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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配套检验方法标准现状及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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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梳理分析我国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特医食品)产品标准配套的检验方法标准现状。 方法 　 针

对特医食品的限量要求,分析研究我国特医食品配套检验方法标准的匹配性和适用性。 结果 　 已发布的相关方法

标准基本可以匹配特医食品限量要求,主要涉及 GB
 

5009、GB
 

5413 和 GB
 

4789 系列方法标准。 个别指标存在方法

缺失或不适用的情况。 结论 　 我国基本上建立了较完善的标准方法配套于特医食品的限量要求,可有效服务于特

医食品的生产和监管。 建议在相关方法标准制定修订中考虑特医食品基质的特殊要求,探索合理的管理模式,以

期更好地服务于特医食品产业发展和行业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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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he
 

paper
 

mainly
 

summarizes
 

standards
 

on
 

method
  

of
 

analysis
 

related
 

to
 

foods
 

for
 

special
 

medical
 

purposes ( FSMP)
 

in
 

China.
 

Methods　 The
 

compliance
 

and
 

applicability
 

of
 

the
 

analytical
 

method
  

in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s
 

were
 

analyzed,
 

compared
 

with
 

the
 

limits
 

for
 

FSMP.
 

Results　 The
 

valid
 

analytical
 

method
  

standards
 

can
 

basically
 

match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limits
 

of
 

FSMP,
 

mainly
 

refers
 

to
 

GB
 

5009,
 

GB
 

5413
 

and
 

GB
 

4789
 

series.
 

Individual
 

standard
 

method
  

were
 

not
 

applicable
 

or
 

missing.
 

Conclusion 　 China
 

has
 

basically
 

established
 

systematic
 

framework
 

of
 

standards
 

on
 

method
  

of
 

analysis
 

applicable
 

to
 

FSMP,
 

which
 

can
 

effectively
 

supports
 

the
 

production
 

and
 

supervision.
 

It
 

is
 

suggested
 

that
 

the
 

unique
 

procedure
 

requirements
 

of
 

FSMP
 

should
 

be
 

considered
 

in
 

the
 

standard
 

method
  

drafting
 

process.
 

The
 

paper
 

also
 

suggests
 

future
 

directions
 

for
 

the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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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 以下简称 “ 特医食

品” )是指为了满足进食受限、消化吸收障碍、代谢

紊乱或特定疾病状态人群对营养素或膳食的特殊

需要,专门加工配制而成的配方食品,须在医生或

临床营养师指导下食用 [ 1] 。 特医食品能为临床病

人提供营养支持,在国内外广受关注,虽然特医食

品在我国起步较晚,但借鉴国际管理经验,经过十

余年的发展,我国用于规范该类产品的法规标准体

系已逐渐趋于完善 [ 2-3] 。 2019 年,国内已经有企业

开始生产特医食品,通过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部门进行注册管理 [ 4] ,截至 2020 年底在我国已通过

注册的特医食品共计 57 个。
为保障人民健康,满足临床使用需求,《中华人

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 5] (以下简称《食品安全法》 )
明确了特医食品作为“食品” 的法律地位,并规定专

供婴幼儿和其他特定人群的主辅食品的营养成分

要求属于食品安全标准的范畴。 根据 《 食品安全

法》及相关规定要求,国家卫生和健康委员会(原卫

生部)发布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特殊医学用途

婴儿配方食品通则》 ( GB
 

25596—2010) 、《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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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 准 　 特 殊 医 学 用 途 配 方 食 品 通 则 》 ( GB
 

29922—2013)两项产品标准,对特医食品的营养和

安全要求进行规定 [ 1,6-8] 。 对于这两项产品标准中

规定的限量指标,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的检验方法

与规程标准配套规定相应的检验方法,用于检测产

品是否达到限量要求,作为市场监管的执法依据和

行业自检的重要手段。 本文针对 GB
 

25596—2010
和 GB

 

29922—2013 中规定的限量指标,着重梳理我

国特医食品配套检验方法标准的现状,分析目前存

在的问题及发展方向,为进一步完善我国方法标准

体系提供建议。

1　 方法标准的特点和主要内容

对于检验方法标准,在国际上一般为推荐性方

法或以政府指定的形式发布 [ 9] ,这与世界各国对食

品安全采用的监管模式不同有关。 在我国,按照

《食品安全法》的规定,食品安全检验方法标准属于

强制性标准范畴。 目前我国已形成较完善的食品

安全检测方法体系,作为食品安全标准限量要求的

检测手段,用以满足各级检验机构的检验要求并供

基层使用 [ 10] , 对保障 我 国 食 品 安 全 发 挥 着 重 要

作用。
我国的方法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是经过标准

清理整合工作后完成的,解决了标准间重复、交叉、
矛盾的问题,既适当保留了经典方法,也引进了一

些灵敏度高、操作相对方便、检测范围广的新技术

和新方法,兼顾标准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充分满足

多行业、多部门的使用需求。 但是在标准清理整合

工作中,也存在需要进一步解决的问题,例如,有些

方法的数据缺乏积累,前处理要求宽泛,对个别食

品基质存在不适用的情况,影响结果的准确性,或

是有个别方法是对多个标准的整合,标准本身或标

准间仍存在需协调的问题,有待进一步理顺等,需

要随着数据的充实和意见的收集整理,完善相关

方法。
食品安全检验方法标准一般包括以下主要内

容:范围、基本原理、分析步骤、结果报告、性能指标

等。 检验方法与限量标准的匹配主要体现在方法

的适用范围与限量的食品基质匹配,方法的性能指

标(如方法的检出限、定量限等技术参数) 能满足限

量标准中的限量要求,限量标准修改更新需要方法

标准及时配套等。

2　 与特医食品产品标准配套的检验方法标准情况

梳理

2. 1　 方法标准与限量要求匹配情况

GB
 

25596—2010 和 GB
 

29922—2013 两项标准

规定了特医食品营养成分指标和安全指标,包括脂

肪、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等基础营养素,也包括维生

素、矿物质和一些可选择性营养成分,以及污染物、
真菌毒素、微生物等指标,配套的检验方法标准梳

理情况见表 1。

表 1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配套检验方法标准梳理情况表∗

Table
 

1　 The
 

situation
 

of
 

standards
 

on
 

methods
 

of
 

analysis
 

related
 

to
 

foods
 

for
 

special
 

medical
 

purposes∗

限量指标分类 项目 检验方法标准号 检验方法标准名称

蛋白质、脂
肪和碳水
化合物

维生素

蛋白质 GB
 

5009. 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脂肪 GB
 

5009. 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的测定

亚油酸 GB
 

5009. 1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酸的测定

α-亚油酸 GB
 

5009. 1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酸的测定

亚油酸与 α-亚油酸比值 计算值 —
月桂酸、肉豆蔻酸、芥酸 GB

 

5009. 1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酸的测定

反式脂肪酸 GB
 

5413. 3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食品和乳品中反式脂肪酸的测定

碳水化合物 计算值 —
VA GB

 

5009. 8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维生素 A、D、E 的测定

VD GB
 

5009. 8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维生素 A、D、E 的测定

VE GB
 

5009. 8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维生素 A、D、E 的测定

VK1 GB
 

5009. 15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维生素 K1 的测定

VB1 GB
 

5009. 8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维生素 B1 的测定

VB2 GB
 

5009. 8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维生素 B2 的测定

VB6 GB
 

5009. 15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维生素 B6 的测定

VB12 GB
 

5413. 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食品和乳品中维生素 B12 的测定

烟酸(烟酰胺) GB
 

5009. 8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烟酸和烟酰胺的测定

叶酸 GB
 

5009. 2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叶酸的测定

泛酸 GB
 

5009. 2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泛酸的测定

VC GB
 

5413. 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食品和乳品中维生素 C 的测定

生物素 GB
 

5009. 25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生物素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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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1

限量指标分类 项目 检验方法标准号 检验方法标准名称

矿物质

其他营养素

限制指标

污染物限量

真菌毒素限量

微生物限量

其他指标

钠 GB
 

5009. 91 / 5009. 2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钾、钠的测定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中多元素的测定

钾 GB
 

5009. 91 / 5009. 2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钾、钠的测定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中多元素的测定

铜 GB
 

5009. 13 / 5009. 2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铜的测定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
元素的测定

镁 GB
 

5009. 241 / 5009. 2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镁的测定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
元素的测定

铁 GB
 

5009. 90 / 5009. 2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铁的测定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
元素的测定

锌 GB
 

5009. 14 / 5009. 2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锌的测定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
元素的测定

锰 GB
 

5009. 242 / 5009. 2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锰的测定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
元素的测定

钙 GB
 

5009. 92 / 5009. 2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钙的测定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
元素的测定

磷 GB
 

5009. 87 / 5009. 2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磷的测定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
元素的测定

钙磷比 计算值 —
碘 GB

 

5009. 2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碘的测定

氯 GB
 

5009. 4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氯化物的测定

硒 GB
 

5009. 93 / 5009. 2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硒的测定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
元素的测定

铬 GB
 

5009. 1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铬的测定

钼 GB
 

5009. 2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元素的测定

氟 GB / T
 

5009. 18 食品中氟的测定

胆碱 GB
 

5413. 2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食品和乳品中胆碱的测定

肌醇 GB
 

5009. 27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肌醇的测定

牛磺酸 GB
 

5009. 16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牛磺酸的测定

左旋肉碱 GB
 

2998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食品和乳品中左旋肉碱的测定

二十二碳六烯酸 / (%总脂肪酸) GB
 

5009. 1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酸的测定

二十碳四烯酸 / (%总脂肪酸) GB
 

5009. 1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酸的测定

核苷酸 GB
 

5413. 4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食品和乳品中核苷酸的测定

膳食纤维 GB
 

5413. 6 或 GB / T
 

5009. 8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食品和乳品中不溶性膳食纤维的测定 /
食品中膳食纤维的测定

水分 GB
 

5009. 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灰分 GB
 

5009. 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

杂质度 GB
 

5413. 3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和乳制品杂质度的测定

铅 GB
 

5009. 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硝酸盐 GB
 

5009. 3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亚硝酸盐与硝酸盐的测定

亚硝酸盐 GB
 

5009. 3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亚硝酸盐与硝酸盐的测定

黄曲霉毒素 M1 GB
 

5009. 2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黄曲霉毒素 M 族的测定

黄曲霉毒素 B1 GB
 

5009. 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黄曲霉毒素 B 族和 G 族的测定

菌落总数 GB
 

4789. 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大肠菌群 GB
 

4789. 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平板计数法

金黄色葡萄球菌 GB
 

4789. 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平板
计数法

阪崎肠杆菌 GB
 

4789. 4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克罗诺杆菌属(阪崎肠杆
菌)检验

沙门氏菌 GB
 

4789. 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商业无菌的检验 GB
 

4789. 2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商业无菌检验

脲酶活性定性测定 GB
 

5413. 3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食品和乳品中脲酶的测定

注:∗ 原标准中所列标准号,如已被新标准替代,则在此表中列出最新的标准号和标准名称,已经废止的标准不再列出

　 　 由表 1 可见,对维生素、矿物质、污染物限量等理

化指标的检测进行规定的主要是 GB
 

5009 和 GB
 

5413
系列方法标准;对菌落总数、大肠菌群、沙门菌等微生

物指标的检测进行规定的主要涉及 GB
 

4789 系列标

准。 从覆盖面上来说,GB
 

29922 和 GB
 

25596 中规定的

限量指标,已发布的相关方法标准基本可以匹配。
2. 2　 标准缺失的问题

经过细致梳理,发现还有部分限量指标存在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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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标准未充分匹配的问题,如特定配方食品的渗透

压、水解度指标和个别应限制的氨基酸暂时还没有

检测方法国家标准,具体如下。
2. 2. 1　 常见的氨基酸代谢障碍配方食品中应限制

的氨基酸

氨基酸代谢障碍配方食品是针对氨基酸代谢

障碍患儿设定的, 需严格限制相应的氨基酸 [ 11] 。
GB

 

29922—2013 中规定了常见的氨基酸代谢障碍

配方食品中应限制的氨基酸种类及含量要求,涉及

18 种氨基酸。 目前《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氨

基酸的测定》 ( GB
 

5009. 124—2016) 可以用于检测

食品中常见的 16 种氨基酸 [ 12] ,囊括了 GB
 

29922—
2013 中列出的大部分应限制的氨基酸,另有 3 种氨

基酸暂未纳入检测范围,分别是色氨酸、天冬酰胺、
谷氨酰胺,其中色氨酸的检测方法标准已立项制定

安全标准,建议在标准立项时考虑补充天冬酰胺、
谷氨酰胺的检测方法。
2. 2. 2　 渗透压

GB
 

25596—2010 中规定早产 / 低出生体重儿配

方食品应标示产品的渗透压。 渗透压是生物体内

渗透作用的必要条件,正常人体血浆的渗透压相对

恒定 [ 13] ,等渗透压的产品能被更好地吸收利用 [ 14] ,
因此,渗透压是临床医生使用特医产品的重要依

据。 无论从市场监管角度还是饮食安全角度,食品

渗透压的检测和控制都具有重要意义 [ 15-17] 。 已有

一些机构对渗透压的检测方法进行了技术探索,但
我国暂时还没有渗透压检测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因此建议对渗透压检测方法进行基础研究和方法

验证,考察其成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可行性。
2. 2. 3　 水解度

水解度是衡量蛋白质水解程度的指标 [ 18-20] ,对
于蛋白质过敏的婴儿有重要意义。 GB

 

25596—2010
中附录 A 列出了常见的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

品,其中乳蛋白深度水解配方或氨基酸配方食品是

供食物蛋白质过敏的婴儿食用,配方主要技术要求

强调了乳蛋白的水解度,要求产品不含蛋白质。 目

前我国暂未出台相应的检验方法标准,对该类产品

的检测和监督存在一定的困难。 因此水解度的检

测方法应该是下一步需要研究的方向,探讨其作为

标准的科学性和可行性。
2. 3　 检验方法中的技术手段

在特医食品检验方法中常见的检测手段有重

量法、化学分析法、色谱法、光谱法、质谱法等。 表 1
中列出的现行国家标准中,对于基本成分的检测如

水分、灰分、脂肪等,常采用重量法。 对于元素的检

测,常采用的技术手段有紫外-可见分光光度法、原

子吸收光谱法、原子荧光光谱法、电感耦合等离子

体发射光谱法、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等 [ 21] 。 对

于维生素的检测,由于液相色谱法简单、灵敏、快

速,因而成为维生素的主要检测方法;也有的维生

素本身或经反应后产生的物质具有荧光性,如维生

素 B1 、B2 、B6 和维生素 C,可以采用液相色谱荧光光

谱法测定;对于叶酸、生物素等要通过细菌繁殖程

度或代谢产物定量进行测定,需采用微生物法测

定。 而对同一项目的不同技术手段,其测定结果的

可靠性、可比性,仍然是今后标准制定修订需要重

点验证的问题。
2. 4　 现行方法标准对特医食品基质适用性

部分现行的方法标准发布时间较早,起草时未

充分考察特医食品的适用性。 特医食品本身基质

复杂、样品状态多变,因此存在部分标准对特殊基

质的特医食品适用性不足的问题 [ 22] ,这些问题在检

验方法标准专项跟踪评价工作中也有所反映,如对

于某些基质特殊的特医食品,个别营养素测定时基

质干扰过大,定量不准确等。 根据跟踪评价的结

果,存在问题的标准近几年已逐步立项修订,通过

梳理标准立项情况发现,部分不适用于特医食品的

方法标准基本都在修订过程中。 因此,希望这些修

订中的标准能考虑特医食品基质的特殊性,对典型

的特医食品进行专门验证,提高标准的适用性和科

学性,以保证新标准出台时,能更好地适用于特医

食品检测。
2. 5　 标准技术发展

对于一些维生素、矿物质等指标的传统测定方

法已经较为成熟,但缺点是步骤烦琐、检测周期长,
有些仪器价格昂贵、体积庞大,个别方法易受干扰,
而在实际工作中往往要求准确、快速、经济,这就导

致对快速分析方法的需求越来越迫切。 快速分析

方法是检验方法的重要部分,相比于传统和经典的

化学检测、仪器检测,快速检测的特点是时间短、便
捷经济,如目前市场上已出现商业化的维生素检测

试剂盒。 但是这类方法常存在特异性差、灵敏度低

等特点,检测能力和检测范围存在局限性。 对于其

中一些科学、准确的快检方法,建议在充分验证的

基础上,经研究纳入食品安全标准方法中,不单独

成为一个标准方法,可作为方法标准的扩充,更具

有实际使用意义。
2. 6　 标准协调与更新

由于两项产品标准发布年份较早,引用的方法

标准号难免存在更新不及时的情况。 经历了食品

标准的清理整合工作 [ 9] ,GB
 

5413 系列中很多标准

已由对应的 GB
 

5009 系列标准整合代替,部分由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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荐标准转化为强制标准,例如:食品中维生素 A、D、
E 的测定方法由 GB

 

5413. 9 合并入 GB
 

5009. 82 进

行规定; 黄曲霉毒素 B 族的检测方法已经由 GB
 

5009. 24 中转入 GB
 

5009. 22 中进行规定;钼、左旋

肉碱和核苷酸现已发布对应的检测方法;目前还存

在氟、膳食纤维等指标的检测方法只有推荐性国家

标准的情况,但这两个方法已于 2020 年立项制定相

应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方法 [ 23] 。 建议 GB
 

29922—
2013 和 GB

 

25596—2010 两项标准修订时对引用的

方法标准进行更新。
2. 7　 国际相关情况

在国际相关检测领域,美国分析化学家协会

( Association
 

of
 

Official
 

Analytical
 

Chemists,AOAC)组

织了婴儿配方奶粉和成人营养品利益相关者小组

( Stakeholder
 

Panel
 

on
 

Infant
 

Formula
 

and
 

Adult
 

Nutritional,
 

SPIFAN) ,建立和验证 20 多种营养素的

检测方法,采用更快捷、便利、准确和低成本的新检

测技术,解决婴儿配方和特医食品行业影响较大的

营养成分检测的普遍问题,建立被广泛认可的国际

检测标准。 中国相关组织和机构也在积极参与

SPIFAN 的工作,在借鉴国际标准成功经验的同时,
为推动国际方法标准的优化贡献力量。

3　 展望

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标准体系,分别立项修

订 GB
 

29922 和 GB
 

25596,同时立项制定《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糖尿病全营养配方食品》等十余项不同类

型的特医食品标准,对于新制定、修订的特医食品

产品标准,其中的新增要求也需要配套的检验方法

标准及时跟进和补充。
由于特医食品基质特殊性、复杂性等特点,相

应的前处理和检验方法不尽相同,有机构或企业提

出,建议特医食品单独建立系列配套检验方法。 关

于该问题,建议继续通过标准跟踪评价工作收集分

析意见,同时开展针对特医食品的专项调研,广泛

收集相关部门、检测机构等标准使用方的意见,研

究不同类别特医食品基质的特点,探讨出台针对特

医食品前处理方法标准的必要性、可行性,以解决

方法对于部分基质不适用的问题,制定更能满足特

医食品检测需求的标准。 由于特医产品配套技术

指标涉及标准方法较多,既有必要研究合理的管理

方式,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的限量要求相配套衔

接,满足各检测机构的实际需求,确保方法准确可

靠,也需考虑检验方法标准体系的系统性和协调

性,同时有效地吸收世界先进科技和管理经验,更

新和完善我国检测方法的标准体系,为特医食品的

风险监测、风险评估和生产、监管等工作的开展提

供保障,切实推动我国特医食品产业更快、更好的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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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讯·

解读《关于修订共轭亚油酸、共轭亚油酸甘油酯和甘油二酯油
质量要求等相关内容的公告》 (2021 年第 7 号)

共轭亚油酸、共轭亚油酸甘油酯和甘油二酯油已分别经原卫生部 2009 年第 12 号公告、第 18 号公告批

准为新食品原料。 近期,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对既往公告的新食品原料进行汇总整理,审评机构对共轭亚

油酸、共轭亚油酸甘油酯和甘油二酯油的质量要求等提出修订意见,并组织专家审查通过。 修订的具体内

容包括:
一、共轭亚油酸主要成分

将“共轭亚油酸(C18:2),(主要的异构体为 9c,11t 和 10t,12c 的异构体)”修改为:“共轭亚油酸 C18:2
(主要为 9c,11t 和 10t,12c 异构体)”。

二、共轭亚油酸质量要求

(1)将“共轭亚油酸 C18:2
 

(9c,11t 和 10t,12c 异构体)”修改为:“共轭亚油酸 C18:2
 

9c,11t 和 10t,12c
异构体”;

(2)将“油酸 C18:1
 

c9”修改为:“油酸 C18:1
 

9c”;
(3)将“油酸 C18:2

 

c9,c12”修改为:“亚油酸 C18:2
 

9c,12c”;
(4)将“共轭亚油酸 C18:2,9c,11t 异构体”、“共轭亚油酸 C18:2,10t,12c 异构体”修改为:“共轭亚油酸

C18:2
 

9c,11t 异构体”、“共轭亚油酸 C18:2
 

10t,12c 异构体”;
(5)将“共轭亚油酸 C18:2,9c,12c 异构体”修改为:“共轭亚油酸 C18:2

 

9c,11c 和 10c,12c 异构体”;
(6)将“共轭亚油酸 9t,11t 和 10t,12t 异构体

 

<1%(面积百分比)”修改为:“共轭亚油酸 C18:2
 

9t,11t 和

10t,12t 异构体
 

<1%(气相,面积百分比)”。
三、共轭亚油酸甘油酯质量要求

(1)将“共轭亚油酸 C18:2
 

(9c,11t 和 10t,12c 异构体)”修改为:“共轭亚油酸 C18:2
 

9c,11t 和 10t,12c
异构体”;

(2)将“油酸 C18:1
 

c9”修改为:“油酸 C18:1
 

9c”;
(3)将“亚油酸 C18:2

 

c9,c12”修改为:“亚油酸 C18:2
 

9c,12c”;
(4)将“共轭亚油酸 C18:2,9c,11t 异构体”、“共轭亚油酸 C18:2,10t,12c 异构体”修改为:“共轭亚油酸

C18:2
 

9c,11t 异构体”、“共轭亚油酸 C18:2
 

10t,12c 异构体”;
(5)将“共轭亚油酸 C18:2,9c,12c 异构体”修改为:“共轭亚油酸 C18:2

 

9c,11c 和 10c,12c 异构体”;
(6)将“共轭亚油酸 9t,11t 和 10t,12t 异构体

 

<1%
 

(面积百分比)”修改为:“共轭亚油酸 C18:2
 

9t,11t
和 10t,12t 异构体

 

<1%(气相,面积百分比)”。
四、将甘油二酯油质量要求中“单干酯含量”修改为“单甘酯含量”
使用共轭亚油酸、共轭亚油酸甘油酯和甘油二酯油作为食品原料,应当按照公告要求进行生产。

相关链接:关于修订共轭亚油酸、共轭亚油酸甘油酯和甘油二酯油质量要求等相关内容的公告

(相关链接:http: / / www. nhc. gov. cn / sps / s5854 / 202108 / 8d8e6d26c5be48ad81ae4ed5e54225e1. shtml)

食品安全标准与监测评估司

二〇二一年八月十一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