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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婴幼儿辅助食品标准现状和存在问题及修订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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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预包装婴幼儿辅助食品是婴幼儿食品重要组成部分，本文简要介绍国际组织、部分发达国家及我国婴幼

儿辅助食品标准框架，在调查研究基础上，重点分析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GB 10769—

201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GB 10770—2010）存在的主要问题，初步探讨了标准修订方向，以

期为我国婴幼儿辅助食品标准修订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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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sent situation, issues, and revision suggestions of China’s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 for 
infant and young children complementary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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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hina National Center for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Beijing 100022, China;2. National Institute 
for Nutrition and Health, Chinese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Beijing 100050, China）

Abstract： Pre-packaged complementary foods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their diet.  The 
standards of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some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China for infant and young child complementary 
foods are briefly introduced in this article.  Based on investigations and research， the major problems in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 Cereal supplementary foods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GB 10769—2010） and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 Canned supplementary foods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GB 10770—2010） were analyzed， and a 
preliminary standard revision direction was explored to provide a reference for the revision of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s 
for infant and young child complementary food.
Key words： Complementary foods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cereal-based complementary foods for infants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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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母乳不能满足婴儿全部营养需求时，应在继

续母乳喂养的基础上给婴儿添加食品和液体［1］，添

加的食品应富含营养素［2］。婴幼儿辅助食品是婴幼

儿生命早期 1 000 天第三阶段食物重要组成部分，

是婴幼儿获得能量和营养素的重要来源［3］。由于其

适用人群生理状况处于特殊阶段，国际组织及我国

都将该类食品作为特殊膳食用食品管理［4-11］。本文

在简要介绍国际组织及我国婴幼儿辅助食品标准

概况基础上，分析我国婴幼儿辅助食品现行标准存

在的主要问题，对重点问题进行了归纳和探讨，为

婴幼儿辅助食品标准修订提供参考。

1　国际组织及我国婴幼儿辅助食品产品标准概况

我国《食品安全法》第二十六条第三款规定，专

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的营养成分

要求应制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2］，并规定这类食品

的营养素和（或）其他营养成分的含量与可类比的

普通食品有显著不同［13］。由于经济、社会、文化、膳

食结构和饮食习惯等因素的差异，国际组织及不同

国家制定的婴幼儿食品标准的管理方式及侧重点

不尽相同，见表 1。从管理方式来看，国际食品法典

委员会（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CAC）、欧盟

委员会、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及我国都将婴幼儿辅助

食品作为特殊膳食用食品管理，而美国未明确制定

婴幼儿辅助食品标准，但对用于贸易的即食谷物食

品做了规定，日本以推荐性标准制定了婴幼儿辅助

食品安全标准及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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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标准；从产品类别来看，CAC 和我国分为婴幼

儿谷类食品和婴幼儿罐装食品，欧盟委员会及澳大

利亚和新西兰分为婴幼儿谷类食品和婴幼儿非谷

类食品，而日本分为湿型和干型婴幼儿食品。总体

而言，国际组织、主要发达国家及我国对婴幼儿辅

助食品管理方式、产品类别不全相同，我国与 CAC
在婴幼儿辅助食品标准管理和产品类别方面相

一致。

2　我国婴幼儿辅助食品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

我国婴幼儿辅助食品现行标准《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GB 10769—2010） ［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GB 
10770—2010） ［11］，主要从产品适用月龄、产品种类、

原料要求、营养成分、污染物及有害因素限量等

方面进行规定，在规范指导企业生产、提高产品质

量安全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随着营养学研究成

果不断更新，以及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加工工艺改

善和提高，婴幼儿辅助食品 2 项产品标准发布已有

十余年，相关规定和指标不能满足生产要求和保障

营养质量安全。

2.1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

2.1.1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定义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GB 
10769—2010）中规定，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是以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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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以

上，添加适量的营养强化剂和（或）其他辅料，经加工

制成的适于 6 月龄以上婴儿和幼儿食用的辅助食品。

既然该类产品是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谷物应该是该

类产品的主要原料，但标准中规定谷物最低含量仅

为 25%，因此谷物含量与实际产品名称存在差异。

2.1.2　营养成分指标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

（GB 10769—2010）基于当年生产企业的加工工艺水

平，仅对脂溶性维生素和大部分矿物质制定了最小值

和最大值，而对水溶性维生素 B1、维生素 B2、维生素

B6、维生素 B12、烟酸、叶酸、泛酸、维生素 C、生物素和钙

尚未制定最大值，只制定了最小值。调查研究表

明［14］，标准中有含量范围值的营养素，其营养素实际

含量平均值分别接近各自标准含量理论平均值；而对

于尚未制定上限值的营养素，市售产品营养素含量的

最大值是国标下限值的 2. 83~67. 04 倍。这些营养

表 1　国际组织、国家婴幼儿辅助食品标准概况

Table 1　Overview of regulations on complementary foods for infants and young children i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different 
countries

国际组织/国家

CAC

欧盟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美国

日本

中国

标准号

CODEX STAN 74—
1981

CODEX STAN 73—
1981

609/2013/EU

STANDARD 2.9.2

A-A-20022D

—

GB 10769—2010

GB 10770—2010

标准名称

婴幼儿加工谷

类食品标准

婴幼儿罐装食

品标准

婴幼儿加工谷

类食品和婴幼

儿食品指令

婴幼儿食品

婴幼儿即食谷

物食品规定

婴幼儿食品推

荐性标准

婴幼儿谷类辅

助食品

婴幼儿罐装辅

助食品

产品所属特性

特殊膳食用食品

特殊膳食用食品

特殊膳食用食品

特殊膳食用食品

未明确规定

未明确规定

特殊膳食用食品

特殊膳食用食品

适用范围

适用于婴幼儿谷类

辅助食品

适用于婴幼儿罐装

辅助食品

适用于加工谷类婴

幼儿食品和非谷类

婴幼儿食品

适用于婴幼儿谷类

食品、非谷类婴幼

儿辅助食品（水果

基质食品）

适用于即食谷物

食品

适用于婴幼儿湿型

灌装、干型婴幼儿

食品

适用于婴幼儿谷类

辅助食品

适用于婴幼儿罐装

辅助食品

婴儿辅助食品产品定义

主要由一种或多种谷类经碾磨制备，按干重

计算，谷类应至少占终产品的 25%
是指为断乳期或逐步适应普通食物而提供的

食品

是指为断乳期婴儿逐步适应普通食物或为幼

儿的膳食补充而提供的食品

是指基于谷类的婴幼儿食品，以及非谷类的

婴幼儿辅助食品（水果基质）

婴幼儿即食预包装谷物食品

为婴儿和幼儿补充营养，并且有助其后续适

应普通膳食为目的而生产的食品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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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5％以上，

添加适量的营养强化剂和（或）其他辅料，经

加工制成的适于 6 月龄以上婴儿和幼儿食用

的辅助食品

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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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龄以上婴幼儿食用的食品

注：“—”表示未查询到该标准文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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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含量存在离群值的食品可能会给婴幼儿健康造成

风险。

2.1.3　添加糖的含量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

（GB 10769—2010）中规定，如果添加蔗糖、果糖、葡

萄糖或葡萄糖浆，其添加总量应≤7. 5 g/100 kcal，相
当于添加糖供能 30%。研究表明［15-17］，婴幼儿过量

摄入添加糖不仅会给婴幼儿喂养带来困难，也会增

加龋齿和近远期的肥胖风险。

2.1.4　产品类别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

（GB 10769—2010）中包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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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 类

产品。随着生产加工工艺提高和产品的创新，目前

标准不能涵盖即食（液态或半固态）米粉类谷物辅

助食品；同时针对生制类谷物辅助食品，规定只能

煮熟方可食用，但该类产品也可以通过蒸的方式进

行烹调加工。

2.2　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

（GB 10770—2010）中涵盖汁类罐装食品、泥（糊）状

罐装食品、颗粒状罐装食品 3 类婴幼儿罐装辅助食

品，其中颗粒状罐装食品要求产品形态大小不超过

5 mm。多项婴幼儿辅食喂养指南指出［18-21］，7~9 月

龄婴儿，辅食质地从泥糊状逐渐过渡到 9 月龄时带

有小颗粒的厚粥、烂面、肉末、碎菜等；10~12 月龄，

在继续扩大婴儿食物种类的同时，增加食物的厚度

和粗糙度。辅食质地应该比前期加厚、加粗，带有

一定的小颗粒，并可尝试块状食物；12 月龄时，可尝

试黄瓜条、苹果片等较硬的块状食物。特别建议为

婴儿准备一些手抓捏的“手抓食物”，鼓励婴儿尝试

自喂，如香蕉块、煮熟的马铃薯和胡萝卜块、馒头、

面包片，切片的水果和蔬菜，以及撕碎的鸡肉等；

13~24 月龄，学习自主进食，并逐渐适应家庭的日常

饮食。本标准适用于 6~36 月龄婴幼儿，对适用于

不同月龄婴幼儿的颗粒状食品均要求产品形态大

小不超过 5 mm，势必会影响适用不同月龄婴幼儿颗

粒状罐装食品的多样性，也会压缩生产企业的产品

创新空间。

3　我国婴幼儿辅助食品标准修订建议

3.1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

3.1.1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谷物含量修订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谷物含量不仅是食品真

实属性的反应，同时也是该类食品制定污染物等有

害因素的重要参考因素。因此，建议对谷类辅助食

品谷物含量指标依据产品属性、结合市售产品谷物

含量等进行修订，以确保谷物含量指标既能真实反

映产品属性，又能涵盖主要市售谷类辅助食品。

3.1.2　营养成分指标范围值修订

营养成分指标修订以营养素的风险评估结果

为依据，根据《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2023 版）》中婴幼儿能量需要量和营养素推荐摄入

量，依据《7~24 月龄婴幼儿喂养指南（2022）》喂养原

则，考虑不同月龄婴幼儿的生理发育特点、我国婴

幼儿营养健康状况以及我国婴幼儿辅食生产加工

实际情况，修订基本营养成分指标和可选择营养成

分种类和含量范围值。针对营养成分指标，应依据

我国婴幼儿营养健康状况特别是应将婴幼儿容易

缺乏的营养素作为基本营养成分指标。比如，有调

查报告表明［22］，我国 6~24 月龄婴幼儿贫血率为

36. 9%，因此应继续将铁作为基本营养成分指标，同

时考虑有助于促进植物性食物中铁吸收率的营养

素维生素 C 作为基本营养成分指标。对于现行标

准中尚未制定最大值的营养素，考虑生产加工工艺

基础上，综合考虑市售产品营养素实际含量分布等

因素，制定最大值，以保障产品营养质量安全。

3.1.3　添加糖含量供能比修订

糖的摄入与不良健康效应关系备受关注，有研

究结果显示，过量摄入糖与肥胖、龋齿、2 型糖尿病的

发病风险增加有关［15-17］。《中国居民膳食指南（2022）》
建议婴幼儿辅食尽量少加糖盐［23］。2017 年，欧洲儿

科胃肠病学，肝脏病学和营养学会营养委员会建议

减少摄入游离糖，并期望在 2~18 岁儿童和青少年

中减少摄入至小于能量摄入量的 5%。对婴儿和小

于 2 岁幼儿，摄入量应该更低［24］，美国心脏协会建

议小于 2 岁儿童避免食用添加糖［25］。CAC 的《婴幼

儿配方辅助食品指南》（CAC/GL 8—1991）［26］指出任

何以甜味为目的而添加的碳水化合物都应谨慎

使用。

我国政府高度重视人民身体健康，早在 2017 年

由国家卫生计划生育委员会等多部门联合制定发布

了《全民健康生活方式行动方案（2017—2025 年）》［27］，

其中倡导减少糖的摄入，以及《国民营养计划（2017—
2030 年）》［28］、《健康中国行动（2019—2030 年）》［29］、

等重要政策文件，都将“减糖”作为一项重要内容。

因此针对现行标准添加糖供能比，应依据糖过量摄

入对婴幼儿健康风险，综合考虑添加糖对产品工

艺、品质影响，研究修订降低添加糖供能比。

3.1.4　产品类别不能满足生产需求修订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不仅是食品安全监督的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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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依据，也是指导企业规范生产的准绳，产品标准

应纳入更多符合婴幼儿营养需求的产品种类，研究

修订纳入即食（液态或半固态）米粉辅助食品，修订

生制类食品烹调加工方式描述，以便给消费者提供

更多产品种类，同时给生产企业创新产品提供更多

空间。

3.2　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修订

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根据形态分为汁类、泥

（糊）状、颗粒状等 3 类食品。对于颗粒状罐装辅助

食品形态大小，应综合考虑婴幼儿口腔运动功能、

牙齿萌出情况、婴幼儿月龄等因素，修订产品形态

大小要求，以便为婴幼儿提供适用不同月龄段的

产品。

4　小结

婴幼儿辅助食品是婴幼儿从纯液体食物喂养

过渡到家庭食物的过渡期食品，给婴幼儿提供高营

养素密度、充足数量、安全卫生的食品，是保障婴幼

儿身体健康发育的前提。预包装婴幼儿辅助食品

是婴幼儿食品重要组成部分，科学修订婴幼儿辅助

食品标准，是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

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30］中建立最严谨的

标准具体举措，也是落实《国民营养计划（2017—
2030 年）》［28］生命早期 1 000 天营养健康行动具体

表现。本文简要介绍国际组织、部分发达国家及我

国婴幼儿辅助食品标准框架基础上，重点分析了现

行标准存在的主要问题，探讨了修订方向，为婴幼

儿辅助食品标准修订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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