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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从国家食品安全管理体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以及风险分析框架的应用三个方面来回顾中国的食品

安全"并展望将来# 中国的国家食品安全管理体制从单一部门管理为主"演变为多部门的分段管理"又发展为市场

监管总局!海关总署和农业农村部为主# 法律层面也从$食品卫生法%发展为遵循风险分析框架的新$食品安全

法%&&"#’ 年 #" 月实施’# 中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也从食品卫生标准发展为食品安全标准"从互不协调!相互矛

盾的三套强制性国家标准整合为一套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在覆盖面!技术水平!实用性"以及与国际标准接轨方面"

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对于国际公认的风险分析框架"从缺乏认识"到增加理解和认真实施"在全面开展风险监

测!建立适合国情的风险评估制度!加强风险交流等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和进步# 然而"也应该清醒地看到"中

国当前在食品安全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 食源性疾病的监测和控制还比较薄弱"食品掺假或欺诈还相当普遍"风

险交流面临严峻挑战&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过度担心’# 为了尽快提升中国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性"一是要做到从农

田到餐桌的全产业链食品安全保障"二是政府要做到全产业链的一体化无缝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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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食品安全状况究竟如何( 多数老百姓
的回答是)很糟糕&问题很多*&一种很流行的说法
是)我们还能吃什么(*+ 然而&这些说法&应该属于

感知 # PBC2BP?=@; $& 而 不 是 基 于 科 学 的 评 价
#BN>A:>?=@; 或 ><<B<<JB;?$+ 另外&不能割断历史&因
为所谓的)好*和)不好*&很重要的是事物发展过程
的纵向比较&当然也不排除与其他国家的横向比较+

为了帮助读者对中国食品安全问题的了解&本
文对中国国家食品安全管理体制!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以及风险分析框架 #C=<I >;>AG<=<$ 应用的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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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以前 $!现在 # &""- 年至今 $和将来进行
论述+

#$中国食品安全的过去"#--’#&""+ 年$
#.#$食品安全管理体制

中国的食品安全国家管理体制&在 &""- 年以前
的十多年间&经历了由少部门管理向多部门管理转
变的过程+ #-+& 年出台的 ,食品卫生法 #试行$-
##--’ 年颁布,食品卫生法-$ . #/规定国务院卫生行
政部门主管全国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工作&包括进口
食品的卫生监督&国务院农业主管部门主管种植!

养殖过程+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由于对食品安全的
重视&质检部门和工商部门也分别加入了对食品卫
生和质量的监督管理+ 同时&由于国务院机构改
革&进出口食品卫生监督管理划归质检总局负责&

出现了卫生!农业!质检!工商多个部门负责的局
面+ &"") 年&为了理顺有关监管部门的职责&国务
院决定采取分段监管为主!品种监管为辅的方式’

具体分工为%农业部门负责初级农产品生产环节的
监管’质检部门负责食品生产加工环节的监管’工
商部门负责食品流通环节的监管’卫生部门负责餐
饮业和食堂等消费环节的监管’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负责对食品安全的综合监督!组织协调和依法组织
查处重大事故 . &/ + 实践证明&把从农田到餐桌的一
个完整食物链分割开来的结果是 )没有问题都来
管&出了问题都不管*&也就是所谓的)九龙治水*的
碎片化管理体系+ 食品药品监管局的综合监督#协
调$职能形同虚设+ 这种多头管理的体制决定了
)谁也不管谁&谁也管不了谁*&而且漏洞百出+ 典
型的例子是 &""+ 年发生的造成约 !" 万婴幼儿泌尿
系统结石的三鹿奶粉三聚氰胺事件+ 公安和监察
部门的调查发现&在鲜奶中掺水和添加三聚氰胺的
主要场所是收奶站&而收奶站这个乳品产业链的重
要环节既不归农业部管&也不归质检总局管&是一
个真空地带+ 由于分段管理&诸多政府部门各有一
套从中央到地方的监管队伍&监督员的总数曾经达
到数十万人之巨&老百姓称为)大盖帽满天飞*+ 这
些不同系统的监管人员&资历和水平不同!培训经
历不同!执行的标准有时也不相同&其结果是重复
监管!重复抽检+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按照,食品卫生法-&食品卫生国家标准由原卫
生部制定&原卫生部与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隶
属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原质检
总局 $ 共同发布+ &""# 年&中国加入世贸组织
#]MT$后&加强了对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活动的参

与和国际标准的借鉴&中国食品卫生标准的架构逐
渐与国际食品法典标准接轨并在标准制定中初步
引入了风险评估概念+ &""#"&""& 年&原卫生部组
织了庞大的专家组&对当时实施的近 &"" 个标准进
行全面清理和修订&并分别于 &""! 年和 &""’ 年与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批准发布了新标准+
与原来的标准相比&新标准更多地建立在风险评估
基础上&提高了与国际食品法典标准的一致性&更
加科学!合理#把同类标准合并$&而且增强了适用
性 . !/ + 截止 &""+ 年 #" 月&我国食品卫生标准的数
量达到 )’) 项&形成了与,食品卫生法-相配套的食
品卫生标准体系 . )/ +

然而&应该承认与国际标准和发达国家的标准
相比&中国的食品卫生国家标准还有相当大的差
距&主要在于%风险评估的应用刚刚开始!农药残留
覆盖食品种类少!兽药残留标准停留于原农业部的
行业标准!致病菌指标是定性的#不得检出$!产品
标准赶不上食品工业的发展+ 更重要的问题是同
时存在三套国家食品标准&依据的法律和监管部门
都不相同+ 除了原卫生部根据,食品卫生法-制定
和颁布的食品卫生标准外&还同时有原质检总局根
据,产品质量法-制定和颁布的食品质量标准和原
农业部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制定和颁布的农
产品质量安全标准+ 这三套都是国家标准&其中不
少条款都是强制性的&而且都有卫生#如菌落总数$
和安全指标#如重金属铅限量$+ 这三套标准互不
衔接&相互矛盾&比较突出的问题是卫生标准与质
量标准#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界线不清&以致
政府部门!行业组织和企业及消费者无所适从&企
业对此意见较大 . ’/ ’因此&经常发生同一个产品&根
据一个国家标准是不合格的&但根据另一个国家标
准却是合格的&企业无所适从+ 到 &""- 年&食品标
准的总数达到近 ’ """ 个+
#.!$风险分析框架的应用

风险分析 #C=<I >;>AG<=<$是联合国粮食和农业
组织和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D(T/]6T$倡导的预
防和应对任何食品安全问题必须遵循的原则&由三
部分组成&即风险评估 #C=<I ><<B<<JB;?$!风险管理
# C=<I J>;>LBJB;?$ 和 风 险 交 流 # C=<I
2@JJ:;=2>?=@;$ . ,/ + 应该说&在 &""- 年以前&中国对
于风险分析框架还处于学习和初步尝试应用阶段&
在,食品卫生法-中没有明确要求+ 在风险评估方
面&刚刚开始学习&并尝试将风险评估结果用于制
定食品安全标准#如污染物限量$+ 在政府部门!监
管人员和大型食品企业中&了解风险管理和风险交
流的人寥寥无几&更谈不上应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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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食品安全的现在"&""-#&"#- 年$
&.#$食品安全管理体制

根据 &""- 年 , 月 # 日开始实施的 ,食品安全
法-继续实施分段管理体制&原卫生部承担食品安
全综合协调职责&负责食品安全风险监测与评估!
食品安全标准制定!食品安全信息公布!食品检验
机构的资质认定条件和检验规范的制定&组织查处
食品安全重大事故+ 同时实施产业链的分段监督
管理&即质检总局管食品生产!工商总局管食品流
通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管餐饮 . %/ + 然而&在实际
监管工作中&)九龙治水*的局面不但没有得到改
善&而是越演越烈&参与监管的部门多达十多个&包
括卫生!农业!质检!工商!食药!商务!工业信息化!

公安等+ &"## 年)双汇瘦肉精*事件中的生猪检疫
证明问题&充分暴露了分段管理的漏洞+ 为了弥补
监管漏洞&明确责任&&"#! 年第十二届第一次人民
代表大会进一步对国家食品安全监管体制做出重
大调整 . +/ + 除原农业部继续负责初级农产品食用
安全性监管外&新设立国家食品药品监管总局&负
责加工生产!运输!储存!流通和餐饮环节的监管+
由于加挂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公室的牌子&所以国家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兼有政策和规划制定!综合协
调!重大事故处理和重大信息发布等职责+ 原卫生
部#后来的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职能仍
是风险监测!风险评估和标准制#修$定+ 工商总局
不再负责流通环节监管&原质检总局只负责食品相
关产品#食品接触材料$的监管和进出口食品监管+
应该说&这次改革从体制上减少了监管部门的数
量&有利于避免整个产业链监管中各环节间出现
)缝隙*+ &"#+ 年&随着又一轮国务院机构改革&取
消了食药总局!质检总局和工商总局&新成立了市
场监管总局负责食品生产加工!流通!餐饮的监管’

海关总署负责进出口食品的监管’卫生和农业部门
的职责不变+ 国务院食品安全办公室挂靠在市场
监管总局+ 这个新体制在人数上有所减少&工作效
率和水平是否能提高&由于时间尚短&有待观察+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为了改变多套国家食品标准同时并存&且相互
矛盾的问题&,食品安全法- #&""- 版$规定%食品安
全标准是唯一的强制性标准+ 从 &""- 年开始&原卫
生部#现在的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会同其他部!委
和相关行业协会对各部门制定发布的 ) +"" 多项标
准进行了清理!整顿 . -/ &加上不断颁布的新标准&至
&"#- 年 , 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已达到 # &," 项&分
为通用#基础$标准!产品标准!生产经营过程卫生
要求和检验方法标准四大类 . #"/ &基本覆盖了所有食

品原料和加工食品的大类&对影响食品安全的主要
健康危害因素都做了限量要求&在覆盖面和水平上
都比 &""- 年以前的标准有明显进步+ 在通用 #基
础$标准#如食品添加剂!污染物!致病菌等$的制定
中&得益于近年来开展的多项优先风险评估项目&
使标准的制定能基于根据中国数据开展的风险评
估结果+ 有关)特殊医学用途食品*的 ! 项标准&是
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中的一个新的食品类别&是针对
于有特定疾病或健康状况的人群加工配制的食品&
包括 SK&--&&"&"#!,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特殊医
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SK&’’-,"&"#",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通则-!SK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特殊医学用途配
方食品良好生产规范-+ 参照国际食品法典标准以
及欧美各国相应的标准&这套标准在中国首次明
确%特殊医学用途食品是食品&属于特殊膳食用食
品&并纳入食品安全法管理+ 这对于推动特殊医学
用途食品的临床应用&满足患者营养支持的需要&
具有重要意义&也标志着中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的
进一步完善和与国际接轨+

当前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一
是兽药残留标准还有待增加和从原农业部的行业
标准加快转化为国家标准’二是标准制#修$定以风
险评估为基础的实践还需要加强’三是实验室检测
方法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不利于先进方法的采用
和方法的改进+
&.!$风险分析框架的应用

&""- 年,食品安全法-的实施&大大推动了风险
分析框架的应用+ 其中&进步特别明显的是风险监
测和风险评估方面+ 基于风险的管理方面有了一
些体现&但不够突出’而风险交流方面&则相当薄
弱+ &"#’ 年,食品安全法-更加强调了风险分析框
架&在具体条款的修改中全面体现了风险监测!风
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基本上与国际接轨+

在风险监测方面&从 &"#" 年开始由原卫生部组
织对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以及食品中的有害因素
进行监测&覆盖中国大陆全部的 !# 个省!市!自治
区+ 同时&在加强暴发报告的基础上&开始强化食
源性疾病主动监测和病因调查’并继续和扩大中国
总膳食研究+ 迄今&监测点已覆盖全国县级行政区
划的 +,^以上&监测食品 &- 大类 ’"% 种&监测指标
#化学!微生物$近 !"" 个&每年获得监测数据近 !""

万条’食源性疾病监测的哨点医院已达 ,-’ 家&为掌
握食源性疾病患病率和危险因素分布建立了良好
的基础+ 此外&根据风险评估和标准制定的需要&

每年都开展专项风险监测&如 &"## 年的食品中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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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专项监测!&"#!"&"#) 年的食品中铝含量专项监
测等+ 可以认为&在化学污染物监测方面&中国已
赶上欧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是&在食源性疾病方
面&差距还很大&特别是在疾病负担和病因确定方
面&还比较落后+ 中国总膳食研究已开展, 次&达到
国际先进水平+

在风险评估方面&&""- 年底&原卫生部按照,食
品安全法-要求&成立了第一届由医学!农业!食品!
营养等方面的专家组成的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
委员会&秘书处设在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至今为止已完成了 !" 项化学和微生物危害的优先
评估项目&其中膳食中碘摄入 . ##/ !膳食中铝摄
入 . #&/ !膳食中反式脂肪酸摄入 . #!/ !鸡肉中沙门菌!

即食食品中李斯特菌等的评估结果&在相关标准制
定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应该说&风险评估在中国
还是刚刚起步&在技术水平和结果应用方面与发达
国家还有较大差距&急需加强这方面的能力建设+

在监管方面&政府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每年
抽样和监测食品样品达百万件&对初级农产品!生
产加工!流通和餐饮的监管力度不可谓不大&&"#-

年第一季度食品抽检总合格率已达 -%.+^. #)/ ’但
是&与风险分析框架要求的以风险为基础制定监管
措施和实施过程监管相比&则还需要做很大努力+

风险交流是当前中国应用风险分析框架的一
块短板&政府和食品行业的努力得不到消费者的认
同&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严重&消费者过度担心&政府
公信力下降+ 其原因是政府主导作用体现不够!科
学家不愿面对媒体!媒体#特别是社交媒体$夸大和
不实报道占领上风+ 解决的办法是所有利益相关
集团和个人都积极参与风险交流 . #’/ +

!$现在与过去的比较以及当前的主要食品安全
问题

从国家监管体制!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以及对风
险分析框架的认识和应用几个方面来看&应该说现
在#&""-"&"#- 年$的中国食品安全监管体制与能
力比过去##--’"&""+ 年$有了长足的进步&尽管在
风险评估!以科学为基础的风险管理决策和风险交
流方面与国际水平和发达国家还有不少差距+

同时&也要清醒地看到&中国当前在食品安全
方面存在的问题还很多&有的还是很严重的+ 从对
消费者健康的危害来讲&食源性疾病是最重要的食
品安全问题+ 然而&在全国 #) 亿人口中&每年有多
少人患病的)家底*还不清+ 除了需要摸清)家底*&

为了提高食源性疾病防治水平&必须通过现场与实
验室结合的流行病学调查&确定每起食源性疾病暴

发的原因食品和致病微生物+ 近几年来&国家卫生
健康委员会加强了这方面的能力建设&在确定病因
方面取得了一些初步的成绩+ 如&&"#! 年 - 月下
旬&北京市三个区 ! 所学校共 +- 名学生先后因发
热!恶心!呕吐!腹痛!腹泻到 % 家医院就诊+ 北京市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通过对呕吐物!粪便!食品!患者
肛拭子等样品/标本检测 #脉冲场凝胶电泳分子分
型$和溯源调查&确定为一起肠炎沙门菌引起的跨
区暴发&病因食品为北京某公司生产的鸡腿汉堡&

污染源为大连某公司生产的鸡肉原料+ 然而&这仅
是个别事件&大部分食源性暴发的病因不明&至于
散发病例的病因和溯源&则还未起步+ 应该清醒地
看到&当前中国的食源性疾病的病因调查&无论是
组织架构&还是技术水平&与国外相比&都有很大差
距+ 如与发达国家的食源性疾病风险相比&一方面
中国由于食品生产加工!运输!储存!销售中卫生条
件较差&而风险更大’另一方面则由于生产加工规
模较小&从而造成食源性疾病危害的范围和影响程
度较小+ 在食品的化学污染方面&粮食和蔬菜中的
重金属#铅!镉$!粮食和坚果中的霉菌毒素!畜禽养
殖中非法使用兽药!蔬菜和茶叶种植中非法使用农
药&是中国当前面临的主要问题+ 产生这些问题的
主要原因是环境污染!生产规模小和分散+ 农业生
产的种植和养殖单位主要是个体农户+ 考虑到当
前中国农民的知识水平和守法意识&加上不法之徒
向农民兜售非法高毒农药和兽药#如瘦肉精$&发生
少数食品超标事件在所难免+ 尽管&大型食品生产
加工企业迅速增加&并占领了市场份额的大部分’

但是&正式在工商部门登记的中小型食品生产加工
企业仍多达 )" 万户以上&食品生产经营单位#含餐
饮$达 # """ 多万户&考虑到这些企业的生产规模!

素质和追求利润等因素&原料以次充好!生产过程
不规范!微生物污染!滥用食品添加剂的事件时有
发生&不难理解 . #,/ +

当前&食品安全领域中的另一个突出的问题是
食品的掺假或欺诈#3@@E >E:A?BC>?=@; @C3@@E 3C>:E$&

在中国通常称为假冒伪劣食品+ 这个问题是世界
性的&如 &"#! 年的欧洲马肉事件+ 尽管从专业上
讲&食品掺假或欺诈不等同于食品安全&因为多数
掺假的食品#如用狐狸肉冒充羊肉!用硫磺熏辣椒!

面粉中添加柠檬黄冒充玉米粉等$并不会危害消费
者健 康+ 然 而& 由 于 这 种 ) 经 济 利 益 驱 动 *
#B2@;@J=2>AAGJ@?=N>?BE >E:A?BC>?=@;$的食品掺假或
欺诈当前在中国相当普遍&严重影响了消费者对食
品供应的信心+ 中国政府很早就将打击食品的违
法添加非食用物质和使用禁用药物作为重点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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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 ,可能
添加到食品中非食用物质名单- #即黑名单$包括三
聚氰胺!甲醛!苏丹红!孔雀石绿等数十种&这些物
质大多对人体具有健康危害 . #%/ +

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担心是由于对食品安全
信息的误解&这个问题全世界都有&因为不可能要
求老百姓的认识和掌握的信息与专家相同’但是&

与其他国家相比&中国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过度担
心十分突出+ 对于媒体或传言的不真实!不科学的
)新闻*宁可信其有&而对于科学的解释反而持怀疑
态度+ 例如&尽管政府和专家不断开展关于食品添
加剂的科普宣传&但是&消费者仍然在从新闻报道!
微博或微信中看到)一支雪糕含 #- 种添加剂0* )长
期食用添加剂会对身体健康造成潜在危害0*这种
说法时&对食品添加剂感到害怕’从而&造成了食品
添加剂的)妖魔化*’因此&在分析和讨论中国的食
品安全问题时&一定不可忽视这种信息不对称对消
费者造成的心理危害+

)$中国食品安全的将来
中国政府对食品安全的重视已达到前所未有

的高度+ 国务院设立食品安全委员会是一个明显
的标志+ 国家领导人多次讲话都传达了政府对治
理中国食品安全的决心 . #+*#-/ + 食品安全在中国已
不仅仅是一个事关公众健康的公共卫生问题&还是
关系到社会发展和社会稳定的政治问题+ 由于国
民经济的高速发展和人们生活水平翻天覆地的变
化&消费者对于食品质量和安全的诉求也相应地大
幅度提高+ 然而&应该清醒地看到&中国还是一个
发展中国家&农业和食品工业的产业结构还处于比
较落后和分散的状况&要达到规模化和规范化&还
要走一段相当长的路+ 要解决这个矛盾&一方面要
尽最大努力&参考国际经验&结合中国实际&提升中
国的食品安全水平&另一方面要加大风险交流&使
消费者能够理性对待所发生的食品安全问题+

在继续提升中国食品的质量和安全性方面&有
两个密切不可分的努力方向+ 一是食品生产经营
者要做到从农田到餐桌的全产业链安全保障+ 其
中&要特别强调龙头企业有责任带动上下游中小企
业&做到上下游联动&不出现漏洞+ 二是政府要加
强部门合作做到全产业链的一体化无缝监管+ 显
然&这两个方向都不是短期内就能做到的’但是&如
果能认定方向&稳步前进&加上大环境#如国民经济
发展!科技进步!大众知识水平提高$的不断改善&
在较短时间内取得显著进步是有可能的+ 为此&要
特别做好以下几个方面%##$进一步推进国家食品

安全监管体制的改革&加强部门间的协调和合作&
形成合力+ #&$政府的食品安全监管模式要从以抽
样/检测为主转变为以过程监管为主+ 抽样/检测
为主只能发现有限的问题&而且为时已晚&不能及
时纠正问题’因此&在国际上早已被淘汰+ 现在国
际通行的模式是整个生产过程的过程监管&特别是
生产记录的审核&也并不排除必要的抽样/检测+
#!$进一步完善和提高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个
别薄弱部分&如兽药残留!致病菌&要尽快完善+ 在
标准制#修$定中&要进一步贯彻以风险评估结论为
基础的原则+ #)$进一步完善和提高对风险管理决
策的技术支撑&特别是风险监测和风险评估&要学
习国际先进经验和技术&赶上发达国家的水平+
#’$食品行业要加大对食品安全保障的投入&包括
人!财!物+ 大型企业要设立独立审核员制度和实
施第三方审核+ 所有企业都要建立符合自身条件
的追溯体系+ #,$无论是政府还是食品企业/行业&
要做到上述方面&首要的是能力建设+ 要通过国际
交流和合作&请进来!走出去&开展多种形式的培训+

综上所述&在过去的 !" 年中&中国这个人口众
多!地区差别很大的国家&从食品短缺发展到基本
解决温饱&这是一个很大的飞跃+ 发展中国家的落
后农业和食品业产业结构与消费者日益增强的对
食品供应质量和安全性的诉求之间&产生了不可避
免的矛盾+ 食品生产经营者和政府肩负着保障食
品安全&满足广大消费者诉求的重任+ 只有遵循风
险分析框架&各利益相关方共同努力&社会共治&才
能稳步提升中国的食品安全水平+ 相信 &"#’ 年的
新版,食品安全法-的实施&将把中国食品安全提升
到一个新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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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产品通用名称调整前后对照表

调整前通用名称 调整后通用名称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无乳糖配方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无乳糖配方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低乳糖配方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低乳糖配方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乳蛋白部分水解配方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乳蛋白部分水解配方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乳蛋白深度水解配方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乳蛋白深度水解配方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氨基酸配方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氨基酸配方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早产/低出生体重婴儿配方 特殊医学用途早产/低出生体重婴儿配方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母乳营养补充剂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营养补充剂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氨基酸代谢障碍配方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氨基酸代谢障碍配方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全营养配方 特殊医学用途全营养配方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非全营养配方食品营养素组件 特殊医学用途营养素组件配方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非全营养配方食品电解质配方 特殊医学用途电解质配方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非全营养配方食品增稠组件 特殊医学用途增稠组件配方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非全营养配方食品流质配方 特殊医学用途流质配方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非全营养配方食品氨基酸代谢障碍配方 特殊医学用途氨基酸代谢障碍配方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cc病特定全营养配方 特殊医学用途 cc病全营养配方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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