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婴幼儿配方乳粉国际法规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应对措施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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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婴幼儿的健康状况是衡量一个国家社会发展的重要指标。世界各国均对普通婴儿配方乳粉及特医产品

中婴儿乳粉制定了对应的法规和标准进行规范，但因各国颁布法规或标准的机构不同，并有一定的时间线，因此各

国涉及婴儿配方乳粉管理的要求各有区别。企业在从事生产、进出口贸易中都需要遵守我国相关法规和标准，并

避免与出口国的相关法规和标准发生冲突。本文调研了 14 家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销售企业及 1 家监管机构，收

集并解析了超过 30 条国内外婴幼儿配方乳粉法规和标准，以技术性贸易壁垒为主要关注点，从标签、条款、监管等

方面归纳了六项主要区别，提出相应的修改及对策建议，为我国企业开展生产与国际贸易，促进行业发展及政府监

管提供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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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international regulations and 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 in infant formu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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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health status of infants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to measure the social development of a country.  
Countries around the world have formulated corresponding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for infant milk powder in ordinary 
infant formula and special medical products， but due to the different institutions that promulgate regulations or standards in 
various countries and have a certain timeline， the requirements for the management of infant formula milk powder in 
various countries are different.  Enterprises need to comply with China’s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in 
production， import and export trade， and avoid conflicts with the relevant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of the exporting 
country.  Fourteen infant formula production and sales enterprises and 1 regulatory agency were investigated， more than 30 
domestic and foreign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for infant formula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  Technical trade barriers as 
the main focus， six main differences from labels， clauses， supervision and other aspects were summarized， and 
corresponding amendments and countermeasure suggestions were put forward， providing reference and reference for 
Chinese enterprises to carry out prod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promote industry development and government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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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乳是一个婴儿成长的必需食物，也是婴儿时

期最好的食物。母乳所含蛋白质、碳水化合物、脂

肪、维生素、矿物质等营养素贴合婴儿生长发育需

要，因此也被誉为“白色血液”［1］。婴幼儿在成长期

具有基础代谢率高、生长发育速度快、营养需求高、

生长发育状况易受外界因素影响的特点［2-4］。婴幼

儿阶段的生长发育状况对其成长后的体格、智力、

心理及性格等方面的发育具有重要的影响［5-7］。世

卫组织最推荐的喂养方式是 0~6 月龄的婴儿应当

进行纯母乳喂养，并建议将母乳喂养持续至 24 月

龄［8］。但是由于一些不可抗力因素，部分婴儿在成

长过程中需要拟母乳食品进行替代或者补充。根据

《中国居民营养与慢性病状况报告（2020 年）》显示，

我国 6 月龄以下婴儿的纯母乳喂养率为 34. 1%。

在世界各地，由于各种原因，6 个月婴儿的纯母乳喂

养率也低于 50%［9-15］，由此造成婴幼儿配方乳粉的

消费需求可观，在全球范围内也受到了诸多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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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符合本国产品特点的标准，抬高贸易门槛

是国际通用的技术性贸易壁垒的手段，标签标注要

求也能成为阻挡产品进口的有效手段。本文通过

对海关、生产销售企业调研，了解婴幼儿配方乳粉

在生产和进出口贸易中遇到的法规、标准冲突等实

际问题，并研究比对了各国（或组织/地区）法规，以

及声称、豁免等标签要求，提出解决技术性贸易壁

垒（Technical barriers to trade，TBT）问题的建议。

1　我国乳粉行业情况及进出口现状

1. 1　我国乳粉市场情况

我国婴幼儿配方乳粉市场发展分为 3 个阶

段［16-17］：2007 年以前是中国乳粉市场快速成长的第

一阶段，城市化、商业化及女性就业压力等原因导

致的母乳喂养率降低［18-20］，伴随消费理念的改变，促

使婴幼儿配方乳粉的销量快速增长；第二阶段是

2008—2016 年，乳粉市场进口产品占比率剧增，由

于“三聚氰胺事件”等案例引发大众对国产乳粉信

任危机，进口乳粉迅速抢占国内市场形成垄断地

位［21-22］；2016 年至今为第三阶段，是乳粉销售体系重

建后的高速发展期，我国开始推行自由贸易，包括跨

境电商、网络直销等新型销售模式的推广使得传统

的乳粉销售体系遭遇巨大的挑战［23-24］。国家高度重

视婴幼儿配方乳粉质量安全，包括《婴幼儿配方乳粉

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在内的多项政策陆续出台，

着力提升婴幼儿乳粉行业准入门槛，提高乳粉质量，

为国内乳粉企业营造更为健康的贸易环境［25-27］。

目前中国已经超越美国，成为全球最大婴幼儿配

方乳粉的最大消费国，且婴幼儿配方乳粉在乳粉总量

中的占比也稳步上升。据预测我国婴幼儿配方乳粉

的潜在市场需求尚有巨大空间，约有 40 万吨［28-29］。

我国国产乳粉的市场占有率在 2008 年以前超

过 60%，至 2014 年达到最低，下降到 40% 左右［30］。

消费者因对国产乳粉的信任危机，市场迅速被大量

的进口品牌瓜分，国产乳粉市场份额逐渐缩小。直

至 2016 年乳粉新政策实行后，国产乳粉占有率才

逐步回升。国产市场的逐步回暖，得益于我国国产

乳粉品质的不断提升，研发、宣传力度的增加。但

是高端乳粉市场依然被进口品牌占领，雀巢、惠氏、

多美滋、纽迪希亚等企业一度占据了高端市场的多

数份额，据多家本土品牌反馈，销量最好的产品集

中在中低端配方，发展被限制在了 200 元左右的市

场。一线城市的商超中，婴幼儿配方乳粉的货架也

少见国产产品。

1. 2　进出口市场情况

根据中国海关总署的数据统计［31］，2022 年 1~

12 月中国进口婴幼儿配方乳粉超过 26. 5 万吨，进

口额近 297 亿元人民币，主要进口国为荷兰、新西

兰、法国、爱尔兰、澳大利亚、德国、丹麦等；出口婴

幼儿配方乳粉 4 527 吨，贸易额超过 8 亿元人民币，

主要出口方向为中国香港、中国澳门、越南、朝鲜、

巴基斯坦等。

从事出口乳粉业务的企业类型主要为民营企

业，目前已知最大的出口企业高峰期年出口量可达

3 000 吨，另一家出口企业年出口额约为人民币 60 万

元，两家公司皆为民营企业。在“一带一路”等利好

政策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婴幼儿配方

乳粉出口，其中中东及东南亚国家因为物流便捷、

消费市场大成为重点关注对象。

2022 年美国发生的“雅培乳粉事件”促发国内

企业开始尝试乳粉出口［32］。在该事件中，4 名婴儿

食用了美国雅培公司密歇根州斯特吉斯工厂生产

的乳粉后感染坂崎克罗诺杆菌和新港沙门菌，并最

终导致两人死亡，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c，FDA）在工厂查出污染菌。此

外，FDA 检查员还发现该工厂存在积水、干燥设备

损坏和配方奶罐接缝缺陷等问题。美国雅培公司

因产品安全问题致使 2022 年上半年生产中断，该

工厂的关停及多款产品的召回直接导致美国市场

出现婴儿配方乳粉的短缺，FDA 不得已紧急开放了

口岸，适当放宽入境审核。值此时机，我国有部分

企业开始尝试对美出口的业务，但是有企业夭折于

与美国 FDA 的对接过程中，也有企业通过了 FDA
的审核但是受挫于美国的乳粉进口黑名单制度，最

终皆未打入美国市场。美国市场随后被英国快消

品巨头利洁时抢占，但该品牌在今年 2 月也因同样

的原因对产品进行了大面积召回。

鉴于坂崎克罗诺杆菌的危害性及相关污染事

件的频发［33-38］，该致病菌已列入我国重点风险监测

项目之一，1 段乳粉入境时需提交该项目的检测报

告或进行相关的抽样检验。所幸近年来通过上海

口岸入境的婴配产品并未出现不合格情况。

出口市场情况方面，根据项目组对上海海关的

调研，目前从上海口岸出口的婴幼儿配方乳粉只有

一家企业，出口方向为巴基斯坦。巴基斯坦目前是

我国婴幼儿配方乳粉出口量第四大国，据海关总署

的统计［31］，2022 年我国向其出口总量为 192 吨，总

贸易额约 860 万元人民币。目前我国已有部分企业

关注了巴基斯坦市场，后续出口量及出口额有望进

一步发展。另外，项目组在调研上海海关的过程中

得知，上海口岸在 2021 年的婴幼儿配方乳粉进口

量相较 2020 年的批次增加一倍，但重量及金额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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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产品小包化情况明显。特医产品的进口量整体

下滑 10%（重量、金额），批次下降更多。推测可能

由于特医类的配方注册制度难度较高，因此大多改

为小批量电商直邮，但相关需求依然存在。上海口

岸的主要进口国为：荷兰、新西兰、澳大利亚、丹麦、

德国等，荷兰的进口量相对第 2 名的新西兰高三倍

左右。

2　国内外婴幼儿配方乳粉法规标准比较分析

法规是不可逾越的红线，对各国法规的了解和

分析尤为重要。根据对进出口企业、生产企业的调

研，结合网络搜索等，本文项目组查阅到中国、中国

香港、中国台湾、欧盟、澳大利亚、新西兰、美国、加

拿大、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韩国、新加坡的多个法

规标准，具体标准见下表 1。

不同国家、地区或组织有关婴幼儿配方乳粉的

法规有很大差异，从业者需关注贸易所在国或地区

的法规要求。

在资料查阅过程中可知我国婴幼儿配方食品行

业整体起步较晚，标准的制修订未能完全与国际同

步。国外已经完成了一轮实践开始进入修订阶段，近

两年多国展开了标准法规及成分的修订，如 2019 年

欧盟修订了婴幼儿配方乳粉中维生素 D 和芥酸的

最大含量［73］，2022 年澳新食品标准局拟修订婴幼儿

食品中乳糖及低聚半果糖的添加［74］等。国外不断

发布新的变更，主导了整个国际市场的步伐。我国

应当加紧标准升级，加强国内标准对标国际标准的

升级，在技术及市场可接受范围内尽量减少贸易壁

垒的产生［75］。由于篇幅的限制，本文并未列出具体

的法规条目，根据研究总结，建议对以下 6 个方面

立项分析或修改。

2. 1　声称

目前我国对 0~6 月龄婴儿配方乳粉中的必需

成分进行了含量声称和功能声称的限制，而欧盟则

全面禁止该年龄段婴幼儿配方乳粉的营养和健康

声 称 ，国 际 食 品 法 典 委 员 会（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CAC）禁止了营养宣称和保健宣称。究

其原因主要为 0~6 月龄的产品是作为母乳替代品

存在，其中的大部分营养成分是必须含有的，是保

表 1　国内外婴幼儿配方乳粉及婴幼儿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法规和标准

Table 1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for infant formula and formula food for special medical purposes in China and abroad
国家/地区/组织

中国

中国香港

中国台湾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欧盟

澳新

美国

加拿大

新加坡

韩国

法律法规或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39]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721 号）[40]

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6 号）[41]

婴幼儿配方乳粉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3 年第 49 号)[42]

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申请材料项目与要求（试行）（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公告 2017 年第 65 号）[43]

药品、医疗器械、保健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广告审查管理暂行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1 号）[44]

GB 10765—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儿配方食品 [45]

GB 10766—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较大婴儿配方食品 [46]

GB 10767—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幼儿配方食品 [47]

GB 25596—20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通则 [48]

GB 7718—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49]

GB 13432—20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 [50]

食物及药物(成分组合及标签)规例 [51]

特殊营养食品之特定疾病配方食品应加标示事项 [52]

CXS 72—1981 婴儿配方及特殊医用婴儿配方食品标准（2007 年修订，2020 年修正）[53]

CXS 156—1987 较大婴儿配方食品法典标准（2017 年修订）[54]

CXS 146—1985 特殊膳食用预包装食品标签和声称通用标准 [55]

CXS 180—1991 特殊医用食品标签和声称法典标准 [56]

CAC/GL 23—1997 营养和保健宣称使用准则（2013 年修订）[57]

欧洲议会及欧洲理事会第 2016/127 号法规 [58]

欧洲议会及欧洲理事会第 2016/128 号法规 [59]

欧洲议会及欧洲理事会第 609/2013 号法规 [60]

欧洲议会和理事会条例（EU）No 1169/2011[61]

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规范（标准 2.9.1）婴儿配方食品 [62]

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规范（标准 2.9.2）婴儿食品 [63]

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规范（标准 1.1.2）本准则中使用的定义 [64]

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规范（标准 1.2.7）营养、健康及有关声称 [65]

Schedule 1 RDIs和 ESADDIs[66]

婴儿配方乳粉（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107）[67]

特殊膳食用食品（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105）[68]

婴儿配方乳粉现行良好生产实践、质量控制规程、质量因子、运行记录、报告和通知（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106）[69]

食品与药品法规（C.R.C., c. 870）[70]

食物条例—特别用途食物 [71]

食物标签标准 [72]

——1048



婴幼儿配方乳粉国际法规与技术性贸易壁垒的应对措施分析——王毕悦，等

障婴儿成长的必要条件，过多的营养声称和健康声

称将误导消费者，对产品的选择产生误差。即使是

我国标准中列出的非强制性营养成分，实际上在天

然母乳中也是存在的，只是其在婴儿成长过程中发

挥的作用相对强制性成分影响较小，所以未对其作

出强制性含量要求，但其也是母乳中的天然元素。

因此建议讨论国标的含量及功能声称，以避免误导

消费者。

2. 2　氟元素

我国尚未对氟元素含量的限值作出任何要求，

也未对可能存在的氟化物做任何警告措施或风险

监测措施。CAC 在标准中规定了氟化物的限量要

求，限制了氟化物的添加；欧盟同样对氟化物的含

量给出了具体限值；澳新标准中有关于氟中毒的提

示。氟元素是一种常见的微量元素［76］，氟也参与人

体生命活动的调节，虽然适量的氟对于人体生长发

育是有必要的，但是过量摄入可抑制多种酶的活

性，且对婴幼儿的影响可能更大。氟化物是当今工

业重要的化工产品，有无机氟化工和有机氟化工产

品，例如，国内外含氟药物达到数百种，农药中除草

剂约 45% 含氟、杀虫剂约 33% 含氟、杀菌剂约 15%
含氟，含氟电子化学品包括高纯含氟湿化学品、新

能源电池电解质、含氟电子涂层材料等等，氟元素

对环境的污染风险无法排除，我国也有许多地区存

在水源、土壤氟化物超标的情况［77］，因此建议增加

该项目的风险监测及警告标示（氟斑牙等）。

2. 3　主视图与标识

欧盟及澳新都明确规定应当将特医适用类别

标识在产品名称或主视图上，但我国 GB 13432—
2013 中缺少对主视图的定义。举例来说，我国标准

限定特医产品需要做出标识，但是并未限定具体的

标识地点及标识程度。欧盟规定：“主要视野”是指

包装的视野，消费者在购买时最有可能第一眼看

到，并能立即根据产品的特性或性质以及（如适用）

品牌名称识别产品。我国标准同时也缺少一些重

要内容的强制性标识规定。建议我国也增加对主

视图的相关规定，以及建议明确主视图上其他需要

强制性标识的内容，比如产品名称、特医食品标志、

适用人群和具体的警示用语等，以增加识别度，防

止发生混淆。

2. 4　贮存时间

澳新标准 2. 9. 1—22 储存说明规定：对于标签

规定，存储说明必须涵盖打开包装后的期限，这一

点也是我国相关标准中不曾列出的内容。我国 GB 
13432—2023 中明确规定了需要标注贮存条件以及

提示标注开封后的贮存条件，但却并未提及开封后

的保存期限，而开封后的使用环境和使用周期各不

相同，鉴于婴幼儿配方乳粉的特殊性，建议讨论是

否需要增加开封后保存期限的标注，以帮助消费者

控制产品安全，确保婴幼儿的身体健康，可对 GB 
13432—2023 的“４. 5 贮存条件”加以修改，增加关于

开封后储存期限的限制。

2. 5　豁免情况

欧盟产品包装表面积不论大小都需要进行标

签标示，我国有规定最大表面积小于 10 cm2 时可只

标注部分信息，豁免标注产品强制性营养成分。考

虑到产品的特殊性及安全性，建议我国将豁免条件

再做进一步限制，明确排除产品外包装的豁免许

可。作为外包装，产品有提示、警示等作用，信息不

足可能导致错误的喂养引起婴幼儿疾病。另外考

虑到我国标准的统一性以及增加营养成分表所需

面积，可以将豁免的最小表面积调整为 20 cm2，与即

将更新的 GB 7718—2011 保持一致。

2. 6　标示值误差

许多国家没有对标签标示值的误差规定，而我

国则有营养指标的实际检出量不得低于标示值

80% 的强制规定。欧盟有类似的相关指南，但无具

体归类，仅需自行归类参考。欧盟规定如果标签标

示值超过了该允许误差范围，会要求企业进行自

查，给予辩解机会，若无法自圆其说则会做出相应

处罚。中国则规定超出 80% 标示值的误差范围，即

直接判定不合格，进行处罚。中国台湾的标示值误

差范围每个项目都有所不同，部分营养成分的标识

允许误差范围可达 80%~300%。诸多企业对我国

的此项规定存在疑问，许多企业因此受到过处罚。

但由于混料及取样的均匀性、维生素长期存放导致

的分解都会影响检测的合格率，是否需要放宽处罚

界限值得进一步探讨。在跨境电商越来越发达的

当下，过于严格的监管要求可能使得一些企业将经

营重点转移到跨境直邮，不利于国内正常贸易渠道

的销售，同时由于跨境监管的不完善，也会增加风

险成本。

3　对策建议

我国消费者在选购婴幼儿配方乳粉时受广告

的影响较大，购买力较强的一线城市更为追求海外

品牌。然而，进口产品接连不断的曝光问题也在不

断打击国内消费者对进口产品的信心［78］。

国内消费者对国产品牌的信任度正在逐步提

高，2021 年中国品牌成功超越进口品牌成为国产市

场份额占有率第一的品牌。我国应该抓住当下机

会重整旗鼓，带领我国乳业崛起，抓好国内市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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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走出中国市场。

3. 1　行业主导加强标准及法规制修订

我国应当加快国内标准及法规的升级，尽量缩

小国内外差别。GB 13432—2013《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正在修订中，此标

准于 2022 年 12 月发布了征求意见稿，截至 2024 年

6 月尚在修订中。GB 29922—2013《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通则》及 GB 25596—
201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

品通则》两份特医相关通则也均在修订中，另外这

两份标准的“标签”部分都缺少关于主视图及必须

标注内容的规定，可对该点进行改进。《婴幼儿配方

乳粉生产许可审查细则（2022 版）》已出台，后续还

需继续推进《婴幼儿配方乳粉产品配方注册管理办

法》的修订，各地也需加紧制定政策规范婴配生产

经营者的备案事项及管理工作。此外国外多国都

开启了营养成分来源的修订工作，我国也应当加快

步伐，做好该事项配套标准的修订。

同时，我国也需要加强国际标准制修订，积极

参与国际组织工作组，从产品、原料、检测多方面参

与标准制修订，提升中国在国际标准中的影响力，

在国际上发出更多中国声音。

3. 2　政府助力加强平台监管，跨境产品需明确监管

有关跨境电商的风险问题值得注意。电商平

台的海外直邮是近些年的新兴渠道，跨境电商保税

区直邮进口过程中主要进行产品检疫，偶有按照风

险监测计划的检验，目前安排的检验量相对较少。

我国现下除对日本未发放准入证，需要验证该国产

品是否符合核辐射限量要求外，其他各国产品皆可

进行保税区直邮。近年来电商的保税区产品量较

大，已逐渐接近大贸产品量。但是这类产品并未强

制要求参考中国法律法规，仅需最低限度符合生产

国当地标准，因此仅电商平台有责任对出现质量问

题的产品进行召回。跨境电商属于非贸易性质，且

我国对跨境电商没有要求。有些卖家甚至借此进

行食品欺诈，以饮料类产品冒充婴幼儿配方乳粉进

行销售，大量获利。因此有必要加强跨境电商的平

台监管，出台政策限制电商资质，以及规定平台对

产品的跟进、质量安全负责制度的制定。海关也可

适当增加对跨境产品的风险监测力度，尽量减少问

题产品流入的可能性。

同时，部分跨境销售企业也因我国缺少明确的

跨境产品法规而存在忧虑。当跨境产品质量符合

生产国当地的标准而出现了与我国国标要求冲突

的情况下，具体应当参考哪国标准进行处置还没有

具体的定论。这些产品可能被强制要求停止销售，

但是却得不到具体的参考依据，我国在这部分要求

的规定尚处于空白。

另外，跨境电商的产品要求按照生产国当地要

求进行，其配方亦是按照生产国当地进行，部分成

分如维生素 D 在各国之间的配方差别较大，国外配

方未必适合中国宝宝，长期饮用可能会造成营养不

均衡。因此可以在适当的位置提醒消费者这一风

险点，以供消费者选择。

电商直邮产品质量的监管问题有待国家政策

的修订，平衡需求与注册难度的矛盾，合格产品通

过海关把关才能更好保护人民的健康。

以上二条是对政府主导工作的建议，相关工作

的作用大、起效快。除此以外，建议相关企业作出

相应努力。

3. 3　行业带动提升国产乳制品消费信心，树立中

国品牌

我国有必要加强产品的宣传，在安全前提下的

高品质宣传，以高质量的依据宣讲，提高产品在自

己国家的影响力。目前婴幼儿配方乳粉的进口额

依然逐年增加，从整体消费比例来看还是进口产品

销售额较高。其中原因，一是受当年事件影响导致

消费者不信任我国品牌，再者是国产品牌系列多，

产线杂，宣传不足，消费者不了解产品区别，相比于

系列明确、选择面清晰的国外品牌缺乏竞争力，特

别是与进口产品价格相近的高端线更加缺乏吸引

力。应该配合研发中国婴幼儿配方适配性及中国

母乳研究，针对亚洲婴幼儿做出更加相匹配的配

方，并增强这方面的宣传及科普。

3. 4　企业应当加强研发，寻找营养成分的突破点

国外针对婴幼儿的新营养元素的制定一直处

于有利的主导地位。例如 2002 年美国允许在婴幼

儿配方乳粉中添加 DHA 及 ARA 这两种脂肪酸后，

市场上大部分婴幼儿配方乳粉都在两年后进行了

该成分的添加［79］。我国大部分企业的研发局限于

国标要求范围，研发投入不均衡，创新仅限于可选

择成分的差异上。因此，国内企业应当加紧布局研

发，一方面是针对中国母乳具体营养成分的研发，

开发更适合中国宝宝的产品；另一方面应当在成分

上有所突破，寻找新的特色强化配方，自主研发特

色成分，争取走向国际前沿。研发带动生产，能够

更好地带动中国生产企业发展，带动产量及销量

腾飞。

4　结语

我国应以标准促进研发，提高产品质量，带动

生产。企业也可加强研发，为产品增加竞争筹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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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应把好质量及安全关卡，从种源选育、饲养、原

料乳的收购、质控，及至生乳加工、中间过程的监

控、设备的清洗、产品的灌装等方面进行系统的提

升，也需随时防控食品安全事故。另外应加强宣

传，提升国民对国产乳制品的消费信心，提升中国

乳制品自信力，可以充分利用网络时代的便捷条

件，利用新媒体宣扬正确的消费观及科普知识，带

动国民信心。还应加强对销售平台的监管，特别是

对直邮电商的平台监管，从另一个源头杜绝食品安

全事故的发生。我国可以充分利用“一带一路”倡

议、“区域贸易协定”以及“进口博览会”等平台，推

动中国婴幼儿配方乳粉的高质量发展，促进进口与

出口两方贸易。相信我国有实力也有信心可以夺

回国内市场，同时逐步打开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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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ductivity Promotion Center. Development and Quality Safety 
of Special Dietary Food［M］. Beijing： Economic Press China， 
2018： 19-20.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投稿须知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是中华预防医学会、中国卫生信息与健康医疗大数据学会共同主办的国家级食品

卫生学术期刊 ,为中文核心期刊、中国科技核心期刊。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的办刊方针是普及与提高并

重。 设专家述评、论著、研究报告、实验技术与方法、监督管理、调查研究、风险监测、风险评估、食品安全标

准、食物中毒、综述等栏目。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既报道食品安全领域的重大科研成果 ,也交流产生、发现

于实际工作的研究结论 ;既涉足实验室 ,又深入监督管理现场 ;全方位报道国内外食品安全的政策、理论、实

践、动态。

1 投稿的基本要求

文稿应具有创新性、科学性、实用性 ,文字精练 ,数据准确 ,逻辑性强。 文章一般不超过 5000 字 ,如遇特殊

情况请与编辑部联系。 投稿时邮寄单位推荐信 ,介绍该文的作者、单位 ,文章的真实性 ,是否一稿两投 ,是否属

于机密 ,是否受各类基金资助。如为基金资助项目 ,应附带资助的合同文本封面和课题参加者名单页复印件

或获奖证书复印件。

2 文稿中应注意的问题

投稿前最好先阅读本刊 ,以便对本刊有基本的了解。 尤其要注意以下问题。

2. 1 作者和单位的中英文名字、所在地、邮编分别列于中英文题目之下 ,单位的英文名称应是系统内认可

的、符合规范的。

2. 2 个人署名作者在 2 人 (含 2 人)以上以及集体作者 ,应指定一位通信作者 ( corresponding author)。 第一

作者及通信作者应有简短的中文自传 :姓名、性别、学位、职称、主攻研究方向 ,放在文稿第一页的左下方。 副
高职称以上的作者应有亲笔签名。

2. 3 受资助的情况(资助单位、项目名称、合同号)用中英文分别列于文稿左下方。

2. 4 所有稿件都应有中英文摘要。 一般科技论文的摘要包括 :目的、方法、结果、结论。 作者应能使读者通

过阅读摘要就能掌握该文的主要内容或数据。 为便于国际读者检索并了解文章的基本信息 ,英文摘要应比

中文摘要更详细。

2. 5 每篇文章应标注中英文关键词各 3 ~ 8 个。

2. 6 缩略语、简称、代号除了相邻专业的读者清楚的以外 ,在首次出现处必须写出全称并注明以下所用的简

称。 如新术语尚无合适的中文术语译名可使用原文或译名后加括号注明原文。

2. 7 用于表示科学计量和具有统计意义的数字要使用阿拉伯数字。

2. 8 研究对象为人时 ,须注明试验组、对照组受试者的来源、选择标准及一般情况等。 研究对象为试验动

物时需注明动物的名称、种系、等级、数量、来源、性别、年龄、体重、饲养条件和健康状况等。动物试验和人

体试验均需伦理审查文件。

2. 9 药品、试剂使用化学名 ,并注明主要试剂的剂量、单位、纯度、批号、生产单位和日期。

2. 10 主要仪器、设备应注明名称、型号、生产单位、精密度或误差范围。

2. 11 图、文字和表格的内容不要重复 ,图、表应有自明性 ,即不看正文就能理解图意、表意。

2. 12 所引的参考文献仅限于作者亲自阅读过的。 未公开发表或在非正式出版物上发表的著作如确有必

要引用 ,可用圆括号插入正文或在当页地脚加注释说明。 原文作者若不超过 3 人应将作者姓名依次列出 ,中
间用“ ,”隔开 , 3 位以上作者则列出前 3 位 ,逗号后加“等”。 参考文献格式如下 :
期刊文章 :[序号] 主要责任者 (外文人名首字母缩写 ,缩写名后不加缩写点). 文献题名 [ 文献类型标志]. 刊名 ,
年 ,卷( 期): 起页-止页 .
举例 [ 1 ] 汪国华 ,马进 ,季适东 ,等 . 急性出血坏死性胰腺炎的手术治疗[J]. 中级医刊 ,1995,30(8):22-25.

[ 2 ] BERRY R J,LI Z,ERICKSON J D,et al. Preventing neural tube defects with folic acid in China[ J] . N 
Engl J Med,1999, 314: 1485-14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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