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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跟踪评价结果分析

张霁月!王华丽!张俭波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北京#%"""--#

摘#要!目的#对 8b-a$"*-"%&(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的跟踪评价意见进行收集整理分析!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对于修订标准的建议% 方法#通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及意见反馈平台.收集各界对
8b-a$"*-"%& 发布实施后的意见和建议!并对意见和建议的合理性和可行性进行分析!提出标准修订的建议%

结果#本研究共收集 -"%$*-"%, 年 !-% 家单位或个人通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及意见反馈平台反馈的有

关 8b-a$"*-"%& 的 !a& 条意见和建议!按照标准的章节顺序号对意见进行合并归类!显示意见主要集中在标准附

录 +食品添加剂使用规定和附录 X食品分类系统!分析了每类意见的合理性与可行性!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未来

标准修订的建议% 结论#8b-a$"*-"%& 正在修订中!修订过程中根据跟踪评价反映的合理意见!将对部分食品添

加剂的使用规定以及食品分类系统做出相应修改%

关键词!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跟踪评价&食品安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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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跟踪评价是完善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的一个重要信息来源"按照(食品安全法)
的规定"省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应当会同同
级食品药品监督管理,质量监督,农业行政等部门"分
别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的执行情况进行
跟踪评价"并根据评价结果及时修订食品安全标
准*%+ ’ 为了做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跟踪评价工作"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秘书处所在单位国家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在其官方网站设立了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及意见反馈平台"随时收集社会
各界对已发布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在实施过程中对
相关标准的意见和建议*-+ ’ 本次研究以 8b-a$"!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以
下简称 8b-a$"$为研究对象"对该标准发布实施后
各界通过跟踪评价反馈的意见和建议进行研究分析"
并提出下一步完善标准的建议’

%#资料与方法
%/%#资料

通过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官方网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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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及意见反馈平台.收
集各界对8b-a$" 发布实施后的意见和建议’ 收集
的主要内容包括针对标准章节顺序号,意见类型
#标准实施效果,标准文本内容,标准指标和技术要
求,其他问题和建议$,具体的意见及建议,所提意
见和建议的理由,用户类型#监督管理人员,检验’
检测人员,企业人员,科研人员,消费者,其他$以及
必要的联系方式等’
%/-#方法

对于收集到的意见和建议利用 XU2AS进行统计
学分析"并按照标准的章节顺序号对意见和建议的
技术内容归类分析’

-#结果
-/%#基本情况分析

本次研究共收集了 -"%$!-"%, 年 !-% 家单位

或个人通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及意见反
馈平台反馈的有关 8b-a$" 的 !a& 条意见和建议’
!-% 家意见反馈单位或者个人的构成情况见图 %"
!a& 条意见和建议所涉及的标准章节顺序号的分布
情况见图 -’

图 %#提出意见和建议单位或个人类型#0k!-%$

D:CNJA%#\HWA?3>CAB2H?J:BE:P:EN>S

注%左图为反馈意见和建议的分类# 0k!a&$ &右图为针对标准文本或技术内容提出意见和建议的分类# 0k&-$$

图 -#反馈意见和建议的类型及数量
D:CNJA-#\HWA>BE gN>BG:GH?33AAEM>2K;

##从图 % 可以看出"提出反馈意见和建议的单位
或个人主要集中在食品添加剂生产或使用的企业
人员,监督管理人员和检验检测人员"所占比例分
别为 &$/%h#-&"’!-%$,-a/%h#%&%’!-%$和 -)/&h
#%--’!-%$"这些单位或个人是 8b-a$" 标准的主
要使用人员"因此其意见和建议具有较好的代表性’

从图 - 可以看出"反馈的 !a& 条意见中".. 条
表示没有意见或者意见不明确"可以视为无效意
见"占比 %a/-h"其余 &a! 条意见为有效意见"占
比 ,-/,h’ 在 &a! 条有效意见中"针对标准管理
或食品添加剂管理的整体意见为 ). 条&针对标准
文本或者技术内容的意见和建议为 &-$ 条"占意
见总数的 a&/-h"占有效意见总数的 ,./ah&其他
意见和建议 %" 条"占意见总数的 %/ah"占有效意
见总数的 -/%h’ 对 8b-a$" 标准文本或者技术
内容的意见和建议主要集中在附录 +食品添加剂
的使用规定和附录 X食品分类系统"分别为 -&)
和 %". 条"两者占针对标准文本或技术内容意见
总数的比例分别为 !a/"h# -&)’&-$ $ 和 -!/$h
#%".’&-$$ ’ 其他对于标准的范围,标准中的术语

和定义,食品添加剂使用原则,附录 b食品用香料
使用规定,附录 R食品用加工助剂的使用规定的
意见合计占针对标准文本或技术内容意见总数的
比例为 %a/&h#a&’&-$$ ’
-/-#对具体意见的归类及分析
-/-/%#对食品添加剂管理及标准管理的整体意见

本次研究中共收集到针对食品添加剂管理及
标准管理的整体意见 ). 条"主要集中在以下三
点%一是关于 8b-a$" 与其他标准之间的关系"有
些意见建议希望其他标准中的食品添加剂使用规
定统一纳入 8b-a$""避免不同标准之间的矛盾"
如坚果炒货的标准规定了二氧化硫的残留量"但
是 8b-a$" 中并未允许在该类食品中使用亚硫酸
盐类食品添加剂&另外有些建议参照食品产品标
准和污染物标准"在 8b-a$" 中纳入食品中食品
添加剂的检验方法’ 二是关于 8b-a$" 标准本身
的管理及版本的更新问题"有些意见认为标准内
容量较大"索引复杂"设定更详细的目录或者将
8b-a$" 拆分成几个小标准’ 关于 8b-a$" 版本
更新的问题"在反馈中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意见"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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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认为 8b-a$" 版本更新过快"不利于标准的稳
定"有些则建议应将标准发布后的相关公告内容
及时整合到标准中并汇总发布更新版本"便于标
准使用者查询’ 三是关于食品添加剂的安全性知
识和标准内容的宣贯"建议应加大对于食品添加
剂的安全性知识和相关标准使用的宣贯力度"避

免社会各界对食品添加剂的恐慌"以及使标准使
用者更好的理解标准内容’
-/-/-#对于 8b-a$" 文本内容及技术内容的意见
和建议

针对 8b-a$" 文本内容及技术内容的主要意见
和建议见表 %’

表 %#针对 8b-a$" 文本内容的主要意见和建议
\>MSA%#I>:B 2?@@ABG;>BE ;NCCA;G:?B;G?8b-a$"

标准章节 意见和建议

范围

术语和定义

食品添加剂的
使用原则

附录 +食品
添加剂的
使用规定

附录 b食品
用香料的
使用规定

附录 R食品
工业用加工
助剂的使用
规定

附录 X食品
分类系统

建议在范围中明确未纳入该标准的食品添加剂不允许使用
-/$ 中国编码系统#R7F$中明确食品添加剂的 R7F 由食品添加剂的功能类别#规定在标准附录 _$代码和在本功能类别中的
顺序号组成"但是部分食品添加剂的 R7F 号中食品添加剂的功能类别代码与附录 _的代码不一致"建议进行修改

%1带入原则很好的解决了由于原料使用食品添加剂带入终产品中的问题"解决了企业在这方面的困惑"同时减轻了企业负担
-1带入原则只有原则性规定"没有规定能够带入的限量值"不好判定"因此建议规定可以带入的限量值"并建议考虑本底带入
的问题’ 为了能够使各界更好的理解带入原则"避免误判"建议建立标准管理部门和执法部门之间相互沟通的平台
)1带入原则不好判定"建议取消带入原则"排除生产环节原料中食品添加剂的带入

%1建议增设儿童食品中甜味剂的使用规定
-1关于附录 +的查询方式"建议增加简单明了的使用指南"按照食品类别增加每类食品中食品添加剂使用规定的查询方式
)1附录 +1- 同一功能的食品添加剂混合使用时比例之和的规定"应纳入甜味剂’ 对于具有多种功能的食品添加剂"如同时具
有防腐剂及其他功能的食品添加剂"应明确发挥其他功能时是否仍然按照防腐剂进行比例之和的计算
&1关于附录 +中食品添加剂的名称"应增加一些食品添加剂的行业常用名称’ 对于一些名称中包含多种品种的食品添加剂"
如-单"双甘油酯.最好能够单独列出包含的每一种品种
!1关于食品添加剂的功能"建议明确功能为-其他.的食品添加剂的具体功能"如咖啡因
$1食品添加剂的 R7F 号编码系统过于复杂"查阅引用繁琐
a1关于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建议扩大一些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如扩大含铝食品添加剂,辣椒红,甜蜜素等食品添加剂
的使用范围’ 有些建议禁止或减少一些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规定"如建议禁止使用合成着色剂,建议减少一些不必要的甜味剂
的应用,建议删除含铝添加剂在油炸面制品中的应用等
,1关于食品添加剂的量的规定"建议制定食品添加剂在食品中的最大限量值"应考虑食品中添加剂的本底值"如含铝食品添
加剂以及天然蜂蜜,枣等产品中存在苯甲酸的天然本底等
.1关于食品添加剂使用量的表述方式"应与国际及其他国家标准保持一致"如磷酸盐应以磷计"与欧美等国家地区保持一致&
建议食品添加剂使用量的表述方式应与检验方法保持一致"如糖精钠在 8b-a$" 中以糖精计"但检验方法检测的是糖精钠’
有些意见建议明确按照生产需要适量使用的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具体限值
%"1关于食品添加剂使用规定的备注"有些食品添加剂在饮料的使用规定中规定了固体饮料,浓缩果汁等可以按照冲调或稀
释倍数增加使用量"但这些添加剂的使用范围中未规定固体饮料,浓缩果蔬汁可以使用
%%1建议在附录 +中增加食品添加剂的每日允许摄入量#+_<$
%-1建议在附录 +中增加复合食品添加剂的专用名称和使用规定
%)1建议在表 +1) 中增加发酵酒和蒸馏酒

%1建议制定附录 b食品用香料名单的索引目录"便于查找
-1建议制定食品用香料的具体使用量
)1建议明确既可以作为食品用香料"又作为食品营养强化剂的物质"应如何把握使用量"如牛磺酸

%1建议明确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使用时的主要作用
-1建议明确食品工业用酶制剂使用范围"明确酶制剂的载体
)1建议明确常见的食品作为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应如何进行管理"如牛奶,蛋清,水等

%1不同的食品安全标准之间食品分类系统不一致"建议整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分类系统
-1建议 8b-a$" 食品分类系统和食品生产许可分类保持一致
)1食品分类系统全面但不精细"建议调整部分食品分类"如纳入保健食品,增加白酒和代用茶的产品分类,增加新资源食品内
容,调整发酵蔬菜的分类等
&1建议对食品分类系统增加定义或有法律效力的解释"或者建立单独的食品分类系统标准

-/-/)#其他意见和建议
一是一些关于 8b-a$" 标准格式的意见和建

议"如建议标准中编号应采用英式编号"使用三级
标题等&二是建议对于列入 8b-a$" 但没有质量规
格标准的食品添加剂制定质量规格标准&三是咨询
一些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相关的问题"如山胡椒能
否作为食品用香料的原料等’

)#讨论
)/%#反馈意见的合理性及可行性分析
)/%/%#关于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的管理范畴

按照(食品安全法) * %+及 8b-a$" 的规定"食品
添加剂是指在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人为添加到食
品中的物质"如果某种物质与食品添加剂的名称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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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但是不符合食品添加剂定义"不作为食品添加
剂进行管理’ 如食品中含有天然存在的铝,苯甲酸
等"虽然名称与食品添加剂名称一致"但由于不符
合食品添加剂的定义"故不作为食品添加剂进行管
理"不纳入 8b-a$"’

同时"按照 (食品安全法) * %+ 第二十六条的规
定"食品添加剂的品种,使用范围,用量应制定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中"8b
-a$" 是规定食品添加剂品种,使用范围,用量的标
准"为了避免不同标准之间的交叉,重复和矛盾问
题"其他食品产品标准中均不应再规定食品添加剂
的使用规定"如果涉及食品添加剂的内容"应直接
引用 8b-a$" 的规定’

对于食品中食品添加剂的检验方法"我国同国
际管理一致"对规定了具体使用范围和使用量的食
品添加剂"如防腐剂,着色剂,甜味剂,抗氧化剂等"

制定了食品中食品添加剂的检验方法"但是对于乳
化剂,增稠剂,稳定剂等类别的食品添加剂"由于其
安全性和使用特点"很难制定或者没有必要制定食
品中此类别食品添加剂的检验方法’ 鉴于上述原
因"不宜在 8b-a$" 中规定食品添加剂的检验方法
标准’
)/%/-#关于 8b-a$" 的版本更新与查询方式

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规定"对于食品添加剂新
品种和扩大使用范围,用量的食品添加剂需要按照
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的相关管理规定进行申报"经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告批准后方可使用’ 国家卫
生健康委员会关于食品添加剂的公告实际上是对
8b-a$" 标准的扩充"因此在保持标准主要内容稳
定的前提下"及时将公告内容与标准规定进行整
合"既可以保持标准内容的稳定"又有助于标准使
用者更加全面的掌握食品添加剂使用的规定’ 对
于类似情况"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R+R$的举措可
以借鉴’ R+R每年更新食品添加剂通用标准"并将
讨论通过的食品添加剂使用规定纳入新版本 * )+ ’

关于意见中提及按照食品类别规定每个食品
类别中添加剂的使用规定"可以参照 8b-a$"!
-""a(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版本 * &+ ,8b-a$"

配套的实施指南 * !+ 以及目前 R+R* )+ ,欧盟 * $+ ,澳
新 * a+等国际组织,地区,国家的食品添加剂的使用
规定"在未来食品添加剂标准的修订中予以考虑’

同时"为了更加便捷的查询食品添加剂使用规
定"可以通过开发电子查询系统等提供多种形式的
查询方式"还可将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告内容随
时纳入电子查询系统’ 目前我国已开发了 8b-a$"

的电子查询系统供参考使用 * ,+ "R+R,欧盟的标准也

有基于数据库的电子查询系统可以使用 * .(%"+ ’
)/%/)#关于食品添加剂的带入原则

食品添加剂的带入原则是食品添加剂使用中
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在 R+R,欧盟,澳新等组织和
国家的法规,标准中均有非常明确的规定"因此应
该在标准中予以保留’ 同时"由于食品生产加工过
程中使用的原料种类及使用量不同"原料中食品添
加剂的使用情况也不同"因此很难规定一个合理的
带入量限值"在 R+R及各国的标准中均是原则性规
定’ 在具体使用该原则过程中"应根据食品生产加
工过程中原料使用情况,原料中食品添加剂的使用
情况等进行综合判定 * )"$(a+ ’
)/%/&#关于附录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规定

意见中关于优化标准查询和使用的内容"建议
在标准修订过程中予以采纳"例如 -增加食品添加
剂的行业常用名称. -增加食品添加剂的 +_<值.
等&关于扩大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用量的意见
和建议"均不予采纳"因为扩大用量和使用范围的
食品添加剂应按照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的管理规定
进行申报"经过批准以后才能纳入标准中’

部分意见还需要在标准修订过程中进一步研
究"例如关于 -是否将甜味剂或其他功能的食品添
加剂纳入同一功能的食品添加剂混合使用时比例
之和的规定."需要参考国际标准的规定并进一步
调查了解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的实际情况&对于
-食品添加剂的最大使用量的计算基础."可以考虑
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同时还应考虑与我国食品安
全标准规定食品中食品添加剂的检验方法保持一
致"以解决不同标准之间的配套问题&对于 -在
表 +1)中增加蒸馏酒和发酵酒.等修改建议"可以在
行业调研的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研究’

此外"还有一些意见对标准理解有误"例如关
于-饮料中有些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规定中备注按照
冲调或稀释倍数增加使用量"但这些添加剂的使用
范围中未规定固体饮料,浓缩果蔬汁可以使用."标
准中如此规定是由于固体饮料,浓缩果蔬汁,果冻
粉等不是直接食用的产品"其食用方式是经过冲调
或稀释后食用"对于这些类别中食品添加剂的使
用"除非是由于其特殊形式需要使用的食品添加
剂"如固体饮料的抗结剂等"其食品添加剂的使用
与直接食用时的状态没有差别"因此采取了备注的
方式"即液体饮料对应的固体饮料可以按照稀释或
冲调倍数增加使用量"以保持两者之间食品添加剂
使用的一致性"也避免了重复’

对于-增加复合食品添加剂的专用名称和使用
规定.的建议"复合食品添加剂改变的是食品添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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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的使用方式"即由食品生产者逐一加入需要使用
的食品添加剂"变成将需要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先混
合,再一起加入"并未改变原来食品添加剂的使用
范围,用量"因此没有必要在8b-a$" 中规定复合食
品添加剂的相关规定"其管理应按照 8b-$$,a!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复配食品添加剂通则) * %%+

的规定"该标准涵盖了复配食品添加剂命名原则,

使用规定等要求’
)/%/!#关于附录 b食品用香料的使用规定

关于制定附录 b食品用香料名单索引的建议"

附录 b规定了允许使用的香料名单"其规定内容相
对集中"对其制定索引无异于对附录 b规定的重
复"因此不必制定索引’

对于制定香料具体使用量的建议"由于香料使
用量少"具有自限性"我国参照 R+R食品用香料使
用的原则制定了我国食品用香料的使用原则"目前
其他国家和地区均未制定食品用香料具体使用量
的规定"因此建议无需制定食品用香料的使用量’

对于既具有香料功能,又具有营养强化剂功能
的物质"应根据其使用的目的确定其应符合的使用
规定"作为香料使用时应遵守 8b-a$" 附录 b的使
用规定" 作为食品营养 强化剂 使用时 应 遵 守
8b%&,,"!-"%-(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
剂使用标准) * %-+的规定’ 这些使用原则建议在未来
8b-a$" 修订时在食品用香精香料的使用原则部分
进行明确’
)/%/$#关于附录 R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的使用
规定

关于明确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使用时发挥的
具体功能的建议"针对 8b-a$" 中在各类食品加工
过程中使用,残留量不需要限定的加工助剂名单"
可以在未来的标准修订过程中对上述食品工业用
加工助剂发挥的主要功能进行进一步的调查研究’

对于明确食品工业用酶制剂使用范围的问题"
由于作为加工助剂使用的酶大多作为食品工业用
的催化剂"具有专一性"只能催化特定的反应"不会
造成酶制剂的滥用"因此无需制定酶制剂的使用范
围’ 对 于 酶 制 剂 的 载 体 问 题" 建 议 在
8b%,,$/%a&!-"%$(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
剂 食品工业用酶制剂)中予以研究解决’
)/%/a#关于附录 X食品分类系统

关于 8b-a$" 附录 X食品分类系统与其他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生产许可的食品分类系统不一致
的问题"主要是出于不同的目的"食品分类系统可
能不同’ 8b-a$" 第四章明确强调了标准中的食品
分类系统用于界定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只适用

于本标准’ 但为了便于标准的使用者"不同的体系
在建立时应相互参考和借鉴"在满足不同目的的同
时应尽可能相同’

关于对食品分类系统增加定义或者有法律效
力的解释的建议"目前 8b-a$" 的食品分类系统主
要来源于行业的实际分类情况"同时根据食品添加
剂分类系统的特点进行了调整"因此 8b-a$" 实施
指南参照了行业内的食品分类"对每一种食品类别
进行了解释"解释只作为参考’ 未来可以根据标准
中食品分类系统的修订情况"进行及时更新和细化’

对于部分调整食品类别的建议"可以在标准修
订过程中进行更加深入的调研"必要时根据行业实
际情况对食品分类系统进行修订和完善’
)/-#关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修订及跟踪评价工作
的意见和建议

本次研究在对跟踪评价意见和建议梳理过程
中"发现有些反馈是对标准内容的咨询"如咨询一
些物质是否可以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等"占意见总
数的 %/"h#$’!a&$’ 虽然占比不高"但是由于该平
台不能对咨询的内容进行及时的回复"因此建议在
跟踪评价平台注明平台收集对标准执行过程的意
见和建议不包括咨询"并告知标准内容咨询的途径’

通过上述针对反馈意见的分析可以看出"部分
标准使用者对于食品中一些物质的本底是否属于
食品添加剂范畴,食品添加剂使用情况的监管是否
必须通过检验检测,扩大使用范围和使用量的食品
添加剂需要按照新品种管理规定进行申报,复配食
品添加剂使用范围和用量的确定,用于界定食品添
加剂使用范围的食品分类系统与其他食品分类系
统的关系,食品添加剂的带入原则等方面存在着对
标准的理解不够深入和准确等问题’ 今后需要在
食品添加剂的概念和范畴,食品添加剂使用情况的
监管模式,食品添加剂新品种的管理,食品添加剂
带入原则,复配食品添加剂的管理,食品分类系统
的理解与运用等方面针对标准的内容进行进一步
的解释"同时需要加强标准的宣贯培训力度"争取
在标准起草者,食品安全监管部门,食品生产经营
者等层面对上述问题的理解取得最大程度的一致
性"以利于标准的贯彻实施’

通过本次跟踪评价研究"对于未来 8b-a$" 的
进一步修订和完善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意见和建
议"如在食品添加剂使用规定的查询方式和电子查
询系统的开发,标准附录 +食品添加剂使用规定的
具体内容和形式,附录 b食品用香料使用原则的进
一步完善,附录 R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使用规定的
进一步完善,食品分类系统的及时更新和细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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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 8b-a$" 正在修订过程中"将会对上述意见和
建议进行分析和考虑’

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跟踪评价方法方面"为了
便于跟踪评价结果的汇总分析"建议针对不同的标
准"可以将常见的一些建议条目进行标准化"如 8b
-a$" 可以将标准的主要内容放入系统"在反馈意见
时直接选取相应的条目提出有针对性的意见’ 同时"
由于不同领域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差别较大"跟踪评
价不宜一成不变或机械照搬"在使用规范化的跟踪评
价调查表的基础上"应针对不同的标准"结合执行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及食品安全性质和监管需求"对其中
一些内容和项目指标进行必要的调整"使收集到的结
果更有针对性"更加全面和有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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