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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市售预包装食品营养强化标签标识现状!为我国食品营养强化相关标准的修订提供参考%

方法#采用横断面调查方法!从 8b%&,,"*-"%-(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允许强化的食品

类别中选取 %% 类常见食品!随机采集市售预包装食品标签样品 ) a$" 份!分析每类食品中强化的营养素种类及其

强化比例% 结果#) a$" 份调查样品中共有 &,. 份样品进行了营养强化!总体强化率为 %)/"h!不同类别食品的营

养强化情况差异较大!其中乳及乳制品"饮料类和粮食及粮食制品强化比例较高!分别为 )./ah#%$"’&")$"%!/"h

#%!%’% ""$$和 %&/"h#a$’!&-$!%%" 份调制乳粉样品全部进行了营养强化!远高于其他类别食品!而冷冻饮品"果

泥"豆浆"胶基糖果"大米制品"杂粮粉及其制品等类别共计 &%% 份样品均未进行营养强化% 从强化的营养素种类

看!维生素 +"_"X"b族以及钙"铁"锌等我国居民较缺乏的营养素在各类食品中的强化比例相对较高!磷"#(亚麻

酸"乳铁蛋白"酪蛋白磷酸肽等在各类食品中的强化比例较低% 结论#我国市售预包装食品总体营养强化比例不

容乐观!建议相关标准修订过程中应结合市场产品现状!对可强化的食品类别"允许添加的营养素种类等进行系统

评估分析!以切实提高居民微量营养素摄入!并丰富市场产品和促进产业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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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强化作为改善人群微量营养素缺乏的有
效手段之一"其效果与国家采取的营养强化政策
和人群微量营养素摄入状况等相关 * %+ ’ 我国居民
的膳食结构以植物性食物为主"钙,铁以及维生素
+#f+$ ,f_等微量营养素缺乏较严重 * -+ "并且市
售强化食品对人群微量营养素摄入贡献率也相对
较低 * )+ ’

欧盟 * &+ ,美国 * !+ ,加拿大 * $+以及澳大利亚和新
西兰 * a+等在食品营养强化方面大多以通用标准和
在特定产品标准中进行强化的方式管理"对于强化
量和允许强化的食品类别"大多不局限于个案审
批"食品主要强化维生素和矿物质"并且终产品中
营养素含量需结合营养标签和营养声称等综合考
虑"对于丰富市场产品和促进企业创新发挥积极
作用’

目前"我国的食物强化政策主要为自愿强化"
所执行的标准为强制性的 8b%&,,"!-"%-(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 ,+ #以下简
称 8b%&,,"$"该标准规定了各类食品中允许使用
的营养强化剂种类和使用量要求"按照行政许可方
式进行扩大使用范围和使用量的管理"并陆续以国
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公告形式动态更新"根据 8b
%&,," 标准问答及8baa%,!-"%%(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和 8b-,"!"!-"%%(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等规定"
强化食品需在标签配料表及营养成分表中进行标
示’ 为及时了解 8b%&,," 的执行情况和市场产品
的实际强化现状"并为下一步标准修订提供参考"
本研究调查分析了我国市售预包装食品营养强化
标签标识现状’

%#材料与方法
%/%#材料
%/%/%#样品来源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期间"对来源于国
内各大商场,超市以及网络途径销售的食品样品进
行一般信息,标签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的现场调
查’ 样品选取时对照 8b%&,," 食物分类体系"并参
考(食品工业发展报告)等行业资料"每类食品尽量
涵盖不同品牌或同一品牌不同系列的产品"尽量包
括国产或进口产品"标签配料信息完整’ 调查采取
拍照,笔记等方式记录"调查内容包括产品名称和
品牌信息,产品所属食品类别,产品执行标准号,配

料表,营养成分表,生产日期与保质期等信息’
%/%/-#样品指标信息

根据样品所属食品类别"对应 8b%&,," 附录 +
以及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营养强化剂新品种
相关公告"确定该类别食品允许使用的营养强化剂
种类"对照样品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将样品中所
使用的强化剂进行记录和分类统计’

为方便记录与统计"除常见维生素,矿物质类
字符缩写外"部分营养强化剂简写如下%二十二碳
六烯 酸 #_6+$, 花 生 四 烯 酸 #++$, #(亚 麻 酸
#89+$,低聚果糖#D]F$,%")(二油酸(-(棕榈酸甘油
三酯#]O]$,乳铁蛋白#9D$,酪蛋白钙肽#RRO$,酪
蛋白磷酸肽#ROO$,酵母 "(葡聚糖#‘ "(8SN$,!(苏
糖酸镁#IC\$,!(赖氨酸#!N9H;$’
%/-#方法

样品信息收集完成后进行完整性和准确性的
核查’ 目前"8b%&,," 附录 +允许强化的食品共计
%- 类"经调查发现 %"/" 蛋及蛋制品几乎没有强化
产品"故进行了排除"本次调查共覆盖 %% 类食品’
至调查结束时"8b%&,," 附录 b允许使用的强化剂
种类#)a 种$和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批准发布的强
化剂新品种种类#% 种"‘"(8SN$一共 ), 种 * .+ "统计
每类食品中各强化剂的使用情况’

强化比例是指使用相应强化剂的样品份数占
该类 食 品 样 品 份 数 的 百 分 比’ 本 研 究 利 用
I:2J?;?3GXU2AS-"%" 录入样品指标数据"建立各类
食品中不同强化剂使用频次的数据库"并进行统
计学分析’

-#结果
-/%#各类食品营养强化状况

根据 8b%&,," 规定" "./" #水产及其制品 $,
%%/"#甜味料"包括蜂蜜$,%!/"#酒类$等属于不允
许营养强化的食品类别"%"/"#蛋及蛋制品$由于市
售产品几乎不进行营养强化"而 %)/"#特殊膳食用
食品$遵循具体产品标准要求"因此本研究进行了
排除’ 最终"本研究共选取乳及乳制品等 %% 类食品
共 ) a$" 份样品"基本覆盖了我国市售的各类主流
预包装食品’ 在所调查的预包装食品样品中"共有
&,. 份样品进行了不同程度的营养强化"总体营养
强化比例为 %)/"h#&,.’) a$"$"具体见表 %’ 不同
类别食品的营养强化比例差别较大"其中乳及乳制
品,饮料类和粮食及粮食制品的营养强化比例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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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分别为 )./ah#%$"’&")$,%!/"h#%!%’% ""$$和
%&/"h#a$’!&-$’ 调查的 %%" 份调制乳粉#包括儿
童,孕产妇及其他类型调制乳粉$全部进行了营养

强化"远高于其他类别食品’ 而冷冻饮品,果泥,豆
浆,胶基糖果,大米制品,杂粮粉及其制品等 %" 个亚
类的 &%% 份样品营养强化比例为 "/"h’

表 %#各类食品样品营养强化情况
\>MSA%#7NGJ:G:?B 3?JG:3:2>G:?B ;:GN>G:?B ?33??E ;>@WSA;

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亚类 样品份数 营养强化样品份数 比例’h

乳及乳制品

脂肪,油和乳化脂肪制品

水果,蔬菜#包括块根类$ ,豆类,食用菌,
藻类,坚果及籽类等

可可制品,巧克力和巧克力制品及糖果

粮食及粮食制品#包括大米,面粉,杂粮,
淀粉等$

焙烤食品

肉及肉制品

调味品

饮料类

其他类

冷冻饮品
合计

调制乳 $" -, &$/a

风味发酵乳 -)) -- ./&

调制乳粉 %%" %%" %""/"

小计 &") %$" )./a

植物油 %%" ) -/a

人造黄油及其类似制品 %% & )$/&

小计 %-% a !/,

水果罐头 )) ) ./%

果泥 )& " "/"

豆粉,豆浆粉 $$ -" )"/)

豆浆 -- " "/"

小计 %!! -) %&/,

胶基糖果 $" " "/"

除胶基糖果以外的其他糖果 %-, %" a/,

小计 %,, %" !/)

大米 !a - )/!

大米制品 -" " "/"

小麦粉 ," ! $/)

小麦粉制品 %!" -a %,/"

藕粉 ," , %"/"

杂粮粉及其制品 -$ " "/"

即食谷物"包括辗轧燕麦#片$ %-. )& -$/&

小计 !&- a$ %&/"

面包 )$ " "/"

西式糕点 %)$ $ &/&

饼干 !"% -, !/$

小计 $a) )& !/%

肉灌肠类 $% ) &/.

肉松和肉干类 &a ! %"/$

小计 %", , a/&

醋 -. " "/"

酱油 $- - )/-

小计 .% - -/-

浓缩果蔬汁#浆$ &. " "/"

果蔬汁#肉$饮料#包括发酵型产品等$ -&! )" %-/-

蛋白饮料 -a. a, -,/"

水基调味饮料 %%. %" ,/&

茶饮料 %&$ % "/a

咖啡饮料 !& " "/"

固体饮料 %%& )- -,/%

小计 % ""$ %!% %!/"

果冻 &! %! ))/)

膨化食品 )&a ) "/.

小计 ).- %, &/$

冰激凌类,雪糕类 ,% " "/"
) a$" &,. %)/"

注%蛋白饮料中包括 --- 份含乳饮料样品&水基调味饮料中包括 -a 份风味饮料样品

-/-#各类食品中营养强化剂使用情况分析
-/-/%#乳及乳制品

调制乳和调制乳粉是乳及乳制品中进行营养
强化较常见的食品亚类’ 在已进行营养强化的调

制乳样品中"强化 f_和 fX的比例最高"分别为
!a/%h#%$’-,$和 !)/$h# %!’-,$"f+的强化比例
也相对较高"达到 -!/"h#a’-,$&但钙,9D和牛磺
酸的强化比例相对较低"均低于 %"/"h"此外"所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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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的调制乳样品均未对叶酸进行强化"见图 %’

图 %#调制乳营养强化样品中各强化剂的使用情况
D:CNJA%#D?JG:3:AE J>G:??3E:33AJABG3?JG:3:AJ:B @?E:3:AE @:SK

##而对调制乳粉进行分析发现"所采集的 %%" 份

儿童和孕产妇用调制乳粉样品全部进行了营养强

化"强化的营养素种类也较多"包括 f+,fR,f_,

fX,fL,b族维生素,钙,铁,锌等近 )" 种"这些也均

是 8b%&,," 批准使用的强化剂种类’ 需要指出的

是"8b%&,," 虽然批准了肌醇,89+,9D及 ROO可

在相应类别调制乳粉中使用"但实际强化比例较

低’ 另外"在儿童和孕产妇之外的调制乳粉中强化

营养素的种类整体较少"营养强化比例也相对较

低"具体见图 -d&’

图 -#调制乳粉#仅限儿童$营养强化样品中各强化剂的使用情况
D:CNJA-#D?JG:3:AE J>G:??3E:33AJABG3?JG:3:AJ:B @?ENS>GAE @:SK W?VEAJ#?BSH3?J24:SEJAB$

图 )#调制乳粉#仅限孕产妇$营养强化样品中各强化剂的使用情况
D:CNJA)#D?JG:3:AE J>G:??3E:33AJABG3?JG:3:AJ:B @?ENS>GAE @:SK W?VEAJ#?BSH3?JWJACB>BGV?@>B$

-/-/-#脂肪,油和乳化脂肪制品
8b%&,," 规定脂肪,油和乳化脂肪制品中可用

的强化剂种类包括 f+,f_,fX和 89+’ 在所调查
的 %%" 份植物油样品中") 份样品强化了 f+"其中

% 份样品同时还强化了 fX’
-/-/)#水果,蔬菜,豆类,食用菌,藻类,坚果以及籽类

虽然 8b%&,," 的 "&/" 类别中包含的食品亚类
相对较多"但其中仅水果罐头,果泥以及豆粉,豆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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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调制乳粉#除儿童和孕产妇$营养强化样品中各强化剂的使用情况
D:CNJA&#D?JG:3:AE J>G:??3E:33AJABG3?JG:3:AJ:B @?ENS>GAE @:SK W?VEAJ#AU2AWG3?J24:SEJAB >BE @>GAJB:GH$

粉,豆浆等亚类允许进行营养强化"其中"水果罐头
及果泥中仅允许对 fR进行强化’ 调查结果显示"
水果罐头 fR的强化比例为 ./%h#)’))$"果泥样品
fR的强化比例为 "/"h#"’)&$’

在 -" 份豆粉,豆浆粉营养强化样品中".!/"h
#%.’-"$的样品对钙进行了营养强化"其次为 f_
#!!/"h"%%’-"$’ 而 fR,磷以及牛磺酸等营养素虽
然批准可以强化"但实际强化比例均为 "/"h’ 此
外"-- 份豆浆#预包装$样品均未进行营养强化"具
体情况见图 !’

图 !#豆粉,豆浆粉营养强化样品中各强化剂的使用情况
D:CNJA!#D?JG:3:AE J>G:??3E:33AJABG3?JG:3:AJ:B ;?HMA>B

@A>S>BE ;?HMA>B @:SK W?VEAJ

-/-/&#可可制品,巧克力和巧克力制品以及糖果
在 "!/" 大 类 食 品 中"8b %&,," 仅 允 许 对

"!/"- 糖果亚类产品进行营养强化’ 其中"胶基糖
果可强化 fX,fb%,fb-,fR等营养素"但在 $" 份
胶基糖果样品中"这 & 种营养素强化比例均为
"/"h#"’$"$ &而胶基糖果以外的其他糖果可强化
fR,铁等营养素"但在 %-, 份样品中"仅有 a/,h
#%"’%-,$的样品强化了 fR"而铁的强化比例为
"/"h#"’%-,$ ’

-/-/!#粮食及粮食制品
8b%&,," 中该大类食品共包括 %" 个亚类"其

中 "$/"% 原粮等亚类未规定可进行营养强化"本次
调查覆盖了其他 ! 个亚类的 !&- 份样品’ 其中"大
米制品,杂粮粉及其制品两类食品的强化比例均为
"/"h&仅 )/!h# -’!a$的大米样品强化了硒&在所
调查的 ," 份小麦粉样品中"仅 ! 份样品对 fb%,
fb-,烟酸,叶酸,铁,钙以及锌进行了强化"其余允
许使用的强化剂#如 f+,硒,!N9H;,RRO和 ROO$强
化比例均为 "/"h&此外"在 ," 份藕粉样品中"仅有
, 份样品对钙进行了强化’

小麦粉制品中营养强化剂的使用情况见图 $’
在 -a 份已强化的样品中"钙,铁,锌的强化比例较
高"均在 .!h以上&fb%,fb- 的强化比例均在 !"h
左右& !N9H;的强化比例为 a/&h# -’-a$&RRO和
ROO的强化比例均为 "/"h’

图 $#小麦粉制品强化样品中各强化剂的使用情况
D:CNJA$#D?JG:3:AE J>G:??3E:33AJABG3?JG:3:AJ:B V4A>G

3S?NJWJ?EN2G;

即食谷物作为粮食和粮食制品中较常见的亚
类预包装食品"其强化营养素种类相对较多"其中
钙,铁,锌以及 f+的强化比例相对较高’ 虽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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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泛酸,RRO和 ROO可以添加到该类食品中"但 强化比例也均为 "/"h"具体见图 a’

图 a#即食谷物强化样品中各强化剂的使用情况
D:CNJAa#D?JG:3:AE J>G:??3E:33AJABG3?JG:3:AJ:B 3?JG:3:AE JA>EH(G?(A>G2AJA>S;

-/-/$#焙烤食品
此大类食品中选取面包,西式糕点与饼干三大

常见的食品亚类进行调查"其中 )$ 份面包样品均未
进行营养强化&%)$ 份西式糕点样品#主要选取华夫
饼,法式蛋糕,提拉米苏等$中"仅有 $ 份样品进行
了营养强化"主要集中在钙,铁,锌&在 !"% 份饼干样
品中"仅 -, 份进行了营养强化"主要强化的营养素
为钙’
-/-/a#肉及肉制品与调味品

8b%&,," 中仅规定肉及肉制品大类中的肉灌
肠类及肉松肉干类产品可强化钙"调查显示其强化
比例分别为 &/.h#)’$%$和 %"/$h#!’&a$’

调味品大类中仅批准醋中强化钙,酱油中强化
铁"在所调查的 -. 份醋和 $- 份酱油样品中"仅
)/-h#-’$-$的酱油样品对铁进行了强化’
-/-/,#饮料类

本次共调查 % ""$ 份饮料样品"基本覆盖主流
品牌和 8b%&,," 中 %&/" 的食品亚类"其总体强化
比例为 %!/"h#%!%’% ""$$"fR与烟酸在饮料类产
品中使用较为普遍’ 其中"含乳饮料,固体饮料以
及风味饮料的营养强化比例较高"分别为 ))/)h
#a&’---$,-,/%h#)-’%%&$和 %,/!h# !’-a$&浓缩
果蔬汁#浆$,茶饮料以及咖啡饮料样品的强化比例
均低于 %h&调查结果还显示""(胡萝卜素,叶酸,硒,

磷,89+,RRO,ROO,IC\等强化剂均未在饮料样品
中进行营养强化’
-/-/.#其他类

此大类包含果冻和膨化食品等食品类别"果冻
类样品的强化比例为 ))/)h#%!’&!$’ 8b%&,," 批
准果冻中可用的强化剂有 %! 种"但调查样品中发现

仅使用了其中的 - 种#fR和钙$"-"/"h# )’%!$样
品强化了 fR","/"h#%-’%!$的样品强化了钙’ 在
所调查的 )&a 份膨化食品中"仅 "/.h#)’)&a$的样
品进行了营养强化"强化的营养素为 f+和 f_’

)#讨论
本研究对市售各类预包装食品营养强化标签

标识现状进行了分析"覆盖范围广,样品数量具有
一定代表性"发现的若干问题对 8b%&,," 的修订
具有积极意义’ 总体来看"我国居民普遍缺乏的
营养素#铁,锌,钙和 f+等$在各类食品中的强化
比例较高&我国居民消费比较普遍的乳及乳制品,

粮食及粮食制品等食品类别作为营养强化载体比
较常见’

本研究发现"我国的食品营养强化政策还存在
一些相关问题值得深入考虑%一是针对部分食品类
别"8b%&,," 允许强化而市售产品却很少强化的情
况"如大米制品,杂粮粉及其制品,面包等食品亚
类"这些食品通常是营养强化的较好载体之一"如
美国专门制定强化面包的标准 * %"+ ’ 从政策属性看"

目前我国属于自愿性强化#属于强制性标准管理$"

自愿强化常受市场驱动因素影响 * %+ "并且我国大米
制品,杂粮粉及其制品,面包等大多为现制现售"加
工简单,附加值不高"因此"在制定营养强化相关政
策时"需进一步考虑食品加工工艺,强化成本以及
膳食结构等因素"并对可强化的食品类别进行系统
梳理’ 二是对于少数强化比例为 "/"h的强化剂"

建议分析其是否由于质量规格标准或检验方法标
准缺失等原因影响使用&个别强化剂即使有相应标
准"实际也很少使用"对此"应根据实际情况完善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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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标准或评估其纳入 8b%&,," 强化剂名单的必要
性"同时考虑其强化的成本(效益,强化后对食品感
官品质的影响等 * %%+ ’ 三是对于部分非维生素,矿物
质类强化剂#如 89+,ROO和 RRO$以及少数与普通
食品,新食品原料存在交叉的强化剂 #如 D]F,
_6+,++等$"实际强化过程中也很少使用"应考虑
是否由于存在配套质量规格和检验方法标准不完
善的问题"以及实际使用该强化剂是否对生产企业
的标签标识和实际监督检验构成挑战等"对此"建
议从管理角度考虑是否继续将其作为强化剂管理"
并在充分调研,广泛征求意见以及结合国际管理经
验基础上"进一步评估该类物质作为营养强化剂管
理的科学性’ 四是对于我国居民比较缺乏的营养
素方面"如 f+,f_,钙,铁等"虽然各类食品中的强
化比例较高"但对居民整体营养素摄入贡献较
低 * )+ "对于这方面营养素"有的国家#如美国$不仅
在营养强化的通用标准中进行了规定"还通过相应
产品标准进行具体要求 * !+ ’ 建议相关标准修订时
根据我国居民营养健康状况 * -+ ,新版 (中国居民膳
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 # -"%) 版$ * %-+以及科学的模
型和方法 * %)(%!+系统评估其强化量"借鉴国际管理经
验 * &(a+并结合我国居民膳食结构"适当放开可强化
的食品类别"发挥该类标准在改善国民营养健康状
况方面应有的作用 * %$+ "并促进产业创新 * %a+ ’

本研究的局限性主要有%%$调查涉及样品种类
较多"不同种类样品允许使用的强化剂类别不同"
因此在对食品所属分类进行判断时易造成偏差&-$
本次调查仅考虑了不同品牌产品的强化现状"没有
考虑各品牌的市场占有率情况"容易造成一定偏
差&)$特殊膳食用食品类别不在本研究范围内"因
此本研究结果代表性仅限于普通食品&&$虽然尽可
能更多地收集了市售产品样品"但覆盖面上还存在
一定局限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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