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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 %& 多年!国民生活目标已经从追求温饱跨越到实现小康甚至富裕!对各种物质的需求层次也不断

提高" 食品添加剂与所有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消费者对于什么是食品添加剂#添加剂的现状#添加剂的政策法规

等都不太清楚!加之有些黑作坊违法使用的添加物也被误认为是食品添加剂!有的厂家特别强调产品$不含防腐

剂%!导致食品添加剂被妖魔化" 消费者在充分享受种类繁多#丰富多彩的食品的同时!对食品添加剂也有疑虑和

担忧" 本文系统介绍了我国食品添加剂相关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状况及主要内容!并与发达国家及国际组

织的相关标准体系进行了对比!有助于监管部门#食品企业#科技人员及普通消费者了解中国食品添加剂的标准

体系!正确看待食品添加剂的作用及安全性!消除疑虑"

食品添加剂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的构成及特点分析

张俭波!王华丽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北京$’&&&!!#

摘$要!本文介绍了我国食品添加剂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的构成!主要分为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食品添加剂

质量规格标准#食品添加剂的标签标识标准三部分&介绍了每部分现行有效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状况及主要内

容&在与 ()(#欧盟#日本#美国#澳新等国际组织#国家#地区相关标准体系对比的基础上!分析了我国食品添加剂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的特点及存在的问题!并针对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关解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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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M=<C’2<=>?@W6=>OX45K=3>ED34>

$$!&&# 年颁布实施的 ’食品安全法( ) ’ *首次提
出了食品安全标准的概念+ 该法规定食品安全
标准是强制执行的国家标准"不得制定其他强制
性食品标准"该法还对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的宗

旨,内容,主管部门,制定程序和要求等做出了明
确的规定+ 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要求"食品添加
剂的品种,使用范围,用量等应该制定食品安全
标准+ 依据原卫生部制定的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管理办法 ( #卫监督发 ) !&’’ * ’" 号 $ ) ! *和 ’卫生
部关于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备案范围的批复 ( #卫
监督函)!&’&*’. 号$ ) % *的规定"食品添加剂不得
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和食品安全企业标准"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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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安全标准只能制定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的构成
食品添加剂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主要由食

品添加剂使用标准,食品添加剂质量规格标准和食
品添加剂标签标识标准构成+
’0’$现行有效的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在我国"食品添加剂是指为了改善食品品质和
色,香,味"以及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

入食品中的人工合成或者天然物质+ 该定义是广
义上的食品添加剂"包括了狭义的食品添加剂 #指
:N!"/&!!&’,’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附录 )中
的食品添加剂品种$,食品用香料,食品工业用加工
助剂,食品营养强化剂和胶基糖果中基础剂物质+
对上述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规定由三个标准构成"包
括 :N!"/&!!&’,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 ,:N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和 :N
!##."!!&’,’食品添加剂胶基及其配料( )/* "三个
标准规定的主要内容见表 ’+

表 ’$食品添加剂使用规定的标准构成及其规定的主要内容
P=?CE’$[<KD@5>=D<@>=C5@@H K=5EDJKD=>H=FHK5@FBKE@55@@H =HH<D<QEK=>H D6E<FM=<> 4@>DE>DK

标准名称 规定的主要内容 内容介绍

:N!"/&!!&’,

:N’,..&!!&’!

:N!##."!!&’,

食品添加剂的定义和范畴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原则

允许使用的狭义食品添加剂的品种,使用范围,
用量

食品用香料的使用规定

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的使用规定

食品添加剂的功能类别的解释说明
用于界定食品添加剂使用范围的食品分类系统
食品营养强化剂相关的术语和定义
营养强化的主要目的
使用营养强化剂的要求
可强化食品类别的选择要求

营养强化剂的使用规定

用于界定营养强化剂使用范围的食品分类系统
营养强化剂质量标准要求
胶基及其配料的定义
基本要求
胶基的技术要求
胶基标识要求

+, 种允许用于配制胶基的配料物质名单

+, 种用于配制胶基配料物质的质量规格要求
及相应的检验方法

!

$$’3食品添加剂使用时应符合的基本要求&
!3在哪些情况下使用食品添加剂&
%3食品添加剂的质量规格要求&
,3食品添加剂的带入原则+

$$允许使用的 %,’ 种狭义食品添加剂的品种"每个品种允许使用的
食品类别,在食品中发挥的功能作用,最大允许使用量和1或残留量以
及同一功能的食品添加剂混合使用时应遵守的原则+

$$食品用香料的使用原则和允许使用的 ’ ."& 种食品用香料名单#包
括 %#% 种天然香料和 ’ ,"" 种合成香料$ +

$$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的使用原则和允许使用的 ’"! 种食品工业用
加工助剂#其中包括 %. 种可在各类食品加工过程中使用残留量不需要
限定的加工助剂,.& 种需要规定功能和使用范围的加工助剂和 +, 种食
品工业用酶制剂$ +

!
!
!
!
!
!

$$’3允许用于除特殊膳食食品以外的食品类别的 %" 种营养素#或营
养物质$及其 ’!# 种化合物来源名单"每种营养素允许使用的食品类别
和使用量+

!3允许用于特殊膳食用食品的 ," 种营养素#或营养物质$及其 ’!!
种化合物来源名单+

!
!
!
!
!
!

$$/ 种天然橡胶"+ 种合成橡胶"’! 种树脂"" 种蜡类"’% 种乳化剂,软
化剂," 种抗氧化剂,防腐剂和 , 种填充剂+

!

注%!为未列出内容介绍

’0!$现行有效的食品添加剂质量规格标准
食品添加剂的质量规格标准"也称为食品添

加剂的产品标准"主要是对已经批准使用的食品
添加剂品种提出的质量和安全要求+ 食品添加剂
的质量规格标准也是保证食品安全的重要标准"
因为即使严格按照批准的使用范围和用量使用食

品添加剂"但如果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本身存在食
品安全问题"也不能生产出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
食品产品+

目前"食品添加剂的质量规格标准主要分为两
种情况"一种情况是针对单一品种的食品添加剂制
定的质量规格标准"如 :N’../0/!!!&’+ ’食品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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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剂 硅酸镁( )"* &另一种情况是适用于多种食品添
加剂产品的通用安全要求"如 :N!//."!!&’’ ’复
配食品添加剂通则( ).* ,:N!##%.!!&’%’食品用香
料通则 ( )#* ,:N!++#,!!&’& ’食品工业用酶制

剂( )’&* ,:N!##."!!&’, ’食品添加剂 胶基及其配
料( )/* ,:N%&/’/!!&’,’食品用香精( )’’*等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目前食品添加剂的质量规格标准情
况见表 !+

表 !$现行食品添加剂的质量规格标准情况
P=?CE!$ID=DBK=>H M=<> 4@>DE>DK@54BFFE>DKSE4<5<4=D<@>K@55@@H =HH<D<QEK

食品添加剂种类 质量规格标准状况 质量规格标准内容

:N!"/&!!&’, 附录
)中食品添加剂

:N!"/&!!&’, 附录
N中食品用香料

:N!"/&!!&’, 附录
(中食品工业用加
工助剂

:N’,..&!!&’! 中
规定的食品营养强
化剂

:N!##."!!&’, 中
规 定 的 胶 姆 糖 基
础剂

复配食品添加剂

$$针对每种食品添加剂单独制定质量规格标
准+ 目前批准的 %,’ 种食品添加剂品种中"!’.
个品种已经颁布了质量规格标准&.% 个品种的
质量规格标准已经审查完毕"待发布&# 个品种
的质量规格标准正在制定中&’! 个品种执行卫
生计生委公告的质量规格要求&’# 个品种尚无
质量规格标准"也未立项制定+

$$质量规格标准规定的主要内容包括生产食品添加剂的原料
及生产工艺"食品添加剂的分子结构,分子式#或结构式$ ,相对
分子量等基本信息"食品添加剂的鉴别"感官要求及对应的检验
方法"主成分含量,生产过程中的主要杂质或副产品控制要求,
重金属及微生物要求等食品安全指标及上述指标对应的检验方
法等内容+

$$目前批准的 ’ ."& 种允许使用的食品用香料
中"’"/ 个品种已经颁布了单独品种的质量规格
标准&/, 个香料品种的单独质量规格标准已经
审查完毕"待发布&# 个品种执行卫生计生委公
告的 质 量 规 格 要 求& ’ /&. 个 品 种 执 行 :N
!##%.!!&’% 的规定&’% 个品种尚无质量规格标
准"也未立项制定+

食品用香料配制而成的食品用香精"执行
:N%&/’/!!&’, 的规定+

$$单独品种的食品用香料标准规定了生产香料的原料及生产
工艺"食品用香料的化学名称,分子式,结构式和相对分子量"感
官要求及检验方法"主成分含量,酸值,折光指数,相对密度等理
化指标要求及相应的检验方法+

:N!##%.!!&’% 针对天然香料规定了生产过程中的提取溶
剂,酶制剂,菌种以及产品的重金属,砷等通用要求"对于合成香
料规定了含量指标及相应的检验方法+

:N%&/’/!!&’, 规定了食品用香精的分类"原料要求"感官
要求及相应的检验方法"针对不同的香精规定了相对密度,折光
指数,水分,过氧化值,粒度,原液稳定性,千倍稀释液稳定性,重
金属,砷,甲醇含量等理化指标要求及相应的检验方法"菌落总
数,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要求及相应的检验方法"标签标识要
求"食品用香精中允许使用的辅料名单等内容+

$$+, 种酶制剂执行 :N!++#,!!&’& 的规定+
除酶制剂以外的 ’’. 种加工助剂针对每个品种
单独制定质量规格标准"其中 .+ 个品种已经颁
布了质量规格标准"!& 个品种的质量规格标准
已经审查完毕"待发布&, 个品种执行卫生计生
委公告的质量规格标准&+ 个品种的质量规格标
准正在制定中&, 个品种尚无质量规格标准"也
未立项制定+

$$:N!++#, 规定了酶制剂的定义"原料要求"铅和无机砷等污
染物限量要求及相应的检验方法"菌落总数,大肠菌群,大肠杆
菌,沙门菌等微生物指标要求及相应的检验方法"抗菌活性
要求等+

单个品种加工助剂的质量规格标准规定的内容与 :N
!"/&!!&’, 附录 )中食品添加剂品种的质量规格规定的内
容相同+

$$标准对 ’+’ 个强化剂化合物的使用进行了
规定+ 其中 "& 个品种有质量规格标准"!% 个品
种的质量规格标准已经审查完毕"待发布&# 个
品种执行卫生计生委公告的质量规格标准&’#
个品种的质量规格标准正在制定中&%& 个品种
尚无质量规格标准"也未立项制定+

$$质量规格标准规定的主要内容包括标准范围#生产食品营
养强化剂的原料,生产工艺$ "食品营养强化剂的化学名称,分子
式#或结构式$ ,相对分子量等基本信息"以及食品营养强化剂的
感官要求,鉴别试验,主成分含量,生产过程中主要杂质或副产
品的控制要求,重金属以及微生物限量要求等食品安全指标及
对应指标的检验方法等内容+

$$:N!##."!!&’, 中的品种与 :N!"/&!
!&’, 附录 )中相同的食品添加剂品种"执行相
同的质量规格标准&

:N!##."!!&’, 中独有的品种"则在标准附
录中制定了质量规格要求+

$$:N!##."!!&’, 标准附录中胶姆糖基础剂品种的质量规格
要求规定的内容与 :N!"/&!!&’, 附录 )中食品添加剂品种的
质量规格规定的内容相同+

$$:N!//."!!&’’

$$:N!//."!!&’’ 规定了复配食品添加剂的定义,命名原则,
食品添加剂复配的基本要求,复配食品添加剂的感官要求,有害
物质控制,致病性微生物控制要求及相应的检验方法"复配食品
添加剂的标识要求+

’0%$食品添加剂标签标识标准
食品添加剂的标签标识标准是 :N!##!,!

!&’%’食品添加剂标识通则( )’!* "规定了食品添加剂

标识相关的术语和定义"食品添加剂标识的基本要
求"按照提供给食品生产经营者的食品添加剂和提
供给消费者直接使用的食品添加剂的分类规定了
如何标识食品添加剂的名称"成分或配料表"使用
范围,用量和使用方法"日期标识"贮存条件"净含

量和规格"制造者或经销者的名称和地址"产品标
准代号"生产许可证编号"警示标识"辐照食品添加
剂的标识等强制性标识内容的规定+

!$食品添加剂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的特点
!0’$食品添加剂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已初步建成

’食品安全法(颁布实施后"我国加快了食品添
加剂标准的制修订工作力度"经过几年的努力"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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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是经过系统的标准的清理整合工作"我国已经初
步建立了包括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食品添加剂
的质量规格标准和食品添加剂的标识标准的比较
健全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 其中完成两次’食
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修订工作"颁布食品添加剂的
质量规格标准 ,%& 多项"’/& 多项质量规格标准已
经审查完毕"正在报批过程中"批准使用的食品添
加剂品种"基本上都有了对应的质量规格标准+ 比
较彻底地解决了原来存在的食品添加剂标准体系
不健全,标准的标龄过长"与实际的食品添加剂的
生产使用情况不符合的情况"基本能够满足食品安
全监督管理工作的需求"为保障食品安全"促进食
品添加剂行业的健康发展奠定了基础+

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欧盟,日本,美
国,澳新等国际组织,国家或地区相比较#比较情况见
表 %$"我国的食品添加剂标准体系框架是较健全的+
上述国际组织,国家或地区的食品添加剂标准体系中
的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质量规格标准"我国均已
$$$

建立+ 在食品用香料,食品用加工助剂的管理方面"
()(只制定了香料,加工助剂的使用原则"没有制定
严格的允许使用的名单"其他国家和地区只有相关管
理的原则或管理的名单"我国则既参照 ()(的规定
制定了香料,加工助剂的使用原则"又建立了比较健
全的使用规定+ 随着我国食品添加剂的生产,使用和
管理水平的不断提升"一些食品添加剂的标准制修订
工作已经处于世界的前列+ 目前在国际上均没有复
配食品添加剂的专门管理规定"我国制定了’复配食
品添加剂通则("该标准规定了复配食品添加剂的定
义,命名原则"食品添加剂复配的基本要求"产品的感
官要求,有害物质的控制要求,致病性微生物控制要
求等内容+ 该标准填补了复配食品添加剂管理的无
标准可依的空白+ 在胶姆糖基础剂及其配料的标准
方面"我国制定了完整的胶姆糖基础剂允许使用的配
料物质名单"并针对其中允许使用的物质全部制定了
质量规格要求+ 目前"()(,欧盟,日本,澳新等还设
有专门的胶姆糖基础剂管理规定+

表 %$我国与 ()(,欧盟,日本,美国,澳新等食品添加剂标准体系框架比较情况
P=?CE%$(@MS=F<K@> @55@@H =HH<D<QEKD=>H=FH KJKDEM@5(6<>=R<D6 ()(" UV" ;=S=>" VI)=>H )BKDF=C<=

比较项目 ()( 欧盟 日本 美国 澳新 中国

狭义食品添
加剂的使用
规定

食品添加剂
的质量规格

食品用香料

食品工业用
加工助剂

胶 姆 糖 基
础剂

法典食品添加剂使
用 通 用 标 准
#OE>EF=CKD=>H=FH 5@F
BKE@55@@H =HH<D<QEK
:IG)" (@HÊ ID=>
’#!-’##+$

食品 添 加 剂 法 规
# *EOBC=D<@> # U($
9@3’%%% 1!&&.$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
准#KD=>H=FHK5@FBKE$ 联邦法规第

!’ 章
食品 添 加 剂 标 准
# ID=>H=FH ’0%0’$

食品添加剂使用
标准 #:N !"/&!
!&’,$

采纳 ;U(G)#G)Z1
A8Z联合食品添
加剂专家委员会 $
制定的质量规格标
准":IG)中的食品
添加剂均有相应的
质量规格标准

制定了食品添加剂
质量规格标准法规
#(@MM<KK<@> *EOBC-
=D<@> # UV$ 9@3
!%’1!&’!$ "对允许
使用的食品添加剂
均制定了质量规格
标准

食品添加物公定书
美国食品化学法典
# G@@H (6EM<4=CK
(@HÊ#G(($ $

澳新食品标准法典
#)BKDF=C<=9ER7E=C-
=>H G@@H ID=>-H=FHK
(@HE$表 %#K46EHBCE
%-<HE>D<DJ =>H SB-
F<DJ$规定了食品添
加剂 的 质 量 规 格
标准

针对食品添加剂
单独制定食品添
加 剂 质 量 规 格
标准

制定了食品用香料
使用原则 #()(1:[
//-!&&. $ " ;U(G)
对合成香料进行安
全评估并公布

食品香料和特定具
有香料特征的食品
原 料 管 理 法 规
# *EOBC=D<@> # U($
9@3’%%, 1!&&. $ "有
允许 使 用 的 香 料
名单

有允 许 使 用 香 料
名单

GUT)#美国香味料
和萃取物生产商协
会 $ 认 定 的 香
料 :*)I

澳新食品标准法典
第 ’0’0! 部 分
#)BKDF=C<=9ER7E=-
C=>H G@@H ID=>-H=FHK
(@HE-ID=>H=FH
’0’0!-\E5<><D<@>K
BKEH D6F@BO6@BDD6E
(@HE$ 规定了食品
用 香 料 的 要 求"
GUT):*)I,欧洲
批准的香料和天然
香料都允许使用

:N!"/&!!&’, 规
定了食品用香料
使用原则"有允许
使用的香料名单

制定了加工助剂使
用 原 则 # ()(1:[
"+!!&’&$ "制定了
加工助剂使用参考
数据库"不是肯定
列表

食品 酶 制 剂 法 规
# *EOBC=D<@> # U($
9@’%%!$ "尚无允许
使用的加工助剂和
允许使用的酶制剂
名单

有允许使用的加工
助剂使用规定

联邦法规第 !’ 章
作为间接食品添加
剂管理"有加工助
剂使用的相关规定

制定了加工助剂标
准#ID=>H=FH ’0%0%$"
有允许使用的加工
助剂使用规定

:N!"/&!!&’, 规
定了加工助剂使
用原则"有允许使
用的加工助剂使
用规定

无单独规定 无单独规定 无单独规定 联邦法规第 !’ 章 无单独规定
有胶姆糖基础剂
管理的单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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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我国在食品添加剂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修订
过程中遵循的原则与国际一致

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修订过
程中"我国非常注重吸收及采纳国际及其他国家的
先进经验和作法"将国际通行的相关原则作为我国

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修订过程中遵守的基本
原则"如将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作为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制修订的科学依据"在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的制修订过程中"将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和工艺
必要性作为主要考虑因素等#具体情况见表 ,$+

表 ,$()(及其他国家食品添加剂标准制修订过程中遵循的原则
P=?CE,$:E>EF=CSF<>4<SCEK5@FD6EFEQ<K<@> @55@@H =HH<D<QEKKD=>H=FHK

比较项目 ()( 欧盟 日本 美国 澳新 中国

标准制修订目的

是否以食品安全风
险评估为科学依据

标准制修订过程中
考虑的主要因素

保障食品安全"保
护公平贸易

保障食品安全"
保护公平贸易

保障食品安全"
保护公平贸易

保障食品安全"
保护公平贸易

保障食品安全"
保护公平贸易

保障食品安全"
保护公平贸易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食品添加剂的安全
性和工艺必要性

食品添加剂的安
全性 和 工 艺 必
要性

食品添加剂的安
全性 和 工 艺 必
要性

食品添加剂的安
全性 和 工 艺 必
要性

食品添加剂的安
全性 和 工 艺 必
要性

食品添加剂的安
全性 和 工 艺 必
要性

$$例如"在 ()(的’法典食品添加剂通用标准(
#:IG)$专门有一章节强调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
规定只有经过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U(G)$
评价,在建议的使用量下不会对消费者健康造成危
害的食品添加剂才能纳入 :IG)"在纳入一个食品
添加剂的使用规定时"应该考虑 ;U(G)制定的 )\Y
#每日允许摄入量$值或者相当于 )\Y的安全性评
估结果以及来自于所有食物的估计摄入量 )’%* +

我国制定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制#修$订的
技术原则( )’,* "强调在食品添加剂使用规定制修订
过程中应以风险评估为基础"食品添加剂的风险评
估应依据国际通用的风险评估原则和方法进行"应
结合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评价和工艺必要性评价
的结果确定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最大使用量+

在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制修订过程中也贯彻了
这些原则"在 :N!"/& 修订过程中"采用国际通用的
筛选评估,点评估,模型评估等食品暴露评估方法"以
我国居民食物摄入量数据和标准规定的最大使用量,
食品中食品添加剂监测结果等数据"对我国常用的防
腐剂,着色剂,抗氧化剂等进行了暴露量评估+

以 :N!"/&!!&’’ 修订过程中含铝食品添加剂
的修订情况为例进行说明+ !&’! 年 % 月国家食品
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开展的中国居民膳食铝
暴露量风险评估结果显示"我国部分居民通过食用
添加含铝食品添加剂的食物"摄入的铝超过了铝的
暂定每周可耐受摄入量#_PAY$"建议尽快修订 :N
!"/&!!&’’ 中含铝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标准 )’+* + 依
据含铝食品添加剂的风险评估结果"国家食品安全
风险评估中心组织开展的 :N!"/&!!&’’ 修订工作
中对含铝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规定进行了重大修订"
删除了酸性磷酸铝钠,硅铝酸钠,辛烯基琥珀酸铝
淀粉等 % 种含铝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规定"减少了硫
酸铝钾,硫酸铝铵两种膨松剂以及赤藓红铝色淀,

靛蓝铝色淀,亮蓝铝色淀,柠檬黄铝色淀,日落黄铝
色淀,胭脂红铝色淀,诱惑红铝色淀等 " 种着色剂铝
色淀允许使用的食品类别 )’/* + 本次修订可大大降
低我国居民膳食铝摄入水平"进一步保护公众健
康+ 经过再次评估"如果严格执行新标准的规定"
我国居民铝的平均摄入量将比修订前下降 .+0/‘"
仅占 ;U(G)参考值#_PAY$的 ’!0#!‘ )’"* +

在食品添加剂的质量规格标准方面"’食品添
加剂质量规格标准制#修$订的技术原则( )’,*强调"
除我国特有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外"注重参考 ;U(G)
制定的食品添加剂质量规格标准以及’美国食品化
学法典(,日本’食品添加物公定书(,欧盟的食品添
加剂质量规格标准等"强调必要时对涉及安全性的
指标进行风险评估+

在食品添加剂的标识标准方面"充分参考了
()(’食品添加剂标识标准(,欧盟食品添加剂的标
识规定等内容+
!0%$注重依据我国食品添加剂的实际生产使用情
况制修订标准

在食品添加剂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修订过程
中"要遵循与国际一致的制修订原则和方法"积极
参考相关国际及其他国家的标准"但更强调要依据
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使用的实际情况来开展标准
制修订工作+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制#修$订的技
术原则(强调应结合我国食品消费结构和食品添加
剂的实际使用情况进行食品添加剂膳食暴露量的
评估"并强调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的制修订应反映
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的实际情况+ ’食品添加剂质
量规格标准制#修$订的技术原则("也强调食品添
加剂质量规格标准的制修订应反映我国食品添加
剂使用的实际情况"并参考国际和其他国家1地区
的食品添加剂质量规格规定+ 因此"在遵守相同的
标准制修订原则情况下"由于各国食品添加剂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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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使用的实际情况不同"具体食品添加剂的使用
情况和质量规格要求也会不同+

同时"在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修订过程
中"注重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使用行业,企业的参
与"以保障食品添加剂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能够
符合我国食品添加剂生产使用的实际情况+ 中国
食品工业协会,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料协会,中国
饮料工业协会,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工业协会,中
国调味品协会等作为标准制修订组成员"全程参与
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食品添加剂标识通则(

等相关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中国食品添加剂和配
料协会,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中国焙烤食品糖制品
工业协会等作为牵头单位组织完成了’复配食品添
加剂通则(,’食品添加剂 胶基及其配料(及部分食
品添加剂的质量规格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此外"所
有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在制修订过程中起草单位
均需要对目前食品添加剂的生产使用情况进行行
业调研"而且所有标准均进行行业内征求意见和网
上公开征求意见+

%$食品添加剂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存在的问题
及解决建议
%0’$食品添加剂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中有些内
容仍有待完善

在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规定方面"目前 ’食品添
加剂使用标准(中有些内容需要进行进一步的完善
和明确"例如在食品用香料,香精的使用原则规定
中"食品用香料一般配制成食品用香精后用于食品
加香"部分也可以直接用于食品加香"但是标准中
对于哪些食品用香料可以直接加到食品中并没有
明确的规定"在标准实施过程中使标准的使用者产
生困惑+ 在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的使用规定方面"

针对表 (3! 中需要规定功能和使用范围的加工助
剂"目前并没有规定残留限量"只是在食品工业用
加工助剂的使用原则中规定了-加工助剂一般应在
制成最终成品之前去除"无法完全去除的"应尽可
能降低其残留量"其残留量不应对健康产生危害"

不应在最终食品中发挥功能作用.这样的原则性规
定"但是这些原则性规定如何衡量并没有具体的规
定"不利于标准的执行"需要对此加以完善+

在食品添加剂的质量规格标准方面"虽然针对
允许使用的绝大部分食品添加剂品种都已制定了
相应的食品安全质量规格标准"但是仍然存在需要
完善的内容+ 一是 :N!"/&!!&’, 附录 )中 ’# 种
食品添加剂,’% 种食品用香料,, 种食品工业用加工
助剂仍然没有食品安全质量规格标准"需要根据具

体情况开展这些品种的质量规格标准制修订工作+
二是对于允许使用的 ’ ."& 种食品用香料"只有
’"/ 个品种#包括 ’+ 个天然香料品种和 ’/’ 个合成
香料品种$已经颁布了单独品种的食品安全质量规
格标准"/, 个香料品种#包括 !, 个天然香料品种和
,& 个合成香料品种$的单独质量规格标准已经审查
完毕"等待发布+ 这些香料品种仅占所有香料品种
的 ’!0.‘"其余大部分香料都要遵守 ’食品用香料
通则(的规定"但是’食品用香料通则(对于食品用天
然香料只规定了生产过程中的提取溶剂,酶制剂,菌
种以及产品的重金属和砷指标等通用要求"对于合成
香料只是规定了含量指标"与单独产品标准的规定相
比对于香料品种的质量规格要求过于简单+ 整合完
成的’食品工业用酶制剂(标准只针对部分酶制剂品
种规定了酶活力的指标"但是酶活力指标是酶制剂的
特征性指标"需要系统的加以完善+

在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过程中"为了方便食品添
加剂的保存和使用"常常需要在食品添加剂中使用
部分次级添加剂#对于食品添加剂中使用的添加剂
称之为次级添加剂"次级添加剂是为了食品添加剂
本身的保存和使用而添加的"不在最终食品中发挥
功能作用$来满足实际的生产和使用需求"目前我
国对次级食品添加剂的管理进行了一些研究和调
查工作 )’.-’#* "但是目前我国对于食品添加剂中使用
次级添加剂并没有全面的规定"只是在部分食品添
加剂的质量规格标准中规定了可以使用次级添加
剂"但是还很不全面"急需完善相关规定以保障食
品添加剂正常合理使用+
%0!$食品添加剂标准制定过程中食品添加剂风险
评估的系统性和完整性有待提高

在食品添加剂食品国家标准制修订过程中强
调以食品添加剂的风险评估作为科学依据"但是目
前我国在食品添加剂风险评估方面存在的一些问
题制约了相关工作的开展+

首先"食品添加剂风险评估的能力有待提高+

我国还没有依据国际通用的食品添加剂风险评估
原则和方法制定我国如何开展食品添加剂风险评
估工作的制度性文件"没有可公开的加工食品消费
量数据库和食品中食品添加剂实际使用情况的数
据库"国内能够开展全面的食品添加风险评估工作
的机构和人员远远不能满足工作的需求+ 因此"在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修订过程中"能够像含铝食品
添加剂一样由专业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机构"利用
我国食品监测过程中获得的大量食品中添加剂实
际含量数据开展系统,全面的居民暴露风险评估的
品种并不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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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食品添加剂风险评估的完整性有待提
高+ 目前"我国食品添加剂的风险评估主要集中
在利用国际已有的安全性评价结果"如 ;U(G)制
定食品添加剂的 )\Y值"利用我国居民食品消费
量数据开展我国食品添加剂的摄入量评估"很少
按照风险评估的步骤和方法开展系统,完整的食
品添加剂风险评估工作+ 但是针对我国特有的一
些食品添加剂品种"如栀子黄等天然着色剂"由于
没有权威的国际评价机构的评价结果"我国也缺
少国际普遍接受的在 :[_#良好实验室规范$条件
下开展的全面毒理学安全性评价资料以及完整的
风险评估报告"制约了这些品种列入国际允许使
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从而限制了这些特色食品
添加剂进一步走向国际市场+

再次"食品添加剂风险评估的系统性有待提
高+ 在针对新的食品添加剂开展系统风险评估的
同时"由于食品添加剂管理的历史较长"一些食品
添加剂品种已经使用多年"其实际使用情况在不断
发生变化"因此国际上如 ;U(G),欧盟等都已经制定
了或者正在讨论针对已经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
的再评估计划"根据最新的安全性评价结果和食品
添加剂使用情况的变化开展重新评估工作"我国目
前则还没有明确的食品添加剂再评估计划+
%0%$食品添加剂标准的制修订工作与食品添加剂
监管的有效衔接有待加强

由于食品添加剂的特性所限"各国食品添加剂
的使用法规与标准均制定了食品添加剂在各类食
品中的最大使用量"即在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添加
的量+ 由于一些食品添加剂在食品中存在自然本
底"有时候食品中的最终含量与添加量并不一致"

在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未添加的食品添加剂在最
终食品中可能会被检出+ 以维生素 (为例来说明"

维生素 (是 :N!"/& 中一种允许使用的抗氧化剂"

在一些食品中含有天然存在的维生素 ("如果在这
些食品的生产加工过程中又添加了维生素 (作为
抗氧化剂"则最终食品中的维生素 (含量会高于添
加的量"同理"即使在食品生产过程中不添加维生
素 ("也并不等于食品中不能检出维生素 (+ 这就
决定了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是否符合标准"其监管
手段应主要是对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的监管"而不
能主要依赖于对食品中食品添加剂的检测+

在我国"虽然近些年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加强了
对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的监管"但是目前对食品产
品的抽检仍然是判断食品是否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的主要手段+ 如前所述"在食品添加剂的监管中"

由于食品中某些食品添加剂的最终含量并不能用

于判断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情况"因此监管部门认为
标准不好用"标准制修订单位则认为食品添加剂的
使用标准管理的只是作为食品添加剂加入到食品
中的物质"其在食品中的本底等不是食品添加剂使
用标准管理的范畴"造成标准制修订工作与食品添
加剂监管工作不能有效的衔接+

为了解决以上问题"标准制修订工作者需要加
强对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理解与有效衔接"提高标
准制修订工作的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0,$食品添加剂标准的宣传贯彻有待加强

食品添加剂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数量多"覆
盖面广"几乎涉及到所有的食品和食品添加剂的
生产领域"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和食品,食品添加剂
的生产加工单位等出于不同的目的可能对相关标
准内容的理解不是完全一致"不同的理解会带来
不同的结果+ 例如"为了确定食品添加剂的使用
范围":N!"/& 中建立了一套食品分类系统"在使
用该标准过程中需要将具体的食品归类到该食品
分类系统中以便确定可以使用的食品添加剂"一
个具体的食品归类到不同的食品类别中"就会导
致该食品中可以使用的食品添加剂种类不同+ 在
使用标准的实践过程中"不同的标准使用者对于
一个具体的食品品种应该归类为哪一个食品类
别"有时候会有不同的理解"造成标准使用上的困
难+ 为了解决上述问题"需要加强标准的宣贯以
提高对标准内容理解的一致性+
%0+$关于加强食品添加剂相关标准制修订工作的
相关建议

针对以上存在的问题"提出以下解决建议%

!针对食品添加剂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中
需要完善的内容进行系统梳理"针对急需解决并且
已经具有相当研究基础的问题"如食品添加剂中使
用次级添加剂的问题"部分食品添加剂品种质量规
格标准缺失的问题"应尽快列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制修订计划"按照国家标准制修订程序进行完善+
针对目前不能很快解决的问题"如加工助剂在食品
中的残留量及相应的检验方法等问题"要积极进行
相关研究和调查工作"逐步按照国家标准制修订程
序进行完善+

"尽快制定我国食品添加剂风险评估原则和
方法等相关制度性文件"积累构建我国加工食品消
费量调查数据和食品中食品添加剂使用情况数据
库"加强食品添加剂风险评估人才培养"切实提高
食品添加剂的风险评估能力+ 制定我国食品添加
剂再评估计划"为标准的制修订工作提供科学依
据+ 针对我国特有的食品添加剂品种"加强科学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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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按照国际通用的食品添加剂风险评估原则和方
法开展完整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并努力将评估结
果作为 ;U(G)等国际权威机构评估这些食品添加
的资料依据"为这些食品添加剂品种早日纳入国际
标准,进入国际市场提供科学依据+

#以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的颁布实施为契
机"加强食品添加剂标准制修订工作与食品添加剂
监督管理工作的沟通与衔接"使食品添加剂监督管
理部门充分理解食品添加剂使用规定的特殊性"加
速监管手段转变+ 同时建议相关食品行业协会,食
品生产企业加强自律"严格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使用食品添加剂"根据各类食品的实际生产情况积
累食品添加剂的本底及实际使用数据"必要时为标
准制修订工作和食品添加剂监督管理工作提供数
据支持+ 建议食品安全监督,检测机构在食品添加
剂的监督检测中加强与食品生产行业,企业的沟
通"了解食品添加剂在食品中的本底及食品添加剂
的使用情况"科学,合理地做出判断+

$利用中国主持国际食品添加剂法典委员会
#((G)$以及中国部分专家作为 ;U(G)专家组成员
的有利条件"深度参与国际食品添加剂标准的制修
订工作"不仅充分了解食品添加剂国际标准的修订
原则,方法和制修订过程"做到对国际相关标准知
其然并知其所以然"同时利用我国食品添加剂相关
标准制修订过程中积累的数据,经验等为国际相关
标准的制修订工作提供必要的支持"使相关国际标
准制修订过程中更多地反映中国情况+

%通过出版标准解读材料,专家讲解,对标准
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进行统一研究回复等多种
形式加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宣传贯彻"统一对标
准内容的理解"减少标准执行中的分歧和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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