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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现行的食品接触用涂料标准!对其中涉及食品安全的指标进行分析整理!解决标准中存在的

交叉%重复和矛盾等问题$ 方法"收集相关标准文本!采用行业调查的方式确定清理范围!分析比对标准中的食品

安全相关指标!参考其他国家相关法规!对每项涉及食品安全的标准提出清理建议$ 结果"共收集到 3 项涂料安

全标准!经分析发现各标准中的食品安全相关指标主要集中在蒸发残渣%高锰酸钾消耗量%重金属%游离酚和游离

甲醛等指标上!各指标在限量值%实验条件及检验方法上存在不一致的情况$ 部分标准还存在标龄较长及引用不

规范等问题$ 结论"建议将此 3 项标准整合修订成一项可以基本覆盖所有食品接触用涂料的大类产品安全标准!

综合考虑各项食品安全相关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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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问题与消费者身体健康密切相关"是关
系国计民生的大问题*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作为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的基础和依据"对于保障我国的食品安
全具有重要作用*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相关的标准数
目众多"各标准规定的安全指标之间存在交叉’重复
甚至矛盾的情况* 根据 )##% 年颁布实施的.食品安
全法/的要求"我国只能拥有一套强制性的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 为落实.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和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十二五,规划/要求"卫生计生
委$原卫生部%颁布了.食品标准清理工作方案/等一

系列文件"组织开展食品标准清理工作()) *

食品相关产品标准对用于食品的容器’包装材
料’洗涤剂’消毒剂及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
备的生产和使用安全进行规范"对于保障食品安全
具有重要意义* 食品接触用涂料作为食品相关产
品中重要的一类"广泛应用于罐装食品’饮料等包
装容器内壁或炊具表面"具有防腐’防粘等作用*

目前我国允许使用的食品接触用涂料种类繁多"涉
及多个质量’安全或卫生标准"各标准间存在不一
致的情况* 为了解决标准间的矛盾或交叉重复问
题"健全食品相关产品安全标准体系"从而进一步
地规范和指导食品接触用涂料的生产和使用"保障
消费者的安全"有必要对现有的涉及食品安全的涂
料标准进行清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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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与方法
!G!"资料来源
!G!G!"标准收集

本研究通过相关主管部门和归口单位提供’检
索相关网站’购买等方式收集食品安全相关标准*
经过初步审查和分析"共筛选出现行有效的’涉及
食品安全的食品接触用涂料类标准共计 3 项"分别
为 &]%$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内壁环氧聚
酰胺树脂涂料/ (,) ’&]!!$cc!)#!).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易拉罐内壁水基改性环氧树脂涂料/ (2) ’&]
!!$c$!)#!).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有机硅防粘涂
料/ (*) ’&]23#*!%2 .食品罐头内壁环氧酚醛涂料
卫生标准/ ($) ’&]%$3)!33 .食品罐头内壁脱模涂
料卫生标准/ (c) #&]c!#*!3$ .食品容器过氯乙烯
内壁涂料卫生标准/ (3) ’&]!!$c3!3%.食品容器内
壁聚四氟乙烯涂料卫生标准/ (%)和 &]%$3#!33.食
品容器漆酚涂料卫生标准/ (!#) *
!G!G)"发达国家和地区法规收集

本次研究收集整理了美国’欧盟’欧洲委员会
等国家和地区食品接触用涂料相关的法规及标准"
对比各个国家和地区食品接触材料的管理体系及
其针对食品接触用涂料的管理模式"为我国食品接
触用涂料标准的清理研究提供参考*
!G)"方法
!G)G!"行业调查

本次清理研究针对收集到的食品接触用涂料
标准进行了行业调查"对其所涉及的产品是否仍在
生产和使用以及是否有其他相关的安全标准等问
题进行调查* 结果表明所收集到的 3 项标准所涉及
的食品接触用涂料种类均为目前仍在生产和使用
的产品"标准所规定的安全指标在实际生产和监管
过程中具有指导作用*
!G)G)"标准清理的原则和技术路线

本次标准清理研究根据拟订的清理原则设计了
标准综合评价表"所有涂料相关标准逐项填写评价
表"最终提出废止’继续有效’修订’合并或直接转化
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等清理建议* 标准清理原则主
要包括&标准涉及的产品是否符合市场发展现状和相
关产业政策#各个标准中涉及食品安全的指标与 &]
%$3*!)##3.食品容器’包装材料用添加剂使用卫生
标准/ (!!)以及其他涂料标准间是否存在交叉’重复’
矛盾的问题#参考国际和发达国家标准"评价标准中
食品安全相关指标的科学性#依照食品相关产品标准
体系框架"建立大类产品安全标准的原则*

)"结果
本次清理研究对 3 项食品接触用涂料类标准进

行梳理’比对"总结出我国目前现行有效的食品接
触用涂料类标准中与食品安全相关的指标"见表 !*
通过分析发现"标准间存在交叉和不一致的情况"
部分标准还存在过于陈旧或引用不规范等问题*
)G!"标准整体情况

由表 ! 可知"各个涂料标准中的食品安全相关
指标主要集中在蒸发残渣’高锰酸钾消耗量’重金
属’游离酚’游离甲醛"以及其他与涂料产品特点有
关的特异性指标"如 &]!!$c3!3% 中对氟含量的限
制* 不同标准间各理化指标的限量值基本上一致"
实验条件大体相同"检验方法也均引用 &]*##% 系
列理化检验方法*
)G)"标准间指标交叉及不一致的情况

各标准对于同一理化指标限量的规定大致相
同"但其表示方式存在差异"检验方法和实验条件
的规定也不统一* 各标准中蒸发残渣的限量基本
相同"但是仅有 &]!!$c3!3% 在 +2g乙酸"煮沸
#G* 4"再室温放置 )2 4,的实验条件下将限量值放
宽至 $# XPI6* 此外"各标准规定的浸泡液和实验
条件也不完全相同* 各标准中高锰酸钾消耗量的
限量在各标准中基本一致"仅计量单位不同* 此
外"实验条件在浸泡温度和时间上也存在一定差
异"采用的检测方法不完全一致*

对比各标准的重金属指标"除&]c!#*!3$’&]
!!$c3!3% 之外"其余 $ 项标准重金属的限量均以
铅计#而 &]c!#*!3$ 的重金属指标除了 +以铅
$;.%计,的限量表示外"还增加了+以砷$-A%计,的
限量#&]!!$c3!3% 则是采用了铬的限量指标* 各
标准中要求的检测重金属的实验条件也存在不一
致的情况"3 项标准均采用 2g乙酸进行样品的浸泡
处理"但处理时间’温度及采用的检验方法之间都
存在差异* &]!!$cc!)#!)’&]!!$c$!)#!)’&]
%$3)!33’&]!!$c3!3% 和 &]%$3#!33 等 * 项标
准均引用 &]I>*##%G$# 作为重金属的检测方法"
但其要求的实验条件出现了 + 2g 乙酸" $# i"
,# XO(, $&]!!$cc!)#!)"&]%$3)!33%"+2g乙
酸"$# i") 4, $&]!!$c$!)#!)"&]%$3#!33%和
+2g乙酸"煮沸 #G* 4"再室温放置 )2 4 , $&]
!!$c3!3%%三种情况*

各标准中对于游离酚和游离甲醛两项指标的
规定基本一致* 但是 &]%$3#!33 对甲醛指标的规
定在实验条件’限量及采用的检测方法上都和其他
标准存在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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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食品接触用涂料类标准中食品安全相关指标
>T.D’!"‘EE0 ATL’B\O(0OK’AO( LEE0 KE(BTKBKETBO(PABT(0TC0A

理化指标 标准号 实验条件 限量 检验方法

蒸发残渣

高锰酸钾消耗量

重金属

游离酚

游离甲醛

氯乙烯单体残留量
氟$‘%

&]%$3$!)#!) (,)

&]!!$cc!)#!) (2)

&]!!$c$!)#!) (*)

&]23#*!%2 ($)

&]%$3)!33 (c)

&]c!#*!3$ (3)

&]!!$c3!3% (%)

&]%$3#!33 (!#)

&]%$3$!)#!) (,)

&]!!$cc!)#!) (2)

&]!!$c$!)#!) (*)

&]23#*!%2 ($)

&]%$3)!33 (c)

&]c!#*!3$ (3)

&]!!$c3!3% (%)

&]%$3#!33 (!#)

&]%$3$!)#!) (,)

&]!!$cc!)#!) (2)

&]!!$c$!)#!) (*)

&]%$3)!33 (c)

&]c!#*!3$ (3)

&]!!$c3!3% (%)

&]%$3#!33 (!#)

&]!!$cc!)#!) (2)

&]23#*!%2 ($)

&]%$3)!33 (c)

&]%$3#!33 (!#)

&]!!$cc!)#!) (2)

&]23#*!%2 ($)

&]%$3)!33 (c)

&]%$3#!33 (!#)

&]c!#*!3$ (3)

&]!!$c3!3% (%)

$*g乙醇"$# i") 4 $ XPI0X)

2g乙酸"$# i") 4 $ XPI0X)

正己烷"室温") 4 $ XPI0X)

水"%* i",# XO( $ XPI0X)

)#g乙醇"$# i",# XO( $ XPI0X)

2g乙酸"$# i",# XO( $ XPI0X)

蒸馏水"煮沸 #G* 4 $ XPI0X)

2g乙酸"$# i") 4 $ XPI0X)

正己烷"室温") 4 $ XPI0X)

水"%* i",# XO( ,# XPI6
)#g乙醇"$# i",# XO( ,# XPI6
2g乙酸"$# i",# XO( ,# XPI6

正己烷",c i") 4 ,# XPI6
2g乙酸"$# i") 4 ,# XPI6
$*g乙醇"$# i") 4 ,# XPI6

蒸馏水"煮沸 #G* 4"再室温放置 )2 4 ,# XPI6

正己烷"室温 )2 4 ,# XPI6
2g乙酸"煮沸 #G* 4"再室温放置 )2 4 $# XPI6

蒸馏水浸泡液"$# i") 4 ,# XPI6
$*g乙醇浸泡液"$# i") 4 ,# XPI6
2g乙酸浸泡液"$# i") 4 ,# XPI6

正乙烷浸泡液")# i") 4 ,# XPI6

蒸馏水"$# i") 4 ) XPI0X)

水"%* i",# XO( ) XPI0X)

蒸馏水"煮沸 #G* 4 ) XPI0X)

水"%* i",# XO( !# XPI6

蒸馏水浸泡液"$# i") 4 !# XPI6

蒸馏水"$# i") 4 !# XPI6

蒸馏水"煮沸 #G* 4"再室温放置 )2 4 !# XPI6

蒸馏水浸泡液"$# i") 4 !# XPI6

$以 ;. 计%2g乙酸"$# i") 4 #G) XPI0X)

$以 ;. 计%2g乙酸"$# i",# XO( #G) XPI0X)

$以 ;. 计%2g乙酸"$# i") 4 #G) XPI0X)

$以 ;. 计%2g乙酸浸泡液"$# i",# XO( ! XPI6
$以 ;. 计% "2g乙酸"$# i") 4 ! XPI6
$以 -A计% "2g乙酸"$# i") 4 #G* XPI6
$铬%2g乙酸"煮沸 #G* 4"再室温放置 )2 4 #G#! XPI6
$以 ;. 计%2g乙酸浸泡液"$# i") 4 ! XPI6
$以苯酚计%水"%* i",# XO( #G#) XPI0X)

水"%* i",# XO( #G! XPI6

水"%* i",# XO( #G#) XPI0X)

水"%* i",# XO( #G! XPI6

2g乙酸浸泡液"$# i") 4 * XPI6

!T ! XPIbP

蒸馏水"煮沸 #G* 4"再室温放置 )2 4 #G) XPI6

&]I>*##%G!*$
&]I>*##%Gc#

&]I>*##%G$#

&]I>*##%G$#

&]*##%G$%

&]*##%G$3!3*

&]*##%G$#

&]*##%G$#

&]I>*##%G!*$
&]I>*##%Gc#

&]I>*##%G$#
&]I>*##%G$#
&]*##%G$%
&]*##%G$%
&]*##%G$3!3*
&]*##%G$#
&]*##%G$#
&]*##%G!*$
&]I>*##%Gc#
&]I>*##%G$#
&]I>*##%G$#
&]I>*##%G$#

&]*##%G$3!3*

&]*##%G$#
&]*##%G$#
&]I>*##%G$%

&]I>*##%G$%

&]I>*##%G$%

&]I>*##%G$%

&]*##%G$!
&]*##%G$3!3*
&]*##%G!3

注&T为标准中无相关要求#检验方法中所涉及的标准参见文献(!) h!3)

)G,"其他问题
&]23#*!%2’&]%$3)!33’&]c!#*!3$’&]

!!$c3!3% 和 &]%$3#!33 这 * 项标准较为陈旧"标
准中的各项安全指标的设定可能已经不再适用于现
在的生产工艺* 标准中还存在引用不规范的情况"例

如 &]c!#*!3$ 中引用的.食品容器内壁过氯乙烯涂
料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标准号为 +&]*##%G$3!
3*,"但该标准现行有效的版本为 )##, 版的推荐性国
家标准(!%) "其正确引用方式应为+&]I>*##%G$3,"表
示自动引用最新版本的检测方法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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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
,G!"其他国家和地区食品接触用涂料的相关规定
,G!G!"欧盟法规

欧盟层面上并没有专门针对食品接触用涂料
的法规"对于该类材料的管理主要参照框架法规和
特定材料法规中的相关要求*

食品接触用涂料作为食品接触材料的一类"首
先应该符合欧盟框架法规食品接触材料与物品法
规$/?%ME!%,*I)##2 ()#)和食品接触材料良好生产
规范 $/?% ME)#),I)##$ ()!) 中的要求* $/?% ME
!%,*I)##2 要求食品接触材料在正常或可预见的条
件下使用不会危害人体健康"不会造成食品成分发
生不可接受的改变"以及不会造成感官特征的恶化
等* $/?%ME)#),I)##$ 则对生产企业的质量保证
体系’质量控制体系及文件化要求做出了相应规定*

欧盟特定材料法规中也涉及一些食品接触用
涂料相关的要求* 塑料法规 !#I)#!!I/W())) 中规
定&有涂层的塑料类包装材料"其涂层可以使用本
法规中批准的物质"但同时还应符合其他欧盟法规
或成员国法规的要求* 再生纤维素薄膜指令
)##cI2)I/?(),)则对再生纤维素薄膜表面的涂料和
涂层物质做出了相应的要求"并列出了可使用的物
质名单* !3%*I)##*I/?()2)号法规对食品接触材料
和制品中某些环氧衍生物的使用做出了限制性的
规定"该法规的适用范围中包括了有表面涂层的材
料"但不适用于重防腐涂料*

此外"欧盟各成员国可根据自身情况制定本国
的涂料法规"并列出相应的允许使用物质名单* 目
前荷兰’德国’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捷克’斯
洛文尼亚和斯洛伐克等 % 个国家已经制定了相应的
食品接触用涂料法规*
,G!G)"欧洲委员会政策 ()*)

欧洲委员会关于预期接触食品的涂料的政策
包括+=’A-;$)##2% ! 框架决议!!!关于预期接触
食品的涂料,和+! 号技术文件!!!用于生产预期接
触食品的涂料的物质清单,*

=’A-;$)##2%! ()$)框架决议规定了该决议适用
的预期接触食品的涂料包括金属外覆涂料’柔性包
装涂料和重防腐涂料#要求用于接触食品的涂料在
正常或可预见条件下使用时"其成分迁移到食品中
的量不得危害人体健康"不得导致食品成分或性状
的改变* 涂料的生产应遵循良好生产规范"并使用
! 号技术文件中的物质以及+-;$%)%) 决议!!!关
于预期接触食品的塑料材料和制品用聚合助剂$工
艺助剂%的控制, ()c)所规定的聚合助剂"欧盟成员
国法规中批准用于食品接触用涂料的物质也允许使

用* 涂料中的成分迁移到食品中的总量不得超过
!# XPI0X) 或 $# XPIbP"不得迁移出未列入 ! 号技术
文件中的重均分子量 F! ### VT的可能危害人类健
康的物质"同时要求这些重均分子量 F! ### VT的物
质需要经过风险评估以确定其安全性*

! 号技术文件中列出了可用于生产预期接触食
品的涂料的单体和添加剂清单* 单体清单和添加
剂清单均由两个清单列表组成"一个是经过欧洲食
品安全局$/‘8-%或食品科学委员会$ 8?‘%评估的
清单"该清单中列出了相应的限制性要求#另一个
是经过部分协议成员国或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
局$‘V-%批准的临时性附表"该附表中的物质并未
列出应的限制"而是采用其批准时的评估标准*
,G!G,"美国法规

+联邦法规第 )! 篇!!!食品与药品, ()3)中收录
了美国对于管理食品接触材料的相关规定* 该篇
将食品接触材料中的成分定义为间接食品添加剂"

并在第 !c2 节至第 !c% 节中列出了对不同类别的食
品接触材料的相关规定* 食品接触用涂料的生产
和使用除了要满足 +!c2!!!间接食品添加剂&总
则,的要求外"还应满足 +!c*!!!粘合剂和涂料的
成分,中对于食品接触涂料的限制*

第 !c2 节要求了间接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需符合
良好生产规范"包括在达到预期效果的前提下尽可
能减少添加剂的使用量"所使用的添加剂的量不得
影响食品本身的物理或化学特性"使用的原料和添
加剂等成分物质具有合适的纯度等#同时也对可用
做间接食品添加剂的物质做出了相关规定*

第 !c* 节?部分中列出了部分允许用作涂料成
分的物质及其限制性规定#其他物质如果通过食品
接触物质通报 $‘?M%程序批准用可于涂料或者符
合法规阈值程序豁免则也可用于食品接触用涂料*

联邦法规第 )! 章第 !c#G,% 节中对用于食品接触材
料的物质的法规阈值做出了相应规定"包括非致癌
性物质’无健康或安全危害’对所接触食品没有功
能性作用以及对环境无明显危害等条件* 符合这
些条件的物质被认为低于法规阈值而免于管理*

除此之外"一般公认为安全的物质’先前批准
的物质在不违反其他相关法规的情况下也可以用
于食品接触涂料*
,G)"完善我国食品接触用涂料安全标准的建议
,G)G!"涂料标准适用范围的问题

目前我国现行有效的食品接触用涂料标准仅
有 3 个"每个标准仅针对某一类的涂料有相应的规
定"标准的适用范围较窄* 随着现代食品工业的发
展和生产工艺的进步"食品接触用涂料的种类和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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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都呈现多样化的趋势"现有的食品接触用涂料种
类很难满足生产和监管的需要* 根据本次涂料标
准清理的结果并参考其他国家对于食品接触用涂
料的管理模式"建议将该 3 项食品接触用涂料标准
整合修订为一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综合考虑各个
标准中食品安全相关的指标"建立一个可以基本覆
盖所有食品接触用涂料的大类产品安全标准*
,G)G)"涂料标准指标重复交叉的问题

3项涂料标准中存在指标不一致的情况"各项涂
料标准中的理化指标类别基本相同"但具体的限量值’
实验条件及检测方法有所差异* 因此在标准整合修订
过程中需要根据风险评估结果选择需要控制的安全指
标"并对各标准中的理化指标进行整合* 此外"部分现
行的涂料标准过于陈旧"其标准中各项理化指标的科
学性和安全性需要重新进行风险评估*

建议在标准整合中综合考虑标准中的各项理
化指标"重点考虑各个标准中不一致的限量规定"
依据风险评估结果选择科学合理的指标限量* 同
时还要特别注意针对某一类别的涂料而单独设立
的特殊指标$如针对聚四氟乙烯涂料而设置的氟元
素限量%"以确保该类涂料的安全性*
,G)G,"与整个标准体系协调一致的问题

食品接触用涂料中允许使用的添加剂物质由
现行的 &]%$3*!)##3 进行管理"但并无标准对原
料物质进行规范* 因此"建议参考其他发达国家和
地区的管理模式"在整合形成的涂料安全标准中增
加可使用的原料物质名单"从而对食品接触用涂料
可使用的物质进行全面管理*

涂料安全标准的清理还涉及食品相关产品安全
标准体系构建和理化检验方法标准* 食品相关产品
安全标准体系将包括一系列的产品安全标准和 &]
%$3*!)##3’食品接触材料通用安全要求等涉及所有
食品接触材料的基础标准* 涂料安全标准作为产品
安全标准必须注意同基础标准的一致性"避免出现交
叉’重复甚至矛盾的情况* 同时"还应关注相关理化
检验方法标准的最新进展"及时修改相关理化指标的
设置"规范相应检验方法标准的引用*

在涂料标准整合完成后"将由 &]%$3*!)##3’
新制定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容器’包装材料通
用安全要求/和整合形成的涂料安全标准分别对我国
食品接触用涂料的允许使用的添加剂物质’通用安全
要求和允许使用的原料物质进行管理"从而形成一套
完整的针对食品接触用涂料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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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标准
我国食品理化检验方法标准现况与清理研究

王紫菲!赵天琪!肖晶!陈潇!王君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北京"!###))#

摘"要!)#!) 年启动的食品标准清理工作对 ! )2# 项理化检验方法类标准进行了分析整理!最终形成了 )23 项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目录$ 本文对清理工作的原则和目标%具体工作方式%最终产出和存在的问题等进行了概述!旨在

使标准使用者对清理工作有更清晰的认识!利于标准的实施与应用!并为下一阶段的标准整合工作奠定工作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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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十二五,规划/的要求"国家卫生计生委于
)#!) 年启动了食品标准清理工作 $卫办监督函
0)#!)1%!, 号%"成立了清理工作领导小组和专家技
术组$下文简称+专家组,%"对现行的约 * ### 项标准
进行了梳理"并形成了初步的清理结论(!) * 根据所清
理标准的专业领域"专家组分为食品产品组’理化检

验方法组’微生物检验方法组’毒理学评价程序组’特
殊膳食类食品组’食品添加剂组’食品相关产品组和
生产经营规范组等 3 个小组()) "其中理化检验方法专
家组所清理的标准达 ! )2# 项* 本文重点介绍了理
化检验方法组开展清理工作的原则’流程和初步的产
出"并对清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进行了分析"以在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框架下构建较为清晰的理化检验方
法标准体系"为下一步的标准整合工作奠定基础*

!"清理工作的开展
!G!"资料收集和整理

秘书处通过咨询各标准相关发布机构’网络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