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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酒“致癌”吗？
6月15日，香港媒体根据香港消费者委员会的检

测结果披露出，16款黄酒饮品中含有氨基甲酸乙酯
（EC）。而根据世界卫生组织下属的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的评估，EC为可能令人类患癌的物质（2A类）。那么这
种物质的致癌风险究竟有多高？香港有关专家表示，
以黄酒中EC的含量，即使喝到酒精中毒，EC都未必达
到对健康造成伤害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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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精饮品与腐乳
EC含量较高

根据媒体报道，香港消费者
委员会在对酒精饮品的测试中
发现，一款绍兴酒样本的氨基甲
酸乙酯（EC）含量最高，达每千克
0.26 毫克，根据 2007 年国际癌症
研究机构对这种物质的评估，EC
被列为第 2A 组（可能令人类患
癌的物质）。

针对黄酒中含有致癌物的
问题，国家黄酒产品质量监督检
验中心日前对酒类中 EC 含量作
了说明。说明称，EC 为自然发
酵产生的一种衍生物，并不仅仅
存在于酒类中，在其他发酵食品
如腐乳、面包、酱油之中也存
在。中心同时也表示，酒类中的
EC 含量只要控制在一定范围，
并不会对人体产生伤害。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
公共卫生学院劳动卫生与环境
卫生学系教授吴志刚表示，判断
一种物质是否致癌主要应该看
两个条件：一方面需要看这种物
质在国际癌症机构的评级结果，
另一方面则要看该物质在食品

中的含量。
国际癌症机构通常将有足

够证据证明其致癌性的物质划
分为一类致癌物，如甲醛、二恶
英等；将有有限证据支持其存
在人体致癌可能性，但有一定
证据证明实验动物致癌性的物
质划分为二类致癌物。也就是
说，像 EC 这样被划分为二类致
癌物的物质，目前只有证据证
明在动物实验中可能会增加癌
症的几率。

另外，目前对于化学致癌物
的危险评价也包括两方面：一方
面要对化学物质的性质进行判
断，确定该物质是否有致癌的可
能性；另一方面则是对致癌的剂
量以及摄入方式进行判断。从
这两个方面推算出致癌物的危
险度，以及人体可以接受的剂
量。这些化学物质往往存在于
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一定剂
量范围内发挥着各自的作用。
所以消费者对待致癌物应该保
持良好的心态，不要过于恐慌。

关于食物中的 EC 含量，目前
香港没有特定的规定限量，为保障
公众健康，香港政府食物环境卫生
署食物安全中心对食物的风险进
行了评估。2009年 9月，该中心发
出风险评估研究报告书《本地发酵
食物含氨基甲酸乙酯的情况》表
明，该中心曾抽取发酵食物样本，
分析 276 个食物和饮品样本（包括
70个酒精饮品）的 EC 含量。结果
显示，276个样本中，有 202个样本
检出 EC，最高含量每千克 650 微
克。发酵大豆食品（南乳、腐乳）及
酒精饮品（黄酒、日本清酒和梅酒）
的含量相对较高，而其他发酵食
物，例如发酵谷物类食品、腌制蔬
菜、发酵乳类制品、发酵鱼类制品

（咸鱼）及发酵的茶等则只含低量
或检测不到。有几种食品检测不
到 EC，分别是馒头、臭豆腐、乳品
基发酵饮品、咸鱼和寿眉茶。

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生物及化
学科技学系客座副教授梁嘉声认
为，以黄酒中 EC 的含量，即使喝
到酒精中毒，EC 都未必达到对健
康造成伤害的程度。香港消委会
的报告，只是告诉大家这个过量摄
入有风险，并非说完全不能饮用。
他提醒，最重要的是均衡饮食。

本版采写/新京报记者 贺潇

各国对于酒类EC限量不同
据香港食物安全中心介绍，

加拿大是首个就多种酒精饮品
制定 EC 最高限量的国家，由每
升 30 微克（葡萄酒）至每升 400
微克（水果白兰地）不等。

美国就当地生产的食品采
取自愿制定 EC 安全含量标准的
做法，并已告知所有出口葡萄酒

到美国的国家，必须制定计划以
符合有关标准。

欧盟目前没有食品所含 EC
最高限量的协调标准，但有些成
员国已定出酒精饮品的 EC 最高
限量。

近年，韩国也制定了葡萄酒
的EC最高限量，为每升30微克。

对人体有明确致癌性的物质或混合物，如黄
曲霉素、砒霜、石棉、六价铬、二恶英、甲醛、酒精饮
料、烟草、槟榔等。

对人体致癌的可能性较高的物质或混合物，
在动物实验中发现充分的致癌性证据。对人体虽
有理论上的致癌性，而实验性的证据有限。如丙
烯酰胺、无机铅化合物、氯霉素等。

对人体致癌的可能性较低的物质或混合物，
在动物实验中发现的致癌性证据尚不充分，对人
体的致癌性的证据有限。用以归类相比二类A致
癌可能性较低的物质。比如氯仿、DDT、敌敌畏、
萘卫生球、镍金属、硝基苯、柴油燃料、汽油等。

对人体致癌性尚未归类的物质或混合物，对
人体致癌性的证据不充分，对动物致癌性证据不
充分或有限。或者有充分的实验性证据和充分的
理论机理表明其对动物有致癌性，但对人体没有
同样的致癌性。如苯胺、苏丹红、咖啡因、二甲苯、
糖精及其盐、安定、氧化铁、有机铅化合物、静电磁
场、三聚氰胺、汞与其无机化合物等。

对人体可能没有致癌性的物质，缺乏充足
证据支持其具有致癌性的物质。如己内酰胺。

国际癌症研究所致癌物分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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