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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分析国内外蜂蜜标准!完善我国蜂蜜安全标准" 方法#采取资料分析法与数据分析法!通过对比

国内外蜂蜜标准!并结合样品检测数据!对我国现行蜂蜜安全标准中的重点指标进行分析研究" 结果#我国蜂蜜

安全标准在主要内容和指标设定上与国外标准基本一致!个别指标和要求应根据实际情况进一步完善" 结论#建

议我国蜂蜜安全标准根据实际检测数据进一步完善水分和指示菌等部分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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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K!%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蜂蜜- ’!(已
于 "’!! 年颁布实施) 标准实施之后"受到了业内及
社会的广泛关注"标准内容"尤其是其中真实性的要
求应该怎样规定"引发了广泛探讨) 本文对国内外蜂
蜜标准进行了对比"对蜂蜜质量*安全及真实性相关
的指标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对菌落总数*肉毒梭菌的
检测数据进行了总结与分析"旨在探讨我国蜂蜜安全
标准的定位与内容"为标准的修订提供支撑)

!#资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

以我国现行的蜂蜜安全标准 NK!%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蜂蜜 - ’!( 和行业标准 NU7/
!456(!"’!" ,蜂 蜜 - ’"( * 国 际 食 品 法 典 委 员 会
#.3.$*欧盟*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下简称澳新$*
加拿大*韩国等国家或国际组织的蜂蜜产品标准*
以及实验室检测数据为研究对象)
!*"#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资料比较分析法和数据分析
法"将资料比较分析结果和检测数据相结合"开展
分析研究)

"#结果与分析
"*!#我国蜂蜜标准

我国现行的蜂蜜产品标准有 NK!%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蜂蜜- ’!(和 NU7/!456(!"’!"
,蜂蜜- ’"( )

NK!%6($!"’!! 是强制执行的国家标准"指标
设置上侧重污染物*微生物等安全指标以及蔗糖等
与安全相关的质量指标) NK!%6($!"’!! 中涉及
到污染物*农药*兽药残留的部分均是引用食品安
全基础标准或是相关公告的规定"例如污染物是引



!"’%## !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ULO>]>ZeY2O3MeWWee_UQNL>O> "’!5 年第 "6 卷第 " 期

用 NK"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
物限量- ’$( "农药残留是引用 NK"5($!"’!% ,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 ) 若基
础标准中没有相对应的指标"则视为不做要求)

NU7/!456(!"’!" 是推荐性的行业标准"标准
定位更加侧重于行业需求"像酸度*淀粉酶活性*羟
甲基糠醛等反映产品品质的指标"则在行业标准中
规定&此外 NU7/!456(!"’!" 还有对产品等级的
划分*真实性要求*名称要求等内容)
"*"#国外蜂蜜标准

.3.*欧盟*澳新和加拿大标准体系和我国 NK
!%6($!"’!! 类似"像污染物限量*微生物限量等分
别有相对应的基础标准或者通用标准"例如 .3.的
.e_>0]/3O!6$!!66) ,食品和饲料中污染物和
毒素通用标准- ’)(等) 基础标准中的指标几乎涵盖
所有产品类别"其中也包括蜂蜜&因此"基础标准中
已经有的内容各国蜂蜜产品标准一般不再单独
规定)

国际上蜂蜜的产品标准或法规"有 .3.的

.e_>0]/3O!"!!64! ,蜂蜜 - ’(( *欧盟的 "’’!7
!!’7>.,关于蜂蜜的指令- ’5( *加拿大的 WRR\ @F\
_SJT2GTJB@HARFEK*!4*’") ,蜂蜜- ’4( *澳新的 WRR\
]H@F\@S\E.R\G"*4*" ,蜂蜜- ’6( *韩国的 WRR\ .R\G
"6,5,蜂蜜- ’!’(等)
"*$#国内外蜂蜜标准比较

.3.*欧盟和加拿大的蜂蜜标准内容相近"指
标也比较全面"除了基本的定义*感官要求外"水
分*葡萄糖和果糖*蔗糖*酸值*水不溶物*淀粉酶
活性*羟甲基糠醛这些指标均有规定"基本包括了
我国 NK!%6($!"’!! 和 NU7/!456(!"’!" 两个
标准中的指标) 澳新蜂蜜标准内容较为简单"除
定义外"仅有还原糖*水分这两个指标) 韩国蜂蜜
标准中除了定义以及水分*蔗糖等特征性指标"还
规定焦糖色*甜味剂*异构葡萄糖浆不得检出&此
外"除我国蜂蜜标准中有微生物的限量规定外"其
他国家或国际组织的蜂蜜标准或微生物基础标准
中均未见微生物的限量规定) 国内外蜂蜜标准指
标对比见表 !)

表 !#国内外蜂蜜标准指标对比
/@CBG!#.R?c@S@HARF R:AF\A9@HRSEAF F@HARF@B@F\ AFHGSF@HARF@B;RFG[EH@F\@S\E

标准 定义 蜜源要求 感官要求 水分 灰分
果糖和
葡萄糖

蔗糖 酸值

NK!%6($!"’!! + + + + +
NU7/!456(!"’!" + + + + + + +
.3. + + + + + +
欧盟 + + + + + +
加拿大 + + + + + + +
澳新 + + +
韩国 + + + + +

标准 水不溶物
淀粉酶
活性

羟甲基
糠醛

电导率 锌 微生物
焦糖色*甜味剂*
异构葡萄糖浆

NK!%6($!"’!! + +
NU7/!456(!"’!" + + +
.3. + + + +
欧盟 + + + +
加拿大 + + +
澳新
韩国 + + +

注%!表示未规定)

"*%#蜂蜜标准中指标设定的依据
,食品安全法- ’!!(第二十六条规定"食品安全

标准中应包括的内容有%食品中的致病性微生物"
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重金属等污染物以
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物质的限量规定&与食品安全
有关的质量要求&其他需要制定为食品标准的内容
等) 对于蜂蜜来说"与安全相关的质量指标主要包
括葡萄糖和果糖*蔗糖*水分"与安全相关的指标主
要包括污染物和微生物"此外"掺假使假的相关要
求也受到了社会广泛关注)

"*)#与食品安全相关的质量指标
"*)*!#葡萄糖和果糖

葡萄糖和果糖是蜂蜜主要甜味成分和重要质
量特性指标) 国内和大部分国际蜂蜜标准中葡萄
糖和果糖限量值都是*(’+#甘露蜜另有规定$"只
查到加拿大此指标是*()+) 蜜蜂采集花蜜并不是
简单地直接利用"而是有一个加工酿造过程"才能
变为成熟的蜂蜜) 葡萄糖和果糖偏低表示蜂蜜未
经充分酿造或在蜂蜜中掺入了其他糖类物质 ’!’( &因
此"蜂蜜标准中此指标的设置不仅能够保障产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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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起到防止掺假的作用) 目
前 NK!%6($!"’!! 中 (’+的限量值是参考国内外
标准"同时根据检测数据而定"具有合理性)
"*)*"#蔗糖

蔗糖是蜂蜜中另一重要的质量指标"也是判
断伪劣蜂蜜的指标之一) 不法商贩在蜂蜜中掺入
蔗糖"或者以蔗糖喂养蜜蜂酿造出蜂蜜产品"会引
起蔗糖值升高"因此"蜂蜜标准中此指标的设置对
于防止掺假具有重要意义) 有些特定的蜂蜜品种

本身蔗糖含量会比较高"这些品种一般在标准中
单独规定限量) 从表 " 可以看出"我国标准中一
般品种的蜂蜜蔗糖限量和 .3.*欧盟*加拿大标准
一致"都是’)+) 一些特定品种"因为国内外蜜
源种类不同"有些国外比较常见的蜂蜜在我国产
量和食用量都非常小"因此特定品种蜂蜜蔗糖含
量与国外并不完全一致) 通过对比分析"可以看
出我国蜂蜜安全标准中蔗糖限量值的设定科学
合理)

表 "#国内外蜂蜜标准蔗糖限量对比表
/@CBG"#.R?c@S@HARF R:EJ9SREG9RFHGFHAF F@HARF@B@F\ AFHGSF@HARF@B;RFG[EH@F\@S\

标准 蔗糖限量

NK!%6($!"’!!

NU7/!456(!"’!"

.3.

欧盟

澳新
加拿大
韩国

桉树*柑橘*紫苜蓿*荔枝*野桂花蜂蜜’!’ T7!’’ T
其他蜂蜜’) T7!’’ T

桉树*柑橘*紫苜蓿*荔枝*野桂花蜂蜜’!’+
其他蜂蜜’)+

紫苜蓿*柑橘*洋槐*法国忍冬属*山茂木坚*红树胶*革树蜜’!’ T7!’’ T
薰衣草*琉璃苣蜜’!) T7!’’ T

其他蜂蜜’) T7!’’ T

紫苜蓿*柑橘*洋槐*法国忍冬属*山茂木坚*红树胶*革树蜜’!’ T7!’’ T
薰衣草*琉璃苣蜜’!) T7!’’ T

其他蜂蜜’) T7!’’ T

!

花蜜’)+"甘露蜜’!’+

巢蜜’!)+"蜂蜜’5+

注%!表示未规定)

"*)*$#水分
水分是蜂蜜在巢脾中充分酿造成熟的标志"也

是影响食品安全的间接指标) 水分过高会促进微
生物的生长与繁殖"并引起蜂蜜发酵"影响蜂蜜的
贮存和食用 ’!"( ) 从表 $ 可以看出"目前国际标准中
.3.*欧盟*加拿大*韩国对蜂蜜水分限量一般规定
是’"’+"澳新是’"!+"特殊蜂蜜品种另有规定)
我国现行蜂蜜安全标准 NK!%6($!"’!! 没有设定
水分指标"行业标准 NU7/!456(!"’!" 中水分限
量按等级和类别划分) 蜂蜜安全标准中是否需要
增设这一指标"建议在标准修订时借鉴参考国际标
准情况"充分考虑其与安全性的关系"并与检测数
据和实际需求相结合)

表 $#国内外蜂蜜标准水分限量对比表
/@CBG$#.R?c@S@HARF R:?RAEHJSG9RFHGFHAF F@HARF@B@F\

AFHGSF@HARF@B;RFG[EH@F\@S\
标准 水分限量
NK!%6($!"’!! !

NU7/!456(!"’!" 一等品%荔枝蜂蜜等 ) 种’"$+"其他’"(+
二等品%荔枝蜂蜜等 ) 种’"’+"其他’"%+

.3. 石南属蜂蜜’"$+"一般规定’"’+

欧盟 石南属蜂蜜焙烤蜂蜜’")+"
石南属蜂蜜’"$+"一般规定’"’+

澳新 ’"!+

加拿大 ’"’+

韩国 巢蜜’"$+"蜂蜜’"’+

注%!表示未规定)

"*(#污染物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值是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

遵循污染物标准的制定原则"结合污染水平和食物
摄入量的数据而确定的) 中国*.3.*欧盟*澳新*加
拿大的食品污染物限量都有相应的通用标准或基
础标准"分别是 NK"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 ’$( *.e_>0 ]/3O!6$!!66)
,食品和饲料中污染物和毒素通用标准- ’)( *!44!7
"’’(7>.,食品中特定污染物最高限量- ’!$( *法典标
准 !*%*!,污染物和天然毒素- ’!%( *,食品中化学污
染物最高限量- ’!)( ) 根据上述标准或法规".3.和
加拿大并未对蜂蜜中污染物和毒素做出限量规定"
澳新规定蜂蜜中羟基马桑毒素为 ’*5 ?T7̂T"重金
属方面"仅中国和欧盟设定了铅的限量"分别为 !*’
和 ’*!’ ?T7̂T)
"*5#微生物
"*5*!#指示性微生物

.3.及欧盟等国际标准中并没有设定指示性
微生物的限量值) 我国综合考虑蜂蜜生产加工的
环境条件*卫生管理现状等因素"在 NK!%6($!
"’!! 中设置了菌落总数*大肠菌群和霉菌作为指示
菌"用来指示蜂蜜的卫生状况) 现行的蜂蜜安全标
准中菌落总数的限量值为 !’$ .WY7T"因为在 "’!!
年标准发布时微生物分级采样方案还未在标准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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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遍采用)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中微生物的指标普遍

采用国际食品微生物标准委员会#L.1]W$推荐的分
级采样方案) 指示菌反映一般污染或间接危害"通
常采用三级采样方案"根据蜂蜜的特性"应取 - l)"
/l" ’!(( ) 本研究从北京*南京*武汉*安徽*广州等
省市收集了 5( 个批次共 $4’ 份蜂蜜样品的! !%’ 个
菌落总数的检测数据"应用食品微生物采样工具包
将数据转换为以 !’ 为底的对数值"分析数据的均值
和标准差"并计算在设定的 E和 V值时相应的可接
受概率)

由图 !*" 可以看出"! !%’ 个检测数据的均值
为 "*!)BT.WY7T" 标 准 差 ’*5!BT.WY7T) 按 照
- l)"/l"的采样方案"图 ! 显示"当设定 E为
!’$ .WY7T"V为 !’% .WY7T时"样品的可接受概率
为 6(*)6+"图 " 显示"当设定 E为 " j!’$ .WY7T"
V为 " j!’% .WY7T时"样品的 可 接 受 概 率 为
66*"(+) #注%三级采样方案中设有 -*/*E和 V"
其意义分别为%-"同一批次产品应采集的样品数&
/"最大可允许超过 E值的样品数&E"微生物指标
可接受水平的限量值&V"微生物指标的最高安全
限量值)$

图 !#当 El!’$ .WY7T"Vl!’% .WY7T时的可接受概率

WATJSG!#399GcH@CBGcSRC@CABAH[d;GF El!’$ .WY7T"

Vl!’% .WY7T

图 "#当 El" j!’$ .WY7T"Vl" j!’% .WY7T时的

可接受概率

WATJSG"#399GcH@CBGcSRC@CABAH[d;GF El" j!’$ .WY7T"

Vl" j!’% .WY7T

食品微生物采样工具包根据微生物在食品中
的分布特点*基于统计学原理开发"可推算若达到
某期望可接受概率对应的微生物限量值"从而将食
品中微生物的水平与限量标准的设置联系起来"为
微生物限量标准的制定提供参考)

"*5*"#致病性微生物
国际微生物相关标准中并没有对蜂蜜设定致

病性微生物指标) 考虑到蜂蜜属于致病菌风险较
低的食品"同时参照 .3.*L.1]W等国际组织的制
标原则我国基础标准 NK"66"!!"’!$,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5(中也未对蜂蜜中的
致病菌做出规定) 我国现行的蜂蜜安全标准 NK
!%6($!"’!! 中规定沙门菌*志贺菌*金黄色葡萄球
菌限量值为 ’7") T"然而根据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公布的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NK"66"!!
"’!$$问答 ’!4(中的要求3其他食品标准中如有致病
菌限量要求"应当引用本标准规定或与本标准保持
一致4"NK!%6($!"’!! 中关于致病菌的规定自 NK
"66"!!"’!$ 实施之后即不再有效)
"*5*$#肉毒梭菌

虽然目前国内外标准中并未对蜂蜜中肉毒梭
菌做出规定"标识也未做特殊要求"但其安全性还
是引起了重视) 肉毒梭菌在蜂蜜中被检测到的概
率非常低"但对人体健康影响严重"尤其是婴儿肠
道内缺乏能够拮抗肉毒梭菌的正常菌群"因此婴儿
食用感染肉毒梭菌的蜂蜜或其他食物后易引起感
染性中毒"严重者会造成猝死 ’!6( ) 美国*加拿大*英
国等国家的部分蜂蜜产品中会在标签中提示一周
岁以下婴儿忌用"然而这并非强制性规定)

根据我国蜂蜜产品的检测结果"从云南*浙江*
江西*河北*广西等 !! 个省或自治区收集的 "$) 个
批次的蜂蜜样品#包括散装和预包装$中肉毒梭菌
均未检出) 由于检出率非常低"在 NK!%6($!"’!!

中设置这一指标会造成检测资源的浪费) 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于 "’!( 年 ( 月 "" 日发布蜂蜜
的消费提示 ’"’(中建议 3一岁以下婴儿不宜食用蜂
蜜4"这是减少婴儿因食用蜂蜜导致肉毒梭菌中毒
的有效方式&此外"蜂蜜企业可以自愿参考国外的
做法"在产品标签中提示婴幼儿食用的风险)
"*4#涉及掺假使假的指标

不法商贩在蜂蜜中掺入糖浆"勾兑出 3假蜂
蜜4"以此牟利"此问题一直以来都引起消费者*行
业以及监管部门的广泛关注) 蜂蜜造假的问题不
光在我国存在"欧盟议会发布的关于食物造假的研
究报告中"蜂蜜在十大易造假食物中排名第六) 欧
盟对待此类问题采取的措施"包括鼓励检测食品掺
假的实验室的建立*提高相关部门的配合以加强监
管*检查报告做到公开透明以增强消费者信心*加
强立法明确经营者应负的责任等 ’"!( )

我国蜂蜜行业标准 NU7/!456(!"’!" 明确要
求3蜂蜜中不得添加任何当前明确或者不明确的添



国内外蜂蜜标准对比及我国蜂蜜安全标准分析!!!张婧"等 !"’5## !

加物4"我国 NK"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中未规定任何食品添加剂可
用于蜂蜜"且规定蜂蜜中不得添加食品用香料*香
精) .3.和欧盟蜂蜜标准里也有类似的规定%3直
接销售的蜂蜜不应包含任何食品配料"包括食品添
加剂4)

目前蜂蜜安全标准中对葡萄糖和果糖*蔗糖有
限量要求"这两个指标除了是蜂蜜基本质量指标
外"本身就有防止掺假的作用&此外"NK!%6($!
"’!! 可以参考国内外相关标准"要求蜂蜜中不得添
加任何其他物质)

指标设置上"淀粉酶活性*碳,% 植物糖含量*羟
甲基糠醛等被证实可以鉴别蜂蜜是否掺假 ’"$( ) 现
行蜂蜜安全标准 NK!%6($!"’!! 中并没有设置这
些指标) 在对待蜂蜜掺假的监管方式上"我国可以
借鉴欧盟的经验"强调企业在食品生产经营中应负
的责任"加大惩罚力度"同时"积极发展蜂蜜掺假的
检测技术"制定相关标准"加强监管"使假蜂蜜可以
被快速*准确得鉴别"以保护消费者权益)

$#讨论
,食品安全法- ’!!(中规定"食品安全标准是食

品领域唯一强制执行的标准体系"这就将安全标准
与其他食品标准的定位区别开来) 安全标准应与
质量标准配套执行"前者侧重安全或与安全相关的
质量要求"后者注重行业关注的质量要求) 本文通
过将我国蜂蜜安全标准*蜂蜜质量标准与国际蜂蜜
标准进行对比"对蜂蜜安全标准中重点指标的设定
意义及其依据进行了讨论分析"并结合检测数据情
况提出了建议)

经过对比分析可以看出"和食品安全间接相关
的质量指标"如葡萄糖和果糖*蔗糖*水分"以及直
接关系到食品安全的污染物指标"都是蜂蜜安全标
准中有必要设置"且应该重点考虑的指标) 除水分
外"目前这些指标在 NK!%6($!"’!! 中都有涉及"

且限量值既与国际标准接轨又兼顾我国国情"较为
合理) 水分指标目前 NK!%6($!"’!! 里没有"需要
在有检测数据的基础上考虑增设) 微生物中的致
病菌和肉毒梭菌"虽然与食品安全直接相关"但在
蜂蜜中检出率极低"综合考虑健康与效益的因素"
NK!%6($!"’!! 中不设置这些指标是合理的) 随
着近年来微生物三级采样方案在安全标准中的推
广与应用"NK!%6($!"’!! 中指示性微生物的采样
方案已经落后于国际*国内的相关标准"建议根据
检测数据加以修订"修订时可以将食品微生物采样
工具包的数据分析结果作为参考) 假蜂蜜问题突

出"影响广泛) 作为食品安全的第一责任人"企业
的自觉*自律尤为重要) 蜂蜜掺假检测技术的发
展*以及生产过程监管的配合"也是改善这一问题
的有效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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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第一批#非主要农作物登记目录
序号 种类 农作物名称 拉丁学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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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5

4

6
!’
!!
!"
!$
!%
!)
!(
!5
!4
!6
"’
"!
""
"$
"%
")
"(
"5
"4
"6

粮食作物

油料作物

糖料

蔬菜

果树

茶树
热带作物

马铃薯
甘薯
谷子
高粱

大麦#青稞$

蚕豆
豌豆

油菜
甘蓝型
白菜型
芥菜型

花生
亚麻#胡麻$

向日葵
甘蔗
甜菜
大白菜
结球甘蓝
黄瓜
番茄
辣椒
茎瘤芥
西瓜
甜瓜
苹果
柑橘
香蕉
梨
葡萄
桃
茶树
橡胶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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