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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我国预包装食品致敏原声称情况调查

李雪娇 !!于航宇 !!邢航 !!车会莲 9!樊永祥 !

!!D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北京"!###99$ 9D中国农业大学食品科学与营养工程学院
北京食品营养与人类健康高精尖创新中心"北京"!###&3#

摘"要!目的"了解我国预包装食品标签中致敏原声称的使用情况!为修订,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提供建议" 方

法"在全国各地大中型超市进行采样或拍照!收集预包装食品致敏原标签声称信息并录入 GcEQJ!对各类食品的致

敏原声称使用情况进行统计" 结果"共采集 & $%8 份样品!致敏原标签的总体标识率为 9!@(&7#! &)$,& $%8$!其

中焙烤食品含有致敏原声称的标识率最高#$(@)37! 8$&,)!9$" 各致敏原成分中!关于乳及乳制品致敏原的声称

率最高#!)@#%7!! 8&$,& $%8$!使用)可能含有*)本生产线也生产* )本加工设备也生产* )本生产工厂也加工*等

常用于表明存在交叉接触的预防性致敏原声称的频率较高!主要集中在焙烤食品%膨化食品%谷物及其制品等 3 类

食品中" 结论"我国预包装食品中使用食品致敏原声称的食品种类较多!致敏原声称的使用缺乏规范!个别食品

类别使用预防性致敏原声称的频率较高" 致敏原声称在食品产品中广泛使用!应将其作为我国致敏原标识管理的

重点"

关键词!食物过敏&食品标签&致敏原声称&致敏原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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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信作者!樊永祥"男"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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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过敏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流行"儿童的食物
过敏发病率达到 37f&7"成人发病率为 37f

(7) !* ’ 目前食物过敏无法治愈"只能通过避免接触
致敏原来减少食物过敏的发生"阅读食品标签获取
食品中致敏原信息是消费者避免食物过敏的重要
途径 ) 928* ’ 随着人们对食物过敏危害性认识的不断
提高" 致敏原标识的必要性日益增长"对食品致敏
原进行严格标注已成为食品标签管理的重要发展
趋势’ 一些组织和国家相继制定了在食品标签上



我国预包装食品致敏原声称情况调查!!!李雪娇"等 ! $3""" !

明示致敏原成分的法律法规和标准 ) (2$* ’

我国于 9#!! 年颁布了 [*))!&!9#!!-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以下简称 [*
))!&$"并于 9#!9 年 8 月 9# 日开始实施"首次正式
将食品中致敏原的标识问题纳入标签管理的范畴"
对于可能导致过敏反应的食品及其制品"宜在配料
表中使用易辨识的名称"或在配料表邻近位置加以
提示 ) )2&* ’ 除此之外"食品制造商还可以通过使用
预防性致敏原声称 # _KQEHR>IL1HKWHJJQKMQ1 JĤQJI1M"
4/+$"即使用一定的声称术语对食品中通过交叉接
触而存在的致敏原进行说明"例如/可能含有0 /本
工厂也生产0等自愿警告消费者可能存在的过敏
原’ 当前[*))!& 中关于致敏原标识的相关条款主
要是参考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预包装食品标签通
则及其他国家的相关规定"对于我国食品企业的适
用性尚未得到良好验证’ 由于生产商自愿标识不
受政府监管"因此不规范的致敏原标识很容易对食
物过敏的消费者产生误导’ 目前关于我国预包装
食品致敏原声称现状的研究较少"现有研究中大多
只调查了某一地区或某一类型的食品产品"调查采
样的食品种类不够全面 ) %2!#* ’ 本研究对我国预包装
食品致敏原声称的使用情况以及存在的问题展开
了调查’

!"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

根据我国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及 [*9)$#!
9#!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
的食品分类"共调查了 !& 类预包装食品"包括谷物
及其制品(食用油及油脂制品(肉与肉制品(水产制
品(乳与乳制品(调味品(饮料类(巧克力和糖果制
品(冷冻饮品(焙烤食品(豆与豆制品(水果制品(蔬
菜制品(坚果及籽类(蜂制品(茶叶及相关制品(膨
化食品(蛋制品’
!@9"方法

9#!) 年 ! 月!9#!& 年 % 月"在北京(上海(山
东(河南(浙江(广东等 !8 个省#直辖市$大型连锁
经营的综合超市"根据随机抽样原则抽取生产日期
在 9#!) 年 ! 月 ! 日之后"且在保质期内的食品"尽
量抽取多个品牌(多种类型的食品产品"记录食品
名称(食品分类(生产日期(生产商(致敏原声称标
识情况等信息’
!@3"统计学分析

将所有数据录入到 GcEQJ中建立致敏原标签标
识数据库"使用 -4-- 9#@# 进行统计分析处理"本研
究收集的数据属于分类计数资料"数据主要采用描

述学统计方法"采用率和构成比表示’

9"结果
9@!"调查的基本情况

本次调查覆盖 !& 类预包装食品共计 $#% 家企
业"共采集了 & $%8 份预包装食品标签样品"致敏原
声称的总体标识率为 9!@(&7#! &)$,& $%8$’ 根据
食品分类进行分析"焙烤食品和膨化食品中致敏原
声称标识率较高"均高于 $#7"粮油及其制品(蔬菜
制品( 茶 叶及相关 制品致 敏 原 声称 标 识 率 为
#@##7"见表 !’

表 !"各类预包装食品致敏原声称标识情况

6ĤJQ!"4QKEQ1>HMQH1S 1RÂ QKLF_KQ_HEaHMQS

FLLSOJĤQJQS HJJQKMQ12KQJH>QS EJHIA

食品分类
样品
份数

构成比
,7

致敏声
称份数

致敏原声称
标识率,7

谷物及其制品 8%! (@$( !%% 8#@(3

粮油及其制品 &) !@## # #@##

肉与肉制品 !&) 9@!( $ 3@9!

水产制品 !38 !@(8 !# )@8$

乳与乳制品 9 3#8 9$@(# !&! )@&$

调味品 9!( 9@8) !% &@&8

饮料类 9 )3# 3!@8# 3!! !!@3%

巧克力和糖果制品 3(# 8@#3 !!) 33@83

冷冻饮品 %) !@!9 3( 3$@#&

焙烤食品 )!9 &@!% 8$& $(@)3

豆与豆制品 (# #@(& 8 &@##

水果制品 9&3 3@9$ !( (@3#

蔬菜制品 &% !@#9 # #@##

坚果及籽类 !!& !@3$ 9) 99@&&

蜂制品 (3 #@$! 9& (9@&3

茶叶及相关制品 3& #@88 # #@##

蛋制品 9( #@9% ! 8@##

膨化食品 )3! &@8! 8(( $9@98

合计 & $%8 !##@## ! &)$ 9!@(&

9@9"主要食品致敏原声称标识情况
有研究 ) !!*表明"约超过 %#7的严重食物过敏反

应是由 & 种食物或成分引起的"主要包括含有谷蛋
白的谷物(甲壳类及其制品(蛋和蛋制品(鱼和鱼制
品(花生及其制品(大豆及其制品(乳与乳制品 #包
括乳糖$(坚果及其制品’ 为了进一步获得关于致
敏原声称的有关数据"本研究调查了以上 & 类食品
致敏原在预包装食品致敏原声称中的标识情况’
各致敏原成分中"关于乳与乳制品致敏原声称率最
高"高达 !)@#%7#! 8&$,& $%8$"其次为谷物及其制
品(大豆及其制品"致敏原声称率分别为 !3@8%7
#! !)3,& $%8$和 !3@!#7#! !3%,& $%8$"详见图 !’
通过对被调查产品进行分类"当食品配料为单一原
料为主且为致敏原时"谷物及其制品的致敏原声称
标识率最高 # 8#@(37"!%%,8%!$"见图 9&食品为复
合配料且只含一种致敏原时"乳与乳制品标识率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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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 )(@937" 983,393 $" 其 次 为 大 豆 及 其 制 品
#!$@8!7"(3,939$"见图 3&食品为复合配料且含有
多种致敏原时"乳与乳制品被标识次数最多"其次
是谷物及其制品和大豆及其制品#见图 8$’

图 !"主要食品致敏原声称标识情况
.IMRKQ!"4QKEQ1>HMQLF>:QAHI1 FLLS HJJQKMQ1O>L^QSQEJHKQS

图 9"单一原料食品致敏原声称标识比例
.IMRKQ9"-RAAHKWLFHJJQKMQ1 EJHIAI1 OI1MJQKHPFLLS _KLSRE>

图 3"只含一种致敏原的复合配料食品中致敏原声称情况
.IMRKQ3"/JJQKMQ1 EJHIAOI1 HELA_LR1SQS FLLS EL1>HI1I1M

L1JWL1QHJJQKMQ1

9@3"预防性致敏原声称使用情况
结果表明"! &)$ 份标识致敏原标签的预包装食

品中"有 &!! 份产品使用了/本产品可能含有0 /生
产线也生产0/生产设备也生产0/生产工厂也生产0
进行加工过程中可能带入的致敏原声称标识"占总
调查产品的 83@937#&!!,! &)$$"见表 9’ 其中有 (
份产品同时使用了/本产品可能含有0及/生产线也
生产0两种声称用语"有 3 份产品同时使用了/本产
品可能含有0及/生产工厂也生产0两种声称用语’

图 8"含有多种致敏原的复合配料食品中致敏原声称情况
.IMRKQ8"/JJQKMQ1 EJHIAOI1 HELA_LR1SQS FLLS

EL1>HI1I1MARJ>I_JQHJJQKMQ1O

表 9"预防性食品致敏原声称用语使用情况
6ĤJQ9"BRÂ QKH1S _QKEQ1>HMQLFSIFFQKQ1>>W_QO

LF_KQEHR>IL1HKWHJJQKMQ1 JĤQJ
声称用语 样品份数 使用率,7

本产品可能含有 39$ 8#@9#

生产线也生产 83& (8@#!

生产工厂也生产 3 #@3)

生产设备也生产 (9 $@8!

合计 &!! !##@##

""进一步分析使用上述 8 种声称用语的食品类
别"发现主要集中在焙烤食品(膨化食品以及谷物
及 其 制 品 等 食 品 类 别 中" 分 别 占 比 8%@9#7
#3%%,&!!$( !8@((7 # !!&,&!! $ 及 !9@%(7 # !#(,

&!!$"见表 3’ 结果提示"焙烤食品(膨化食品生产
企业注意使用预防性致敏原声称或存在交叉共线
生产等情况’

表 3"预防性食品致敏原声称在各类食品中的使用情况

6ĤJQ3"5OQLF_KQEHR>IL1HKWHJJQKMQ1 JĤQJI1 SIFFQKQ1>

FLLS _KLSRE>O
预包装食品类别 样品份数 占比,7

谷物及其制品 !#( !9@%(

水产制品 9 #@9(

乳与乳制品 93 9@&8

调味品 !# !@93

饮料类 89 (@!&

巧克力和糖果制品 &! %@%%

冷冻饮品 99 9@)!

焙烤食品 3%% 8%@9#

水果制品 3 #@3)

坚果及其制品 $ #@)8

膨化食品 !!& !8@((

合计 &!! !##@##

3"讨论
3@!"食品致敏原声称自愿标识情况符合预期

调查结果表明"9!@(&7的产品使用了致敏原声
称’ 在所有食品类别中"焙烤食品致敏原声称标识
率最高’ & 类食品致敏原中"乳与乳制品致敏原声
称率最高#!)@#%7$"预防性致敏原声称使用广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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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XG;G66X等 ) !9*一项关于 9# 98! 份食品样品的致敏
原标识调查结果显示"有 !)7的产品包含建议标
签"这与我国预包装食品调查的结果相比偏低’ 本
次调查的 & $%8 份样品中"有 9!@(&7的产品包含致
敏原声称标签"其中焙烤食品和膨化食品中使用致
敏原声称频率较高#超过 $#7的产品使用致敏原声
称$"与其他国家的研究结果 ) !3*基本上是一致的"烘
焙食品和膨化食品是美国因致敏原标识问题而被
召回频率最高的食品类别’
3@9"预防性致敏原声称使用方式需要进一步探讨

被调查的食品产品中"83@937的致敏原声称是
预防性致敏原声称"8 种致敏原声称方式的使用频
率相差较大’ 美国一项关于过敏消费者选择偏好
的研究 ) !3*表明"消费者错误地认为在标签上使用的
词组反映了风险的程度’ 例如"使用/可能包含0的
食品比使用/共享设备0的食品发生食物过敏的风
险更高"不同的声称用语可能会影响过敏消费者的
选择"然而包含这种标签的食品是否能造成食物过
敏反应其实是不确定的’ 规定如何使用此类标签"
并对特定的术语进行限制"可以降低过敏消费者发
生食物过敏的风险 ) !8* ’

根据目前国际上普遍使用的食品标签法规规
定"/在同一个生产设施,设备也加工 ]]致敏原0这
种类型的预防性致敏原声称也是可以被接受的 ) !(* "
因为它为能少量摄入食物致敏原而不会发生严重
过敏反应的食物过敏消费者提供一定信息"从而增
加了过敏人群可食用食品的数量"这有助于提升他
们的生活质量’
3@3"致敏原标识的准确程度需要进一步验证

调查结果表明"大多数产品的致敏原标签声称
符合[*))!& 的规定’ 本次调查未对食品企业对食
品原料和生产过程控制情况进行深入了解"无法获
得预防性致敏原声称使用是否准确反映了实际情
况"需要今后进一步开展类似研究’ 建议我国食品
生产过程控制要求相关标准也加强对过敏原管理
的规定"指导食品企业建立符合适当的管理控制措
施对食品的过敏风险进行管理"提高致敏原声称的
准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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