所有同分
异构体的信息均进行了描述。
本书的“主要用途”是指物质的基本功能和合法用途，在“非法添加目的”中主要描述非法使用的情
况。
这两个内容的关系非常密切，只有具有某种功能才能有什么样的用处，但违法分子将其功能曲解滥用
。
例如某些抗生素在动物生病的时候使用是有效而且合法的，但如果饲养者为了预防疾病而将抗生素加
入饲料和饮水中便成为滥用，属违法行为。
本书从毒理学资料、人群资料和健康指导值三方面描述物质的主要危害，主要说明这种物质对机体的
危害和引起危害的剂量。
需要明确的是违法和危害是独立的两个概念。
比如，只要在食品中使用非食用物质便是违法行为，但这个行为对人能造成多大的危害还要看使用量
的多少，健康指导值就提供了参考界限，通常认为健康指导值以下的暴露量是不会对健康带来不良影
响的。
这也是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危害和风险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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