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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我国较大婴儿配方食品必需营养素含量分布状况调查

牛犁天$!&!梁栋$!李湖中$!王素芳&!韩军花$

!$2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北京#$%%%&&$ &2安徽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安徽 合肥#&.%,%$#

摘#要!目的#为了解我国 , i$& 月龄较大婴儿配方食品中必需营养素含量范围的分布情况!探讨国际食品法典

委员会最新提出的 , i$& 月龄较大婴儿配方产品必需营养素限量值对我国现有产品的影响!并对我国未来标准修

订提供思路" 方法#收集我国市售较大婴儿配方奶粉共 $ )", 份!针对 8K$%","(&%$% 中规定的必需营养素检测

其含量数值!分析其实际含量范围分布情况!并与国标限量值和国际法典最新限量值进行比对" 结果#针对 8K

$%","(&%$% 中未设定上限值的必需营养素!我国市售产品其含量范围的最大值是国标下限值的 .-&. i$ !&!-/)

倍!含量范围的 /! 百分位数是国标下限值的 &-&" i/-)& 倍#法典新限量值对我国现有产品影响比较大的营养素主

要有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K, ’生物素’钠’钾’镁’锌’磷等" 结论#对于 8K$%","(&%$% 中仅设定下限值的必需营

养素!我国大部分产品其含量范围均已控制在标准下限值的 ! 倍范围以内%左右&!但个别产品部分营养素含量极

高" 建议我国考虑市场实际情况!并结合国际法典修订进展进一步修订相关标准营养素限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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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是婴儿最好的食物. 6UW建议纯母乳喂
养应该持续到 , 个月%母乳喂养时间可以持续到
& 岁. 但是在实际生活中%由于各种原因%部分婴儿

母乳喂养无法满足其营养需要%只能选择部分依靠
或全部依靠婴幼儿配方食品来代替哺乳. 这些婴
儿的喂养和生长发育的保障无疑需要依靠婴幼儿
配方食品来实现%因此%配方食品的营养充足性和
质量安全性备受社会关注 ,$*&- . 我国于 &%$% 年颁布
了一系列婴幼儿食品国家标准%以规范婴幼儿食品
的生产%其中 8K$%","!&%$% ’较大婴儿和幼儿配
方食品( ,.-规定了 , i., 月龄婴幼儿配方食品中各
项营养素的含量要求. 各营养素含量要求是参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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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食品法典标准并结合我国以往标准实际情况
而确定的. 部分营养素严格限定了其含量值范围%
如蛋白质+维生素 (等%部分营养素则未设立上限
值%如维生素S+维生素k$+维生素K$+维生素K&+维
生素 K,+维生素 K$&+维生素 <+生物素+镁和钙等.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发布的 <@EB\F?>;
$!,!$/+"’较大婴儿及幼儿配方食品法典标准( ,)-

是制定我国标准的重要依据之一. 近年来 <(<下
设的营养和特殊膳食食品法典委员会"<<7DFZX#
对 <@EB\F?>; $!,!$/+" 存在的必要性+标准设置
中的年龄段划分以及营养素限量设置等方面进行
了多轮讨论%并于 &%$! 年的第 ." 次 <<7DFZX上%
重点确定了法典标准中 , i$& 月龄分段的营养素的
最新限量值 ,!- .

本文以我国市场上较大婴儿和幼儿配方食品
中的较大婴儿配方奶粉 "4@AA@Q*:N 4@CJ:A>4@C@AEBC
=;4>;?H%DXD*WV# ", i$& 月龄#为研究对象%收集现
有产品及其各项营养素含量实测值%分析各营养素
含量值的分布范围%并与国标限量值和法典新限量
值进行分析比对%探讨法典新限量值对我国市场现
有产品的影响%以便引导企业研发方向%并为我国
标准的修订做准备.

$#材料与方法
$-$#数据来源

本文针对我国市场上流通的 DXD*WV%数据的收
集主要来自各乳品企业的产品出厂检测数据+科研
机构或检验机构进行样品检验所得数据以及我国
抽检监测数据库中数据等. 产品分布涉及国内生
产企业 $%& 家%涉及地区涵盖我国广东+河北+黑龙
江+内蒙古等 &, 个省级行政区域 ,,- &进口产品则包
含了境外进口企业 $$) 家 ,"- . 上述样品基本覆盖了
我国目前市场流通的主要产品. 根据中国产业信
息网’&%$! 年中国奶粉行业市场发展现状及发展趋
势预测( ,+-的内容%本研究所包括企业的总市场占
有率 m+%^.

本研究收集到的 DXD共 . &"& 份%其中符合 8K
$%","!&%$% 营养素限量标准的共 . $$/ 份%产品分
段为 , i$& 月龄 "& 段#的共 $ )", 份. 对于符合
8K$%","!&%$% 营养素限量标准且产品分段为 , i
$& 月龄"& 段#的 DXD*WV"$ )", 份#%分析其必需营
养素含量范围分布.
$-&#方法
$-&-$#检测方法

样品 中 各 项 指 标 的 检 测 方 法 是 参 照 8K
!%%/-!!&%$% ’ 食 品 中 蛋 白 质 的 测 定 ( ,/- + 8K

!)$.-.!&%$% ’婴幼儿食品和乳品中脂肪的测
定( ,$%- +8K!)$.-&"!&%$%’婴幼儿食品和乳品中脂
肪酸的测定( ,$$- +8K!)$.-!!&%$%’婴幼儿食品和
乳品中乳糖+蔗糖的测定( ,$&- +8K!)$.-/!&%$%’婴
幼儿食品和乳品中维生素 (+Z+S的测定( ,$.- +8K
!)$.-$%!&%$%’婴幼儿食品和乳品中维生素 k$ 的

测定( ,$)- +8K!)$.-$$!&%$%’婴幼儿食品和乳品中
维生素 K$ 的测定( ,$!- +8K!)$.-$&!&%$% ’婴幼儿

食品和乳品中维生素 K& 的测定( ,$,- +8K!)$.-$.!

&%$%’婴幼儿食品和乳品中维生素 K, 的测定( ,$"- +
8K!)$.-$)!&%$% ’婴幼儿食品和乳品中维生素
K$&的测定( ,$+- +8K!)$.-$!!&%$% ’婴幼儿食品和

乳品中烟酸和烟酰胺的测定 ( ,$/- +8K!)$.-$,!
&%$%’婴幼儿食品和乳品中叶酸"叶酸盐活性#的测
定( ,&%- +8K!)$.-$"!&%$%’婴幼儿食品和乳品中泛
酸的测定( ,&$- +8K!)$.-$+!&%$%’婴幼儿食品和乳
品中维生素 <的测定( ,&&- +8K!)$.-$/!&%$%’婴幼
儿食 品 和 乳 品 中 游 离 生 物 素 的 测 定 ( ,&.- +8K
!)$.-&%!&%$.’婴幼儿食品和乳品中胆碱的测
定( ,&)- +8K!)$.-&$!&%$%’婴幼儿食品和乳品中钙+
铁+锌+钠+钾+镁+铜和锰的测定( ,&!- +8K!)$.-&&!
&%$%’婴幼 儿 食品 和 乳 品 中 磷 的 测 定 ( ,&,- +8K
!)$.-&.!&%$%’婴幼儿食品和乳品中碘的测定( ,&"- +
8K!)$.-&)!&%$% ’婴幼儿食品和乳品中氯的测
定( ,&+- +8K!%%/-/.!&%$%’食品中硒的测定( ,&/-等
国家标准的规定%委托有资质的实验室%测定 8K
$%","!&%$% 中规定的必需营养成分"包括$蛋白质+
脂肪+亚油酸+维生素 (+维生素 Z+维生素 S+维生素
k$+维生素 K$+维生素 K&+维生素 K,+维生素 K$&+烟
酸+叶酸+泛酸+维生素 <+生物素+钠+钾+铜+镁+铁+
锌+钙+磷+钙磷比值+碘+氯等 &" 种#的含量%含量结
果均转换为以每 $%% I3>A产品计.
$-&-&#数据比对方法

将 DXD*WV营养素含量范围与 8K$%","!&%$%
限量值进行比对%计算其含量范围与国标下限值的
倍数关系&对 8K$%","!&%$% 中未规定上限值的营
养素%按下限值 ! 倍的量计%计算其与产品范围的关
系. 将 DXD*WV营养素含量范围与法典最新限量值
进行比对%计算其含量范围与法典最新限量值的相
符情况.

&#结果
&-$#DXD*WV必需营养素范围分布

由于不同企业间产品配方相互独立%其各项
必需营养素含量范围分布为非正态分布%因此其
范围分布用百分位数表示%见表 $. 从表中可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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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8K$%","!&%$% 中未设定上限值的部分营养
素%DXD*WV含量范围的极大值与 N/! 数值差异极
大. 如维生素 K$ %其极大值达到 & !/+-&, %L0$%%
I3>A%而其 N/! 数值仅为 &!&-&& %L0$%% I3>A. 说

明对于 8K$%","!&%$% 中未设定上限值的部分
营养素%市场上大部分 DXD*WV其营养素含量在一
定范围内波动%但有少数产品的部分营养素有含
量极高的情况.

表 $#我国 DXD*WV必需营养素含量范围分布
P>RAB$#Z=H?C=R:?=@; C>;LB@4?5BBHHB;?=>A;:?C=B;?H3@;?B;?H=; DXD*WV=; <5=;>

营养素
单位

"每 $%% I3>A#
国标 百分位数

上限 下限 bV7 N&! N!% N"! N/! b(c

蛋白质 L !-% &-/ &-/. .-.! .-)$ .-,) .-+! )-,)

脂肪 L !-/ &-/ .-.$ )-&. )-!& )-,% !-%& !-,/

亚油酸 L 72F2 %-&/ %-&/ %-,. %-"! %-+, $-%. )-$+

维生素 ( %L’S &&! "! "!-.$ $%+-." $&!-!& $))-"" $"!-". &&!-/)

维生素 Z> %L .-$) $-%! $-%/ $-,& $-+. &-%/ &-)" .-%,

维生素 S JL#*PS 72F2 %-,. %-,. $-)% $-+) &-.) .-!, !)-./
维生素 k$ %L 72F2 ) )-$+ "-/! /-,& $&-.) $,-") &%,-,/
维生素 K$ %L 72F2 ), !+-!+ $&$-.) $!$-++ $++-&+ &!&-&& & !/+-&,
维生素 K& %L 72F2 ), "/-!% &$%-%) &,$-%+ .%/-,& .+$-!% /%"-/.
维生素 K, %L 72F2 ), )+-$& /,-&. $$/-,, $),-)) &%$-"! !!)"-/+
维生素 K$& %L 72F2 %-$" %-$+ %-!" %-"$ %-/& $-.$ &!/-)$

烟酸 R %L 72F2 ),% !%,-&, +.&-,& /!.-/! $ %+"-+) $ .,,-). ) $+)-%%

叶酸 %L 72F2 ) )-$+ $,-") &%-/& &,-)) ."-,, ,&-",

泛酸 %L 72F2 &/. ..)-"& ",!-," +/$-$/ $ %."-,. $ &/!-+" & )/.-,,

维生素 < JL 72F2 "-! "-!. $!-)+ $+-!+ &&-!/ &/-&, $"$-!)

生物素 %L 72F2 $-" $-," !-%& !-+, "-)$ $%-%) +"-+,

钠 JL +) 72F2 +-." ./-/" ),-%& !!-&. ,/-)! +.-,+

钾 JL &+/ "! "+-&) $."-,! $!)-+$ $")-." &%+-., &+&-+)

铜 %L $), &/ ..-)" ,,-$$ "!-.$ +"-)! $%,-&" $).-!$

镁 JL 72F2 !-/ !-+, $%-++ $&-.+ $.-+$ $,-,$ $)$-+)

铁 JL &-%/ $-%! $-%! $-.) $-!$ $-,. $-+) &-%/

锌 JL $-. %-) %-)& %-+) %-/% $-%% $-$+ $-&,

钙 JL 72F2 "$ ",-// $$,-.& $&!-!& $.+-)/ $,$-%+ &&/-&+

磷 JL 72F2 .)-" ).-/. "+-,, +!-"" /.-.% $%.-", $!"-.&

碘 %L 72F2 !-/ ,-&+ $"-// &.-). .%-!) )!-%% +$-!/

氯 JL &$+ 72F2 .&-+) +,-!+ $%$-&! $&%-!% $!.-&& &%"-!.

注$’S为视黄醇当量&>为维生素 Z以钙化醇含量计&-*PS为 #*生育酚当量&R 为烟酸不包括前体形式&72F2为没有特别说明

&-&#DXD*WV营养素范围分布与 8K$%","!&%$%
比对结果

对 8K$%","!&%$% 中仅设定了下限值的营养
素%计算其下限值 ! 倍的数值%并与表 $ 内容相结
合%对 DXD*WV的营养素范围分布与 8K$%","!
&%$% 的下限值及其 ! 倍数值进行比较%见表 &. 从
表中可以看出%对 8K$%","!&%$% 中仅设定了下限
值的营养素%DXD*WV含量范围的最大值与国标下限
值的比值在 .-&. i$ !&!-/) 倍之间&而 DXD*WV实
测值的 N/! 与国标下限值的比值在 &-&" i/-)& 倍
之间. 说明 DXD*WV的各营养素含量范围大部分在
标准下限值的 & i/ 倍左右%但是仍有少部分 DXD*
WV含量过高. 如维生素 K$%其极大值是国标下限值
的 !,-)+ 倍%而其 N/! 数值仅为国标下限值的
!-)+ 倍. DXD*WV含量范围极大值与国标下限值
! 倍的比值%除钙+磷外均大于 $&而 N/! 与下限值
! 倍的比值则大部分小于或近于 $%比值远大于 $
" m$-!#的营养素有碘+维生素 K$&+维生素 K&+叶

酸. 表示市场上大部分 DXD*WV营养素含量控制在
下限值的 ! 倍以内"左右#&而对于碘+维生素 K$&+

维生素 K&+叶酸等营养素%会有一定比例的 DXD*WV
实际含量会超过下限值的 ! 倍.
&-.#DXD*WV营养素范围分布与法典新限量"指导#
值比对结果

我国 DXD*WV营养素含量范围与法典新限量值
范围符合情况%见表 .. 从表中可以看出%DXD*WV
中亚油酸+维生素 (+维生素 Z+维生素 S+维生素
k$+维生素 K$+维生素 K&+维生素K$&+烟酸+叶酸+泛
酸+维生素 <+铜+铁+钙+碘和氯等营养素的含量范
围与法典新限量值的符合率较高" m/!^#%说明对
于上述营养素而言%法典新限量值的范围对现有
DXD*WV的影响较小&DXD*WV中蛋白质+脂肪+维生
素 K,+生物素+钠+钾+镁+锌和磷等营养素的含量范
围与法典新限量值的符合率较低" o/!^#%说明对
于上述营养素而言%法典新限量值的范围对现有
DXD*WV的影响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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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我国 DXD*WV必需营养素含量范围与 8K$%","!&%$% 下限值比对
P>RAB&#<@;?C>H?@; ?5BE=H?C=R:?=@; C>;LB@4?5BBHHB;?=>A;:?C=B;?H3@;?B;?H=; DXD*WV>;E ?5B8KA@QBCA=J=?

营养素
单位

"每 $%% I3>A#
国标下限值 产品含量范围 比值

$ 倍"$# ! 倍"&# N/!".# b(c")# ".#0"$# ")#0"$# ".#0"&# ")#0"&#

亚油酸 L %-&/ $-)! $-%. )-$+ .-!! $)-)$ %-"$ &-++

维生素 S JL#*PS %-,. .-$! .-!, !)-./ !-,! +,-.. $-$. $"-&"
维生素 k$ %L ) &% $,-") &%,-,/ )-$/ !$-," %-+) $%-..
维生素 K$ %L ), &.% &!&-&& & !/+-&, !-)+ !,-)+ $-$% $$-.%
维生素 K& %L ), &.% .+$-!% /%"-/. +-&/ $/-") $-,, .-/!
维生素 K, %L ), &.% &%$-"! ! !)"-/+ )-./ $&%-,$ %-++ &)-$&
维生素 K$& %L %-$" %-+! $-.$ &!/-)$ "-"$ $ !&!-/) $-!) .%!-$/

烟酸 %L ),% & .%% $ .,,-). ) $+)-%% &-/" /-$% %-!/ $-+&

叶酸 %L ) &% ."-,, ,&-", /-)& $!-,/ $-++ .-$)

泛酸 %L &/. $ ),! $ &/!-+" & )/.-,, )-)& +-!$ %-++ $-"%

维生素 < JL "-! ."-! &/-&, $"$-!) .-/% &&-+" %-"+ )-!"

生物素 %L $-" +-! $%-%) +"-+, !-/$ !$-,+ $-$+ $%-.)

镁 JL !-/ &/-! $,-,$ $)$-+) &-+& &)-%) %-!, )-+$

钙 JL "$ .!! $,$-%+ &&/-&+ &-&" .-&. %-)! %-,!

磷 JL .)-" $".-! $%.-", $!"-.& &-// )-!. %-,% %-/$

碘 %L !-/ &/-! )!-%% +$-!/ "-,. $.-+. $-!. &-""

注$-*PS为 #*生育酚当量

表 .#我国 DXD*WV营养素含量范围与法典新限量值比对情况
P>RAB.#<@;?C>H?@; ?5BE=H?C=R:?=@; C>;LB@4?5BBHHB;?=>A;:?C=B;?H3@;?B;?H=; DXD*WV>;E ?5BCBO=HBE CB3@JJB;E>?=@; =; ?5B<(<

营养素
单位

"每 $%% I3>A#
法典新限量值

上限值 下限值
符合新限量值 0̂ 大于上限值 0̂ 小于下限值 0̂

蛋白质 L .-!> $-+R !/-!."+"+ 0$ )"!# )%-)""!/" 0$ )"!# %-%%"% 0$ )"!#

脂肪 L ,-% )-) ,$-/&"/$) 0$ )",# %-%%"% 0$ )",# .+-%+"!,& 0$ )",#

亚油酸 L $-)%# %-. //-%!"$ )!" 0$ )"$# %-)$", 0$ )"$# %-!)"+ 0$ )"$#

维生素 ( %L’S $+% "! /!-/$"$ )%" 0$ ),"# )-%/",% 0$ ),"# %-%%"% 0$ ),"#

维生素 Z %L .-% $-% //-+,"$ ),, 0$ ),+# %-$)"& 0$ ),+# %-%%"% 0$ ),+#

维生素 S JL#*PS !# %-! //-&!"$ )!/ 0$ )"%# %-"!"$$ 0$ )"%# %-%%"% 0$ )"%#
维生素 k$ %L &"# ) //-+%"$ )," 0$ )"%# %-&%". 0$ )"%# %-%%"% 0$ )"%#
维生素 K$ %L .%%# ,% /+-+)"$ )!. 0$ )"%# $-%/"$, 0$ )"%# %-%""$ 0$ )"%#
维生素 K& %L !%%# +% //-!&"$ ),& 0$ ),/# %-)$", 0$ ),/# %-%""$ 0$ ),/#
维生素 K, %L $"!# .! +/-,,"$ .$+ 0$ )"%# $%-.)"$!& 0$ )"%# %-%%"% 0$ )"%#
维生素 K$& %L $-!# %-$ /"-+&"$ ).+ 0$ )"%# &-$+".& 0$ )"%# %-%%"% 0$ )"%#

烟酸 %L $ !%%# .%% /"-,&"$ ).. 0$ ),+# &-.+".! 0$ ),+# %-%%"% 0$ ),+#

叶酸 %L !%# $% /"-%""$ )&" 0$ )"%# %-)+"" 0$ )"%# &-)!"., 0$ )"%#

泛酸 %L & %%%# )%% //-"."$ ),) 0$ ),+# %-$)"& 0$ ),+# %-$)"& 0$ ),+#

维生素 < JL "%# $% /,-+,"$ )&$ 0$ ),"# %-%""$ 0$ ),"# .-%"")! 0$ ),"#

生物素 %L $%# $-! /)-.!"$ .+, 0$ ),/# !-,!"+. 0$ ),/# %-%%"% 0$ ),/#

钠 JL ,% &% +.-,""$ &.% 0$ )"%# $,-$/"&.+ 0$ )"%# %-$)"& 0$ )"%#

钾 JL $+% ,% +%-,+"$ $+, 0$ )"%# $/-.&"&+) 0$ )"%# %-%%"% 0$)"%#

铜 %L $&%# .! /+-)."$ )), 0$ ),/# $-)."&$ 0$ ),/# %-$)"& 0$ ),/#

镁 JL $!# ! +"-)+"$ &+, 0$ )"%# $&-!&"$+) 0$ )"%# %-%%"% 0$ )"%#

铁 JL &-% $-% /+-.,"$ )." 0$ ),$# $-,)"&) 0$ ),$# %-%%"% 0$ ),$#

锌 JL $-%#3 %-! ".-%""$ %"& 0$ ),"# &,-,!"./$ 0$ ),"# %-&"") 0$ ),"#

钙 JL $+%# !% /+-+)"$ )!& 0$ ),/# $-$,"$" 0$ ),/# %-%%"% 0$ ),/#

磷 JL $%%# &! /$-&/"$ .)& 0$ )"%# +-"$"$&+ 0$ )"%# %-%%"% 0$ )"%#

碘 %L ,%# $% /,-+%"$ )&. 0$ )"%# %-"!"$$ 0$ )"%# &-)!"., 0$ )"%#

氯 JL $,% !% /!-+!"$ )%/ 0$ )"%# .-++"!" 0$ )"%# %-&"") 0$ )"%#

注$#为建议指导值"8XY# &>为 ."?5 <<7DFZX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 .-! 或 .-% 或 &-! L0$%% I3>A# %此处以 .-! L0$%% I3>A计& R 为 ." ?5
<<7DFZX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或 $-,! L0$%% I3>A# %此处以 $-+ L0$%% I3>A计&3为 ."?5 <<7DFZX尚未达成一致意见"$-% 或 $-! JL0$%%
I3>A# %此处以 $-% JL0$%% I3>A计

.#讨论

.-$#国内外关于婴幼儿配方食品营养素限量值的
新进展

以往国际上对于婴幼儿配方食品的营养研究
主要关注于保证人工喂养婴幼儿获得生长发育所
必需的各种营养素%因此较多营养素只制定了下限
值%而未制定上限值. 随着科学研究的深入%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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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多的学者除了关注婴幼儿配方食品在保证婴幼
儿营养充足的方面外%也开始关注其营养素摄入过
量可能对婴幼儿带来的不利影响 ,.%- .

国际法典第 .!+ ., 届 <<7DFZX关于 <@EB\
F?>; $!,!$/+" 存在的必要性+标准设置中的年龄
段划分以及营养素限量设置等方面进行了多轮讨
论. 第 ., 届 <<7DFZX,.$-提出$对 DXD的定义进行
修订&同时以第 $& 月龄为区分点对 , i., 个月的营
养需求继续分析提出修订草案等意见%并在 &%$! 年
第 ." 届 <<7DFZX,!-上%重点确定了 , i$& 月龄产
品标准的营养素限量值%且对所有必需营养素均设
定了上限值或建议指导值.

欧洲食品安全局"SDF(#于 &%$) 年发布了对婴
儿配方食品和较大婴儿配方食品中必需营养素含
量的最新科学评估报告 ,.&- . 报告中强调%对婴幼儿
配方食品而言%营养素或其他物质只有在能提供营
养或其他益处时%才应当适量添加&而添加非必需
物质%或必需物质的添加超过其有益剂量%则可能
增加婴幼儿的新陈代谢或其他生理功能的负担.
但是由于婴幼儿相关证据不足%因此如何确定配方
食品中一些营养素的上限值%并非基于科学证据%

而是考虑在实际的产品销售中%大众的一个安全使
用量"因为配方食品已存在并销售很多年#%且这个
上限值一般是下限值的 . i! 倍.

同时%我国也已开展了对婴幼儿配方食品标准
中营养素限量值的再评估工作%并对我国现行标准
与最新’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进行了
比对 ,..*.)- . 随着国内外研究的深入%科学修订现有
标准将是下一步重点工作之一.
.-&#我国 DXD*WV营养素范围分布与 8K$%","!
&%$% 比对结果分析

对于 8K$%","!&%$% 中均设定了上+下限值的
营养素"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维生素 Z+钾+铜+
铁和锌#%DXD*WV营养素的实际含量在标准的范围
内分布较为合理. 而对于 8K$%","!&%$% 中仅设
定了下限值的营养素 "亚油酸+维生素 S+维生素
k$+维生素 K$+维生素 K&+维生素 K,+维生素 K$&+烟
酸+叶酸+泛酸+维生素 <+生物素+镁+钙+磷+碘#%
DXD*WV营养素实际含量范围的最大值与国标下限
值的比值在 .-&. i$ !&!-/) 倍之间%而其 N/! 与标
准下限值的比值在 &-&" i/-)& 倍之间&DXD*WV实
际含量范围的最大值与国标下限值 ! 倍的比值远大
于 $" m$-!#的营养素仅有碘+维生素 K$&+维生素
K&+叶酸. 说明除极少数 DXD*WV部分营养素含量
偏高外%我国大部分 DXD*WV的各项必需营养素含
量均已控制在标准下限值的 ! 倍范围以内"左右#.

对于上述营养素%部分 DXD*WV有营养素含量
出现极端值的情况%有的甚至高出标准下限值的数
百倍甚至上千倍%而其 N/! 则相对较低%仅为下限
值的 . i/ 倍左右%说明现有婴幼儿奶粉企业的产品
研发能力较强%可将 DXD*WV产品营养素含量范围
控制在较合理范围内. 而个别 DXD*WV产品的部分
营养素含量过高%考虑可能的原因是个别小型企业
产品研发能力较弱%或加工生产过程不规范所致.
.-.#我国 DXD*WV营养素范围分布与国际法典新
限量"指导#值比对结果分析

根据 国 际 最 新 相 关 研 究 证 据% 第 ." 届
<<7DFZX公布了对法典标准中 , i$& 月龄分段产
品的营养素限量"指导#值的最新修订意见%大部分
营养素的上+下限值均有变化.

DXD*WV中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K,+生物素+钠+
钾+镁+锌+磷等营养素的含量范围与法典新限量值的
符合率较低" o/!^#%说明对于上述营养素而言%法
典新限量值的范围对现有 DXD*WV产品的影响较大.
如法典蛋白质上限值降低%."?5 <<7DFZX对蛋白质
上限由每 $%% I3>A不得高于!-! L%下调为 .-! L"或
.-% L或 &-! L# ,!- . 尽管目前意见尚未达成一致%但
即使按照最高值 .-! L0$%% I3>A计算%现有DXD*WV产
品仍有 )%-!^超过此限值. 国内外现有科研成果倾
向于降低 DXD*WV中蛋白质的含量%这也是我国未来
标准修订时应考虑的方向之一. 其他营养素如脂肪+
钠+维生素 K,+钾+镁+锌和磷等法典新限量值与原标
准相比有较大调整%我国均应积极根据法典标准%指
导国内企业生产.

综上所述%<@EB\F?>; $!,!$/+" 是 8K$%","!
&%$% 最主要参考标准之一%随着 <(<对其内容的修
订%我国应结合最新证据积极修订相关标准. 8K
$%","!&%$% 中并没有对 , i$& 月龄与$& i&) 月龄的
标准加以区分%这应是未来我国标准修订重点关注的
问题之一. 对于 8K$%","!&%$% 中未设置上限值的
营养素%虽然个别产品实测值极高%但大部分产品的
各必需营养素含量均能控制在标准下限值的 ! 倍范
围以内"左右#. 因此%对产品中必需营养素的上限
进行限定%一方面既不会使现有企业的产品配方出现
大幅度的调整&另一方面也可以有效规范企业的产品
研发和生产加工过程%预防个别产品的营养素含量出
现极端值的情况. 对于亚油酸+维生素 S+维生素 k$+
维生素 K$+维生素 K,+烟酸+泛酸+维生素 <+生物素+
镁+钙和磷等%可以在结合大量最新研究数据的基础
上%以上限值的 . i! 倍作为其上限值&对于碘+维生
素 K$&+维生素 K&+叶酸%其上限值的设定则需要更进
一步的研究加以讨论.



我国较大婴儿配方食品必需营养素含量分布状况调查!!!牛犁天%等 !,).## !

参考文献
,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2&%$!2

, & -#中国营养学会2中国居民膳食指南"&%$$ 年全新修订# ,b-2

北京$西藏人民出版社%&%$%$$)/*$!%2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28K$%","!&%$% 较大婴儿和幼儿配

方食品标准, F-2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2

, ) -#<@EB\(A=JB;?>C=:H<@JJ=HH=@;2<@EB\F?>; $!,*$/+" 3@EB\

H?>;E>CE 4@C4@AA@Q*:N 4@CJ:A>, F0WY-2"&%$&*%.*$!# ,&%$,*%$*

&+-25??N$00QQQ24>@2@CL04>@*Q5@*3@EB\>A=JB;?>C=:H0B;02

, ! -#<@EB\(A=JB;?>C=:H<@JJ=HH=@;29@=;?D(W06UW4@@E H?>;E>CEH

NC@LC>JJB3@EB\3@JJ=??BB@; ;:?C=?=@; >;E 4@@EH4@CHNB3=>A

E=B?>CG:HBH,SK0WY-2" &%$!*$$*$+ # , &%$,*%$*&+ -25??N$00

QQQ24>@2@CL04>@*Q5@*3@EB\>A=JB;?>C=:H0H5*NC@\G0M500 A;I 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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