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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特殊膳食用食品受到社会普遍关注!因此研究完善其标准体系和相关分类至关重要" 本文首先列举了国

际特殊膳食用食品的定义和相关分类!并系统介绍了我国目前的定义#已发布标准概况!提出未来标准工作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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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膳食用食品因其有’特殊(两个字而备受
食品生产者和消费者的青睐&许多生产者期望其产
品被归入’特殊膳食用食品(类别以显示产品特征
或者品质)以及较高的营养价值等* 依据 +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 #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及
相关法律要求&科学建立我国特殊膳食用食品标准
体系&是规范市场秩序)满足消费者需求的重要工
作之一*

$##0 版+食品安全法,正式发布和实施以来&随
着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的不断完善&在参考国际
和其他国家法规的基础上&我国特殊膳食用食品的
定义和标准体系框架逐渐清晰&特殊膳食用食品的
产品标准和配套基础标准也日趋完善* 本文在列
举国际特殊膳食用食品的定义和相关分类的基础
上&重点介绍我国目前已发布的特殊膳食用食品标
准概况&并对未来标准工作提出设想*

!"国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准概况
特殊膳食用食品是食品的一个类别&但与普通

食品不同&它是针对特定人群的特殊营养需求而加
工或配方的食品*

目前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美国)欧盟
和澳大利亚1新西兰等&都在不断修订特殊膳食用
食品的定义并完善其分类* 表 ! 列举了 =,=和部
分国家1组织关于特殊膳食用食品的定义和分类概
况* 从表 ! 可以看出&对于这类产品的类别名称&
=,=和美国使用 (@@D 5@CGLB4><AD>B?<CF:GBG&欧盟
则为 (@@DG?:55G5@CL<C?>4:A<C;:?C>?>@;<A:GBG&以显示
该类食品的营养特点&澳大利亚1新西兰的名称为
ELB4><AL:CL@GB5@@D* 虽然各国家1组织用词有所不
同&但是在各自的定义中都突出了该类食品是为了
满足特殊身体或生理状况 # L<C?>4:A<CL6FG>4<A@C
L6FG>@A@K>4<A$&或满足疾病)紊乱 #GLB4>5>4D>GB<GBG
<;D D>G@CDBCG$而专门加工或配方#GLB4><AAFLC@4BGGBD
@C5@CI:A<?BD& GLB4><A4@IL@G>?>@; @CI<;:5<4?:C>;K
LC@4BGG$的食品*

从特殊膳食用食品包含的种类来看&各国也不
完全一致&但各国均将婴儿配方食品)特殊医学用
途配方食品等涵盖在内&部分国家1组织还包括了
膳食补充剂)运动食品或其他类型的产品*

$"我国特殊膳食用食品标准体系概况
$’!"我国特殊膳食用食品的定义和主要类别

根据我国国家标准中的定义&特殊膳食用食品
是指为满足特殊的身体或生理状况和#或$满足疾
病)紊乱等状态下的特殊膳食需要&专门加工或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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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部分国家1组织特殊膳食用食品的定义和主要类别
Z<MAB!"WB5>;>?>@; <;D I<>; 4<?BK@C>BG@55@@D 5@CGLB4><AD>B?<CF:GBG>; D>55BCB;?@CK<;>[<?>@;G14@:;?C>BG

国家1组织 名称 定义 主要类别

国际食品法
典 委 员 会
#=,=$ -$./.

(@@D 5@C
GLB4><A
D>B?<CF
:GBG
特殊膳食
用食品

(@@D 5@CGLB4><AD>B?<CF:GBG<CB?6@GB5@@DGP6>46 <CB
GLB4><AAFLC@4BGGBD @C5@CI:A<?BD ?@G<?>G5FL<C?>4:A<CD>B?<CF
CB\:>CBIB;?GP6>46 BN>G?MB4<:GB@5<L<C?>4:A<CL6FG>4<A@C
L6FG>@A@K>4<A4@;D>?>@; <;D1@CGLB4>5>4D>GB<GBG<;D D>G@CDBCG
<;D P6>46 <CBLCBGB;?BD <GG:463Z6B4@IL@G>?>@; @5?6BGB
5@@DG?:55GI:G?D>55BCG>K;>5>4<;?AF5C@I ?6B4@IL@G>?>@; @5
@CD>;<CF 5@@DG @54@IL<C<MAB ;<?:CB& >5G:46 @CD>;<CF
5@@D BN>G?
特殊膳食用食品指特殊加工或配方&满足由于特定身体或
生理状态下和1或特定疾病和紊乱时的特殊膳食需求的食
品* 这类食品的成分与可类比的普通食品显著不同

Q;5<;?5@CI:A<B5@AA@P.@; 5@CI:A<B<;D 5@CI:A<B5@CGLB4><A
IBD>4<AL:CL@GBG5@C>;5<;?G
=@ILABIB;?<CF5@@DG5@C>;5<;?G<;D F@:;K46>ADCB;
W>B?B?>45@@DG>;?B;DBD 5@CGLB4><AIBD>4<AL:CL@GBG
W>B?B?>45@CI:A<B5@CGA>II>;KL:CL@GBG<;D PB>K6?CBD:4?>@;
W>B?B?>45@@DG#B3K3G:LLABIB;?<CF5@@DG5@CD>B?<CF:GB$
(@@D G:LLABIB;?G
婴儿配方食品)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特殊医学用途
婴儿配方食品
婴幼儿辅助食品
特殊医学目的用食品
瘦身和减重配方食品
营养食品#如膳食用补充食品$
食物补充剂

美国 --. (@@D 5@C
GLB4><A
D>B?<CF
:GBG
特殊膳食
用食品

ELB4><AD>B?<CF:GBG& IB<;GL<C?>4:A<C#<GD>G?>;K:>G6BD 5C@I
KB;BC<A$ :GBG@55@@D& <G5@AA@PG% #>$ UGBG5@CG:LLAF>;K
L<C?>4:A<CD>B?<CF;BBDGP6>46 BN>G?MFCB<G@; @5<L6FG>4<A&
L6FG>@A@K>4<A& L<?6@A@K>4<A@C@?6BC4@;D>?>@;& >;4A:D>;KM:?;@?
A>I>?BD ?@?6B4@;D>?>@;G@5D>GB<GBG& 4@;O<ABG4B;4B& LCBK;<;4F&
A<4?<?>@;& <AABCK>46FLBCGB;G>?>O>?F?@5@@D& :;DBCPB>K6?& <;D
@OBCPB>K6?"#>>$ UGBG5@CG:LLAF>;KL<C?>4:A<CD>B?<CF;BBDGP6>46
BN>G?MFCB<G@; @5<KB& >;4A:D>;KM:?;@?A>I>?BD ?@?6B<KBG@5
>;5<;4F<;D 46>AD6@@D"#>>>$ UGBG5@CG:LLABIB;?>;K@C5@C?>5F>;K
?6B@CD>;<CF@C:G:<AD>B?P>?6 <;FO>?<I>;& I>;BC<A& @C@?6BC
D>B?<CFLC@LBC?F3,;FG:46 L<C?>4:A<C:GB@5<5@@D >G<GLB4><A
D>B?<CF:GB&CBK<CDABGG@5P6B?6BCG:46 5@@D <AG@L:CL@C?G?@MB@C
>GCBLCBGB;?BD 5@CKB;BC<A:GB
特殊膳食用意味着食物的特定用途 #区别于一般 $ &如%
#>$满足因身体)生理)病理或其他条件下的特殊饮食需
要&包括但不限于疾病)妊娠)哺乳)食物过敏)低体重和超
重"#>>$满足特殊年龄的特殊膳食需求&包括但不限于婴
儿和儿童"#>>>$补充或强化普通膳食中的维生素)矿物质
或其他膳食属性* 任何特定用途的食品都是特殊膳食用&
不管这种食物是否可以用于一般人群

Q;5<;?5@CI:A<
V@PG@D>:I5@@D
(@@D 5@CGLB4><AIBD>4<AL:CL@GBG
T?6BCG!

婴儿配方食品
低钠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其他!

欧盟 -&. (@@DG?:55G
5@C
L<C?>4:A<C
;:?C>?>@;<A
:GBG
特殊营养
目 的 用
食品

(@@DG?:55G5@CL<C?>4:A<C;:?C>?>@;<A:GBG<CB5@@D G?:55GP6>46&
@P>;K?@?6B>CGLB4><A4@IL@G>?>@; @CI<;:5<4?:C>;KLC@4BGG&
<CB 4AB<CAF D>G?>;K:>G6<MAB 5C@I 5@@DG?:55G 5@C ;@CI<A
4@;G:IL?>@;& P6>46 <CBG:>?<MAB5@C?6B>C4A<>IBD ;:?C>?>@;<A
L:CL@GB<;D P6>46 <CBI<CHB?BD >; G:46 <P<F<G?@>;D>4<?B
G:46 G:>?<M>A>?F
特殊营养目的用食品是指由于其特殊的成分或制造工艺
而与普通消费的食品明显不同&这类产品应符合其声称的
营养目的且在销售时标明其适用性

Q;5<;?5@CI:A<B<;D 5@AA@P.@; 5@CI:A<B
]C@4BGGBD 4BCB<A.M<GBD 5@@DG<;D M<MF5@@DG5@C>;5<;?G<;D
F@:;K46>ADCB;
(@@D >;?B;DBD 5@C :GB >; B;BCKF.CBG?C>4?BD D>B?G 5@C
PB>K6?CBD:4?>@;
W>B?<CF5@@DG5@CGLB4><AIBD>4<AL:CL@GBG
(@@DG>;?B;DBD ?@IBB??6BBNLB;D>?:CB@5>;?B;GBI:G4:A<C
B55@C?& BGLB4><AAF5@CGL@C?GIB;
(@@DG5@CLBCG@;GG:55BC>;K5C@I 4<CM@6FDC<?BIB?<M@A>GI
D>G@CDBCG# D><MB?BG$
婴儿配方食品)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
婴幼儿加工谷类食品和专用食品
减重膳食中能量限制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满足肌肉高强度运动人群尤其是运动员的食品
碳水化合物代谢紊乱#糖尿病$人群用食品

澳大利亚1
新西兰 -*.

ELB4><A
L:CL@GB
5@@DG
特殊目的
食品

,5@@D GLB4><AAFLC@4BGGBD @C5@CI:A<?BD ?@G<?>G5FL<C?>4:A<C
D>B?<CFCB\:>CBIB;?G?6<?BN>G?MB4<:GB@5#<$ <L<C?>4:A<C
L6FG>4<A@CL6FG>@A@K>4<A4@;D>?>@;" @C#$$ ,GLB4><AD>GB<GB
@CD>G@CDBC" @C# / $ M@?6 G:46 <4@;D>?>@; <;D <D>GB<GB@C
D>G@CDBC" <;D <CBLCBGB;?BD <GG:46
特殊加工或配方的食品以满足下列情况下的特殊膳食需
求%#!$特定身体或生理状态"#$$特定疾病或紊乱"#/ $
上述二者同时存在

Q;5<;?5@CI:A<BLC@D:4?G
(@@DG5@C>;5<;?G
(@CI:A<?BD IB<A CBLA<4BIB;?G <;D 5@CI:A<?BD
G:LLABIB;?<CF5@@DG
(@CI:A<?BD G:LLABIB;?<CFGL@C?G5@@DG
(@@D 5@CGLB4><AIBD>4<AL:CL@GBG
(@@D 5@CI:A<?BD 5@CGLB4><AD>B?G
<̂4C@;:?C>B;?I@D>5>BD 5@@DG
婴儿配方食品
婴儿用食品
代餐或补充食品
运动补充食品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特殊饮食用食品
宏量营养素改良食品

注%!因美国法规中特殊膳食用食品类别不明确&此处仅列出部分类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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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食品 -). * 该定义参考国际法典委员会#=,=$)

美国)欧盟等国家1组织的定义修改确定* 与其他
普通食品相比&这类食品的适宜人群)营养素和
#或$其他营养成分的含量要求等有一定特殊性&对
其标签内容也有特殊要求*

目前我国特殊膳食用食品标准主要涵盖了 - 大
类&分别是婴幼儿配方食品)婴幼儿辅助食品)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和其他特殊膳食用食品*
$’$"制定完善我国特殊膳食用食品标准的意义

特殊膳食用食品由于其适用人群的特殊性&因
此对其定义)涵盖范围)营养素含量)部分有害物质
限量等要求与其他食品有明显不同* 既往由于特
殊膳食用食品标准体系的不完善)部分产品标准范
围的不明确&导致市场或消费者选择困难或认识不
清&并容易引起监管部门与生产企业意见不一致等
情况发生&同时也影响许多产品的进口与出口 #如
某些在国外作为特殊膳食用食品的产品由于国内
没有相应标准而无法进口和服务于中国消费者 -+. &

而出现迫使消费者赴海外购买等现象$*

因此&随着消费者需求的不断提升和国际贸易
的不断发展&建立与国际匹配的特殊膳食用食品标
准体系和内容&是保证特殊人群的食用安全)保障
国际贸易公平的重要工具之一*
$’/"特殊膳食用食品标准的制定历程

我国的特殊膳食用食品标准起步较早&如最早
的一版 YJ!#)*&!!0+0+婴儿配方乳粉,发布于上
世纪 +# 年代末&为规范市场秩序)保障婴儿乳粉的
营养充足和食用安全起到重要推动作用* 随后的
!00) 版和 $#!# 版都是在大量国内外研究的基础
上&对标准内容的进一步细化和完善* 以现行的 YJ
!#)*&!$#!#+婴儿配方食品, -0.为例&标准涵盖的
产品范围从单纯包括’乳粉(变成了包含’乳基(和
’豆基(两大类&产品性状从单纯的 ’粉状(变成了
’粉状(或’液态(两大类&这些变化都是考虑市场和
消费者需求&并从与国际标准接轨的角度综合确
定的*

同样&经过近十年的努力&将特殊医学用途配
方食品纳入到特殊膳食用食品类别也是标准体系
完善的一个重要方面* 以往我国的特殊医学用途
配方食品#临床上一般称为’病人用食品()’肠内营
养制剂($等&都是作为’药品(来管理&其定位和本
身特征的不一致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这类产品生
产和进口受限* 而国外大多将其作为特殊膳食用
食品的一个类别来管理&因此&在大量工作基础上
我国发布的 YJ$&&0*!$#!#+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
方食品通则,和 YJ$00$$!$#!/ +特殊医学用途配

方食品通则,&无论是从标准体系的完善方面&还是
从其法律地位的明确方面#$#!& 年 - 月+食品安全
法, -!#.第四章第四节中&将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纳入’特殊食品(范畴$都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我国现有特殊膳食用食品标准及主要内容

截止目前&我国已陆续发布了 0 项特殊膳食用
食品的产品标准&在完善标准体系的同时也不断丰
富了市场产品种类和满足了不同的消费需求* 表 $

总结了我国目前已经发布的特殊膳食用食品标准
和主要涵盖范围*

/"未来工作方向
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相比&目前我国特殊膳

食用食品标准框架体系已经基本完成&各类产品标
准也逐步发布和实施&同时与特殊膳食用食品标准
配套的基础标准也在逐步完善过程中&如 YJ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YJ!-++#!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等* 上述工作对
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求)保障产品的安全性和营养
性都起到了积极作用*

不容否认的是&虽然在标准体系建设方面我国
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目前标准工作还存在一些问
题或者有需要进一步改善的地方* 如何结合现有
标准状况&有针对性地提高标准质量或可执行性&

是未来工作的方向或重点内容*
关于特殊膳食用食品标准工作&建议今后的工

作重点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进一步提高标准质量* 如 +婴儿配方食品,

等标准中许多营养素限量基本上是参考国际法
典 -!0.的要求而确定的&而近年来我国大量研究结果
发布)+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也修
订完成&如何更好地利用我国的研究数据和结果修
订本国标准将是下一次标准修订的重点内容*

"根据实践检验部分新标准的实用性和有效
性* 如+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等标准发布
实施后社会关注度很高&但是其对使用者实际的营
养支持作用如何&需要参考国外实施经验 -$!. )结合
临床上大量的研究数据进一步收集整理和证明*

#加强各方对标准的理解能力* 由于特殊膳
食用食品标准中涉及营养指标多)内容复杂&尤其
是监管人员缺乏对这类产品的监管经验&容易造成
各方对标准理解不一致的现象&因此加强标准的宣
贯和解读 -$$. &增强其可执行性是标准工作者今后应
该重视的工作之一*

$细化特殊膳食用食品的类别* 我国已逐步
进入老龄化社会&制定针对老年人的特殊膳食用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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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我国现有特殊膳食用食品标准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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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别 标准名称 标准主要涵盖范围

婴幼儿配
方食品

婴幼儿辅
助食品

特殊医学
用途配方
食品

其他特殊
膳 食 用
食品

YJ!#)*&!$#!# 婴
儿配方食品 -!#.

YJ!#)*)!$#!# 较
大婴儿和幼儿配方
食品 -!!.

YJ$&&0*!$#!# 特
殊医学用途婴儿配
方食品通则 -!$.

YJ!#)*0!$#!# 婴
幼 儿 谷 类 辅 助
食品 -!/.

YJ!#))#!$#!# 婴
幼 儿 灌 装 辅 助
食品 -!-.

YJ$00$$!$#!/ 特
殊医学用途配方食
品通则 -!&.

YJ$&&)#!$#!- 辅
食营养补充品 -!*.

YJ$-!&-!$#!& 运
动营养食品通则 -!).

YJ/!*#!!$#!& 孕
妇及乳母用营养补
充食品 -!+.

包含了乳基#以乳类及乳蛋白制品为主要原料$和豆基#以大豆及大豆蛋白制品为主要原料$两类&同
时加入适量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或$其他成分&仅以物理方法生产加工制作成的液态或粉状产品* 适
于正常婴儿食用&其能量和营养成分能够满足 # _* 月龄婴儿的正常营养需要

以乳类及乳蛋白制品和#或$大豆及大豆蛋白制品为主要原料&加入适量的维生素)矿物质和#或$其他
辅料&仅用物理方法生产加工制成的液态或粉状产品&适用于 * _/* 月龄较大婴儿和幼儿食用&其营养
成分能满足正常较大婴儿和幼儿的部分营养需要

针对患有特殊紊乱)疾病或医疗状况等特殊医学状况婴儿的营养需求而设计制成的粉状或液态配方食
品* 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的指导下&单独食用或与其他食物配合食用时&其能量和营养成分能够满足
# _* 月龄特殊医学状况婴儿的生长发育需求* 标准涵盖了 * 类我国目前临床较常见的产品类别&即
无乳糖或低乳糖配方)乳蛋白部分水解配方)乳蛋白深度水解配方或氨基酸配方)早产1低出生体重婴
儿配方)母乳营养补充剂)氨基酸代谢障碍配方等

以一种或多种谷物 #如%小麦)大米)大麦)燕麦)黑麦)玉米等$为主要原料&且谷物占干物质组成的
$&‘以上&添加适量的营养强化剂及其他辅料&经加工制成的适于 * 月龄以上婴儿和幼儿食用的辅助
食品* 涵盖了即婴幼儿谷物辅助食品)婴幼儿高蛋白谷物辅助食品)婴幼儿生制类谷物辅助食品)婴幼
儿饼干或其他婴幼儿谷物辅助食品四个类别

食品原料经处理)灌装)密封)杀菌或无菌灌装后达到商业无菌&可在常温下保存的适于 * 月龄以上婴
幼儿食用的食品* 根据产品形状#性状$ &将该类产品分为 / 类&即泥#糊$状灌装食品)颗粒状灌装食
品)汁类灌装食品

是为了满足进食受限)消化吸收障碍)代谢紊乱或特定疾病状态人群对营养素或膳食的特殊需要&专门
加工配制而成的配方食品&适用于 ! 岁以上人群使用* 该类产品必须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指导下&单
独食用或与其他食品配合使用* 标准中包含了 / 类产品&即全营养配方食品#可作为单一营养来源满
足目标人群的营养需求$ )特定全营养配方食品#可作为单一营养来源满足目标人群在特定疾病或医
学状况下的营养需求$和非全营养配方食品#可满足目标人群的部分营养需求$

是一种含多种微量营养素#维生素和矿物质等$的补充品&其中含或不含食物基质和其他辅料&添加在
* _/* 月龄婴幼儿即食辅食中食用&也可用于 /) _*# 月龄儿童的食品* 包含了辅食营养素补充食品)
辅食营养素补充片)辅食营养素撒剂 / 种形式

为满足运动人群#指每周参加体育锻炼 / 次及以上)每次持续时间 /# 分钟及以上)每次运动强度达到
中等及以上的人群$的生理代谢状态)运动能力及对某些营养成分的特殊需求而专门加工的食品* 按
特征营养素分类包括了补充能量类)控制能量类和补充蛋白质类&按运动项目分类包括了速度力量类)
耐力类和运动后恢复类

添加优质蛋白质和多种微量营养素#维生素和矿物质等$制成的适宜孕妇及乳母补充营养素的特殊膳
食用食品&适用于孕期妇女和哺乳期妇女的营养补品

品标准的呼声越来越多&而特殊职业人群 #如高温
作业人员$营养素的需要量与普通人群相比有很大
差别&满足这类人群的营养需要是仅通过膳食指导
还是需要制定标准&或者两者兼而有之&有待于与
各方专家进一步沟通研讨"

%提高参与国际标准的深度和广度* 目前多
项特殊膳食用食品的国际标准如 =@DBNE?<; !&*
’5@AA@P:L 5@CI:A<(等 -$/.正在修订&我国已经从以往
的’跟随(国际标准逐步过渡到’参与(或者’深入参
与(&下一步工作重点是汇聚更多力量’牵头(国际
标准的制定或修订&并引领国际标准的修订方向&
提高我国在国际标准工作中的话语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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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推荐性卫生行业标准+营养名词术语,的通告
国卫通$$#!&%$/ 号

""现发布推荐性卫生行业标准&营养名词术语’!其编号和名称如下%
bE1Z-)*($#!& 营养名词术语
该标准自 $#!* 年 ) 月 ! 日起施行"

特此通告"

附件%bE1Z-)*($#!& 营养名词术语3LD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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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计生委

二〇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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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批准菊苣菊粉有助维持正常肠道功能的健康声称
据欧盟网站消息!!$ 月 !$ 日欧盟发布法规)RU*$#!&1$/!-!批准菊苣菊粉)!"#$%&’#()*#(*有助维持正

常肠道功能的健康声称"

根据最新条例!菊苣菊粉的使用条件为%消费者每日摄入 !$ K才能获得有效功能" 该声明仅用于可以
提供每日摄入 !$ K菊苣菊粉#单糖) c!#‘*#双糖#菊粉型果聚糖#聚合度均值"0"

最新条例自发布后第 $# 天起生效" )来源%食品伙伴网*
)相关链接%6??L%11;BPG35@@DI<?B3;B?1$#!&1!$1/-&*/-36?IA*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