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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市售预包装食品中各营养强化剂化合物的使用情况!为修订我国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及

完善其配套质量规格标准提供依据% 方法$使用横断面调查方法!按照 Y1%>66&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食品分类体系!于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期间随机采集我国市售各类预包装食品样品
# F"& 份"不包括 %#@& 特殊膳食用食品以及 %’@&% 盐及代盐制品等#!分析其中各强化剂的化合物来源!统计各强

化剂化合物的使用频次% 结果$从 # F"& 份调查样品中分离出强化食品样品 >6D 份!所有强化剂化合物的累计使

用频次 ’ "6D 次!在 Y1%>66&1’&%’ 附录 1及其后续增补公告的 %## 种强化剂化合物中!7’@"E"F&<%###的化合

物使用频次高于 % 次!但也存在 >F@>E ""#<%###的化合物使用频次为 & 的情况!进一步分析表明!其中!>F@"E

"#&<"##的化合物没有相应的质量规格标准!7’@>E"##<"##的化合物尽管有配套质量规格标准!但可能由于强化

成本较高$产品不易保存以及生物利用率较低等因素影响!也很少使用% 结论$通过调查!初步掌握了我国市售预

包装食品中各营养强化剂化合物的使用情况和质量规格标准现状!为 Y1%>66&1’&%’ 的修订提供资料支持!对于

没有质量规格标准的物质!建议在标准制定时尽快完善!同时也建议在 Y1%>66&1’&%’ 修订时进一步评估现有的

化合物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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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VSX$指出"微量营养素缺乏是
全球存在的一项重要公共卫生问题"全世界广泛存
在铁’维生素 3等缺乏情况 (%!’) ",中国居民营养与
慢性病状况报告 #’&%7 年$- (#) 也指出"我国居民
钙’铁’维生素 3’维生素 h等营养素的缺乏依然严
峻* VSX强调"食物强化作为改善人群微量营养素
缺乏的一种有效手段"其具有成本效益高’覆盖面
广’易操作等优点"在世界范围内广泛推广 (>) *

在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中"Y1%>6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
准- (7)是规范食品营养强化的一项重要基础标准"

该标准对食品营养强化剂的使用品种’使用范围’

使用量以及可使用的化合物来源等进行了明确规
定"并且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 #以下简称国
家卫生计生委$也陆续以公告的形式进行增补新批
准的强化剂品种’使用范围和使用量"实现对标准
的动态管理*

Y1%>66&!’&%’ 的修订工作已正式列入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项目计划 (") *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
安全法- (F)规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制定与修订
需结合风险评估结果和行业现状* 关于市售食品
中各种营养强化剂化合物的使用情况目前不是很
清楚"有针对性的报道也较少"因此本研究以食物
分类体系为基础进行调查"了解我国市售食品的营
养强化现状和各强化剂化合物的实际使用情况"以
期为标准修订提供参考*

%$材料与方法
%@%$材料
%@%@%$样品来源

’&%" 年 > 月至 ’&%" 年 %& 月期间"对来源于国
内各大商场’超市’便利店’农贸市场以及网络途径
销售的食品样品进行一般信息’标签配料表和营养
成分表的现场调查* 样品选取时基于 Y1%>66&!
’&%’ 食物分类体系"每类食品尽量涵盖不同品牌"
或同一品牌不同系列"或不同口味的产品&包括国
产或部分进口产品&标签配料信息完整* 调查采取
拍照’笔记等方式记录"调查内容包括%产品名称和
品牌信息’产品所属食品类别’产品执行标准号’配
料表’营养成分表’生产日期与保质期等信息*
%@%@’$样品指标信息

根据样品所属食品类别"对应 Y1%>66&!’&%’
附录 3以及国家卫生计生委关于营养强化剂新品
种相关公告"确定该类别食品允许使用的营养强化
剂种类"对照样品配料表和营养成分表"将进行营
养强化的样品中所使用的具体强化剂化合物进行

记录和分类统计"对于同一样品"若使用相同强化
剂类别中的两种或两种以上的化合物"则对应化合
物使用频次累加计算*

为方便记录与统计"除常见维生素类字符缩写
外"部分强化剂化合物简写如下% % $ $!亚麻酸%
B*99*;.0:;)0./*/.̂" Y=3& ’ $ 低 聚 果 糖% L-+/4:
:;.B:?*//M*-.̂)"NX_&#$%"#!二油酸 ’!棕榈酸甘油三
酯%XcX结构脂&>$花生四烯酸%*-*/M.̂:0./*/.̂"
33&7$二十二碳六烯酸%^:/:?*M)P*)0:./*/.̂"hS3&
"$乳铁蛋白%;*/4:L)--.0"=N&F$酪蛋白钙肽%/*?).0
/*;/.+9 b)b4.̂)" aac& 6 $ 酪 蛋 白 磷 酸 肽% /*?).0
bM:?bM:b)b4.̂)?"acc*
%@’$方法

调查资料收集完成后进行完整性和准确性的
核查* 截止 ’&%" 年 %& 月 #% 日"Y1%>66&!’&%’ 附
录 1允许使用的强化剂化合物个数#%’D 种$和国家
卫生计生委发布的强化剂新品种个数(> 种"分别为
酵母 !!葡聚糖’柠檬酸锌#三水$’;!苏糖酸镁以及
维生素 ]’ #发酵法$)一共 %## 种 (6!%&) * 为更直观’

清晰的对营养强化剂化合物的实际使用情况进行
分析和比对"对其使用频次进行分析"结合食品中
所用化合物的整体分布特点"将强化频次分为7 个
级别"分别为 \#强化频次为 &$’\\#强化频次为 % A7
次之间$’\\\#强化频次为 " A’& 次之间$’\k#强化
频次为 ’% A7& 次之间$’k#强化频次为 7% A%F& 次
之间$*
%@#$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利用 ‘./-:?:L42P/);’&%& 录入样品指标
数据’建立不同类别强化剂化合物使用频次的数据
库"并制作统计图表和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样品类别分布

根据 Y1%>66&!’&%’ 规定"&D@& #水产及其制
品$’%%@&#甜味料"包括蜂蜜$’%7@& #酒类$等类别
属于不允许进行营养强化的食品类别"%&@& #蛋及
蛋制品$由于市面上进行营养强化的样品量较少"
因此不在本研究范围内* 对于 %#@&#特殊膳食用食
品$"将另行分析* 最终"本研究共选取乳及乳制
品’脂肪’油和乳化脂肪制品’冷冻饮品’粮食和粮
食制品等 %% 类的食品样品"共计 # F"& 份"基本覆
盖了我国市售的各类主流预包装食品产品"见图 %*
’@’$食品中各类营养强化剂 #营养素和其他营养
成分$强化频次分布

调查结果显示"营养强化剂化合物累计使用频
次为 ’ "6D 次"其中"维生素和矿物质类强化剂在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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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各类食品中样品量分布情况
N.B+-)%$h.?4-.(+4.:0 :LL::̂ ?*9b;)?

品中的使用频次较高* 在维生素类强化剂中"维生
素 3’维生素 a’维生素 h强化频次最高"累计强化
频次均超过 ’&& 次"其次为维生素 2&矿物质类强化
剂中"锌和钙的强化频次最高"强化频次均超过
’&& 次"其次为铁* 除此之外"也存在一些强化频次
较低的强化剂"如 ;!赖氨酸’肌醇’酪蛋白磷酸肽’
乳铁蛋白以及XcX结构脂等"平均强化频次低于 %&
次* 进一步研究发现"在 Y1%>66&!’&%’ 附录 3
规定的生物素和 XcX结构脂的允许强化食物类别
仅限于儿童用调制乳粉"可能造成强化频次相对
$$$$

较低的现象* 另外"还存在一些强化频次为 & 的强
化剂"如 !:胡萝卜素’磷’$:亚麻酸’酪蛋白钙肽* 以
!!胡萝卜素为例"根据 Y1%>66&!’&%’ 附录 3’1
的规定"!!胡萝卜素既是营养强化剂类别中的一类"
又作为维生素 3物质来源中的化合物之一"其身份
不同则使用范围不同&根据调查结果发现"!!胡萝卜
素作为维生素 3的化合物来源时有 %D 频次应用"
而作为 !!胡萝卜素本身时"其仅允许应用于固体饮
料类产品中"且使用频次为 &* 此外"调查发现"磷
的化合物来源与钙来源中的磷酸三钙#磷酸钙$’磷
酸氢钙均有交叉"提示为影响其结果的因素之一*
具体见图 ’*
’@#$营养强化剂化合物的使用频次分布
’@#@%$使用频次较高的强化剂化合物

根据 Y1%>66&!’&%’ 附录 1允许使用的营养
强化剂化合物来源名单"每种强化剂至少对应一种
以上的化合物"并按照 %@’ 中的方法将营养强化剂
化合物根据使用频次进行分级划分"在 %## 种可用
的强化剂化合物中共有 F& 种#7’@"E$强化剂化合
物有使用的情况"强化频次最高的化合物分别为胆
钙化醇’碳酸钙’烟酰胺’醋酸视黄酯’盐酸吡哆醇
和硫酸锌等 " 种化合物"使用频次均超过 %&& 次"具
体见表 %*

注%频次"%& 的化合物分别为钾"%&&叶黄素"%&&花生四烯酸"%&&XcX结构脂"D&乳铁蛋白""&acc"7&肌醇"#&;!赖氨酸"’&

!!胡萝卜素"&&磷"&&$!亚麻酸"&&酷蛋白钙肽"&

图 ’$食品中各类营养强化剂强化频次分布
N.B+-)’$N-)R+)0/Z^.?4-.(+4.:0 :L0+4-.4.:0 L:-4.L.)-?.0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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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营养强化剂化合物使用频次汇总
g*(;)%$N-)R+)0/Z:L4M)0+4-.4.:0 L:-4.L.)-/:9b:+0^?

营养强化剂
化合物强化频次

k#%F& A7%$ \k#7& A’%$ \\\#’& A"$ \\#7 A%$ \#&$

维生素 3 醋酸视黄酯 棕榈酸视黄酯’维生素 3 !!胡萝卜素 ! 全反式视黄醇
!!胡萝卜素 ! ! ! ! !!胡萝卜素
维生素 h 胆钙化醇 维生素 h ! ! 麦角钙化醇

维生素 2 BA:":醋酸生育酚 维生素 2 BA:":生育酚’
混合生育酚浓缩物

B:":生育酚’
B:":醋酸生育酚

维生素 2琥珀酸钙’B:":琥珀
酸生育酚’BA:"!琥珀酸生育酚

维生素 ] ! 植物甲萘醌 ! ! 维生素 ]’ #发酵法$

维生素 1% 盐酸硫胺素 维生素 1% ’硝酸硫胺素 ! ! !
维生素 1’ 核黄素 维生素 1’ ! 核黄素!7u!磷酸钠 !
维生素 1" 盐酸吡哆醇 ! 维生素 1" ! 7u!磷酸吡哆醛
维生素 1%’ ! 氰钴胺 ! 维生素 1%’ 盐酸氰钴胺’羟钴胺

维生素 a ;!抗坏血酸’维生素 a’
;!抗坏血酸钠

! 抗坏血酸棕榈酸酯
!

;!抗坏血酸钙’维生素 a磷酸
酯镁’;!抗坏血酸钾

烟酸#尼克酸$ 烟酰胺 烟酸 ! ! !

叶酸 叶酸 ! ! ! !

泛酸 8!泛酸钙 ! ! ! 8!泛酸钠
生物素 ! ! 生物素 ! !

胆碱 ! 氯化胆碱’酒石酸氢胆碱 ! 胆碱 !

肌醇 ! ! ! 肌醇 !

铁 硫酸亚铁’焦磷酸铁 乙二胺四乙酸铁钠 乳酸亚铁’还原铁 葡萄糖酸亚铁’
富马酸亚铁’铁

柠檬酸铁铵’柠檬酸铁’氯化
高铁血红素’铁卟啉’甘氨酸
亚铁’羰基铁粉’碳酸亚铁’柠
檬酸亚铁’延胡索酸亚铁’琥
珀酸亚铁’血红素铁’电解铁

钙 碳酸钙 乳酸钙 磷酸钙 葡萄糖酸钙’柠檬
酸钙’;!乳酸钙’超细

鲜骨粉’钙

磷酸氢钙’;!苏糖酸钙’甘氨酸
钙’天门冬氨酸钙’柠檬酸苹
果酸钙’醋酸钙#乙酸钙$ ’氯
化钙’维生素 2琥珀酸钙’甘
油磷酸钙’氧化钙’硫酸钙

锌 硫酸锌 氧化锌’柠檬酸锌’
葡萄糖酸锌

乳酸锌’氯化锌 锌 甘氨酸锌’乙酸锌’碳酸锌’
柠檬酸锌#三水$

硒 ! 亚硒酸钠 ! ;!硒!甲基硒代半胱
氨酸’硒

硒酸钠’硒蛋白’富硒食用菌
粉’硒化卡拉胶’富硒酵母

镁 ! ! 氯化镁’硫酸镁 碳酸镁’氧化镁’
磷酸氢镁

葡萄糖酸镁

铜 ! 硫酸铜 ! ! 葡萄糖酸铜’柠檬酸铜’
碳酸铜

锰 ! 硫酸锰 ! ! 氯化锰’碳酸锰’柠檬酸锰’
葡萄糖酸锰

钾 ! ! ! 柠檬酸钾’氯化钾’
磷酸氢二钾

葡萄糖酸钾’磷酸二氢钾

磷 ! ! ! ! 磷酸钙’磷酸氢钙
;!赖氨酸 ! ! ! ;!盐酸赖氨酸 ;!赖氨酸天门冬氨酸盐
牛磺酸 牛磺酸 ! ! ! !

左旋肉碱 ! ! 左旋肉碱 左旋肉碱酒石酸盐 !

$!亚麻酸 ! ! ! ! $!亚麻酸
叶黄素 ! ! 叶黄素 ! !

低聚果糖 ! 低聚果糖 ! ! !
XcX结构脂 ! ! XcX结构脂 ! !

花生四烯酸 ! ! 花生四烯酸 ! !
hS3 hS3 ! ! ! !

乳铁蛋白 ! ! 乳铁蛋白 ! !

酪蛋白钙肽 ! ! ! ! 酪蛋白钙肽
酪蛋白磷酸肽 ! ! ! 酪蛋白磷酸肽 !
;!苏糖酸镁 ! ! ! ! ;!苏糖酸镁
酵母 !!葡聚糖 ! ! ! ! 酵母 !!葡聚糖

注%!表示该频次项下无对应化合物



食品营养强化剂化合物使用频次的调查!!!马志扬"等 !F’F$$ !

’@#@’$使用频次较高的化合物的标准状态和使用
情况分析

对于使用频次较高的 F& 种化合物"对照已发布
的质量规格标准状况"其中 7> 种已有对应的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剩余 %" 种化合物虽然没有针对性的食
品安全标准"但其中的 %7 种具有其他相应的质量规
格要求或正在制定对应的标准%%$原卫生部 ’&%& 年
第 %6 号公告’’&%% 年第 %D 号公告指定了包括胆钙
化醇在内的 F 种强化剂化合物的质量规格 (%%!%’) "且
此 F 种化合物已于 ’&%" 年立项制定食品安全标
准 (%#) &’$氯化胆碱’氯化锌及低聚果糖等 # 种化合
物的质量规格标准已于国家卫生计生委网站公开
征求意见 (%>!%7) "有待正式发布&#$乙二胺四乙酸铁
钠虽然没有对应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但可执行 Y1
’’77F!’&&6,食品添加剂 乙二胺四乙酸铁钠- (%") &
>$氰钴胺’乳酸亚铁’酒石酸氢胆碱和磷酸氢镁已
于 ’&%" 年立项制定质量规格标准 (""%#) &仅剩强化剂
化合物还原铁"尽管没有质量规格标准和相关规
定"但在实际生产中仍有应用* 综上可以看出"在
实际生产中大部分频次较高的强化剂化合物对应

质量规格标准较完善"建议个别暂无质量规格标准
的化合物尽快制定对应标准*
’@#@#$使用频次较低的化合物的质量规格标准
现状

从表 ’ 可以看出"包括麦角钙化醇 #维生素
h’ $在内的 ## 种化合物具有相对应的质量规格标
准"但在实际应用中却没有使用&而对既没有使用
又没有标准的 #& 种化合物进行分析发现"有 %> 种
化合物具有其他质量规格方面的规定"分别为%
%$维生素 ]’ #发酵法$ ’柠檬酸锌 #三水 $ ’;!苏糖
酸镁’酵母 !!葡聚糖为国家卫生计生委以公告形
式发布的营养强化剂新品种"其中附带有质量规
格的相关要求&’$柠檬酸亚铁’延胡索酸亚铁已分
别于 ’&%#’’&%> 年立项制定标准&#$羟钴胺’氯化
高铁血红素及血红素铁已于 ’&%" 年立项制定 (%#) &
>$8!泛酸钠等其余 6 种化合物的质量规格标准已
于国家卫生计生委网站公开征求意见"有待正式
发布* 查阅资料表明"除以上有标准或有其他规
定的化合物种类外"其余 %" 种强化剂化合物处于
既无标准又无应用的状态*

表 ’$使用频次为 & 的强化剂化合物标准状况
g*(;)’$_4*0^*-̂ .0L:-9*4.:0 :LL:-4.L.)-/:9b:+0^?d.4M *0 *bb;./*4.:0 L-)R+)0/Z:L&

营养强化剂 有质量规格标准
无质量规格标准

有其他规定 无其他规定

维生素 3 全反式视黄醇 ! !

!:胡萝卜素 !!胡萝卜素 ! !

维生素 h 麦角钙化醇 ! !

维生素 2 维生素 2琥珀酸钙’B:":琥珀酸生育酚’BA:"!琥珀酸生育酚 ! !

维生素 ] ! 维生素 ]’ #发酵法$ !

维生素 1" ! ! 7u!磷酸吡哆醛
维生素 1%’ 羟钴胺 ! 盐酸氰钴胺

维生素 a ;!抗坏血酸钙’维生素 a磷酸酯镁 ! ;!抗坏血酸钾

泛酸 ! 8!泛酸钠 !

铁 柠檬酸铁铵’氯化高铁血红素’甘氨酸亚铁’
血红素铁’羰基铁粉

柠檬酸铁’琥珀酸亚铁’
延胡索酸亚铁’柠檬酸亚铁

电解铁’铁卟啉’碳酸亚铁

钙 磷酸氢钙’;!苏糖酸钙’甘氨酸钙’天门冬氨酸钙’柠檬酸苹果
酸钙’氯化钙’醋酸钙#乙酸钙$ ’硫酸钙’维生素 2琥珀酸钙’

氧化钙

! 甘油磷酸钙

锌 甘氨酸锌 乙酸锌’柠檬酸锌#三水$ 碳酸锌

硒 富硒食用菌粉’富硒酵母’硒化卡拉胶 硒蛋白 硒酸钠

镁 ! 葡萄糖酸镁 !

铜 葡萄糖酸铜 ! 柠檬酸铜’碳酸铜

锰 葡萄糖酸锰 ! 氯化锰’碳酸锰’柠檬酸锰

钾 磷酸二氢钾 葡萄糖酸钾 !

磷 磷酸钙’磷酸氢钙 ! !

;:赖氨酸 ! ! ;!赖氨酸天门冬氨酸盐

$:亚麻酸 ! ! $!亚麻酸

酪蛋白钙肽 ! 酪蛋白钙肽 !

;:苏糖酸镁 ! ;!苏糖酸镁 !

酵母 !:葡聚糖 ! 酵母 !!葡聚糖 !

注%!表示该项下无对应 & 频次化合物



!F’6$$ !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aS\52_2[XUI53=XNNXXhSOY\252 ’&%F 年第 ’D 卷第 " 期

$$另外"结合 Y1FF%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F)关于营养强化剂在食品标
签配料表中的标示方式要求"部分样品标签配料表
存在仅标示营养素名称"但未标注具体强化剂化合
物名称的现象"如标示维生素 a"没标示具体化合物
的频次高达 "# 次"因此在统计时无法列入"可能也
是造成部分化合物使用频次偏低的原因之一*

#$讨论
本研究调查了我国允许使用的 %## 种强化剂化

合物在 # F"& 份普通预包装食品中的使用情况"并
梳理了相关化合物的质量规格标准情况"对 Y1
%>66&!’&%’ 的修订以及完善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体系有一定借鉴作用* #%$对于目前没有质量规
格标准但却在实际生产过程中有使用的化合物"建
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立项时予以考虑"如还原铁&
对于部分化合物是依据国家相关公告进行使用"如
胆钙化醇等"建议尽快将其转化为相应的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对于 %" 种既无质量规格标准又无相
关规定且使用频次为 & 的化合物"建议深入分析其
未实际应用的原因"判断其是否由于标准缺失造成
应用受限* 如调查发现"目前我国暂无硒酸钠的质
量规格标准"而韩国等具有硒酸钠作为食品添加剂
应用的质量规格标准 (%6) "我国存在若干硒酸钠生产
企业"其硒酸钠产品仅出口国外而国内无法应用&

而乳铁蛋白尽管有标可依"但因其价格昂贵"故在
食品工业中应用较少 (%D) "因此根据实际情况"或完
善相关标准"或评估其纳入 Y1%>66&!’&%’ 名单的
必要性"在标准修订过程中十分必要&##$营养强化
剂加入后对食品性状的影响’价格’生物利用率’产
品稳定性以及营养素间相互作用等均是影响其实
际应用的因素 (’&) "以强化剂铁为例"不同来源铁化
合物"其铁含量’生物利用率以及价格各不相同 (’%) "

由此造成其应用差异较大"因此对于具有质量规格
标准但却没有使用的 ## 种化合物"建议对其他影响
实际使用的因素进行深入调查* 同时"继续加强对
各类强化剂化合物的基础研究十分必要"包括吸收
利用率’稳定技术以及应用技术的研究 (>) *

本研究的局限性%%$本研究主要采用食品产品
标签信息反推的方法调查营养强化剂化合物的使
用情况"因此所得结论与化合物的实际生产与使用
情况相比会有所偏差&’$调查涉及样品种类多样"
不同种类产品所适用的强化剂类别不同"因此在对
食品所属分类进行判断时易造成偏差&#$不同强化
剂批准允许使用的食品范围和使用量等不同"并且
国家卫生计生委发布公告的时间顺序也不同"对统

计结果产生一定的偏差&>$部分样品仅标示强化剂
化合物名称"以及少数化合物名称与强化剂名称相
同等均会对使用频次的统计结果产生一定影响&7$
特殊膳食用食品类别不在本研究范围内"因此本调
查结果代表性仅限于普通食品*

本研究从使用频次角度分析营养强化剂化合
物的实际应用情况"并与质量规格标准进行对比分
析"以期为 Y1%>66&!’&%’ 的修订提供参考依据*
总体来看"7&E以上的化合物在实际生产中有使用"
在没有被使用的化合物中"约 %<’ 的化合物品种没
有相应的质量规格标准"其应用受限是否是标准缺
失的原因值得进一步探讨&另 %<’ 的化合物品种尽
管具有相应的质量规格标准"但受其他因素如价
格’产品性状以及生物利用率等影响"也很少使用*
建议我国有关部门在营养相关标准制定时考虑各
类营养强化剂化合物的实际使用情况"优先对有使
用但无质量规格标准的化合物制定相关标准"同时
尽快将国家有关公告和规定修订为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此外"有针对性的对既无标准又无使用以及
有标准无使用的强化剂化合物品类进行生产和使
用单位的实际调研"并广泛征求社会意见"深入探
讨其继续纳入 Y1%>66&!’&%’ 名单的必要性"从而
提升标准的科学性及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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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食品用香料新品种 ’!乙酰氧基!#!丁酮’食品添加剂
!!环状糊精等 > 种扩大使用范围的公告

’&%F 年第 %& 号

$$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审评机构组织专家对食品用香料新品种 ’!乙酰氧基!#!丁酮$食品添加剂 !!环
状糊精等 > 种扩大使用范围的安全性评估材料审查并通过%

特此公告%
附件’%@食品用香料新品种 ’!乙酰氧基!#!丁酮

’@食品添加剂 !!环状糊精等 > 种扩大使用范围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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