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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聚焦$国际标准动态

第"Y届营养与特殊膳食食品法典委员会重点议题介绍及对我国标准的思考

&邓陶陶"梁栋"韩军花$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第 "Y 届营养与特殊膳食食品法典委员会&>>?EG]7’于 &%!( 年 !! 月 &" f&Y 日在德国 L:F GAFC; :K
R:=;=I召开! 本次会议由德国联邦食品和农业部的 a9:?AMBC博士主持"来自 -" 个成员国%一个成员组织
&欧盟’以及 "" 个国际组织和非政府组织的 "%% 多名代表参加了本次会议! 我国国家卫生计生委%出入境
管理局%香港食物环境署以及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等部门组成的代表团共 !( 人参加了会议! 我国代
表团主动参与电子工作组的工作"查阅相关数据资料%开展研究并咨询专家意见"在会前进行了充分准备#
大会过程中积极参与讨论"多次发言"充分发挥我国在国际食品标准制定过程中的作用!

一%会议概况
本次会议涉及的议题主要包括婴儿配方食品中铅限量值%增加或修订营养标签上营养素参考值&?’k’

的建议%较大婴儿配方食品标准的修订&>X]UeGR)?!(- j!#,Y’%生物强化的定义%长链多不饱和脂肪酸
]6)/Ua)的 ?’k+?>]值%制定针对重度营养不良的即食食品标准%修订婴儿配方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婴
儿配方食品中添加剂的名单等多项内容!

二%我国重点关注议题
&一’营养标签指南中营养素参考值&?’k’的修订草案&维生素 )%]%U%镁%磷%铬%铜%氯和铁’ &议题

*’
应E)X/‘6X要求"委员会成立以澳大利亚为主持国的电子工作组"对现有 ?’k重新进行审核"该项工

作已经开展多年"陆续审议通过了部分营养素的 ?’k值! 本届大会主要审议维生素 )%]%U以及矿物质镁%

磷%铬%铜%氯和铁等营养素的 ?’k"具体情况见表 !!

表 !$营养标签指南中 ?’k的修订结果
营养素 修订后 ?’k值 具体修订情况
维生素 )

维生素 ]

维生素 U

铁

镁

磷

铜

铬

氯

,%% !< 基于 [XT数据"维持现行 ?’k值"与我国 ?’k一致

( !<
电子工作组提议提高至 !% 或 !( !<"但未达成一致"下届会议将继续讨论"暂定保留原 ?’k* 我
国现行 ?’k值为 ( !<"但基于我国最新发布的 ]’[I"建议将其提高至 !% !<"与维生素 ]的 ’?[
一致

# K<
此为新制定的 ?’k* 根据北欧’‘6X/E)X数据以及欧盟’日本’澳新等建议值的平均值"定为
# K<

!* K<#!(b膳食吸收率$
&& K<#!%b膳食吸收率$

根据 E)X/‘6X报告"针对不同膳食模式中铁的吸收率"制定两个 ?’k* 我国按照我国的膳食模
式"建议可采用 !* K<

"!% K<
大会认为 !#,, 年制定镁的 ?’k+’值时的推导不明确"建议基于相关研究的平均值制定新的
?’k+’"为 "!% K<

Y%% K< 此为新制定的 ?’k"基于 [XT数据"定为 Y%% K<"与我国现行 ?’k一致

#%% !<
基于 [XT数据定为 #%% !<"而 UEG)意见为 !.( K<"大会认为此指南非强制性"各国可根据各自
情况制定较高的推荐值* 而我国铜的 ’?[为 ,%% !<"因此同意大会意见

!
电子工作组提议定为 "% !<"但经过大会讨论"认为目前证据有限"不足以制定其 ?’k值"待有数
据更新时重新考虑

! 大会讨论认为目前暂无必要制定氯的 ?’k值

$$此外"本次大会讨论了针对较大婴儿和幼儿的 ?’kI+’"认为该项工作对于对此有立法的国家是有利
的! 大会决定成立电子工作组"评估在法典文本中制定较大婴儿和幼儿 ?’k+’的必要性和意义#如果确有
必要制定较大婴儿和幼儿 ?’k+’"在制定时应包括必需营养素%适用人群的划分%?’k+’的使用范围等! 本
届大会上没有代表团自愿牵头电子工作组"因此会在下届会议上继续讨论该问题!

&二’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标准 EABBAN+7O EADK=B:&>AFCcG@:; !(-+!#,Y’修订&议题 (’

第 "* 届 >>?EG]大会决定启动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标准的修订"由新西兰代表团作为主持国开展
电子工作组和实体工作组的工作! ‘6X代表建议在本次修订中删去 !& f"- 月龄的产品"仅保留 - f!&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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龄部分! 经过一年的工作"在 "( 届大会上讨论决定保留 !& f"- 月龄产品"并以 !& 月龄为界限将产品划分
为两个年龄段"分别确定其营养需求! 目前"该项工作已经基本完成了对标准第二部分定义和第三部分 - f
!& 月龄较大婴儿配方食品营养成分的修订工作!

关于该标准"其营养素含量范围是关注的重点"本次大会上主要对于较大婴儿配方食品的营养成分进
行讨论! 对于必需成分"大会通过了能量%碳水化合物%总脂肪%亚油酸%!+亚麻酸"k)%k]%kU%kL!%kL&%烟
酸%kL-%kL!&%泛酸%叶酸%生物素%铁%钙%磷%镁%钠%氯%钾%锰%碘%硒和铜的含量限值"具体情况请见表 &#而
关于蛋白质%k>%kZ%锌以及蛋白质脚注"大会没有达成一致意见"将会继续进行讨论! 对于可选择性成分"
大会同意保留牛磺酸%总核苷酸%二十二碳六稀酸&]6)’%胆碱%肌醇和左旋肉碱作为可选择成分"同时同意
将 ]6)作为可选择成分"并且在今后讨论设立其最小值!

表 &$较大婴儿配方食品中已确定的必需成分含量值

营养素
每 !%% J2:B 每 !%% J8

最小值 最大值 _7\ 最小值 最大值 _7\

总脂肪/< *.* -.% , !.! !.* ,

亚油酸/K< "%% , ! *%% Y& , ""(

,+亚麻酸/K< (% ?.G. , !& ?.G. ,

可利用碳水化合物/< #.% !*.% , &.& "." ,

维生素 )/!<’U Y( !,% , !, *" ,

维生素 ]/!< !.% ".% , %.&* %.Y& ,

维生素 U/K<!+RU %.( ( , %.!& !.& ,
维生素 L! /!< -% , "%% !* , Y&
维生素 L& /!< ,% , (%% !# , !!#

烟酸/!< "%% , ! (%% Y& , "-%
维生素 L- /!< "( , !Y( ,.* , *!.,
维生素 L!& /!< %.! , !.( %.%&* , %."-

泛酸/!< *%% , & %%% #- , *Y,

叶酸/!< !% , (% &.* , !&

生物素/!< !.( , !% %.* , &.*

铁/K< !.% &.% , %.&* %.*, ,

钙/K< (% , !,% !& , *"

磷/K< &( , !%% - , &*

镁/K< ( , !( !.& , ".-

钠/K< &% -% , ( !* ,

氯/K< (% !-% , !& ", ,

钾/K< -% !,% , !* *" ,

锰/!< ! , !%% %.&* , &*

碘/!< !% , -% &.* , !*."

硒/!< & , # %.*, , &.&

铜/!< "( , !&% ,.* , &#

$$对于 !& f"- 月龄幼儿配方食品"大会同意电子工作组提出的以灵活性%自由性%一致性%着重性和完整
性作为其修订原则"并决定以新西兰为主持国"法国和印度尼西亚为副主持国"继续开展该标准的修订工作!

&三’为二十碳五烯酸&Ua)’和二十二碳六烯酸&]6)’长链 -+" 脂肪酸制定以降低非传染性疾病风险
的营养素参考值&?’k+?>]’的建议&议题 Y’

该项工作作为实现 ‘6X膳食%体育活动和健康全球战略计划的一项重要内容"在第 ", 届 >)>大会上
启动"并于去年 "- 届 >>?EG]7大会上成立电子工作组开始开展相关工作! 本次大会上共同主持国俄罗斯
代表团介绍了工作进展以及所收集的信息和数据"并提出 &(% K</F 的建议值! 讨论中部分国家支持 &(%
K</F 的建议"认为已有足够的证据支持 ]6)/Ua)与降低冠状动脉心脏病死亡风险之间的联系#另有部分
国家认为目前制定 ?’k+?>]的时机尚不成熟"因为关于 ]6)与 Ua)与冠状动脉心脏病死亡率之间的相关
性尚不足够支持制定 ?’k+?>]"相关的证据主要基于饮食摄入鱼类"并不确定是否能外推至人"且不完全符
合(针对普通人群设置营养素参考值的一般原则)&_a".&.&.!’中的所有标准"特别是 _’)]U分类"此外并
非所有的 ’)GLI意见都被考虑!

大会决定重新设立电子工作组"由俄罗斯和智利主持"继续根据 _a".&.&.! 研究制定 Ua)和 ]6)长链
-+" 脂肪酸的 ?’k+?>]"将草案退回至第 &/" 步骤并在下次会议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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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体会和思考
营养与特殊膳食用食品法典委员会负责的主要有婴儿配方食品标准"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标准和

营养标准指南等! 这些标准和指南技术性强"内容较为复杂"且部分标准针对的人群比较特殊"因此受到各
国和世界组织的广泛关注! 目前该法典委员会发布的标准已逐渐被世界各国采用"并指导着全球产品的生
产"其重要性与日俱增! 今后我国应一如既往的深入参与到该委员会工作中"继续发挥我国在国际食品标
准制定过程中的作用!

同时目前国际法典标准的修订也会对我国相关标准和产品产生巨大影响!
&一’营养标签指南&>)>/_\&+!#,(’中的营养素参考值&?’k’是专用于食品标签"用于比较食品营养

成分含量的参考值! 在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_L&,%(% j&%!!’中同样规定
了适用于我国标签的 ?’k"它的制定是在综合考虑(中国居民参考营养素摄入量 ]’[I)" &%%& 年中国居民
营养与健康状况的调查结果和>)>推荐的 ?’k值的基础上进行的! 此次>)>对于 _\& 中的 ?’k值进行
了重新审核"根据最新研究数据对其进行了修订"而我国也在 &%!" 年发布了最新的(中国居民参考营养素
摄入量 ]’[I)"因此应适时启动我国标准修订"根据相应的数据更新 ?’k值!

&二’目前正在修订的 >X]UeG@:;F:DF EADEABBAN+7O EADK=B:&>AFCcG@:; !(-+!#,Y’"我国有与其相对
应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_L!%Y-Y j&%!%’">AFCcG@:; !(- 在修订后"部分营养
素限量值将与我国 _L!%Y-Y 有较大差别! 如蛋白质的含量值"目前我国标准中为 &.# </!%% J2:Bf(.% </
!%% J2:B&即 %.Y </!%% J f!.& </!%% J8’"是在参考原法典标准的基础上制定的"与其基本一致! 但本次修
订中"法典标准的蛋白质含量范围下调幅度较大"目前建议将其最小值定为 !.-( </!%% J2:B或 !., </!%%
J2:B"将其最大值定为 ".( </!%%J2:B%".% </!%% J2:B或 &.( </!%% J2:B"其上限值基本接近于我国标准的下限
值甚至会低于我国的下限值! 这其中的差别将对我国进出口贸易产生深远影响"因此国际法典标准修订
后"应根据我国居民自身的营养素需要量数据"结合行业实际"同时参考国际法典标准对标准及时进行修订!

&三’营养素参考值&?’k’这一概念是 >)>最早提出的"经过多年发展"目前 >)>/_\& 中 ?’k包含两
种形式"?=@D9C;@’C3CDC;2Ck:B=CI+’CS=9DCKC;@I&?’kI+’’ 和 ?=@D9C;@’C3CDC;2Ck:B=CI+?A;2AKK=;92:MBC
]9IC:IC&?’kI+?>]’"前者是为满足人体营养素的基本生理需要而制定"后者则是以预防非传染性疾病为
目的而制定的! 目前 >)>/_\& 中共规定了饱和脂肪酸%钠和钾三种物质的 ?’k+?>]值" ]6)/Ua)的
?’k+?>]值正在制定过程中! 而我国标准中尚未对 ?’k进行区分"目前没有 ?’k+?>]值! 随着我国社
会和经济的发展"居民的饮食习惯和生活方式发生了改变"从而导致我国居民疾病谱也发生了相应变化" 以
高血压%冠心病%糖尿病%脑血管病等为代表的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增高! 因此"在未来的标准修订中"
是否参照 >)>标准将 ?’k进行区分"针对部分营养素制定 ?’k+?>]值是值得我们思考的一个方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