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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食品添加剂安全与应用》分上下两篇，上篇10章包括食品添加剂的地位，使用卫生标准，国内
外法规，分类，相关安全知识，安全性评价，风险评估，风险管理体系，毒理学评价程序及监管问题
，卫生部2010年最新公告的按功能分类的GB 2760和GB 14880，并列出了新资源食品、保健食品、食品
污染物、食品消毒剂等最新名单；下篇共23章，包括23类食品添加剂的功能和应用。
每章列有复习题，便于自学和检查学习情况。
 　　本书内容丰富，资料翔实，可作为高校相关专业本科生、研究生的教材，也可供政府监管人员、
食品企业技术人员查阅和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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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国以民为本，民以食为天”，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不可或缺的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食品工业发展迅猛，1996年食品工业总产值在全国工业部门总产值中首次上升到
第一位，2003年首次突破1万亿元人民币，2007年完成食品工业总产值达3.1 9万亿元人民币，占国内生
产总值近1／8，完成利税5169亿元人民币，全国食品工业产品进出口总额630.1 亿美元，其中出口323.4 
亿美元，进口306.7 亿美元，全国规模以上食品工业企业达28740家。
2008年全国累计实现食品工业总产值4.2 万亿元人民币，预计2015年全国将实现食品工业总产值（10
～12）万亿元人民币。
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人民生活水平的显著提高，越来越多的食品新产品不断满足着人民对饮食更新、
更高的要求，显示了中国现代食品工业的新特征，也构成了中国食品工业发展的外部因素，而食品加
工制造技术、食品原料和食品添加剂则构成了促进食品工业发展的内部因素，其中，食品添加剂是最
活跃的因素。
食品添加剂是食品工业最具“魔力”的基础原料，虽然它只在食品中添加O.019／6～O.1 ％，但对改
善食品色、香、味、组织状态，调整食品营养构成，提高食品质量和档次，改善食品加工条件，延长
食品保质期等方面，均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谈到食品工业就必然要谈食品添加剂，食品添加剂对
食品工业的促进作用功不可没，可以说没有食品添加剂就没有现代食品工业，由此可见食品添加剂在
食品工业中的重要地位。
由于食品工业的快速发展，食品添加剂已经成为现代食品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并且已经成为食品工
业技术进步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推动力。
正是因为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才使我们目前的食品丰富多彩和易于接受，可以说现代生活已经离不开食
品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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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食品添加剂安全与应用》是由化学工业出版社出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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