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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调查评估 ]LUU#,(&%##)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L&,%)%(&%##)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L#!"!&(&%#!)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特殊膳食食用食品标签*在陕西

省的执行情况!为标准的修订完善提供依据# 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法!于 &%#U 年 ) p#% 月对陕西省食品相关生

产企业人员"监管人员"检验人员及科研人员通过会议现场发放问卷"微信网络问卷的方式进行调查# 调查内容包

含调查对象基本信息"对标准的知晓情况及合理性和可操作性评价"对标准的技术性评价情况及遇到的主要问题"

修改意见和建议# 结果$本次调查共发放问卷 !#% 份!收回有效问卷 !%) 份$" 类人员对 ]LUU#,(&%##"]L

&,%)%(&%##"]L#!"!&(&%#! 的总知晓率分别为 U-.#q & ,-/##! ’"U!.)q & ,!/##! ’"-".-q & )#/U’ ’$分别有
’%.Uq&U,/,-’",".!q &U%/,!’"U,."q &"%/)#’的调查对象认为 ]LUU#,(&%##"]L&,%)%(&%##"]L#!"!&(

&%#! 基本合理$部分调查对象提出一些关于标准细节的建议# 结论$陕西省食品相关工作人员对 ]LUU#,(&%##

和 ]L&,%)%(&%## 的知晓率较高!对 ]L#!"!&(&%#! 的知晓率与前 & 个标准相比较低# 本次调查还观察到调查

对象对标准的内容理解不够充分!执行情况仍然存在应用推广不够的情况# 标准在应用过程中还存在问题!现行

标准有待改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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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证食品安全是每个国家最基本%最迫切的公
共卫生问题 *#+ , 食品安全标准保障了食品安全的
管理和执法%在食品生产加工的每一个环节都应该
按照食品安全标准规范操作%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制定了 (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跟踪评价规
范)%目的是掌握国家标准的执行情况%推进标准的
贯彻落实%调查标准的科学性和使用性%为实施标
准和适时组织修订标准提供依据 *&+ , 本研究根据
(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关于做好食品安全标准跟
踪评价工作的通知) "国卫食品标便函 3&%#U4 #&-
号# *!+ %在陕西省食品相关工作人员针对 ]LUU#,!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 -
]L&,%)%!&%##(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
养标签通则) *)+和 ]L#!"!&!&%#!(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预包装特殊膳食食用食品标签) *-+开展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跟踪评价工作,

#$对象与方法
#.#$调查对象

&%#U 年 ) 月 #- 日至 &%#U 年 #% 月 !# 日对陕西
省 ## 个市共 !#% 人进行了调查%包括与食品相关的
企业人员-监管人员-检验人员-科研人员%进行面
对面问卷或微信网络问卷调查,
#.&$方法
#.&.#$问卷制作

本次采用横断面调查法, 问卷内容根据相应
国标%参照国家统一要求设计%经过多次专家讨论
和反复修改%进行了预调查%修改-删减不明确的问
题%增加在标准实行中易出错内容的相关问题%最
终确定问卷,
#.&.&$主要调查内容

针对三项标准的调查问卷主要分 ! 部分$调查
对象基本信息%包括人员分类-就职年限-企业性质
等’调查对象对三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知晓情
况%以及对标准内容的合理程度-标准的可操作性
方面进行评价’调查对象对三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的技术性评价及执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和建议%技
术性评价主要是标准附录中容易忽视的问题和网
络上有争议的问题,
#.!$统计学分析

收回的问卷由调查员统一整理并检查%将缺失
条目太多的问卷认定为无效问卷%并剔除, 使用
V;<F9A9!.%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并对数据进行逻辑

查错及双人核对%以保证数据录入质量, 采用 G_GG
#,.%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整理和统计分析, 调查者
的基本信息采用一般统计描述%统计推断按照数据
性质用卡方检验分析三项标准之间以及不同人员
对相关标准的知晓度和满意度差异%检验水准 "e
%.%)%以 -l%.%) 为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调查对象的基本信息

本次调查问卷共发放 !#% 份%收回 !%) 份%回收
率 ’,."q, 在回收的 !%) 份问卷中%其中针对 ]L
UU#,!&%## 和 ]L&,%)%!&%## 的问卷各为##! 份%
针对 ]L#!"!&!&%#! 的问卷为 U’ 份, 反馈调查问
卷 的 人 员 中% 企 业 人 员 ##& 人% 占 !-.Uq
"##&/!%)#’监管人员 U’ 人%占 &).’q"U’/!%)#’检
验人员 ’& 人%占 !%.&q"’&/!%)#’科研人员 && 人%
占 U.&q"&&/!%)#%其中工作年限以小于 ) 年居多%
企业人员所在企业性质主要是集体/民营企业, 见
表 #,

表 #$调查对象基本信息"8 e!%)#

Q9MBC#$L9I<2<=3:DK9A<:= :3A4CIPDNCH
特征 人数 占比/q

人员分类

企业性质

就职年限

企业人员 ##& !-.U

监管人员 U’ &).’

检验人员 ’& !%.&

科研人员 && U.&

国有/国营企业 , U.#

集体/民营企业 ’# ,#.!

外资企业 ’ ,.%

中外合资/中外合作企业 & #.,

其他性质 & #.,
l) 年 #!- "".-
) p#% 年 U- &".’
## p#) 年 !U #&.#
t#) 年 )- #,."

注$仅企业人员分企业性质%故占比总数为 ##&

&.&$三项标准知晓度评价
本次调查中标准的知晓率由高到低分别是 ]L

UU#,!&%## " U-.#q% ,-/##! #% ]L &,%)%!&%##
" U!.)q% ,!/##! #% ]L #!"!&!&%#! " -".-q%
)#/U’#, 采用卡方检验分析三项标准的知晓程度
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e!.&"#%-t%.%)#,

在对 ]LUU#,!&%## 的问卷调查中%企业人员
知晓 率 最 高 " ’%.%q% !-/"% #% 检 验 人 员 最 低
"-&.)q% &)/"%#’企业-监管-检验以及科研这 " 类
人员之间对 ]LUU#,!&%## 的知晓率差异有统计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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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义"-l%.%)#, 在 ]L&,%)%!&%## 的问卷调查
中%企业人员的知晓率最高为 ’%.&q"!U/"##%检验
人员的知晓率最低为 )’.-q "&,/"U#’" 类人员之
间对 ]L&,%)%!&%## 的知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在 ]L#!"!&!&%#! 的问卷调查中%企
业人员知晓率为 U#.%q"&&/!##%监管人员知晓率
为 )).,q"&"/"!#, 经卡方检验%企业人员和监管
人员知晓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t%.%)#, 见表 &,

表 &$三项标准的知晓情况"q#

Q9MBC&$*O9DC=CII:3A4CA4DCCIA9=F9DFI
标准 企业人员 监管人员 检验人员 科研人员 合计

]LUU#,!&%##

]L&,%)%!&%##

]L#!"!&!&%#!

是 ’%.%"!- /"%#9 ,%.%"#- /&%# -&.)"&) /"%#9 -’.&"’ /#!# U-.#",- /##!#

否 #%.%"" /"%#9 &%.%"" /&%# !U.)"#) /"%#9 !%.,"" /#!# &!.’"&U /##!#

是 ’%.&"!U /"## M U).%"#& /#-# )’.-"&, /"U# M --.U"- /’# U!.)",! /##!#

否 ’.,"" /"## M &).%"" /#-# "%.""#’ /"U# M !!.!"! /’# &-.)"!% /##!#

是 U#.%"&& /!## )).,"&" /"!# #%%.%") /)# %.%"% /%# -".-")# /U’#

否 &’.%"’ /!## "".&"#’ /"!# %.%"% /)# %.%"% /%# !).""&, /U’#

注$9表示 ]LUU#,!&%## 中企业人员与检验人员的知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采用 3<I4CD检验%-l%.%%, !# ’M 表示 ]L&,%)%!&%## 中企业
人员与检验人员的知晓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采用 3<I4CD检验%-l%.%%, !#

&.!$对 ]LUU#,!&%## 的评价结果
&.!.#$合理性-可操作性评价

知晓 ]L UU#,!&%## 的 ,- 人 中% 有 , 人
"’.!q#认为标准整体非常合理%有 U, 人"’%.Uq#
认为基本合理%无人认为不合理’有 #% 人"##.-q#
认为该标准内容可操作性强%有 U& 人 ",!.Uq#认
为可操作性较强%有 " 人"".Uq#认为可操作性差,
将监管及检验人员合为一类以下称管验人员%采用
^<B2:c:= 秩和检验%分别分析企业人员-管验人员对
]LUU#,!&%## 的合理性评价-可操作性是否存在
差异%尚不能认为两类人员对该标准评价存在差异
"Nen#.,),%-t%.%)’Nen%."")%-t%.%)#,

&.!.&$技术性评价及相关建议
针对 ]LUU#,!&%## 附录 ?部分标签项目的

推荐标识形式%,U.,q "!-/"##管验人员和 ’#.Uq
"!!/!-#的企业人员认为合理, UU.,q "&,/!-#的
企业人员和 ’&.Uq " !,/"# #的管验人员认为 ]L
UU#,!&%## 附录 *包装物或包装内容物最大表面
面积的计算方法操作性强, 针对 ]LUU#,!&%## 附
录 L食品添加剂在配料表的标识形式% ’"."q
"!"/!-#的企业人员认为能掌握本企业产品的标识
形式, 对于标准中增加的食品中可能含有致敏物
质时的推荐标识要求%仅有 ,.!q"!/!-#的企业人
员认为不能满足本企业的需求% 见表 !,

表 !$]LUU#,!&%## 技术评价
Q9MBC!$QC24=<29BCN9BP9A<:= :3]LUU#,+&%##

评价内容 选项
企业人员" 8 e!-# 管验人员" 8 e"##

人数 占比/q 人数 占比/q

附录 ?部分标签项目的推荐标识形式的合理性

附录 *包装物或包装内容物最大表面面积计算方法可操作性

是否完全掌握本企业产品的标识形式

标准中增加的食品中可能含有致敏物质时的推荐标识要求%是
否能满足贵企业的需求

非常合理 ) #!.’ # &."

基本合理 &, UU., !) ,)."

不合理 ! ,.! ) #&.&

易于操作 ! ,.! & ".’

可操作 &) -’." !- ,U.,

难以操作 , &&.& ! U.!

完全掌握 - #-.U ! !

基本掌握 &, UU., ! !

难以掌握 & ).- ! !

完全满足 ’ &).% ! !

非常满足 &" --.U ! !

不满足 ! ,.! ! !

注$!为不需填写该项内容

$$针对 ]LUU#,!&%## 调查者提出一些问题以及
建议$!希望明确当产品标准中无质量等级时%能
否标示等级, "有公司表示可以提供测表面积的
仪器%能否在标准中加入仪器测试法, #因为有些
食品形状不规则%使用本标准附录 *包装内容物最
大表面面积计算方法比较困难, *当企业的产品
规格发生变化%利用本标准附录 *包装内容物最大

表面面积计算方法常导致一个产品有多种标识,
&."$对 ]L&,%)%!&%## 的评价结果
&.".#$合理性-可操作性评价

知晓 ]L&,%)%!&%## 的 ,! 人中%有 #! 人
"#).Uq#认为标准整体非常合理%有 U% 人",".!q#
认为基本合理%无人认为不合理’有 #’ 人"&&.’q#认
为该标准内容可操作性强%有 -" 人"UU.#q#认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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操作性较强%无人认为标准内容可操作性差, 采用
^<B2:c:= 秩和检验%分别分析企业人员-管验人员对
本标准的合理性评价-可操作性是否存在差异%尚不
能认为两类人员对标准评价存在差异 "Nen%.,%)%
-t%.%)’Nen%.")"%-t%.%)#,
&.".&$技术性评价及相关建议

有 ,!.,q " !#/!U # 的 企 业 人 员 和 ,&.)q
"!!/"%#的管验人员表示了解标准附录 L营养标签
格式的规定, U,."q"&’/!U#的企业人员和 UU.)q

"!#/"%#的管验人员表示了解标准附录 ?能量和营
养成分含量声称的条件和要求, ’".-q"!)/!U#的
企业人员和 UU.)q"!#/"%#的管验人员认为含量声
称方式都应以营养素参考值"@(a#为标准%采用卡
方检验%企业人员和管验人员对含量声称方式都应
以 @(a为标准的理解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l
%.%)#, 了解 ]L&,%)%!&%## 的所有企业人员表示
本企业均使用了附录 L中推荐的营养标签格式,
见表 ",

表 "$]L&,%)%!&%## 技术评价
Q9MBC"$QC24=<29BCN9BP9A<:= :3]L&,%)%+&%##

评价内容 选项
企业人员" 8 e!U# 管检人员" 8 e"%#

人数 占比/q 人数 占比/q

是否了解附录 L营养标签格式的规定

是否了解附录 ?能量和营养成分含量声称的条件和要求

含量声称是否都应以 @(a为标准

企业是否使用附录 L中推荐的营养标签格式

是 !# ,!., !! ,&.)

否 - #-.& U #U.)

是 &’ U,." !# UU.)

否 , &#.- ’ &&.)

是 !) ’".- !# UU.)

否 & )." ’ &&.)

是 !U #%%.% ! !

否 % %.% ! !

注$!为不需填写该项内容

$$针对 ]L&,%)%!&%## 调查者提出一些疑问归
纳如下$!不明确膳食纤维标识应在碳水化合物内
还是单独标识, "含量声称不应都以 @(a为标准%
@(aq的标示会出现不准确的情况%易对公众消费
产生误导,
&.)$对 ]L#!"!&!&%#! 评价结果
&.).#$合理性-可操作性评价

知晓 ]L#!"!&!&%#! 的 )# 人中%有 #% 人
"#’.-q# 认 为 标 准 整 体 非 常 合 理% 有 "% 人
"U,."q#认为基本合理%有 # 人"&.%q#认为不合
理’有 ## 人"&#.-q#认为该标准内容可操作性强%

有 !, 人 " U".)q# 认为可操作性较强% 有 & 人
"!.’q#认为可操作性差, 采用 ^<B2:c:= 秩和检
验%分别分析企业人员和管验人员对本标准的合理
性评价-可操作性是否存在差异%尚不能认为两类
人员对标准评价存在差异"Nen%.%&U%-t%.%)’
Nen%.")U%-t%.%)#,
&.).&$技术性评价及相关建议

在 )# 名了解该标准的调查对象中%仅有 # 人表
示定义难以理解%表示特殊膳食食用食品只是使用
人群不同%并无.特殊/之处, ’%.&q ""-/)##的人
了解预包装特殊膳食食用食品的基本要求, 见
表 ),

针对 ]L#!"!&!&%#! 调查者提出的问题及建
议归纳如下$!食品名称应明确表示为 .特殊膳食
食用食品 食品名称/%并在标准中明确规定%否则

$$$$ 表 )$]L#!"!&!&%#! 技术评价
Q9MBC)$QC24=<29BCN9BP9A<:= :3]L#!"!&+&%#!

评价内容 选项 人数 占比/q

特殊膳食食用食品定义是否
可理解

是否了解预包装特殊膳食食
用食品的基本要求

完全能理解 #) &’."

基本能理解 !) -,.-

难以理解 # &.%

是 "- ’%.&

否 ) ’.,

本标准和 ]LUU#,!&%## 无区别, "预包装特殊膳
食食用食品能否要求标示是否为转基因食品以及
所含的过敏源,

!$讨论
!.#$关于 ]LUU#,!&%## 调查结果的讨论

]LUU#,!&%##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
品标签通则)由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组织
修订并发布%并且纳入国家食品安全标准范围, 该
标准修订遵循(食品安全法)对食品标签的相关规
定%以 &%%" 版标准为基础%增补和修改相关内容%增
加了资料性附录 *U+ , 通过本次调查%陕西省食品相
关工作人员对 ]LUU#,!&%## 知晓程度高%是本次
调查的三项标准中知晓率最高的标准, " 类食品相
关工作人员差距较大%企业人员和监管人员要优于
检验人员和科研人员%原因可能是该标准主要应用
在企业和监管机关%检验部门涉及较少, 标准的基
本合理和可操作较强占比较大%表明标准在应用过
程中还是存在一定问题%需要相关部门给予高度重
视, 调查对象针对本标准提出的部分意见合理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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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代表性%但有些企业人员由于对标准理解不够充
分而提出意见 *,+ %表明标准的培训宣传工作不到
位%建议企业邀请熟悉标准的专业人士对食品相关
工作人员进行培训%加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应用
推广工作 *’+ %同时从监督人员提出的意见中发现他
们对标准的理解不一致%这会导致执行难度加大%

建议建立相应配套的-可操作性强的法律法规%切
实发挥食品安全监管作用, 附录 *和附录 ?的可
操作-基本合理占比较大%说明该标准附录的使用
存在一定问题%例如一些企业人员认为不规则的产
品难以使用附录 *的最大表面面积法进行人工测
量%建议在标准中加入仪器测量法%减轻企业工作,
管验人员希望标准明确当产品相关标准中无质量
等级时%能否标示等级%以便工作执行,
!.&$关于 ]L&,%)%!&%## 调查结果的讨论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旨在对食品营养标
签建立专门的标准%为引导消费者进行食物的选
择-营养教育的传播-保护消费者利益-引导健康消
费起到了积极作用%是食品质量走向更高质量的垫
脚石 *#%+ , 在这次问卷调查中%食品相关工作人员对
]L&,%)%!&%## 知晓程度较高%但认为标准内容基
本合理和可操作较强的人数居多%说明标准执行存
在应用推广不够的情况, 针对食品安全专业人士
提出的一些意见和问题%其中一些缺乏合理性%说
明部分被调查者存在对标准理解不到位%熟练程度
不达标的问题%因此培训工作仍是各部门要重视的
方面 *##+ , 建议$##重视对监管人员的培训%才能为
监管对象做好解释工作%减少标准的实施阻力 *#&+ ,
&#监管人员在以后工作中%可采用开展技术培训研
讨会-与食品龙头企业开展合作等方式%有利于解
决企业在执行该标准中遇到的问题, 关于含量声
称是否都应以 @(a为标准%企业人员和管验人员产
生分歧%管验人员表示个别食品的含量声称应与同
类食品比较%如牛奶与其他食品相比钙含量偏高%
有些企业以 @(a为准标示为 .高钙牛奶/%但实际
与未标示为.高钙牛奶/的牛奶钙含量相差不大%这
会误导消费者%同时也是对未标示为.高钙牛奶/的
生产企业的不公平, 为减少标准产生的歧义%建议
相关部门明确含量声称不应都以 @(a为标准%及时
修订标准%编写相关释义, 有被调查者提出该标准
不明确膳食纤维标示应在碳水化合物内还是单独
标示%希望标准予以表明,
!.!$关于 ]L#!"!&!&%#! 调查结果的讨论

]L#!"!&!&%#! 涵盖了对预包装特殊膳食食
用食品标签的一般要求%并明确了特殊膳食食用食
品的定义和分类%符合定义和分类的产品其标签标

示应符合本标准的规定 *#!+ , 在这次问卷调查中%食
品相关工作人员对 ]L#!"!&!&%#! 的知晓程度较
前两个标准略低%原因是特殊膳食食用食品占总体
食品的比重较低%与前两个适用面较广的标准比
较%其知晓率较低是客观的%可以理解, 其中企业
人员和检验人员的知晓率高于监管人员%原因是部
分监管人员不从事该标准所适用的食品监管工作%
故对该标准不了解, 大多数被调查者表示该标准
适用的特殊膳食食用食品定义有些笼统以及特殊
膳食食用食品类别有些欠缺%建议积极修订标准%
通过编写相关释义和使用指南等方式让标准更精
确实用, 企业人员提出若特殊膳食食用食品的原
材料为转基因产品%是否应标示为转基因食品%希
望标准予以明确, 监管人员表示食品所含的过敏
源也应强制标示%防止出现过敏事件,

综上所述%通过问卷调查发现三项标准均需要
加强宣传培训%通过各种途径大规模宣传-学习标
准, 针对被调查者提出的一些问题和建议%需要去
粗取精%为标准修订遴选出具有科学性-合理性和
可操作性的问题和建议, 此外应建全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跟踪评价工作体制机制%不断加强标准人才
培养和师资培训工作 *#"+ %发挥熟悉食品安全标准的
专家作用%不断增强标准跟踪评价的工作能力%使
标准跟踪评价更规范%为标准修订者提供更好的借
鉴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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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产品认证增补目录&六’&续’

序号 产品名称 产品范围

"’

U#

U’

##)

##,

#&-

植物类中药

山桃$山苍子$大花红景天&红景天’$乌头&川乌"附子’$皂荚&皂角’$银柴胡$虎
杖$天南星&天南星"异叶天南星"东北天南星’$藁本&藁本"辽藁本’$木贼$半边
莲$百部&直立百部"蔓生百部"对叶百部’$葶苈子&播娘蒿"独行菜’$祁州漏芦
&漏芦’$麻黄&草麻黄"中麻黄"木贼麻黄’$白前 &柳叶白前"芫花叶白前’$大血
藤$款冬$泽泻$光叶菝葜 &土茯苓’$白花前胡 &前胡’$射干$半夏$北乌头 &草
乌’$防风$桑寄生$蝙蝠葛&北豆根’$独角莲 &白附子’$升麻 &大三叶升麻"兴安
升麻"升麻’$秦艽&秦艽"麻花秦艽"粗茎秦艽"小秦艽’$苍术&茅苍术"北苍术’$
羌活&羌活"宽叶羌活’$茵陈&滨蒿"茵陈蒿’$黄皮树&黄柏’$木通&木通"三叶木
通"白木通’$地肤$半枝莲$苍耳$小通草&喜马山旌节花"中国旌节花"青荚叶’$
明党参$谷精草$知母$白术$木香$珊瑚菜&北沙参’$太子参$藤茶&显齿蛇葡萄’$
赤小豆&赤小豆"赤豆’$玄参$莎草 &香附’$益智$乌药$川芎$五倍子 &盐肤木"
青麸杨"红麸杨叶上的虫瘿’$郁李&欧李"郁李"长柄扁桃’$高良姜$吴茱萸&吴茱
萸"石虎 "疏毛吴茱萸 ’$莪术 &蓬莪术"广西莪术"温郁金 ’$毛叶地瓜儿苗
&泽兰’$延胡索&元胡’$麦蓝菜&王不留行’$槲蕨&骨碎补’$石菖蒲$阿尔泰银莲
花&九节菖蒲’$蛇床$槐$密蒙花$茜草$粗茎鳞毛蕨 &绵马贯众’$马勃 &脱皮马
勃"大马勃"紫色马勃’$猪苓$山银花&灰毡毛忍冬"红腺忍冬"华南忍冬"黄褐毛
忍冬’

淡水鱼&尾’ 鱇浪白鱼

冷鲜鱼和冷冻鱼 鱇浪白鱼

其他食品 #!!+二油酸+&+棕榈酸甘油三酯&仅作为营养强化剂’$溶豆

植物类中草药加工制品
&仅限于经切碎"烘干等物理

工艺加工的产品’

大花红景天&红景天’$泽泻$光叶菝葜 &土茯苓’$升麻&大三叶升麻"兴安升麻"
升麻’$苍术&茅苍术"北苍术’$知母$白术$木香$珊瑚菜 &北沙参’$太子参$玄
参$莎草 &香附’$益智$川芎$郁李&欧李"郁李"长柄扁桃’$高良姜$吴茱萸&吴茱
萸"石虎"疏毛吴茱萸’$毛叶地瓜儿苗 &泽兰’$槲蕨 &骨碎补’$茜草

纺纱用其他天然纤维 木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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