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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浓缩乳制品产品标准的比较研究——基于对术语、分类、定义及

相关条款的分析和讨论

陈潇，国鸽，王君，邵懿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北京  100022）

摘 要：炼乳等浓缩乳制品是我国市场和国际贸易常见的乳制品种类，随着行业发展和新产品的出现，产品标准

的管理内容也在不断修订和更新。通过比较研究国内外标准的内容及管理思路的异同，有助于正确借鉴国外标准

管理经验，不断完善我国标准。在回顾我国浓缩乳制品国家标准的发展和沿革的基础上，通过收集和整理国际食

品法典委员会产品标准，以及欧盟、美国、加拿大、日本、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或地区浓缩乳制品强制性

标准及法规等相关管理规定，分析比较了不同标准中各类浓缩乳制品的术语、定义、分类、相关指标要求、标签标识

等产品标准核心内容的异同，重点对淡炼乳的定义、浓缩乳的产品属性和成分要求，以及各类浓缩乳制品术语在不

同标准体系中的对应关系等进行了研究和讨论，提出了浓缩乳制品产品标准需要关注的重点内容及管理建议，以

期为我国标准管理工作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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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study of different commodity standards for concentrated milk products based on an 
analysis and discussion of terms, categorizations, definitions, and relevant provisions 

in the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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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ondensed milk products are common dairy products in the Chinese market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dairy industry and the emergence of new products， the contents of commodity standards are constantly 
being revised and updated.  By comparing the content and management logic of domestic and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t is 
helpful to learn from the standards management experience of other countries and constantly improve our standards.  A 
review of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of China’s national standards for concentrated milk products was performed.  The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of concentrated milk products from relevant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countries， and region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Commodity standards from the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and relevant mandatory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from the European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Canada， Japan， the Republic of Korea， Australia， 
and New Zealand were collecting and summarized.  The comparisons and analyses focused on the similarities and 
differences in terminology， definitions， categorization-relevant indices， and labeling requirements of various concentrated 
milk products under different commodity standards.  The definition of evaporated milk， the product properties and 
composition requirements of concentrated milk， and the corresponding relations between the terms of various concentrated 
milk products were researched and discussed.  Management suggestions and key points regarding the updating of 
condensed milk standards are provided to support standard management activities in China.
Key words： Concentrated milk products； condensed milk； concentrated milk； commodity standards； dairy products

以浓缩的形式保存牛乳的历史已有 200 余年。

浓缩乳制品是将乳中的水分部分去除而获得的一类

乳制品，也包括采用乳粉、奶油等乳原料复原、重组生

产的再制浓缩乳制品，其最基本的产品形式是炼乳［1］。

炼乳的制作技术于 19 世纪发明并逐渐商品化，因其

保存期限比鲜奶长、便于运输等优点，而获得快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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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并于 19 世纪末开始输入中国，成为我国最早进口

的乳制品品类之一［2］。作为传统且常见的乳制品类

别之一，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CAC）及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管理机构都针

对炼乳等浓缩乳制品制定了专门的产品法规和标准，

重点规定了不同浓缩乳制品的术语定义、成分要求、

技术指标以及标签标识等标准化管理要求。

我国于 2010 年发布实施了《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炼乳》（GB 13102—2010）［3］，并于 2022 年完成标

准修订，发布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浓缩乳制品》

（GB 13102—2022）［4］。本文回顾了我国炼乳国家标

准的发展和沿革，梳理了国际食品法典产品标准

（以下简称“法典标准”），以及欧盟、美国、加拿大、

韩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家或地区涉及

浓缩乳、淡炼乳、加糖炼乳等浓缩乳制品相关强制

性标准和法规，重点梳理和对比了不同标准和法规

中浓缩乳、淡炼乳的定义、原料、成分要求等相关技

术内容，分析了浓缩乳和淡炼乳、炼乳等术语的对

应关系，以及相关术语的英汉互译等问题。同时，

本文从“术语定义 -原料要求 -理化指标 -标签标识”

等产品标准的整体视角，探讨了不同标准和法规中

各类浓缩乳制品重点内容的异同和产生差异的可

能原因，以期引导标准使用者正确、全面理解不同

标准间的差异。基于上述分析和讨论，本文还提出

了完善我国浓缩乳制品标准的建议。

1　国家标准的发展及现状

炼乳是我国较早制定国家标准的乳制品品类之

一。1991 年原卫生部发布了《食品工业用甜炼乳卫

生标准》，2005 年修订为炼乳卫生标准，2010 年修订

整合为 GB 13102—2010。全国乳品标准化中心于

1999 年制定了《全脂无糖炼乳和全脂加糖炼乳标准》

（GB 5417—1999），并在此基础上，于 2008 年对标准

进行修订，标准名称更名为《炼乳》（GB/T 5417—
2008）［5］。该标准规定了乳固体、非脂乳固体、淡炼乳

（淡炼奶）、加糖炼乳（加糖炼奶、甜炼乳、甜炼奶）、调

制炼乳（调制炼奶）的术语定义，并按照高脂、全脂、

部分脱脂、脱脂对淡炼乳和加糖炼乳产品类别进行

了划分。同时，该标准第一次提出了调制炼乳的术

语定义，并将其划分为调制淡炼乳和调制加糖炼乳

两类。GB 13102—2010 部分替代 GB/T 5417—2008，
GB/T 5417—2008 中涉及到 GB 13102—2010 规定

的指标以 GB 13102—2010 为准。GB 13102—2022
是对 GB 13102—2010 的修订，第一次提出了食品工

业用浓缩乳的概念，增加了炼乳的定义。我国浓缩

乳制品产品标准的变化和概况如表 1 所示。

2　国外标准及法规概况

CAC 于 1971 年发布了《淡炼乳》（CXS 281—
1971）［6］和《加糖炼乳》（CXS 282—1971）［7］两项乳品

产品标准。为满足国际贸易需求，CAC 又于 2006 年

发布了《脱脂淡炼乳与植物脂肪混合制品》和《脱脂

加糖炼乳与植物脂肪混合制品》两项标准。上述标

准主要规定了定义、基本成分和质量指标、食品添

加剂、污染物、食品卫生、标签和检验方法等内容。

对于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以及污染物、微生物限量

等具体内容，分别在《食品添加剂通用法典标准》

（CXS 192—1995）［8-9］等通用标准中进行规定。

本文涉及的组织、国家或地区基本均对浓缩乳

制品单独制定了相关标准和管理要求。欧盟在

2001 年发布了《有关供人食用的某些部分或完全脱

水保存乳品的理事会指令》（2001/114/EC）［10］，该指

令规定了不加糖炼乳和加糖炼乳等两大类 7 小类

表 1　近 30 年来我国发布过的浓缩乳制品标准概况

Table 1　Overview of standards for concentrated milk products issued in China in recent 30 years
标准号

GB 13102—1991

GB 5417—1999
GB 13102—2005

GB/T 5417—2008

GB 13102—2010

GB 13102—2022

标准名称

食品工业用甜炼乳

卫生标准

全脂无糖炼乳和

全脂加糖炼乳

炼乳卫生标准

炼乳

炼乳

浓缩乳制品

范围

适用于以全脂牛（羊）乳为原料，经有效消毒、

添加蔗糖、浓缩，作食品工业原料用的甜炼乳。

适用于以牛乳为主料，添加或不添加白砂糖，

经浓缩制成的粘稠状液体产品。

适用于以牛（羊）乳、奶粉为原料制成的炼乳

适用于供消费者直接食用各种炼乳的生产、

检验和销售。

适用于淡炼、加糖炼乳和调制炼乳。

适用于炼乳和食品工业用浓缩乳

涉及产品分类的术语

—

-全脂无糖炼乳（evaporated milk）
-全脂加糖炼乳（sweetened condensed milk）：

—

-淡炼乳（淡炼奶）

-加糖炼乳（加糖炼奶、甜炼乳、甜炼奶）

-调制炼乳（调制炼奶）

-淡炼乳

-加糖炼乳

-调制炼乳

-炼乳（包括淡炼乳、加糖炼乳和调制炼乳）

-食品工业用浓缩乳

注：“—”表示未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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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脱水奶的定义、成分、允许添加的原料、特定产

品的特殊名称等要求，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需要符合

《食品添加剂标准》［（EC） No 1333/2008］ ［11］相关要

求。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食品法典《奶粉、淡炼乳和

炼乳》（Standard 2. 5. 7）［12］规定了炼乳、淡炼乳的定

义和成分要求，对于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需要遵循

《食品添加剂》（Standard 1. 3. 1）［13］的规定。日本《关

于奶和奶制品成分标准等的部长条例》［14］和《食品

和食品添加剂规范和标准》［15］规定了浓缩乳、浓缩

脱脂乳、淡炼乳、脱脂淡炼乳、加糖炼乳、脱脂加糖

炼乳等浓缩乳制品的定义、成分、微生物限量、食品

添加剂的等要求。加拿大在其《食品和药品法

规》［16］中规定了炼乳（加糖炼乳）、淡炼乳、脱脂淡炼

乳（脱脂浓缩乳）、部分脱脂淡炼乳（部分脱脂浓缩

乳）的定义、成分、维生素的添加和添加剂的使用要

求等内容。美国 FDA 在联邦法规第 21CFR 第 131
节［17］中分别规定了浓缩乳、加糖炼乳和淡炼乳的相

关要求，包括定义、维生素的添加、可选成分、食品

添加剂、分析方法、产品命名要求等内容。不同组

织、国家或地区标准中涉及的各类浓缩乳制品类别

划分及相互关系如图 1 所示。

3　术语的翻译及对应关系

不同国家或地区由于历史沿革、管理规定和行

业惯例等的差异，对于浓缩乳制品产品相关术语的

定义和使用也存在一定差异。为方便进一步对比

讨论，有必要首先明确相关术语的英汉翻译及对应

关系。

GB 13102—2010 标准定义了淡炼乳、加糖炼

乳、调制炼乳，对应英文术语分别为“Evaporated 
milk”“Sweetened condensed milk”和“Formulated 
condensed milk”。虽然 GB 13102—2010 未明确提

出“炼乳”这一术语的英文对应关系，但根据 GB/T 
5417—2008 的 规 定 ，“ 炼 乳 ”对 应 为“Condensed 
milk”，且包括了淡炼乳、加糖炼乳和调制炼乳。虽

然对于上述术语的翻译及对应关系尚存争议，但从

标准延续性和协调性的角度，本文拟暂遵从国标的

译法。其中，“炼乳（Condensed milk）”这一术语及实

际包含的产品种类在不同法规和标准中存在差异，

此问题需要在今后乳品术语的规范与完善过程中

予以关注。

美 国 联 邦 法 规 21CFR 第 131. 115 部 分 为

“Concentrated milk”，且指出该类食品的名称也可以是

“炼乳（Condensed milk）”。加拿大《食品和药品法规》

图 1　各类浓缩乳制品在不同标准及管理规定中的类别划分及相互关系

Figure 1　Categorizations and corresponding relationships among distinct concentrated milk products in different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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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08. 011 部分将“脱脂淡炼乳（Evaporated skim milk）”

和“Concentrated skim milk”，以及“部分脱脂淡炼乳

（Evaporated partly skimmed milk）”和“Concentrated 
partly skimmed milk”作为含义相同的术语一并列

出。日本将“Concentrated milk”定义为由生乳、牛乳

或特种乳获得的产品，将“淡炼乳”定义为出售供直

接消费的“Concentrated milk”。现行法典标准、欧盟

相关法规中均未涉及“Concentrated milk”术语。我

国轻工行业标准《浓缩乳》（QB/T 5395—2019）将其

翻译为“浓缩乳”。对于“Concentrated milk”的定义

及成分等要求，虽然上述组织、国家或地区同样存

在差异，但考虑翻译的一致性，本文拟采纳“浓缩

乳”进行表述。

4　术语、定义及相关要求的比较和分析

4. 1　浓缩乳

按照《乳品百科全书》的解释，作为浓缩乳制品

的一个类别，淡炼乳是杀菌过的、不甜的浓缩乳的

商品名称，从新鲜乳中除去相当量的水而制得［18］，

即浓缩乳是未经过杀菌且未添加糖的加工用产品。

目前，美国等部分国家明确在相关法规和标准中提

出了浓缩乳的术语和定义。虽然为同一术语，但上

述法规和标准对浓缩乳的定义和要求存在差异，包

括：（1）浓缩程度要求不同，浓缩倍数约在 2~2. 5 倍

之间；（2）对于“浓缩乳”这一术语与其他术语，如

“炼乳”或“淡炼乳”的对应关系存在差异；（3）允许

添加的其他物质要求上存在差异，如美国、加拿大

允许其进行营养强化，具有终产品属性。上述差异

体现了不同法规和标准中“浓缩乳”是仅作为原料，

还是等同于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炼乳”或“淡炼

乳”，这一管理定位上的差异。表 2 为不同国家对

于浓缩乳的定义和相关要求。

4. 2　淡炼乳

淡炼乳是最为常见的浓缩乳制品品类之一。

不同法规和标准对于淡炼乳的定义均主要强调从

奶或其他奶制品中去除部分水分而获得这一关键

工艺过程，GB 13102—2022 在新增的炼乳定义中对

此工艺过程进行了描述。这些定义的主要差别，在

于对生产淡炼乳允许使用的原料来源、可以添加的

其他原料、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要求、去除水分的方

式和程度以及奶组分调整的要求等。如法典标准

规定淡炼乳的原料来源可以是奶粉、奶油粉等原

表 2　不同标准及管理规定对于浓缩乳的定义和相关要求

Table 2　Definition and relevant requirements of concentrated milk in different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国家

中国

美国

加拿大

日本

韩国

术语

食品工业用

浓缩乳

浓缩乳

脱脂浓缩乳

部分脱脂

浓缩乳

浓缩乳

脱脂浓缩乳

浓缩乳

脱脂浓缩乳

定义

仅以生牛（羊）乳为原料，脱脂

或不脱脂，经浓缩等工序只

去除部分水分制成，用于食品

工业原料的产品，包括浓缩

牛乳、浓缩羊乳。

通过从奶中部分除去水而获

得的液体食品。经过巴氏杀

菌，但未经以防止变质为目的

的加热处理。

通过除去水而浓缩至其原始

体积的至少一半的脱脂奶

已除去部分乳脂的奶，通过除

水浓缩至其原始体积的至少

一半

由生乳、牛乳或特种乳获得的

产品

将原料奶、牛奶或特殊奶中的

乳脂除去并浓缩而成的产品

通过对生乳进行浓缩生产的

产品

是指将生乳中的乳脂含量调

整到 0.5% 以下，经浓缩而成

的产品

可以添加的其他物质

不允许添加其他物质

维生素 D 及其载体，

具有或不具有着色功

能的调味物质（如

果汁、天然和人工

食品香料）；

维生素 A、维生素 C、

维生素 D；磷酸二钠、

柠檬酸钠；

维生素 A、维生素 C、

维生素 D；乳化剂、

磷酸二钠、柠檬酸钠；

不允许添加其他物质

不允许添加其他物质

不允许添加其他物质

不允许添加其他物质

组分含量要求/（g/100 g）
乳蛋白：占非脂乳固体的

34%，乳脂（全脂≥7.5，部分

脱脂：<7.5 且>1.0，脱脂≤
1.0）非脂乳固体≥17.5

乳脂≥7.5，乳固体≥25.5

乳脂≤0.3，
非脂乳固体≥17.0，

非脂乳固体≥17.0

乳脂≥7.0，乳固体≥25.5

非脂乳固体≥18.5

乳脂≥6.0，乳固体≥22.0，

乳脂<0.5，乳固体≥22.0

和其他浓缩乳制品术语的关系

—

产品名称可以是“浓缩乳”或

“炼乳”

也可称为“脱脂淡炼乳”

也可称为“部分脱脂淡炼乳”

淡炼乳是出售供直接消费的浓

缩乳。

—

—

—

注：“—”表示未涉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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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复原或重组后生产，允许按照要求调整淡炼乳

的组分，可以通过加热或其他加工方式去除水分；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与法典标准的要求类似，但强

调了通过传统的热加工方式将水分去除；加拿大、

日本要求淡炼乳的主要原料为生乳或生牛乳，未

强调去除水分的方式；欧盟允许部分使用稀奶油

或奶粉作为原料生产淡炼乳，但有添加量的限制

且不允许添加除此之外的其他食品原料，同时也

未强调去除水分的方式。不同国际组织、国家或

地区对于淡炼乳（或全脂淡炼乳）的定义和相关要

求如表 3 所示。

4. 3　调制炼乳及类似产品

法典标准中未提及调制炼乳，但存在《植脂淡

炼乳》［19］和《植脂加糖炼乳》［20］两项于 2006 年发布

的产品标准。其中，植脂淡炼乳是指通过对奶成分

和饮用水进行重组，或通过部分脱水并添加食用植

物油、食用植物脂肪或其混合物，并满足相应成分

要求的产品。植脂加糖炼乳的定义与植脂淡炼乳

类似，只是增加了添加糖的要求。上述两类产品的

特征在于用植物脂肪代替乳脂，从而达到模拟淡炼

乳或加糖炼乳的目的，即属于“换脂乳（Filled milk）”

的范畴。因此上述两类产品理化指标要求中的非

脂乳固体、脂肪及非脂乳固体的要求都与淡炼乳或

加糖炼乳一致，仅是将乳脂含量要求相应替换成脂

肪含量要求。

由表 1 可知，我国在 GB/T 5417—2008 中首次

提出“调制炼乳”并沿用至今。对于此类产品，国标

的定位是添加了除食糖以外其他原料的炼乳产品，

并规定了蛋白质、脂肪等理化指标要求。除我国

外，本文涉及的标准中只有韩国定义了相当于调制

炼乳的“加工炼乳（Processed condensed milk）”，其定

义为：通过对添加了其他食品或食品添加剂的生乳

或乳制品进行浓缩而制成的产品。此类产品的乳

固体含量下限要求与浓缩乳一致，糖（蔗糖或乳糖）

添加量上限与加糖炼乳一致，但未规定水分、乳脂、

酸度等要求，为其他原料的使用留有合规空间。其

他国家或地区如美国，虽允许淡炼乳中添加其他调

味用非乳原料，但未单独划分产品类别。

5　其他相关规定的对比和分析

5. 1　重点理化指标

乳制品产品标准中的理化指标通常与产品属

性和质量安全相关。以加糖炼乳为例，乳蛋白、乳

脂、乳固体等指标与关键组分含量、浓缩程度等产

表 3　不同标准及管理规定对于淡炼乳（或全脂淡炼乳）的定义和成分相关要求

Table 3　Definition and composition requirements for evaporated milk (or whole fat evaparated milk) in different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组织/国家/地区

CAC

中国

美国

加拿大

欧盟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日本

定义

通过加热去除部分水分而制成的奶制

品，或者是通过其他加工过程而制成

有相同成分和特征的产品。

以生牛（羊）乳和（或）其制品为原料，

脱脂或不脱脂，添加或不添加食品添

加剂和营养强化剂，经加工制成的商

业无菌状态的液体产品。

仅从奶中除去部分水

而获得的液体食品。

部分除去水获得的奶。

是指通过从奶、部分脱脂奶或脱脂奶

或这些产品的混合物中部分除去水而

直接获得的液体产品（不加糖）

通过加热从奶或调理奶中部分

去除水而获得的食品

出售供直接消费的浓缩乳

主要原料

奶和乳粉，稀奶油和奶油

粉，乳脂制品。

生牛（羊）乳和（或）其制品

奶（包括生乳、脱脂乳，或

按要求加入稀奶油、浓缩

乳、乳粉等进行调整）

生牛乳

奶、部分脱脂奶或脱脂奶

及其混合物。

奶或调理奶

生乳、生牛乳或特殊奶

其他规定

可采用乳截留物、乳渗透物及乳糖

调整蛋白质含量。但应符合规定

的成分要求，添加和/或去除奶组

分的方式不能改变乳清蛋白和

酪蛋白的比例。

—

—

—

可以含有稀奶油混合物和/或乳粉

混合物，乳粉的添加量不得超过成

品中总乳固体含量的 25％。可采

用乳截留物、乳渗透物及乳糖调整

蛋白质含量。但应符合规定的成

分要求，添加和/或去除奶组分的

方式不能改变乳清蛋白和酪蛋白

的比例。

可作为原料的调理奶是添加或去

除了奶成分的产品，调整后乳清蛋

白与酪蛋白的比例与原奶相同。

可添加乳渗透物和乳截留物，但需

要满足成分要求。

允许的其他原料

水，氯化钠

水（用于复原）

水果，果汁

×

×

盐，水

×
注：“—”表示未规定 ;“×”表示未允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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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属性相关，而酸度、水分等既与产品属性相关，也

和产品质量安全相关。表 4 以加糖炼乳为例对比

了不同标准涉及的理化指标。由表 4 可知，乳脂和

乳固体是加糖炼乳标准中最常涉及的理化指标，我

国设置的理化指标数量最多。

5. 2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

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

准》（GB 2760—2014）［21］将“炼乳及其调制产品”划

分为“淡炼乳（原味）”和“调制炼乳（包括加糖炼乳

及使用了非乳原料的调制炼乳等）”两类。其中淡

炼乳（原味）可以使用海藻酸丙二醇酯作为稳定剂，

调制炼乳（包括加糖炼乳及使用了非乳原料的调制

炼乳等）可以使用规定的着色剂和乳糖酶。上述两

类产品均可以使用 GB 2760 规定的“按生产需要适

量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用香料、香精”。法

典标准将“炼乳及其类似产品”划分为“炼乳（原

味）”和“饮料增白剂”，淡炼乳和加糖炼乳均属于炼

乳（原味）范畴，植脂淡炼乳及植脂加糖炼乳均属于

饮料增白剂范畴。炼乳（原味）可以使用的食品添

加剂包括固化剂、稳定剂、酸度调节剂、增稠剂和乳

化剂。饮料增白剂因原料和工艺需要，还可以使用

部分抗氧化剂、着色剂和甜味剂等。日本、美国、加

拿大、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于淡炼乳和加糖炼乳等

产品的分类方式虽有不同，且允许使用的具体食品

添加剂品种存在差异，但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类

型基本一致，都包括了乳化剂和稳定剂等用于保持

产品货架期内质构稳定的食品添加剂。此外，较为

特殊的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对于其规定的淡炼乳

和炼乳（等同于加糖炼乳）产品除使用 GMP 允许的

食品添加剂外，还允许按照需要使用着色剂。韩国

只允许在加工炼乳中使用食品添加剂，禁止在加糖

炼乳中使用食品添加剂。上述异同也体现了不同

法规和标准对于不同浓缩乳制品属性定位和类别

划分思路上的异同。

5. 3　标签标识

除了需要符合食品标签的一般规定，CAC、美国

等还对特定种类浓缩乳制品的标签标识制定了特

殊规定。法典标准主要强调了植脂淡炼乳和植脂

加糖炼乳中添加的替代性非乳成分的标示，规定应

在标签上说明产品中含有的食用植物脂肪或食用

植物油。必要时应对脂肪或油的来源植物名称进

行说明，或将其名称包含在产品名称中，以避免对

消费者造成误导。此外，法典标准还对产品名称和

成分的标识提出建议，规定可以按照淡炼乳脂肪含

量的不同标示产品名称为淡炼乳、脱脂淡炼乳、部

分脱脂淡炼乳或高脂淡炼乳，若有需要还可以对乳

脂和乳蛋白的含量进行声称。加糖炼乳的标签规

定与淡炼乳类似。美国主要强调了对各类添加物

的标识，如若添加维生素 D 等营养强化剂，应在食

品名称后加上“维生素 D”或“添加的维生素 D”一

词，且高度不小于该名称中使用字母的一半；产品

名称应包含添加的特征性调味原料名称等。韩国

则要求标识加糖炼乳添加的糖的种类和含量。

6　标准重点内容讨论及建议

6. 1　提升术语定义的准确性和严谨性

炼乳是我国乳制品生产、加工和消费的重要品

类之一。自 19 世纪末由国外输入我国后，炼乳的

消费历史已有近 150 年。由于该类产品的外来属

性，其中文翻译经历了“牛乳油”“凝乳”“罐头牛乳”

到“炼乳”的转变。专业术语是任何一个专业的科

学基石［22］。从标准化的角度而言，只有科学制定不

同种类浓缩乳制品的术语定义，明确不同术语覆盖

的范围和相互关系，才能充分保证标准的严谨性，

有效维护市场秩序，促进行业健康发展［23］。炼乳特

别是淡炼乳，是我国较早开展规模化生产的乳制

品，同时也是重要的进出口贸易品类。传统的淡炼

乳生产方式，可从淡炼乳的英文表述中理解，即通

过“蒸发（Evaporate）”奶中的部分水分获得。随着乳

原料的多元化、加工技术的发展和贸易需求，淡炼

乳这一术语所包含的内容也随之拓展，如以乳粉为

原料进行复原，或通过膜技术等去除水分。从标准

术语定义的角度而言，原料和工艺的变化带来了诸

多挑战。特别是标准中术语定义的表述方式，既要

考虑需要不断根据新原料或工艺的采用，对既有定

义覆盖的产品类型和范围进行拓展，同时还需要保

证拓展后的定义本身是清晰的、明确的，抑或需要

考虑是否有必要划分新的产品类别予以区分。本

表 4　不同标准及管理规定中加糖炼乳理化指标要求

Table 4　Physical and chemical requirements of sweetened 
condensed milk in different standards and regulations

组织/国家/地区

CAC
中国

欧盟

美国

加拿大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日本

韩国

乳蛋

白质

√
√
—

—

—

√
—

—

乳脂

√
√
√
√
√
√
√
√

非脂乳

固体

—

—

—

√
—

—

—

—

乳固体

√
√
√
√
√
√
√
√

水分

—

√
—

—

—

—

—

√

酸度

—

√
—

—

—

—

—

—

蔗糖/

糖

*
—

—

—

—

—

—

√
注：“√”表示有规定；“—”表示未规定；“*”为规定“含糖量以良好生

产规范为限，最低含量应保障产品的耐贮性，最高含量应避免可能

出现的糖类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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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涉及的国外法规标准均在浓缩乳、淡炼乳或加糖

炼乳等的定义中对“从奶中去除部分水分”这一关

键的特征性工序进行描述。特别是国际食品法典

对淡炼乳的定义——通过加热去除部分水分而制

成的奶制品，或者是通过其他加工过程而制成有相

同成分和特征的产品——既包含了产品基本特征

和典型工艺的描述，还为其他乳原料和新工艺的使

用留下了空间。这种表述方式结合原料、成分要求

和理化指标要求等其他标准内容，较为完整、清晰

地界定了淡炼乳和其他乳制品的差异。GB 13102
—2022 中“炼乳”定义的编写即参考了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也值得其他乳制品标准借鉴和参考。

6. 2　加强重点产品的质量安全管理

自 2008 年《炼乳》（GB/T 5417—2008）标准首

次提出调制炼乳的术语定义以来，由于该类产品在

其他原料的添加上具有较大灵活性，有助于企业多

元化和差异化发展，因而获得了较快发展。由前文

分析可知，对比法典标准中的植脂淡炼乳和植脂加

糖炼乳、美国标准中添加了调味原料和维生素的淡

炼乳等，我国调制炼乳允许添加的其他原料种类更

多。对于此类产品，我国虽未强制要求在产品名称

中体现添加物的名称，但企业仍应按照 GB 7718 的

规定，清晰标识其含有的其他配料，保证消费者的

知情权。此外，调制炼乳由于调味物质及植物油脂

等其他原料的添加，若配方、工艺设计不合理或加工

操作不当，可能对其质量稳定性产生影响。2020 年

12 月，某品牌调制加糖炼乳因菌落总数指标抽检不

合格进行了召回，提示调制炼乳的质量安全控制仍

需受到行业和监管部门的重点关注［24］。对于此类

产品，企业应确定合理的工艺流程和工艺参数，考

虑原料多样化和工艺调整可能带来的风险。还应

严格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乳制品良好生产规

范》（GB 12693）等要求，控制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

条件，保证包装容器的清洗和消毒，严格控制储运

条件，保障产品的质量安全。

6. 3　正确理解不同法规和标准间的差异

如前文所述，本文分析和对比的“浓缩乳”“炼

乳”“淡炼乳”等术语的定义和相互关系，在不同法

规和标准中均存在一定差异，特别是“浓缩乳”“炼

乳”和“淡炼乳”所定义的产品类别及其之间的关

系。在进行相关研究时，应充分了解这些差异，避

免误解。例如，美国将“浓缩乳”“加糖炼乳”“淡炼

乳”等各产品类别并列，将浓缩乳等同于炼乳。加

拿大则将“炼乳”“淡炼乳”“部分脱脂淡炼乳”和“脱

脂淡炼乳”等各产品类别并列，将炼乳等同于加糖

炼乳，脱脂淡炼乳等同于脱脂浓缩乳（图 1）。对于

浓缩乳的定义，虽然不同标准中都使用了“浓缩乳”

这一术语，但对允许添加物的要求并不相同（表 2）。

美国、加拿大均允许对浓缩乳进行营养强化或使用

食品添加剂，使得此类产品更具有消费品属性。相

比而言，我国、日本和韩国不允许在浓缩乳中添加

任何其他物质，使得此类产品同时具有一定的原料

属性。在涉及到标准对比和解读时，行业、监管部

门和相关研究机构等应充分关注这种差异。

6. 4　统筹配套标准及行业规范的制定

GB 13102—2022 首次提出了食品工业用浓缩

乳的概念，明确了食品工业用浓缩乳的定义和要

求，有助于规范产业发展，解决奶源地域分布不均、

生乳异地调运成本高等行业问题，促进奶源优势区

域奶业的发展和保障供应。食品工业用浓缩乳概

念的提出丰富了乳原料的种类，因而需要结合可能

的应用场景，考虑其对乳品标准体系的影响，包括

但不限于规范食品工业用浓缩乳的生产工艺、不同

类型浓缩乳作为乳原料的使用条件、复原乳的标签

标识要求等。尤其需要关注其他乳品标准和相关

管理规章与 GB 13102—2022 的协调。对于不同类

型的浓缩乳，行业可考虑进一步制定工艺、过程规

范和技术要求，建立更为立体和完善的标准化管理

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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