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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奖项简介 

（限 1 页） 

一、相关背景情况。 

该项目获得财政 3万元的补助经费，自筹经费 7万元，共支出 10万元。 

二、项目的技术内容、指标和创新点  

 （1）本项目以广西特色食品为对象，运用液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气相色

谱质谱联用仪（GC-MS）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ICP-MS)多种精密分析技术研

究样品中可疑化合物的筛查分析方法，建立了 5种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的方

法。 

实验结果表明：在线性方程 0.05-10.0mg/kg 范围内，R2>0.997，检出限

为 0.01mg/kg；方法空白加标回收率为 91.3%-98.7%，相对标准偏差为 1.3%-
5.4%。茶叶样品中 PAEs 的含量测定结果除 BBP 未检出，其余 PAEs 均有检出；

绿茶的 ΣPAEs 含量为 9.33 mg/kg，红茶的 ΣPAEs 含量为 1.61mg/kg，样品加标

回收率在 86.7% -104.6%之间，相对标准偏差在 1.3% -5.7%，实验结果准确可靠。

实验建立的方法重现性良好，精密度和准确度高，简单有效，可满足直接对茶

叶中 PAEs 含量检测要求，为开展食品安全茶叶中邻苯二甲酸酯类化合物的检

测方法提供参考。 
（2）该课题针对不同外源污染物在不同环境介质中的污染特性、分布等环

境不同，在充分调研和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确定广西特色食品中外源添加物可

能存在的污染因子；确立外源添加物本底库。 

三、获得授权知识产权情况 

在该项目本底调查工作前的农药残留快速初筛检测期间，获批了《一种便

携式食品农药残留以及重金属含量检测装置》和《一种食品中重金属成分快

速检测处理设备》两个国家实用新型专利。 

  四、项目取得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情况 

1、主要取得的经济效益：针对广西特色食品中滥用投入外源添加物带来的

污染物建立相应的筛查分析技术，为食品生产加工企业提供技术依据和数据分

析，从而使食品生产企业有效地控制了生产成本，产生一定的经济效益。 

2、在取得的社会效益方面：（1）建立了 5个广西特色食品安全保障技术

标准化示范单位；（2）指导企业建设 5个特色食品企业标准； 

3、在推动市场监管技术进步方面：该课题的研究对进行广西特色食品企业

社会责任缺失的风险预测，并对进行广西特色食品安全生产中外源添加物风险

评估起到积极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监管过程中出现的食品安全风险，从

食品生产源头开始，贯穿了整个食品生产过程进行预防和把控，进一步提高和

加强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进行食品生产监督管理工作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