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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标准
我国食品包装用粘合剂安全风险研究及安全管理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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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研究我国食品包装用粘合剂的实际生产和使用情况!了解粘合剂的安全性风险以有针对性地制定

控制措施!为我国粘合剂安全性管理提出建议$ 方法)选取典型企业!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对我国食品包装用粘

合剂生产%使用情况开展调查!分析我国食品包装用粘合剂安全风险&同时收集国外粘合剂管理情况!分析其他国

家粘合剂管理模式$ 结果)目前我国批准用于粘合剂的物质难以满足行业需要&不同种类的粘合剂中风险物质差

异较大!且部分粘合剂生产和使用企业安全性管理意识不高!很多企业缺乏相应的安全性管理措施!使得食品包装

用粘合剂存在较大的安全风险$ 结论)建议尽快完善粘合剂管理体系!建立粘合剂单体物质名单!针对不同种类

的粘合剂分别设置安全指标!同时参考其他国家相关规定引入信息传递机制及功能阻隔层等安全管理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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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食品工业的发展"预包装食品在
食物结构中所占的比重越来越高"随之而来的食品
包装的安全问题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食品包
装用粘合剂#以下简称粘合剂$作为食品包装中一
种不可或缺的材料"在现代食品工业中得到了广泛
的应用( 然而"粘合剂中的某些化学成分有可能从
食品包装迁移到食品中"从而引起食品安全问题(
鉴于粘合剂存在的安全隐患"控制其安全风险对于

保障食品安全至关重要(

建立有效的风险管理体系必须以行业’企业的
实际情况为基础"有针对性地制定相应的风险控制
措施"因此"目前亟需对我国粘合剂的实际生产和
使用情况进行调查"以掌握行业现状"并根据实际
调查结果对我国粘合剂的安全风险进行分析"同时
分析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粘合剂的管理模式和管
理特点"以期为我国粘合剂的安全性管理提供建议(

’)研究方法
’@’)我国粘合剂行业调查
’@’@’)设计调查问卷

本次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针对粘合剂的
生产和使用两个方面设计了两套问卷调查表"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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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用于粘合剂生产企业和粘合剂使用企业"从粘合
剂的生产和使用两个方面对粘合剂的原料物质’添
加剂’风险物质和安全性控制措施等安全相关的信
息进行调查(

本次调查将粘合剂产品大致分为丙烯酸酯类
粘合剂’聚氨酯类粘合剂’聚醋酸乙烯乳液胶’醋酸
乙烯$乙烯乳液’乙烯$醋酸乙烯共聚物#,e=$类热
熔胶’苯乙烯嵌段聚合物# -.!$类热熔胶’硅酮胶’
聚烯烃热熔胶’酪素蛋白胶’动物骨胶’淀粉胶及其
他产品等 ’+ 大类"基本覆盖了所有可用于粘合剂的
产品类别( 调查针对上述 ’+ 大类粘合剂产品收集
相关信息"以反映不同粘合剂产品的实际生产及使
用情况(

’@’@+)选择调查对象

通过相关行业协会的帮助"本次调查重点选取
粘合剂生产企业和使用企业#即食品包装材料生产
企业$中占我国粘合剂市场份额较大’具有代表性
的企业进行调查"以期调查结果能够最大限度地反
映粘合剂的实际生产和使用情况(

’@’@7)实施调查工作

本次调查首先通过预调查和研讨会等形式对
调查表进行修改和完善"充分征求相关专家’行业
协会的意见"以使调查内容能够最大限度地反映行
业现状( 此外"调查正式开始之前还针对调查表填
写过程中的难点对被调查企业进行培训"以保证调
查表数据填写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8)数据整理分析

将行业调查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整理和分析"剔
除其中错误和重复的信息后"将有效数据进行归类
和总结"以分析各类粘合剂的成分’主要安全风险
及相关控制措施等信息(
’@+)粘合剂安全性管理法规研究
’@+@’)国内外相关法规收集整理

系统收集和梳理我国粘合剂相关标准及美国’
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区粘合剂相关法规"分析我国
和其他国家粘合剂的安全性管理特点"总结其他国
家和地区的管理经验及管理模式( 同时系统收集
和整理其他国家粘合剂物质名单"研究粘合剂所用
物质的安全性管理原则(
’@+@+)粘合剂安全管理模式研究

将收集到的粘合剂物质信息与我国已经批准使
用的粘合剂物质名单及其他国家相关的物质名单进
行比较"研究粘合剂所用物质的安全性管理模式( 比
较其他国家粘合剂的安全性管理模式"针对我国粘合
剂安全性管理现状"结合行业调查收集到的安全风险
信息"为我国粘合剂的安全性管理提供建议(

+)结果与分析
+@’)调查概况

本次调查共收到 ’6 家企业的反馈"包括 ’8 家
粘合剂生产企业和 8 家食品接触材料生产企业"其
中国内企业 ’’ 家"外资企业 : 家"具体情况见表 ’(
据粗略统计"我国粘合剂主要用于生产复合膜软包
装"年产量约为 +& 万吨( 其中溶剂型粘合剂所占比
例最大"约为 6*f"其次为无溶剂型粘合剂和水性
粘合剂( 所调查的 ’8 家粘合剂生产企业的总产量
约占国内市场总值的 :*f j6*f"以大中型企业为
主"具有较好的市场覆盖率(

表 ’)调查对象数量统计
"ĤJN’)dVHLPIP]0PHPI0PIC0ZD_N0[ZL‘NLP0

调查对象
国内企业
数量>家

外资企业
数量>家

合计

粘合剂生产企业 6 ? ’8

食品接触材料生产企业 7 ’ 8

合计 ’’ : ’6

+@+)粘合剂相关物质信息
本次调查共收集到 + *7: 条粘合剂相关物质信

息"其中包括 6:7 条基础聚合物及单体物质信息"
:&+ 条添加剂使用信息"&& 条溶剂类物质信息和
7&: 条风险物质控制信息( 然而"由于调查的局限
性"此次并未收集到硅酮胶’酪素蛋白胶’动物骨
胶’淀粉胶等种类的粘合剂信息( 对所有数据进行
梳理后剔除其中重复的物质信息"共得到粘合剂所
用物质 668 种"包括 8&: 种基础聚合物及单体物质
#见图 ’$和 8+: 种添加剂类物质#见图 +$(

图 ’)调查所得不同种类的粘合剂所用基础聚合物

及单体物质
FIMV_N’).H0IC[ZJ]GN_0HL‘ GZLZGN_0V0N‘ IL ‘IDDN_NLP

aIL‘0ZDH‘EN0IbN0ẐPHILN‘ D_ZGQVN0PIZLLHI_N0

目前我国批准用于粘合剂的物质主要列在 T.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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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其中主要是添加剂类
物质" 也包含 一 部 分 单 体 和 基 础 聚 合 物( T.
(?6&!+*’? )’*在原版标准的基础上增加了国家卫生
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卫生部$于 +*’’!+*’8 年间
发布的一系列公告中所批准的可用于粘合剂的树
脂及添加剂类物质"包括原卫生部 +*’’ 年第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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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调查所得不同种类的粘合剂所用添加剂类物质
FIMV_N+)=‘‘IPIbN0V0N‘ IL ‘IDDN_NLPaIL‘0ZDH‘EN0IbN0

ẐPHILN‘ D_ZGQVN0PIZLLHI_N0

号 )+* ’+*’+ 年第 & 号 )7* "以及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
委员会 +*’7 年第 ’ 号 )8*和 +*’8 年第 ’8 号 )&*公告(

然而"我国所有批准用于粘合剂的物质共有 ?** 余
种"相比于调查所得的近 (** 种物质仍有较大差距(
+@7)粘合剂的主要安全性风险

调查结果显示粘合剂中的主要风险物质包括
初级芳香胺’残留单体’易迁移的低聚物’重金属’
甲醛及苯类溶剂残留等"这些物质有可能从粘合剂
迁移到食品中从而引起安全风险( 不同种类粘合
剂中的风险物质也有较大差异"如丙烯酸酯类粘合
剂的风险物质主要为残留的单体及低聚物&而聚氨
酯类粘合剂多为反应型粘合剂"其主要风险物质为
初级芳香胺&甲醛及苯类溶剂残留则主要存在于溶
剂型粘合剂中&因此"对于不同种类的粘合剂"难以
规定统一的安全性指标以管理所有粘合剂产品的
安全性(

由于我国目前并未设立粘合剂产品的安全标
准"因此粘合剂的安全性风险仅依靠 T.(?6&!
+*’? )’*对其添加剂物质进行管理"而大部分由原料
物质引入的安全性风险并无强制性的管理措施"对
于此类物质的管理多依靠企业自律( 然而调查结
果显示"我国部分粘合剂生产和使用企业的安全性
管理意识不高( 由调查表反馈情况来看"外资企业
反馈的信息普遍较为详细"对于所生产和使用的粘
合剂的基本信息和风险物质的控制措施较为清晰&
相比之下国内部分企业提供的信息较为简单"难以
判断是否对产品的安全性有清晰的了解( 企业缺
乏相应的安全性管理意识会直接影响粘合剂产品
的质量与安全"引起食品安全风险(
+@8)粘合剂安全风险管理措施

针对上述安全性风险"企业也反馈了相应的风
险管理措施"主要体现在对粘合剂中风险物质的管
理’上下游企业间的信息传递以及在最终包装中使
用功能阻隔层三个方面(

对于风险物质"企业多依照 T.(?6&!+*’? 中
的相关限量要求或建立相应的企业标准控制最终

产品中有害物质的迁移量( 然而"由于检测方法不
完善及缺少相应的强制性安全标准等情况"终产品
检测的方法并不能完全控制粘合剂的安全风险"因
此"部分企业还参照其他国家法规建立了一系列的
风险控制措施"包括建立有效的上下游企业信息传
递机制及采用功能阻隔层等(

粘合剂产品的配方及在后续使用过程中的加
工工艺会对其安全性产生较大的影响( 不同配方
的粘合剂产品适用不同的加工工艺&而在配方相同
的情况下"不同的固化反应温度’熟化时间等因素
也会影响最终产品中风险物质的含量( 由于粘合
剂产品的特殊性"其配方生产与后续粘结加工过程
通常由不同企业进行( 上下游企业之间的信息传
递机制可以使下游企业全面了解粘合剂产品信息"
从而针对产品特点选择合适的加工工艺"并对特定
风险物质进行监测和安全性评估"系统地控制粘合
剂产品的安全性( 然而从调查反馈情况看"粘合剂
行业普遍存在安全性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仅有少部
分企业建立了信息传递制度"大部分食品接触材料
生产企业很难从粘合剂生产企业处获得所使用的
粘合剂的配方或需要管控的有害物质(

对于不和食品直接接触的粘合剂"部分企业采
用在粘合剂与食品之间增加功能阻隔层的方式来
阻止粘合剂中的有害物质迁移到食品中"从而起到
保护食品安全的作用( 然而调查结果表明"不同的
企业对于功能阻隔层的概念有不同的认识"而且采
用的材质和厚度均不相同( 还有部分企业表示可
以起到功能阻隔作用的材料很有限#如 ’& !G以上
的铝箔$"所谓的功能阻隔层很难真正起到阻隔作
用"因此建议从改良配方及优化加工工艺等其他方
面对粘合剂的安全性进行控制(
+@&)其他国家粘合剂安全管理情况
+@&@’)欧盟对粘合剂的安全性管理

目前"欧盟层面无粘合剂专有法规( 然而"用
于塑料材料的粘合剂的管理可参照框架法规#,!$
SZ’(7&>+**8 )?* ’良好生产规范法规#,!$ SZ+*+7>
+**? ):*和塑料法规 #,U$ SZ’*>+*’’ )6* 的相关要
求( 鉴于粘合剂不和食品直接接触"一般作为中间
产品供给包装材料生产企业进行进一步加工处理"

欧盟框架法规中规定的风险信息传递在粘合剂安
全管理中具有非常重要的实际应用价值(

此外"欧洲粘合剂协会#,V_Z[NHL =‘EN0IbNHL‘
-NHJHLP;L‘V0P_]" F,;!=$针对粘合剂制定了行业指
南文件/TVI‘HLCNDZ_HDZZ‘ CZLPHCP0PHPV0‘NCJH_HPIZL
DZ_H‘EN0IbN00 )(* "对欧盟及其成员国对粘合剂的法
规管理模式进行了梳理和解读"对粘合剂生产商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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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链上如何进行安全性评估进行了规定"并提供
了粘合剂合规性声明文件模板"以指导粘合剂行业
更好的执行相关法规(
+@&@+)美国对粘合剂的安全性管理

美国对粘合剂的安全性管理主要通过通用安
全要求和产品法规两个层次进行管理"其法规均列
在联邦法规第 +’ 章#+’!F2$ )’**的相关章节中( 首
先"粘合剂应遵循所有食品接触材料都应符合的通
用安全要求"即 +’!F2’:8 部分/间接食品添加剂%
总论0中对食品接触材料的通用安全要求"包括食
品接触材料的添加剂不得超过可达到既定效果的
合理使用量"且不得对其所接触的食品产生技术效
果"食品接触材料中的各组分应有与其预期用途相
应的纯度等(

在此基 础 上" 产 品 法 规 +’!F2 ’:&@’*& 和
+’!F2’:&@’+& 部分又进一步规定了普通粘合剂和
压敏胶等粘合剂产品的相关要求"包括其使用’成
品标签及允许使用的物质名单和相应的限制性要
求等内容( 未列在 +’!F2中或未批准用于粘合剂
的新物质应通过食品接触物质通报 #DZZ‘ CZLPHCP
LZPIDICHPIZL"F!S$进行申报 )’’* "获得批准后方可用
于粘合剂的生产(

7)讨论
目前"我国并未设立粘合剂专用法规以控制粘

合剂产品本身的安全性"T.(?6&!+*’? )’*对于粘
合剂中物质的管理方式并未充分考虑粘合剂一般
不和食品直接接触的特性"且一些在控制粘合剂安
全性方面的有效措施并未在标准中体现( 本次行
业调查的结果反映出我国粘合剂的安全风险主要
集中在粘合剂所用原料物质缺乏系统的管理"粘合
剂中的主要安全性风险物质无强制性标准进行限
制"以及企业普遍缺乏有效的风险控制措施等三个
方面(

美国通过限制粘合剂允许使用的物质及其限
量和质量规格"以及防止粘合剂在使用过程中迁移
到食品中的操作控制措施"分别从原料和操作两个
方面控制粘合剂的安全性&不但控制生产原料"还
要求食品接触材料生产企业控制粘合剂中物质迁
移到食品中以尽可能降低迁移物质对人体的危害(

欧盟根据粘合剂一般不和食品直接接触的应用
特性将其作为塑料材料或产品的一部分来进行评估
和管理"相关法规中规定了粘合剂应遵循的原则性安
全要求’良好生产规范及允许使用的物质及限量要求
等内容( 此外"F,;!=发布的食品包装用粘合剂指南
文件)8*已成为欧洲粘合剂企业普遍应用并遵循的指

南文件"对于保证欧洲粘合剂产品的安全发挥了非常
重要的作用(

与其他国家的管理模式比较"我国亟需在食品
接触材料安全性管理的总框架下"建立一个针对食
品接触材料用粘合剂的管理体系"覆盖所有粘合剂
产品类别的安全标准"对粘合剂可以使用的原料物
质进行规定"同时针对不同种类的粘合剂设置特异
的安全性指标"并规定一系列的安全控制措施"全
面管控粘合剂的安全风险( 具体建议如下%
7@’)粘合剂原料物质的管理方式

由于管理的需要"作为添加剂使用标准的 T.
(?6&!+*’? )’*中也包含了一部分粘合剂用单体和基
础聚合物类物质( 为了保证粘合剂行业的健康发
展"同时理清标准的管理方式"应在粘合剂的产品
安全标准中建立允许使用的原料物质名单"纳入 T.
(?6&!+*’? )’*中作为粘合剂原料物质使用的单体和
基础聚合物"并规定各物质的限制性使用要求(

我国已批准用于粘合剂的物质与行业调查所
得的物质种类仍存在较大缺口( 目前我国主要采
用聚合物管理的模式对食品接触材料中允许使用
的原料物质进行控制"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中的基
础聚合物必须经行政许可程序审批后才可以使用(

对于粘合剂中大量未经审批的基础物质"企业和相
关管理部门需以基础聚合物的形式逐一进行申报’

审批( 然而对于部分种类的粘合剂"如目前应用较
为广泛的反应型粘合剂"其最终的聚合反应在使用
过程中发生"生产商无法控制其配方比例及加工工
艺"因此很难确定其产品最终的聚合物成分"难以
从最终形成的聚合物的角度对粘合剂的原料物质
进行管理(

综上所述"建议粘合剂原料物质的管理方式可
以参考欧盟塑料法规#,U$ SZ’*>+*’’ )6*的单体管
理模式"规定粘合剂产品中可以使用的聚合物单体
物质并对其迁移量进行限制( 该管理方式从聚合
反应原材料的角度管理最终产品的安全性"不仅可
以更加有效地控制终产品中小分子物质的迁移"也
能最大程度地满足行业实际生产需要’鼓励企业科
技创新"同时也可节约政府管理成本’减轻企业申
报负担(

此外"考虑到可能与食品直接接触的粘合剂"

如热熔胶’压敏胶等"其中的物质相对于不与食品
直接接触的粘合剂来说更容易迁移"从而具有较高
的安全风险"因此建议对于此类粘合剂可参考美国
+’!F2’:&@’+& 部分 )’**对于压敏胶的管理模式"考
虑单独建立直接接触食品的粘合剂可用物质名单"
并规定相应的限制性要求"以最大程度地保证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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粘合剂产品的安全(
7@+)粘合剂安全性指标的设置

安全性指标是针对粘合剂产品中的主要风险
物质设置的安全限量"是控制粘合剂产品安全性
的主要控制措施"也是行业自律和执法监管的重
要依据( 考虑到不同种类的粘合剂中风险物质有
较大差异"因此粘合剂产品安全标准中安全性指
标的设立应充分考虑不同种类粘合剂的特异性风
险物质"并有针对性地分别进行控制"避免出现所
有粘合剂都要检测全部指标的情况"以节约检测
成本(

为保证粘合剂安全指标能够最大程度地保护
我国消费者的健康"建议对我国粘合剂消费量数据
进行系统调查"结合相应食品接触材料所包装的食
品类别及主要风险物质的检测结果"对不同粘合剂
产品中聚合物单体’苯类溶剂’初级芳香胺及重金
属等主要风险物质的迁移或残留情况进行安全性
评估"在此基础上充分考虑我国市场和行业的实际
情况"适当参考欧美等国家和地区的法规"针对不
同种类的粘合剂产品科学’合理地设置特异性安全
性指标(

此外"标准中也可设置一些适用于所有粘合剂
产品的通用型安全指标( 欧盟塑料法规 #,U$ SZ
’*>+*’’ )6*中规定了塑料类食品接触材料最终产品
的总迁移限量#3%/$"以控制最终食品接触材料中
所有可迁移物质的总量"粘合剂也同样适用该法
规( 总迁移量是对最终产品整体安全性的评价"也
可作为特定迁移量筛查的依据( 粘合剂作为复合
包装材料中的一层"其安全性可直接影响最终包装
材料的安全性"因此"建议我国在粘合剂的安全性
管理中引入总迁移量的概念"以对粘合剂整体的安
全风险进行控制(
7@7)其他安全性控制措施

综合本次调查结果"结合粘合剂产品特性"粘
合剂的安全性管理不仅要考虑最终产品限量检测
的方法"还要在粘合剂生产及使用全链条中引入一
系列的安全性控制措施以全面管理粘合剂安全
风险(

美国 +’!F2’:&@’*& 章节 )’**中规定了在正常
使用条件下"包装接缝或复合薄膜应结合牢固"无
可见的分离&在包装脂肪性和水性食品时"包装接
缝处和多层材料边缘处暴露的粘合剂与食品接触
的量不应超过良好生产操作规范中限定的痕量要
求( 我国粘合剂的安全性管理也可以参考相关规
定"对粘合剂的生产和使用进行原则性的要求%如
规定粘合剂中的物质迁移到食品中或者残留在食

品表面的量不得危害人体健康&要求包装材料生产
商控制粘合剂的用量以最大限度地减少接缝处的
溢出&以及企业有责任对粘合剂中的非有意添加物
进行安全性评估并加以控制等(

其次"标准中应明确要求粘合剂生产链上下游
企业间应建立有效的信息传递机制( 欧盟框架法
规#,U$ SZ’(7&>+**8 )?*规定了食品接触材料可追
溯性的要求"并明确所有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应有
按照符合性声明要求出具的相应文件( F,;!=发布
的粘合剂指南文件 )(*中则进一步规范了粘合剂生
产商应向下游传递的具体信息"要求这些信息应能
使下游包装材料生产商评估粘合剂在特定使用条
件下的安全性( 综合我国实际情况"建议粘合剂标
准中明确粘合剂产品的标签标识中应包含的具体
内容"如配方中相关物质的限制性要求’非有意添
加物质的评估信息等"以保证粘合剂的使用者能够
获得足够的信息以评估最终产品的安全性(

另外"减少粘合剂中有害物质的迁移还可通过
物理阻隔的方式( 我国新发布的 T.8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
要求- )’+*中规定了/有效阻隔层0的概念"即食品接
触材料及制品中由一层或多层材料构成的"可以阻
止其后物质迁移到食品中的屏障( 此外"该标准还
对有效阻隔进行了要求( 粘合剂标准中可根据 T.
86*?@’!+*’? )’+*的相关要求"鼓励企业在粘合剂层
和食品之间增加有效阻隔层"并明确企业有责任对
所使用的阻隔材料的有效性进行评价"以确保阻隔
层外的物质迁移到食品中的量被控制在安全范围
内( 明确企业责任不仅可以解决调查中反映的不
同企业对阻隔层理解不同的问题"同时也能更加有
效地控制粘合剂产品的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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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标准
浙江省水产品食品安全企业标准质量评估及改进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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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评估浙江省水产品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的安全性指标设置情况!分析备案工作存在问题及原因!提

出改进对策!提高企业食品安全标准化水平$ 方法)从 +**( 年 ? 月至 +*’& 年 ’+ 月!已在浙江省卫生行政部门备

案的水产品企业标准中!采用随机抽样的方法!每年抽取 &* 份标准文本"+**( 年抽取 +& 份#!共 7+& 份做质量评

估$ 结果)+**( 年 ? 月至 +*’& 年 ’+ 月!浙江省累计接收企业标准备案材料 +8 67( 份!水产品企业标准共 ? +’* 份
"占 +&@**f#!其中舟山市%宁波市%温州市和台州市占浙江省的 ?’@’7f"7 :(?>? +’*#$ 安全性指标设置的质量

评估发现!致病菌限量的符合率总体上较污染物限量高$ 污染物限量的设置中!铅限量符合率为 67@?(f

"+:+>7+&#&无机砷和甲基汞限量符合率均 k(&@**f&镉限量的符合率为 :(@?(f"+&(>7+&#$ 不同生产工艺的水

产品企业标准各安全性指标的符合率除苯并-H.芘外!其余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Iu*@*&#’其中无机砷%V$二甲

基亚硝胺和多氯联苯指标的即食水产品符合率最高!铅%甲基汞%铬%V$二甲基亚硝胺和多氯联苯指标中最低的为

预制水产品和其他水产品及制品$ 结论)针对浙江省水产品食品安全企业标准中存在的问题!需要进一步提高企

业的食品安全和标准化意识!加强标准业务培训!提高企业对食品安全标准的掌握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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