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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接触材料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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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本文以食品接触材料类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建设为主线，结合食品接触材料风险监测、风险评估及相

关基础研究在标准体系建设中发挥的作用，展现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成立十年间在食品接触材料安全性管

理方面取得的工作成效，分析目前存在的短板和原因，提出后续工作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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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stablishment of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 system for food contact materials
ZHANG Hong，SUI Haixia，XING Hang，LI Qianyun，ZHU Lei

（China National Center for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Beijing 100022, China）

Abstract：This paper takes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 system for food contact materials
（FCM）as the mainline，combined with the role of FCM risk monitoring，risk assessment and related basic research，to
demonstrate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a National Center for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in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FCM
in the past ten years since its establishment. The current shortcomings for the safety management of FCM are analyzed，
and the follow-up work directions are propos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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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以下简称“食品接触材

料”）指的是在食品生产、加工、储存、运输等各个环

节中，各种已经或预期与食品直接或间接接触的材

料［1］，涉及塑料、金属、陶瓷、涂料等多种材质，广泛

应用于食品工业及日常生活。食品接触材料中的

成分可能迁移或残留到食品中而引发食品安全问

题，因此其安全性管理是食品安全风险管理体系的

重要组成部分。

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卫生法》的试行和正式实施，原卫生部先后出

台了《食品用塑料制品及原材料卫生管理办法》等

一系列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卫生管理办法，颁布了

《食品包装用聚乙烯树脂卫生标准》《食品包装用聚

乙烯成型品卫生标准》等一批国家卫生标准，初步

建立了食品接触材料的安全性管理体系。

2009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

简称《食品安全法》）明确应建立强制执行的食品安

全标准管理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以及用于

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的安全风险，并将用于

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和以及用于

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纳入“食品相关产品”管

理［2］。按照《食品安全法》的要求，在原有食品接触

材料卫生标准的基础上，经过十余年的发展，我国

已逐步建立起覆盖原料、生产过程和终产品全链条

的，以风险评估结果为基础的食品接触材料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体系［3］。

1 食品接触材料标准体系建设历程

1. 1 食品包装材料清理

2009 版《食品安全法》明确从事食品相关产品

新品种生产活动的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向国务院卫

生行政部门提交相关产品的安全性评估材料，而该

法发布后我国尚未启动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行政

许可工作。因此，为满足行业需求，提供申报食品

接触材料用原料的路径，2009—2013 年，按照原卫

生部等七部委《关于开展食品包装材料清理工作的

通知》（卫监督发〔2009〕52 号）要求［4］，国家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中心（原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

食品安全标准及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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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所）组织对我国市场上已经生产或使用

的、但尚未被纳入食品接触材料安全管理体系的添

加剂和树脂进行技术审查，评估其安全性和技术必

要性，提出允许用于食品接触材料的 666 种基础树

脂和添加剂名单。食品包装材料清理工作首次将

风险评估理念系统引入我国食品接触材料风险管

理工作中，科学提出食品接触材料允许使用物质名

单，为我国食品接触材料用原料的管理模式指明了

方向，同时为后续食品接触材料新品种行政许可技

术评审规则的制定奠定了坚实基础。食品包装材

料清理工作是我国食品接触材料标准体系建设中

的“里程碑事件”。

1. 2 标准清理整合

针对食品领域标准交叉矛盾的问题，2009 版

《食品安全法》规定，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现

行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

品质量标准和有关食品的行业标准中强制执行的

标准予以整合，统一公布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2013—2015 年，根据国务院、原国家卫生计生委的

统一部署，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以下简称

“食品评估中心”）组织开展食品接触材料标准的清

理整合工作。标准清理工作对 265 项食品接触材

料相关标准逐项提出继续有效、整合、修订、废止、

不纳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等清理意见。标准

整合工作依据清理结论，秉持建立大类产品标准的

原则，对多项标准进行整合、修订，结合食品包装材

料清理工作建立的允许使用物质名单，共发布《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4806. 7—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

用纸和纸板材料及制品》（GB 4806. 8—2016）等 15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标准清理整合工作解决了

食品接触材料标准交叉、重复和矛盾的问题，明确

了我国食品接触材料标准体系建设原则，提出了我

国食品接触材料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框架。

1. 3 标准体系全面建成

2016 年至今，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建设

原则，通过常规立项不断修订完善现有标准以及制

定缺失标准，我国已全面建成了较为完善的食品接

触材料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标准体系的科学

性、可操作性和协调性显著提升。该标准体系主要

由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和检验方法标准

四部分组成，具体见图 1。
首先，食品接触材料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GB 4806. 1—

 

通用标准 产品标准 检验方法标准 生产规范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通用安全要求

(GB 4806.1—2016)

奶嘴
(GB 4806.2—2015)

搪瓷制品
(GB 4806.3—2016)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
及制品

(GB 4806.7—2016)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迁移试验通则

(GB 31604.1—2015)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31603—2015)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迁移试验预处理方法

通则
(GB 5009.156—2016)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总迁移量的测定

(GB 31604.8—2021)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高锰酸钾消耗量的

测定
(GB 31604.2—2016)

其他具体指标的检验
方法……

食品接触用纸和纸板
材料及制品

(GB 4806.8—2022)

金属、涂料、橡胶等
其他材质……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用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9685—2016)

图 1 食品接触材料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

Figure 1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 system of food contact material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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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规定的基本要求。食品接触材料使用的添加

剂和基础原料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

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准》（GB 9685—2016）
及相应产品标准中允许使用物质名单及其限量和

限制性使用要求；产品的生产过程应符合《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生产通用卫生规

范》（GB 31603—2015）的规定；所生产的终产品应

符合相应产品标准中的限量和限制性使用要求；标

签标识则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

及制品通用安全要求》（GB 4806. 1—2016）的规定；

相关限量指标需通过迁移试验开展合规性验证时

则需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

迁移试验通则》（GB 31604. 1—2015）、《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迁移试验预处理方法

通则》（GB 5009. 156—2016）和具体指标的配套检

验方法等标准进行检验。食品接触材料标准体系

覆盖了从原料到终产品的生产链全过程，辅以生产

过程要求，统一迁移试验原则，全面管控食品接触

材料及制品的安全风险。该标准体系的建立也标

志着我国对于食品接触材料的安全性管理水平进

入世界前列。

2 食品接触材料标准体系建设成效

2. 1 实施科学有效的标准体系建设原则

食品接触材料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的建设遵

循科学性、可操作性、协调性和国际性的原则。在科

学性方面，针对各类食品接触材料的特性，以风险评

估为基础，通过控制原料要求、生产过程规范以及终

产品限量指标等全面管理食品接触材料的安全风

险，有效保障消费者安全。为增强标准的可操作性，

标准起草过程积极调研我国市场现状和各类食品接

触材料的生产过程，广泛征集监管部门、行业企业等

各方意见；对于已发布标准积极跟踪执行过程中的

意见和建议，适时启动修订细化明确相关要求。在

协调性方面，标准体系的构建充分考虑通用标准与

产品标准、产品标准与产品标准以及限量指标与检

验方法之间的关系，避免交叉矛盾，保证配套衔接，

推动标准体系的协调一致。此外，食品接触材料标

准体系建设在满足我国行业需求的基础上，适度参

考其他国家和地区相关管理规定，引入国外先进管

理理念和做法，以促进行业良性发展，提升我国食品

接触材料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2. 2 全面覆盖各类产品、风险物质、人群和生产全

过程

我国食品接触材料标准体系已基本覆盖我国

居民常用食品接触材料类别，包括塑料、涂料、橡

胶、金属、陶瓷、玻璃、搪瓷、奶嘴、纸和纸板、竹木等

15 大类。其中，正在制定中的油墨、黏合剂等标准

填补了我国该领域的空白。此外，标准体系构建中

充分考虑植物基、可降解材料等我国市场上出现的

新型产品，保障产品安全的同时也为企业创新发展

提供助力。

我国食品接触材料标准体系对食品接触材料

中可能迁移到食品中的各类风险物质进行管控，包

括有意添加物（Intentionally added substances，IAS）
和非有意添加物（Non-intentionally added substances，
NIAS）。有意添加物包括添加剂、基础聚合物及其

中可能残留的单体和其他起始物等人为在食品接

触材料中使用的物质，如 GB 9685—2016 及相关产

品标准中规定的允许使用物质名单。非有意添加

物则包括原辅料带入的杂质，以及在生产、经营或

使用过程中产生的分解产物、反应中间产物、污染

物等［1］。GB 4806. 1—2016 规定食品接触材料生产

企业应对该类物质的安全性进行评估和控制，以保

证食品接触材料的安全性。此外部分产品标准也

对污染物、反应中间产物等高风险 NIAS 进行管控，

如玻璃制品中的铅（Pb）、镉（Cd）限量［5］以及奶嘴中

的 N-亚硝胺和 N-亚硝胺可生成物释放量［6］等指标。

我国食品接触材料标准体系充分考虑了包括婴

幼儿在内的各类人群的健康需求。如 GB 4806. 2—
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奶嘴》针对橡胶和硅橡胶

奶嘴规定了相关安全性要求，严格限制了奶嘴所用

原料、理化指标等，以最大限度保护婴幼儿人群健

康；在对食品接触材料用原料进行风险评估时，也

充分考虑婴幼儿等特殊人群需求，制定针对性管理

措施管控其风险，如邻苯类塑化剂、环氧大豆油等

均针对婴幼儿设置了特殊限制性要求［7］。

我国食品接触材料标准体系贯彻生产全链条

管理的原则。标准体系针对各类材料规定了相应

的原料要求，并针对添加剂及塑料、涂料、橡胶等高

分子材料允许使用的基础原料制定了允许使用物

质名单，从源头控制食品接触材料的安全。标准体

系还针对食品接触材料终产品规定了相关限制性

要求和迁移试验体系，确保终产品在预期使用条件

下的安全性。此外，标准体系还对生产过程、信息

传递以及标签标识等规定相关要求，涵盖了食品接

触材料生产到消费的全过程。

2. 3 稳步落实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理念

在我国食品接触材料标准体系建设中，通过开

展食品接触材料风险监测与风险评估，发现食品接

触材料中存在的风险，为标准制定修订提供科学依

据，在提升标准科学性方面发挥了越来越重要的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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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2014 年，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专家委员会把

构建我国食品接触材料安全性评估体系作为“十三

五”期间的重点工作。自 2016 年起，国家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网针对食品接触材料开展专项监测［8］。目

前我国已初步建成了包含上市前评估、上市后评

估、评估技术规范和基础数据库的食品接触材料安

全性评估体系，制定了《食品接触材料安全性评估

工作指南》等技术规范和食品接触材料面积/体积

比等评估基础参数数据库。

食品评估中心于 2018—2021 年连续开展了竹

砧板中的五氯苯酚以及纸中氯丙醇等食品接触材

料相关风险监测项目，为相关危害物的风险评估及

限量指标的设置提供了大量基础数据。中国居民

邻苯二甲酸酯类物质膳食摄入水平及其风险评估、

不锈钢制品中 17 种金属元素迁移水平及其风险评

估等项目有针对性地对特定材质中的典型危害物

开展风险评估，并提出适合我国国情的风险管理建

议，为相关标准制定修订提供了坚实基础。

风险评估理念同样应用于食品接触材料允许

使用物质名单的建立，包括食品接触材料新品种上

市前的安全性评估以及已批准物质的再评估。允

许使用物质名单中的物质种类、使用范围、相关物

质的限量、使用条件等限制性规定均以风险评估为

基础，以最大限度保护消费者健康。

2. 4 系统建成科学、实用的迁移试验标准体系

食品接触材料迁移试验是获得食品接触材料

中的物质迁移到食品中的迁移量、开展风险评估与

合规性判定的重要手段。经过近十年的发展，我国

食品接触材料迁移试验标准体系有了质的飞跃。

GB 31604. 1—2015 中明确了迁移试验基本规则，从

无到有系统建立了食品接触材料迁移试验食品模拟

物与试验条件选择的原则［9］，解决了我国食品接触

材料迁移试验条件缺乏统一原则且分散在各产品标

准中、与实际使用条件脱节等问题，并在金属、橡胶

等产品标准中规定特殊迁移试验要求，进一步提升

迁移试验标准的适用性；通过修订 GB 5009. 156—
2016 进一步规范、统一了迁移试验前的预处理操作

要求［10］，提升了标准的可操作性；通过出台 51 项具

体指标的迁移试验方法标准，进一步提升方法标准

与限量指标的配套性。

2. 5 与国际先进管理模式进一步接轨

目前美国、日本、欧盟等发达国家或地区均建

立了完善的食品接触材料安全管理法规体系，而国

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并未专门针对食品接触材料制

定 相 关 标 准 。 美 国 联 邦 法 规 第 21 章（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title 21，21CFR）将食品接触材料

可迁移到食品中的物质视作次级食品添加剂进行

管理，并针对黏合剂、涂层、纸和纸板、基础树脂及

助剂等建立了专门法规以及允许使用物质名单［11］，

同时通过公认安全的物质（Generally recognized as
safe，GRAS）、食 品 添 加 剂 申 请（Food additive
petitions，FAP）、食 品 接 触 物 质 通 报（Food contact
notification，FCN）等程序增补、更新食品接触材料所

用物质名单。日本厚生劳动省 370 号公告《食品、

食品添加剂等的规范准则》针对玻璃、陶瓷和搪瓷、

合成树脂、橡胶、金属等材质建立了相关标准，并于

2020 年正式实施了食品接触用基础聚合物以及添

加剂的正面清单（Positive list，PL），开始采用名单制

方式管理塑料、涂层、黏合剂等材料的安全风险［12］。

欧盟层面针对塑料、再生塑料、陶瓷、再生纤维素材

料以及活性和智能材料建立了强制性法规，并规定

了塑料材料允许使用物质名单及其迁移限量要

求［13］。其他材质则主要通过欧洲委员会决议、成员

国法规、行业协会指南等其他方式管理。

经过与其他国家/地区法规标准体系对比，我

国食品接触材料标准在制定原则、体系框架、覆盖

面等方面与主要发达国家或地区基本一致，甚至在

体系的完整性方面赶超欧盟。但我国食品接触材

料标准体系仍存在风险评估基础薄弱、基础数据不

足等问题，需在下一步工作中予以完善。

3 展望

3. 1 更好地保护我国消费者健康

作为安全性管理的基础，目前我国食品接触材

料风险评估工作基础还比较薄弱，专业人员缺乏，基

础数据积累不够，相关工作的开展一定程度参考其

他国家风险评估方法及基础数据，风险评估结果并

不能完全反映我国居民的实际暴露和风险水平，且

现有风险评估工作并未考虑混合物的联合暴露风

险。为更好地保护我国消费者的健康，需摸清我国

居民食品接触材料消费模式，进一步加强食品接触

材料相关科学研究和基础数据库建设；同时针对我

国市场食品接触材料中的高关注物质开展常态化及

重点监测，及时开展风险评估，并适时调整风险管理

措施，促进风险监测、风险评估和标准工作的有机衔

接。通过上述工作进一步夯实我国食品接触材料标

准科学基础，提升风险管理水平。

3. 2 更好地贯彻可持续发展理念

为贯彻循环经济和可持续发展要求，实现“双

碳”目标，食品接触材料及食品行业对于再生材料、

可降解材料、活性智能材料等新型材料的需求不断

增加。食品接触材料标准体系建设应把握新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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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顺应行业发展需要，系统研究新型材料应用

于食品接触材料的安全性和可行性，提出适合我国

国情和市场现状的新型材料风险管理模式。此外，

外卖、网购等新型消费模式也给食品接触材料的风

险评估以及风险管理带来了新的挑战，食品接触材

料标准体系需及时跟进、调整完善，以不断适应社

会发展和消费者需求。

3. 3 更好地促进产业创新发展

在保障消费者健康的前提下，食品接触材料标

准体系建设还应在规范行业健康有序发展上发挥积

极作用。应加强标准宣贯与指导，通过发布食品接触

材料风险评估指南、标准解读以及新品种申报指南等

文件，指导企业开展安全性评估，正确执行标准，促进

产品合规。在食品相关产品新品种行政许可中，严格

遵循安全性评估原则的前提下，鼓励行业生产和使用

各类保护环境、绿色低碳的新型材料，促进产业创新

发展。应积极吸纳行业企业深入参与标准制定修订，

广泛听取意见，让标准更好地满足行业需求。

3. 4 更好地适应监管执法需求

我国食品接触材料标准体系建设还应适应我

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充分考虑监督执法的需求。

需要进一步加强与监管部门的沟通合作，通过专项

标准跟踪评价等措施深入了解标准执行情况及监

管实际需求，对于监督抽检结果反映确有必要强化

管理的，应完善好相应标准，提升标准的可操作性，

为监管提供依据。应进一步加大对于监管部门，特

别是基层监管部门的标准宣贯培训力度，促进科学

监管。应强化全过程监管的管理理念，注重与监管

部门的合作，加大对于各类食品接触材料生产经营

规范类标准的研制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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