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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技术支撑，而准确甄别食品类别，并依据相关标准做出正确判

定是抽检工作的关键点和难点。本文对茶叶及其制品、糖果和粮食加工品三类食品抽检中易出现的问题进行分析

总结，并提出相应对策及建议，旨在为抽检工作者在对食品进行分类和判定时提供参考，从而降低食品安全抽检工

作的风险，提高抽检工作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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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in some food sampling inspection and solu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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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supervision sampling is an important technical support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It is the difficult and 
key point to make correct food classification and make correct judgment according to relevant standards.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in food classification and technical judgment for 3 types of food including tea and its products， 
candies and grain products， aiming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sampling inspection stuff.  It can ensure the accuracy of food 
classification， reduce the risk of false judgment and improve the efficacy of sampling insp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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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对 2014 年 12 月原国家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制定的《食品安全抽样检验

管理办法》［1］（以下简称《办法》）进行了修订，新办法

于 2019 年 10 月 1 日起实施。该《办法》符合《关于

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中的要求［2］，完

善以问题为导向的食品安全抽检监测机制，建立国

家、省、市、县级抽检事权四级统筹、各有侧重、不重

不漏，统一制定计划、统一组织实施、统一数据报

送、统一结果利用的食品安全抽查体系；力争抽检

样品覆盖所有食用农产品种类和食品在产获证企

业、品种、项目，到 2020 年农产品和食品抽检达到 4
批次/千人［3］。实际上，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系统

显示，2020 年共完成食品抽检任务 695. 74 万批次，

食品检验量达到 4. 97 批次/千人，超额完成此目

标。然而，从统计分析层面，虽然数量上达标，但在

数据质量上还存在问题。

黄好强等［4-8］均提出，目前食品品种的多样性、

复杂性及新品种的不断出现，检测人员工作执行不

到位及被抽样单位不配合等是食品抽样工作的痛

点和难点，并指出食品分类不能仅仅依据产品名称

来判断，要结合产品执行标准、生产许可及工艺、

《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实施细则（2021 年版）》［9］

（以下简称《细则》）、产品标签等内容综合判断；而

检验需依据实施细则的分类，判定需依据相关标

准。于艳艳等［10］、刘章等［11］、石慧丽等［12］等分别从

食品安全标准及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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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加工品、水产品及水产制品、食用油油脂及制

品、豆制品的角度阐述具体的食品分类及判定

方法。

目前在食品安全抽检工作中，存在没有统一的

食品分类标准而导致分类不清晰；各检验机构本身

对标准理解不同，加上标准的重复、更新等，使检验

人员在检验、判定时出现偏差等问题。本文以国家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系统中的茶叶及其制品、糖果和

粮食加工品为案例，对三类食品分抽样检验时可能

遇到的问题进行归纳总结，旨在为抽检工作者提供

建议，提高抽检工作的正确性，从而提高食品安全

抽检工作的质量，助推食品安全抽检工作高质量

发展。

1　抽检中存在问题

1. 1　食品分类问题

1. 1. 1　各标准之间存在的分类差异

砖茶又名边销茶，GB 19965—2005《砖茶含氟

量》［13］中规定，砖茶包括黑砖茶、茯砖茶、花砖茶、青

砖茶、康砖茶、紧茶、金尖茶、米砖茶、沱茶等。按照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公开征求 2020 年食品安全监督抽

检计划意见的公告［14］，2020 年 3 月生产许可证分类

调整后，删除边销茶申证单元。因此，在 2020 年

3 月后抽检的茶叶产品，如名称与 GB 19965—2005
中规定的品种名称一致，属于砖茶；在 2020 年 3 月

前取证的茶叶产品，需根据生产许可证取证情况判

定是否属于砖茶。

根据《细则》，发酵面制品为粮食加工品下属细

类，糕点为食品大类。而食品生产许可中，发酵面制

品为糕点下属的食品类别，且部分产品执行糕点的

标准。但从 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添加剂使用标准》［15］来看，发酵面制品和糕点具

有较大的区别，例如糕点允许使用安赛蜜、三氯蔗

糖等甜味剂和山梨酸、脱氢乙酸、纳他霉素、丙酸等

防腐剂；而发酵面制品不允许使用。因此在抽检时

应按照《细则》，将发酵面制品归在粮食加工品下属

谷物粉类制成品这一细类中。

1. 1. 2　食品配料对食品分类的影响

抽检名称为“茉莉花茶”的样品时，需根据样品

执行标准、配料表综合判断，一般有四种情况。

若样品执行花茶标准 GB/T 22292—2017《茉莉

花茶》［16］、NY/T 456—2001《茉莉花茶》［17］等，明确为

茶叶产品，属于茶叶类；若样品配料表中仅有茉莉

花，属于代用茶；若样品配料表中有茉莉花、茶叶和

其他食品（包括食品添加剂），属于含茶制品；若样

品配料表中仅有茶叶、茉莉花，需根据其执行标准

和取证单元综合判断。

抽检小麦粉从配料表来看，小麦粉主要配料仅

包括小麦或小麦粉。若添加玉米粉、荞麦粉、高粱

粉、胡萝卜粉、菠菜粉、紫薯粉等一种或多种杂粮粉

类或果蔬粉类的产品，应属于其他粮食加工品中的

其他谷物碾磨加工品。

1. 1. 3　抽检易混淆分类

1. 1. 3. 1　大米和色稻米（黑米、红线米、紫米）

《细则》规定，大米产品包括大米（籼米、粳米、

糯米）、糙米、留胚米、蒸谷米、发芽糙米等，不包括

黑米、紫米、红线米等色稻米。谷物加工品是以谷

物为原料经清洗、脱壳、碾米（或不碾米）等工艺加

工的粮食制品，包括小米、黑米、紫米、红线米等。

因此按照抽检的分类，将色稻米归为谷物加工品。

1. 1. 3. 2　豆类和豆粉

《2020 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征求意见

稿）》［18］中规定黄豆、绿豆、红豆等干豆类（包括经生

产许可的预包装食品）属于食用农产品大类下属的

豆类。但干豆类经碾、磨、压等工艺制成的豆粉则

属于粮食加工品中的谷物碾磨加工品。

1. 1. 3. 3　米粉和米粉制品

《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和食品抽检工作中

米粉都是属于谷物碾磨加工品的一类食品，是以大

米为主要原料经过碾磨制成的粉状食品，常见的有

汤圆粉、糯米粉、大米粉等。而米粉制品是以大米

或米粉为主要原料，经加工制作的食品，如河粉、糍

粑、米线、（广西）米粉等。南方俗称的米粉，如桂林

米粉、江西米粉属于米粉制品。

1. 1. 3. 4　挂面和面叶、面片、蝴蝶面

《细则》规定挂面是以小麦粉、荞麦粉、高粱粉等

为主要原料，添加食盐、食用碱或面质改良剂或其

他辅料，经机制加工或手工加工、烘干或晾晒制成的

干面条，包括普通挂面（含花色挂面）、手工面。新

标准 LS/T 3212—2021《挂面》［19］于 2021 年 11 月 24
日实施，标准中规定，普通挂面是以小麦粉为原料，

以水、食用盐（或不添加）、碳酸钠（或不添加）为辅

料，经过和面、压片、切条、悬挂干燥等工序加工而

成的产品。明确区分挂面和非挂面的工序为切条、

悬挂干燥。面叶、面片、蝴蝶面等食品的加工工艺

中不涉及切条、悬挂干燥，不属于挂面，而应属于其

他谷物粉类制成品。

1. 2　检验方法选择问题

1. 2. 1　生产日期对检验方法的影响

对于农残项目，基于新标准的发布及实施日

期，如抽检生产日期在 2017 年 6 月 18 日至 2020
年 2 月 14 日的产品需按照 GB 2763—2016《食品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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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残留最大限量》［20］（以下简

称 GB 2763—2016）中规定的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和

配套检验方法；2020 年 2 月 15 日 ~2021 年 9 月 2
日的产品，需采用 GB 2763—2019《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中农药残留最大限量》［21］中规定的最大残

留限量和配套检验方法；2021 年 9 月 3 日及之后

的产品，需采用 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中农药残留最大限量》［22］中规定的最大残留

限量和配套检验方法。

1. 2. 2　检验结果对检验方法的影响

GB 2763—2019 中克百威（残留物：克百威及 3
—羟基克百威之和，以克百威表示）检验方法指定

为 GB 23200. 112—20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

源性食品中 9 种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及其代谢物残

留 量 的 测 定  液 相 色 谱 — 柱 后 衍 生 法》［22］，与

GB 2763—2016 中 指 定 检 验 方 法 GB 23200. 13—
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茶叶中 448 种农药及相关

化学品残留量的测定液相色谱—质谱法》［23］相比，

GB 23200. 112—2008 中包含残留物 3—羟基克百

威的检测。

GB 2763 中甲拌磷（残留物：甲拌磷及其氧类似

物（亚砜、砜）之和，以甲拌磷表示）检验方法指定为

GB 23200. 113—20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源性

食品中 208 种农药及其代谢物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

色谱—质谱联用法》［24］和 GB/T 23204—2008《茶叶

中 519 种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色

谱—质谱法》［25］，其中 GB 23200. 113—2008 包含残

留物甲拌磷亚砜，而 GB/T 23204—2008 中未包含

该项目。

上述两个项目均为《细则》规定的项目，因此，

检验过程需注意不同检验方法的要求。

1. 2. 3　合成着色剂检验方法的选择

糖果中合成着色剂项目的检验方法应依据相

关检验标准的适用范围来确定。 GB 5009. 35—
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合成着色剂的测

定》［26］（以下简称 GB 5009. 35—2016）中，方法适用

范围包括硬糖、淀粉软糖中合成着色剂的测定，因

此硬糖（如硬质糖果、压片糖果、硬质型奶糖等）、

淀 粉 软 糖 中 合 成 着 色 剂 的 检 验 方 法 采 用

GB 5009. 35—2016，其他类型糖果中合成着色剂检

验不适用该方法。

按照《关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关问题的复

函》（国卫办食品函〔2016〕34 号），对国家食品安全

标准有关问题的回复中明确说明：在相关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发布实施前，现行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

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和有关食品的行

业标准仍然有效。而现行有效的检验检疫行业标

准 SN/T 1743—2006《食品中诱惑红、酸性红、亮蓝、

日落黄的含量检验  高效液相色谱法》［27］（以下简称

SN/T 1743—2006），适用范围包括糖果中诱惑红、

酸性红、亮蓝、日落黄的检验，因此除硬糖、淀粉软糖

以外的其他类型糖果中合成着色剂的检验采用 SN/

T 1743—2006。
1. 3　检验项目注意问题

1. 3. 1　绿色食品稻米中无机砷的检验

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

染物限量》［28］中规定“对于制定无机砷限量的食品

可先测定其总砷，当总砷水平不超过无机砷限量值

时，不必测定无机砷；否则，需测定无机砷”。NY/T 
419—2021《绿色食品  稻米》［29］中对无机砷的检验没

有该备注，考虑到绿色食品要求高于普通食品，因此

执行该标准的产品需检验无机砷。

1. 3. 2　硼酸检验注意要点

采用 GB 5009. 275—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硼酸的测定》［30］标准方法检验硼酸时，应选

择塑料容器，避免强酸条件下玻璃器皿溶出干扰物

质，造成假阳性［31］。

1. 3. 3　茶叶中菊酯类农残项目的检验注意事项

GB 2763—2019 中大部分菊酯类项目残留物规

定为待测菊酯异构体之和，因此不能只检验农药名

称中的一种或两种化合物，而应结合指定检验方法

检验相应的异构体。

1. 3. 4　混合口味或颜色的糖果检验注意事项

混合口味或颜色的糖果（即一个包装内有 2 种

及以上不同颜色或口味的糖果）样品检验时需注意

以下两点。单粒糖果为单一口味或颜色，除微生物

项目外，其他项目根据口味、颜色分别检验，填报检

验结果时，包装中的各口味、颜色均合格时选择一

个结果填报，若检出其中一种或多种口味、颜色不

合格，不合格的口味、颜色结果均需填报。单粒糖

果为多种颜色、口味混合，无法分开进行检验的，视

销售包装为一个样品检验。

1. 4　样品量问题

1. 4. 1　粮食加工品样品量问题

抽检粮食加工品中小麦粉、大米、谷物加工品、

玉米粉、玉米片、玉米渣及其他谷物粉类制成品（限

玉米制品）等细类时，检验项目包含黄曲霉毒素 B1 或

（和）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时，依据检验方法标准

GB 5009. 22—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黄曲

霉毒素 B 族和 G 族的测定》［32］、GB 5009. 111—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及

其乙酰化衍生物的测定》［33］，检验样品和复检备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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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的用量均要满足至少 1 kg 的要求。

1. 4. 2　糖果样品量问题

糖果中除硬糖、淀粉软糖以外的其他类型糖果

的合成着色剂（诱惑红、酸性红、亮蓝、日落黄）项目

检 验 采 用 SN/T 1743—2006。 需 特 别 注 意 的 是 ，

SN/T 1743—2006 中规定，样品的制备量约为 500 g，
故在抽样时应注意检验和备份所需的样品量。

1. 5　判定注意问题

1. 5. 1　关于绿色食品标准判定问题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办公厅、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业部办公厅关于绿色食品标签标识有关问题

的复函（卫办监督函〔2013〕140 号）中指出，按照《绿

色食品标志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12 年第 6 号）规

定，企业在产品包装上使用绿色食品标志，即表明

企业承诺该产品符合绿色食品标准。企业可以在

包装上标示产品执行的绿色食品标准，也可以标示

其生产中执行的其他标准。

若产品包装上使用了绿色食品标志，即使产品

标示执行其他标准，也应结合《绿色食品标志管理

办法》以及从严判定原则进行判定。若产品包装上

未使用绿色食品标志但标示执行绿色食品标准，应

按照产品明示标准进行判定。

1. 5. 2　代用茶中“铅”的判定

代用茶并非茶叶，“铅”不能按照 GB 2762—2017
中茶叶限量判定，应按照 GB 2762—2017 中对应食

品类别（名称）的限量判定，有两种情况。一是食品

类别（名称）明确的代用茶样品，如干菊花、苦丁茶；

二是需根据样品属性分类的代用茶样品，如柠檬

片、枸杞等应按照 GB 2762—2017 中水果及其制品

的限量判定，并结合其脱水率折算；大麦茶、苦荞、

荞麦应按照 GB 2762—2017 中谷物及其制品的限

量判定。

1. 5. 3　谷物加工品中真菌毒素和污染物的判定

抽检分类和 GB 2761—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34］、GB 2762—2017 中的食

品分类体系存在差异，判定时需根据目的选择适用

的分类要求。例如，抽检分类中谷物加工品在判定

真菌毒素和污染物时，对应的是 GB 2761—2017、
GB 2762—2017 食品分类体系中谷物碾磨加工品下

属的其他去壳谷物。

1. 5. 4　色稻米中真菌毒素和污染物的判定

《细则》中将黑米、紫米、红线米等色稻米归为

谷物加工品，但 GB 2761—2017、GB 2762—2017 食

品分类体系中均未单独标注色稻米。根据 NY/T 
832—2004《黑米》［35］、DB 61/T 504—2010《红米》［36］

等对黑米、红米的定义可知色稻米为稻谷经加工脱

壳后带有不同天然色泽的糙米。因此色稻米在进

行真菌毒素、污染物项目判定时应按糙米执行。

2　对策及建议

2. 1　统一食品标准

在食品安全标准修订过程中，建议将标准制定

权与监督管理权统一，避免因权力不完整而影响食

品安全保障水平的提高［37］。一方面梳理目前的食

品标准，查缺补漏，同时废止内容重复、矛盾的食品

标准；另一方面深入研究，统一意见，制定相应食品

分类体系。

2. 2　抽检计划与食品生产许可相适应

食品生产许可作为生产企业的“通行证”，加之

全国各地生产许可审查的原则不一致，导致企业的

生产许可分类不同，给抽检工作带来一定的困难。

因此建议市场监管部门能够尽可能的统一原则，充

分参考《食品生产许可目录》，明确相应产品分类，

同时尽量做到全面覆盖产品种类，避免出现监管

空白。

2. 3　加强抽检相关专业知识的培训学习

建议抽检工作者加强抽检相关专业知识的学

习，积累经验，特别是抽检新型产品时应结合产品信

息、生产工艺、执行标准、企业发证单元等信息综合

判断，确保食品分类准确性。此外，也希望监管部门

能更多组织相关工作的培训，尽量减少检验和判定

时出现的疑惑或问题，把食品安全抽检工作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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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印发成人高脂血症食养指南（2023 年版）

等 4 项食养指南的通知
国卫办食品函〔2023〕5 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卫生健康委，疾控中心、食品评估中心，有关医院、学会、协会：

为贯彻落实《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 年）》，发展传统食养服务，预

防和控制我国人群慢性病发生发展，我委组织编制了《成人高脂血症食养指南（2023 年版）》《成人高血压食

养指南（2023 年版）》《儿童青少年生长迟缓食养指南（2023 年版）》《成人糖尿病食养指南（2023 年版）》。该 4
项食养指南旨在发挥现代营养学和传统食养的中西医优势，将食药物质、新食品原料融入合理膳食中，针对

不同人群、不同地区、不同季节提供食谱套餐示例和营养健康建议，提升膳食指导适用性和可操作性。现印

发给你们，请参照使用并做好科普宣传。鼓励居民参考指南推荐内容，结合自身情况，合理搭配日常膳食，

养成良好饮食习惯。鼓励基层卫生工作者（包括营养指导人员）结合工作需要及患者实际，参考相关指南进

行指导，辅助预防和改善慢性病。

附件：1.成人高脂血症食养指南（2023 年版）

2.成人高脂血症食养指南（2023 年版）问答

3.成人高血压食养指南（2023 年版）

4.成人高血压食养指南（2023 年版）问答

5.儿童青少年生长迟缓食养指南（2023 年版）

6.儿童青少年生长迟缓食养指南（2023 年版）问答

7.成人糖尿病食养指南（2023 年版）

8.成人糖尿病食养指南（2023 年版）问答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

2023 年 1 月 12 日

(信息公开形式：主动公开)
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司

二〇二三年一月十八日

（相关链接：http://www.nhc.gov.cn/sps/s7887k/202301/0e55a01df50c47d9a4a43db026e3afc3.shtml）

——26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