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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我国监督部门"检验机构和生产企业对 4X!6bD",56!6(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的依从性和

贯彻实施情况!以期为今后标准的制修订提供资料% 方法$通过现况调查!了解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主产区的监

管部门"检验机构和生产企业的基本情况"对标准条款的理解"各项指标的检测能力和标准的实施情况!收集标准

执行过程中遇到的主要问题以及反馈的意见和建议% 结果$向监督部门"检验机构和生产企业分别发放问卷 !bD"

"6 和 8D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分别为 "898e""!9!e和 E89be!不同部门均认为标准的整体合理程度较高#E"97e"

"695e""89"e$!收集的反馈意见分别为 578"57! 和 56b 条!大型"外资企业和监督部门"检验机构中从事食品监管

和检验工作时间较长以及标准使用频率较高"积极参加各项培训活动的人员反馈问题相对较多% 其中产品分类"

原料要求"基本营养成分"污染物和真菌毒素限量部分的反馈意见相对集中% 结论$通过跟踪调查发现标准整体

合理程度较高!部分指标需要跟进新的风险评估结果并及时更新指标值!某些重点营养素亟需出台配套的国标检

验方法% 加大监管部门"中小企业标准培训的力度和深度!并发挥媒体在标准宣贯中的积极作用!对各方正确执行

标准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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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是祖国的未来和民族的希望$也是最需
要关注的人群之一$婴幼儿期的营养直接关系着生
命后期的健康成长 )! g5* $合理的辅食添加对预防半

岁后婴幼儿贫血及其他营养不良非常重要 )7 g#* $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标准0正是针对这一阶段婴
幼儿辅食的一个重要产品标准$于 56!6 年正式发布
并实施$这也是/食品安全法0颁布后的首批标准之
一$标准号%4X!6bD"!56!6’

定期对已发布标准进行跟踪评估研究$及时掌
握标准的执行情况$这不仅是/食品安全法0的明确
要求$也是标准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 在美国(澳
新(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先后开展了多项针对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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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依从性(消费者知识行为态度以及对食品安
全风险的感知与期望方面的调查 )8 gb* $这些调查不
仅反映了消费者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感知(态度与
行为$以及生产企业在法规标准执行过程中遇到的
各种问题$更重要的是为指导政策法规的制修订提
供实践的依据’

目前$我国标准和法规方面的跟踪评估工作尚
处于起步阶段 )E g"* $随着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的逐步
完善$需大量开展此类工作’ 本研究选取标准颁布
实施一段时间后$社会关注度比较高(技术相对复
杂(咨询比较多的 4X!6bD"!56!6 /婴幼儿谷类辅
助食品0标准进行跟踪评估研究$及时发现标准执
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以期为标准的制修订
工作提供参考’

!$对象与方法
!9!$调查对象

调查对象主要分三个方面$即监管部门(检验
机构和生产企业$基本涵盖了从产品生产到市场监
管的主要环节’ 监管部门方面$选取婴幼儿谷类辅
助食品主产区 )!6* "黑龙江(河北(浙江(江苏(广东(

北京(上海(内蒙古(山西#D 省 5 直辖市 ! 自治区的
省(市级监督机构和部分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主
要为负责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监管的工作人员$每
个监督机构中选择 7 db 人进行调查$其中食品卫生
监督的主管领导 ! 名$从事食品卫生监督工作的初(
中(高级技术职称的监督人员各 ! d5 名&检验机构
方面$选择主产区的省(市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实
验室或有出证资质的第三方实验室$每个机构中选
择 5 d8 名主要从事婴幼儿配方食品的检验人员(主
管领导&生产企业方面$选择主产区经质检总局认
证许可生产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的所有国内企业
和部分外资企业$主要调查对象为企业法规部门主
管人员或企业质量管理(研发部门的负责人$每个
企业 5 d7 人’
!95$调查方法和内容

本次调查以电子邮件和邮寄问卷方式为主$同
时还辅助以其他形式$如标准培训现场发放问卷
等’ 调查内容主要包括标准执行单位的基本情况
和标准各条款的执行情况两部分’ 基本情况包括
各部门的一般情况(标准的理解(使用频率(培训情
况等’ 标准条款的执行情况主要是针对标准各条
款的设置是否合理(指标要求"包括产品分类体系(

原料要求(基本营养成分(可选择成分(污染物(真
菌毒素(营养强化要求等#是否过严或过松(检验或
计算方法与限量指标是否配套(产品标签标注是否

能真实反映各成分的含量(产品分类是否合理以及
实际工作中遇到的主要困难(问题和对标准制修订
的建议等’ 不同部门设计问卷的侧重点有所不同$

如检验机构重点调查标准所列检验方法是否能够
真正适用于该指标$监督部门和企业重点反映监管
和生产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以便最大限度地反映标
准执行的真实情况’

确立调查方案阶段%按照项目计划制定调查方
案$经课题组内部讨论和完善后开展预调查’ 针对
收集的调查表所反馈的问题进行问卷的扩充和细
化$请专家论证后最终定稿’ 实施调查阶段%组织
各单位进行问卷的填写$针对预期内未反馈问卷或
部分选项缺失的单位定期进行电话和邮件回访’
数据的收集和整理阶段%采用双人录入$并进行数
据的核查和确认’
!97$统计学分析

对回收的问卷$经审查合格后统一编号$用
)[BSFQF79! 软件进行问卷的录入$用 *=** !696 软
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并用 VBZ?KTKRQ)\ZMW566b

生成相关图表’

5$结果
59!$基本情况
59!9!$问卷回收情况

本次共向监督机构发放问卷 !bD 份$收回有效调
查表 !DE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898e$以质量监督和
卫生监督为主&共向检验机构发放问卷 "6 份$收回有
效调查表 E5 份$有效问卷回收率 "!9!e$主要为省级
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和监督机构中的检验人员&企业方
面共发放问卷 8D 份$收回有效调查表 #E 份$有效问
卷回收率 E89be$主要为国内企业"见图 !#’
59!95$问卷整体情况

标准整体评价结果显示$监督部门(检验机构
和企业均认为标准的整体合理程度较高"认为合理
和基本合理#$分别为 E"97e("695e("89"e’ 标
准使用频率的调查结果则显示企业使用标准的频
率明显高于监督部门和检验机构$一半以上的企业
每周使用标准 ! 次及以上’ 各部门对标准的培训都
非常重视$近一半的监督部门和检验机构表示接受
过标准的培训$企业人员接受过乳品标准培训的比
例高达 E89#e"见表 !#$各单位组织培训的部门居
首位的为质监部门$主管食品安全标准制修订的卫
生部门所占比例相对较低"见表 5#’ 通过对生产企
业和监管部门间就标准执行过程中意见不一致方
面的调查$可以从不同角度去发现标准执行过程中
遇到的各种问题$调查结果显示$各单位有三成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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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监督部门(检验机构(企业回收问卷分布
1BJH?M!$:GMNHMTQBKCCFB?MSBTQ?BPHQBKC KRTH[M?̂BTK?LBCTQBQHQBKC$ BCT[MZQBKC BCTQBQHQBKC FCS MCQM?[?BTM

表 !$标准整体评价情况
:FPWM!$:GMK̂M?FWWFTTMTTAMCQKRQGMZH??MCQTQFCSF?S

调查对象
标准合理程度百分比

"e#
标准使用频率

"e#

合理 基本合理 每周 ! 次 每月 ! d5 次

接受过标准
培训的比例

"e#

食品安全事件频发部分原因"e#

企业自律差 法律不完善 监管不到位 没有标准

意见不一致
方面
"e#

监督部门 #E95 #!9! "98 5695 #895 7#9E 5#9E !E96 !89! 7D97

检验部门 859# 7b9E 59# 5E96 #59b 769b 5#9b 5#97 !896 7698

生产企业 859! #79E D69# !598 E89# 7b98 559" !D9b !D9b 5"95

表 5$各单位接受培训情况分布
:FPWM5$:GMSM[F?QAMCQSBTQ?BPHQBKC KR?MZMB̂MQ?FBCBCJ

单位
质监部门 本单位 卫生部门 中介机构或咨询公司 食药部门 工商部门

频数 百分比"e# 频数 百分比"e# 频数 百分比"e# 频数 百分比"e# 频数 百分比"e# 频数 百分比"e#

监管部门 75 5"9! 5" 5D9# 58 559b D 898 # 79D !# !59b

检验部门 5! 7896 !b 5E97 !D 5D9b ! !9b # D9b ! !9b

企业 5E 7E9# 57 7!98 !8 5698 D E95 ! !9# 6 6

右的被调查者在标准执行过程中遇到意见不一致
的情况"见表 !#$主要包括对法规标准的理解(标准
的适用范围和检验方法的操作三个方面’

对于当前食品安全问题频发原因方面$监督部
门(检验机构和企业均认为最大的原因是企业自律
性差(缺乏社会责任感$从而导致不法生产’ 其他
原因还有法律不完善(监管部门监管不到位(媒体
放大和舆论效应(社会诚信缺失等方面$认为没有
标准的分别占 !89!e(!896e和 !D9be"见表 !#’
595$标准主要指标的实施情况
5959!$基本营养成分(可选择营养成分指标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主要针对 D 月龄以上的婴
幼儿群体$标准中所列基本营养成分部分规定了能
量(蛋白质(脂肪(部分重点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
范围和配套的检验和计算方法’ 可选择成分指标
$$

部分主要规定了 " 种可选择添加的维生素和 7 种矿
物质的范围值和检验方法’ 由于此部分涉及的内
容较多$并且各指标相对复杂$反馈的问题和建议
也是最多的’

调查结果显示$半数以上的被调查人员认为基
本营养成分和可选择营养成分部分制定得合理$仅
少数认为不合理"见图 5#’

各单位反馈的意见主要集中在以下方面%%标
准基本营养成分指标过少$建议增加如维生素 X5(
烟酸(胆碱(牛磺酸等营养指标&&营养成分含量的
计算方面$部分单位反映按照能量值计算的方法在
实际生产和监管过程中操作繁琐$建议按照每百克
干物质来计算&’个别检验方法可操作性不强$如
没有膳食纤维的配套检验方法$部分配套检验方法
的参考方法条件较单一等’

图 5$基本营养成分(可选择营养成分合理程度分布
1BJH?M5$:GM?MFTKCFPWMCMTTSBTQ?BPHQBKC KRMTTMCQBFWZKA[KCMCQT$ K[QBKCFWZKA[KCMCQ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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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选择营养成分指标方面$部分企业建议增加
低聚果糖(低聚半乳糖等营养成分指标$主要是因
为低聚果糖和低聚半乳糖作为婴幼儿食品中常用
的益生元成分$对婴幼儿健康成长有重要作用’ 此
外$还有企业建议在 4X8#!79!5(4X8#!79!7(4X

8#!79!8 等资料性附录中增加样品参考图谱等’
59595$污染物(真菌毒素(微生物限量指标

污染物(真菌毒素和微生物限量指标也是婴幼
儿谷类辅助食品标准中反馈问题较多的部分$各单
位反馈的合理程度大体相当"见图 7#’

图 7$污染物(真菌毒素(微生物指标合理程度分布
1BJH?M7$:GM?MFTKCFPWMCMTTSBTQ?BPHQBKC KRZKCQFABCFCQT$ ALZKQK\BCTFCS ABZ?KK?JFCBTAT

$$污染物部分的反馈意见主要有标准指标过少$
部分污染物未注明针对的产品条件$建议增加镉(
农药残留(兽药残留指标等’ 而对于无机砷限量指
标方面$大多企业认为标准过于严格$少数企业意
见认为应增设砷的形态学检验方法’

真菌毒素方面$多数意见都是基于谷类为主要
原料这一角度考虑$建议增加赭曲霉素 /(脱氧雪腐
镰刀菌烯醇(玉米赤霉烯酮等真菌毒素限量指标$
少数检验机构则指出标准中的检验方法"薄层分析
法#检测难度较大’

微生物限量指标方面$意见主要针对标准规
定的采样方案实际可操作性不强$有些指标过于

严格$微生物限量指标过少等方面$建议增加金黄
色葡萄球菌(志贺菌(李斯特氏菌等指标$以及对
添加了奶或奶制品的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建议
增加阪崎肠杆菌限量指标’ 而采样方案方面$比
较集中的意见是认为标准中的抽样方案需要更详
细的解释$也有建议按出厂(流通监督分别制定采
样方案等’
59597$原料要求(产品分类以及食品添加剂和营养
强化剂

原料要求(产品分类以及食品添加剂和营养强
化剂部分合理程度较高(反馈意见相对较少 "见
图 ##’

图 #$原料要求(产品分类以及食品添加剂和营养强化剂合理程度分布
1BJH?M#$:GM?MFTKCFPWMCMTTSBTQ?BPHQBKC KR?F‘AFQM?BFWT$ [?KSHZQZFQMJK?BMT$ RKKS FSSBQB̂MTFCS CHQ?BMCQTH[[WMAMCQT

$$原料方面$部分监督和检验机构认为应增加原
料氢化油脂和辐照方面的检测方法$以及原料过敏
原方面的说明等’ 个别监管部门认为目前市场上
部分婴幼儿辅食中添加了辅助消化的中药材成分$
建议在标准中明确其添加原则和限量’

产品分类方面$部分受调查者认为标准中的分

类体系尚需更进一步的解释和更明晰的说明$并保
持与横向的标准分类体系相协调$必要时可列举一
些常见的产品类型’

食品添加剂和营养强化剂方面$仅有少数企业
认为应将产品生产所必需的部分添加剂进行明确$
以免造成婴幼儿饼干类产品的开发和生产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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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讨论
79!$跟踪评估对标准制修订的作用和意义

通过标准实施后的跟踪评估研究$不但能了解
和掌握各标准执行单位对标准的依从性$还可以发
现标准实施过程中存在的各种问题’ 通过对这些
问题的深入研究$为标准的制修订提供实践的指导
依据$进一步完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各发达国家
均非常重视标准法规的跟踪评估研究$并将其作为
一项常态的工作定期开展 )!! g!5* $积累生产(监管过
程中的各种数据和反馈意见$作为今后法规标准制
修订的重要依据’ 我国也正积极开展此类工作$根
据/食品安全法0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十二五,规
划的要求$本次开展的针对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中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0标准的跟踪调查$不仅为今
后标准的制修订工作提供强有力的支持$也为今后
开展更多标准的跟踪评估工作提供借鉴’
795$跟踪评估反馈的主要问题

本次调查有效问卷回收率较高$企业是反馈问
题较活跃的部分$提出的问题和建议也比较客观和
具体$而监督部门和检验机构的受调查者中$标准
使用频率较高(从事监管和检验工作时间较长(积
极参加各类标准培训的人员反馈的问题和建议相
对较多$且大都贴近实际工作’ 其中$配套标准不
完善(部分重要标准和指标缺失以及标准间协调性
不强等是当前食品安全标准需要进一步解决的主
要问题’

通过对各部门间就标准执行意见不一致方面
的调查发现$各方对标准理解不一致是导致矛盾发
生的主要原因’ 而从培训的组织单位来看$负责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制修订的权威部门组织培训所占
比例严重不足’
797$建议措施

本次标准跟踪评估调查受到被调查各方的高
度重视和积极参与$在完善标准跟踪评价规范的基
础上$构建了许多反馈意见的绿色通道$并获得了
许多有价值的措施建议$这不仅为标准的修订工作
提供重要资料$也为进一步开展更多标准的跟踪评
估工作提供参考’

对于标准中反馈意见较多的条目需要跟进新
的风险评估结果并及时增设指标和更新对应的指
标值&针对标准之间协调性差$少数重要指标和检
验方法缺失的现状$结合标准成本<效益分析结果$

加快标准清理整合(制修订进程&部分检验方法中
可增加一些保证检出限条件下的快速分析方法$以
增强监管环节的可操作性&加大标准方面人才(经

费的投入$做好标准发布后期的维护和咨询工作&
同时$建议在今后标准征求意见阶段$加大宣传$鼓
励监管部门(科研院所(行业协会(公众以及企业积
极参与’

标准宣贯和培训作为标准工作的重要内容$在
食品安全标准体系逐步完善的今天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科学合理地解读和宣贯标准将是标准制定和
发布后期的又一工作重点$同时应增强标准制修订
部门组织培训的力度和深度’ 建议培训形式可以
多样化$比如发放培训材料或讲解光盘$以及通过
有影响力的媒体或在官方网站开辟相应专栏(讲座
等’ 另外$邀请媒体人员积极参与标准宣贯和食品
安全开放日活动$发挥风险交流在标准宣贯和食品
安全问题方面的积极作用 )!7 g!#* $鼓励政府主管部门
公布并解读各种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报告’ 同时
呼吁广大企业规范生产$增强社会责任感和主人翁
意识 )!8* $构建食品安全的长效诚信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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