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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标准
我国已发布植物新食品原料公告分析及标准制定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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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初步构建我国植物新食品原料标准制定的思路和方法" 方法$通过研究 ’""-*’"&% 年以来原国

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发布的新食品原料(原新资源食品)公告中的植物新食品原料的各项要求%具体分析公告

中规定的中文名称!拉丁名称!来源!食用部位!种植方式!使用范围!推荐食用量!不适宜人群!产品质量规格要求

等内容%总结现行公告执行时出现的问题%并提出解决方案" 结果$现行植物新食品原料公告在实际应用时存在

一系列问题%如公告格式和语言描述不统一!卫生安全指标定位不清!其他企业在使用公告时的适用性不强等问

题" 结论$建议在技术审查环节不断完善我国植物新食品原料的公告内容%并构建植物新食品原料标准制定程

序!方法和技术内容的框架%完善针对新食品原料的标准各项技术指标!标准审查制度等%建立我国植物新食品原

料标准管理思路"

关键词!植物& 新食品原料&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公告

中图分类号!*&))$$文献标识码!+$$文章编号!&""!,-!)."’"&(#"),"!-&,")
!"#$&"/&#)("01231452’"&(/")/"&.

73*/),2,*36C*3*J&C&31,0JJ&,12.3,.3</*313.-&/4..6*33.039&C&31*<<+.-&6235%23*
6+=]\<Dg<& 6+=]\R:

"?5<:D=DG<9:DO?A:GAF49FH99I JD4AGB*<KL +KKAKKMA:G& PA<1<:;&"""’’& ?5<:D#

78,1+*91$ "8D&912-&$_FAO<M<:DFBAKGDEO<K5 G5ADIM<:<KGFDG<9: D:I MD:D;AMA:GTF9G939O49FTOD:GMDGAF<DO:9UAO499I
KGD:IDFIK2E&1%.6,$Q5AD::9R:3AMA:GK49FTOD:G:9UAO499I "G5A9F<;<:DO:AVFAK9RF3A499I# DTTF9UAI <: ’""-,’"&% EB
:DG<9:DO5ADOG5 D:I 4DM<OBTOD::<:;39MM<KK<9: VAFAD:DOBfAI2Q5A?5<:AKA:DMA& CDG<: :DMA& K9RF3A94TOD:GKTA3<AK&
AI<EOATDFGK& 3ROG<UDG<9: MAG59I& FD:;A94DTTO<3DG<9:& 39:KRMTG<9: FA39MMA:IDG<9:& R:KR<GDEOAT9TRODG<9: D:I gRDO<GB
KTA3<4<3DG<9: FAgR<FAMA:GKVAFA39MTDFAI D:I D:DOBfAI2Q5A3RFFA:GTF9EOAMKIRF<:;G5ATFD3G<3AVAFAKRMMDF<fA& D:I G5A
K9ORG<9: VDKTRG49FVDFI2F&,0/1,$Q5A3RFFA:GTOD:G:9UAO499I D::9R:3AMA:G5DI K9MATFD3G<3DO<KKRAK& KR35 DKG5A
39:K<KGD:3B9449FMDGD:I IAK3F<TG<9: OD:;RD;A& G5A<:GAOO<;<E<O<GB9: G5A499I KD4AGB<:I<3DG9FK& G5ADTTO<3DE<O<GB& D:I AG32
5.39/0,2.3$Q5<KTDTAFDIU<KAKG5A;9UAF:MA:GG9<MTF9UAG5A39:GA:G94TOD:G:9UAO499I D::9R:3AMA:GD:I TRG49FVDFI
K9MAKR;;AKG<9:K9: G5AKGD:IDFIKTF93AIRFAK& MAG59IKD:I GA35:<3DO39:GA:GK2Q9<MTF9UAG5AGA35:<3DO<:I<3DG9FK49FG5A
TOD:G:9UAO499I MDGAF<DO& KGD:IDFI FAU<AVKBKGAM<K:AAIAI2

:&) ;.+6,$ _OD:GK’ :9UAO499I’ :DG<9:DO499I KD4AGBKGD:IDFIK’ D::9R:3AMA:G

收稿日期!’"&(,"%,’-

作者简介!王家祺$女$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食品安全标准$

Y,MD<O’VD:;1<Dg<Z34KD2:AG23:

通信作者!王君$女$研究员$研究方向为食品安全标准

Y,MD<O’ VD:;1R:Z34KD2:AG23:

$$我国植物资源丰富&仅种子植物就有 ’! )""
种&分属 ’)# 科&# &-! 属&居世界第三位 , &- / 随着食
品工业的发展&植物原料应用于食品领域成为食品
企业研发的热点&而植物新食品原料一直是申报企
业开发新食品原料的重要来源/ 我国从 &(-% 年开
始对原新资源食品进行审批制管理&’""% 年原卫生
部制定的(新资源食品管理办法)将原新资源食品
以产品批件形式批准改为以公告发布形式管理 , ’- &

’"&# 年原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以下简称原
国家卫生计生委#制定的(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
管理办法)将新食品原料定义为在我国无传统食用
习惯的动物.植物和微生物&并强调了食用安全性
评估的重要性 , #- /

本研究将对我国 ’""-!’"&% 年期间发布植物
新食品原料公告具体内容进行分析&提出我国植物
新食品原料公告存在的问题&总结我国植物新食品
原料标准制定的思路和框架&为我国植物新食品原
料公告的完善和标准管理提供借鉴/

&$材料与方法
&/&$研究内容

梳理 ’""-!’"&% 年以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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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或原卫生部 #发布的新食品
原料"原新资源食品 #公告 "包括菌种在内&但不
包括以公告形式批复的普通食品原料 # &分析其
中植物新食品原料的公告内容&即中文名称.拉
丁名称.来源.食用部位.种植方式.使用范围.推
荐食用量.不适宜人群.产品质量规格要求等&对
照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产品标准.通用标
准中的与植物新食品原料执行相关的参考技术
指标&为我国植物新食品原料标准制定和管理提
供建议/
&/’$方法

通过查阅 ’""-!’"&%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原国家卫生计生委或原卫生部#批准发布的新食
品原料"原新资源食品#公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产
品标准.通用标准等资料&对比我国已发布的植物
新食品原料公告中的具体内容&分析我国植物新食
品原料公告在实际执行时的问题/

’$结果与分析
’/&$整体情况

’""-!’"&%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原国家
卫生计生委或原卫生部#以公告形式批准发布的新
食品原料"原新资源食品#共计 &’! 项&其中植物新
食品原料 ’! 项&占新食品原料公告总数的 &(/#)^/

从公告时间和数量上看&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
段从 ’""-!’"&’ 年&该阶段原卫生部共发布原新资
源食品公告 .% 项&其中原植物新资源食品共 &" 项&

占发布公告总数的 &!/(#^/ 该阶段原新资源食品
申请依据为 ’""% 年原卫生部发布的 (新资源食品
管理办法)/ 第二阶段从 ’"&#!’"&% 年&该阶段原
国家卫生计生委共发布新食品原料公告 )% 项&其中
植物新食品原料共 &! 项&占发布公告总数的
’!/).^/ 该阶段审批及申请的依据为 ’"&# 年原国
家卫生计生委发布的(新食品原料安全性审查管理
办法)以及配套发布的(新食品原料申报与受理规
定)&进一步加强了对新食品原料食用安全性的
审核/
’/’$名称及来源

植物新食品原料公告的名称.来源是区分植物
属性及判断实质等同的依据之一&公告的名称一般
包括中文名称和拉丁名称"或英文名称#/ 根据申
请人提供的资料&植物新食品原料的公告通常仅批
准该植物的某一部位食用/ ’! 种植物新食品原料
公告的名称规定&其表述方式主要有三种$一是公
告名称为植物的某一食用部位&则公告中对应该食
用部位的拉丁名称或英文名称&如*乌药叶+为乌药

的叶用部位&对应的公告拉丁名称为 * B#$/%*+%
+22*%2+8%OAD4+&*奇亚籽+为芡欧鼠尾草的种子部
位&对应的英文名称为*?5<DKAAI+&共 &" 项公告采
用此种方式’二是公告名称为植物的某一食用部
位&但未对其规定拉丁名称或英文名称&而是在公
告的来源中进行描述&如 *阿萨伊果+等 ) 项公告’

三是公告名称为植物&则对应的拉丁名称是该植物
的拉丁学名 , !- &而食用部位在公告中另行规定&如
*白子菜+的公告拉丁名称为*U1$)*+/#C+*#:+8+"C2#
S?+&其食用部位为茎.叶&在公告中进行单独规定&
共 ( 项公告采用此种形式/

公告的来源一般包括来源植物的名称.拉丁学
名及种属规定等基本信息/ 通过分析&’! 种植物新
食品原料公告均对植物来源进行了规定/ 在来源
植物的拉丁学名的规定上&除了库拉索芦荟凝胶未
对其来源植物的拉丁学名进行规定外&其余的公告
均对来源植物的拉丁学名进行了规定/ 在来源植
物的科.属规定上&未进行完全统一/ 如&白子菜.

金花茶等 &! 项公告中具体规定了来源植物的科.
属’青钱柳叶.线叶金雀花等 ! 项公告仅规定了来源
植物的科&未规定属’短梗五加等 . 项公告中未规定
其来源植物种属信息/
’/#$生长方式

植物新食品原料的生长方式有野生和人工种
植等&野生或人工种植的植物中次生代谢产物的合
成和积累也不同 , )- / 在公告的 ’! 种植物新食品原
料中&部分为我国珍稀保护植物&如短梗五加主要
分布于长白山及其余脉&目前其自然贮藏不足 & 亿
株&已被我国列入濒危植物物种 , .- &为保护野生植
物资源&更好的开展植物食品原料的研究和开发工
作&将野生的植物食品原料引种驯化改造为人工种
植势在必行/

在公告的 ’! 种植物新食品原料中&共 &" 种植
物新食品原料明确规定仅为人工种植/ 其余 &! 种
植物新食品原料如辣木叶.乌药叶.茶树花等&公告
中未具体规定种植方式是野生或人工种植&即公告
内容对野生或人工种植均可适用/ 由于新食品原
料在我国多无传统食用习惯&开发利用较少&且部
分属于珍稀物种&因此无生长方式仅为野生的植物
新食品原料尚未有过批准/
’/!$食用部位

植物新食品原料的食用部位主要包括$花.根.
茎.根茎.叶.茎叶.果实.种子等&若公告中未具体
规定食用部位&则植物全株均为可食用/ 公告中食
用部位的规定一般以申请人提供的材料为主要依
据/ 由于植物的不同器官与组织中的次生代谢产



我国已发布植物新食品原料公告分析及标准制定建议!!!王家祺&等 !!-#$$ !

物含量不同&因此植物新食品原料在审批时应当考
虑不同部位活性成分含量的差异&以及食用安全
性/ ’! 项植物新食品原料公告中&库拉索芦荟凝
胶.金花茶等 &( 项公告为单一食用部位&如丹凤牡
丹花仅以花为其食用部位’其余 ) 项均为两个或两
个以上的食用部位&如短梗五加以茎.叶.果实为其
食用部位/

’/)$使用范围
植物新食品原料的使用范围规定了企业允许

利用该原料进行生产的食品类别&一般依据申请人
的申报范围进行公告/ 植物新食品原料的使用范
围主要包括饮料类.酒类.调味品类及冲泡用"代用
茶#等产品类别&但多数原料不限使用范围&即可应
用在所有产品类别中"见表 &#/

表 &$已公告植物新食品原料的使用范围统计
QDEOA&$*D:;A94DTTO<3DG<9: 94TOD:G:9UAO499I D::9R:3AMA:GDTTF9UAI <: ?5<:D

适用范围 数量 植物新食品原料
饮料 ’ 短梗五加.狭基线纹香茶菜"仅限茶饮料#

酒类 & 短梗五加
冲泡用 ) 青钱柳叶.显齿蛇葡萄叶.柳叶蜡梅.湖北海棠"茶海棠#叶.木姜叶柯
调味品类 & 显脉旋覆花"小黑药#

各类食品 &# 库拉索芦荟凝胶.白子菜.金花茶.玛咖粉.人参"人工种植# .乌药叶.辣木叶.茶树花.阿萨伊果.丹凤牡丹花.
杜仲雄花.线叶金雀花.枇杷叶

不包括婴幼儿食品 # 圆苞车前子壳.奇亚籽.诺丽果浆

’/.$推荐食用量
植物新食品原料推荐食用量的规定是在申请

人提供的毒理学评价报告的基础上&根据使用人群
资料.食用历史和相关文献资料等&在申请人提出
的每日推荐摄入量的基础上进行规定/ 推荐食用
量大小与产品形态有关&即以干品或鲜品形态计算
对推荐食用量计算有影响/ 若产品以干品计算&则
公告产品在生产工艺中明确描述包含*干燥+等相
关工艺&或在推荐食用量后注明 *以干品计+等字
样/ 若产品中未明确是否*干燥+及*以干品计+&则
对干品或鲜品的推荐食用量未予明确/ 在已公告
的 ’! 项植物新食品原料公告中&有 &’ 项公告对推
荐食用量进行了规定&其余 &’ 项公告未对推荐食用
量进行规定"见表 ’#/

表 ’$已公告植物新食品原料中推荐食用量规定统计
QDEOA’$*A39MMA:IAI ID<OBDM9R:G94TOD:G:9UAO499I

D::9R:3AMA:GDTTF9UAI <: ?5<:D
中文名称 推荐食用量0";0I# 干品 鲜品
玛咖粉 $’) ’ !

木姜叶柯 $&" ’ !

显脉旋覆花"小黑药# $) ’ !

短梗五加 $!/) ’ !

库拉索芦荟凝胶 $#" ! ’
金花茶 $’" ! !

湖北海棠"茶海棠#叶 $&) ! !

枇杷叶 $&" ! !

狭基线纹香茶菜 $- ! !

杜仲雄花 $. ! !

乌药叶 $) ! !

人参"人工种植# $# ! !

注$!表示未规定

’/%$不适宜人群及标签说明书
植物新食品原料不适宜人群的规定是基于申

请人提供的毒理学试验.营养和生理作用的动物和

人群试验研究资料.国外其他国家批准应用情况及
文献研究资料等进行规定的/ 出于安全性考虑和
对特殊人群保护&若申请人未提供对婴幼儿.儿童.

孕妇.哺乳期妇女等特殊人群的安全性评估资料或
安全性评估资料不足以证明其食用安全的&一般应
将其纳入不适宜人群/

在 ’! 项植物新食品原料公告中&有 &# 项公告
规定了不适宜人群&主要的不适宜人群包括婴幼
儿.儿童.孕妇.哺乳期妇女 ! 类&其中将婴幼儿作为
不适宜人群之一的公告最多&有 && 项&其次分别为
孕妇.哺乳期妇女和儿童&公告数量有 &".) 和 ! 项’

有 && 项公告未规定不适宜人群&即可以用于所有食
品类别&但其中圆苞车前子壳.奇亚籽.诺丽果浆 #

项公告在适用范围里明确了 *不适用于婴幼儿食
品+&因此 # 项公告中也将婴幼儿作为特殊人群进
行保护/
’/-$质量规格要求

植物新食品原料的质量规格要求是企业进行
生产.监管部门进行监督执法的重要依据&质量规
格要求主要包括$性状.特征成分含量.水分.灰分.
T>值以及其他营养要求等&其中特征成分含量指
标&如植物的次生代谢产生的小分子有机化合物含
量$生物碱.萜类.黄酮类.酚类.醌类等含量要求的
规定 , %- &应当既保证植物新食品原料的原有特征&

又能在一定推荐食用量下对产品的食用安全性进
行保障/

在已发布 ’! 项植物新食品原料公告中&仅短梗
五加.库拉索芦荟凝胶.显脉旋覆花"小黑药#.诺丽
果浆.玛咖粉.圆苞车前子壳 . 项公告规定了质量规
格要求/ 而在对其特征成分含量的规定中&有些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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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是为保证植物新食品原料的基本特征属性而设
置&因此规定高于一定含量&如短梗五加的公告中
规定$总皂甙"以人参皂甙 *A计#%&/"^.总黄酮
"以芦丁计#%"/&^’有些指标是为保证植物新食
品原料的食用安全性而设置&因此规定低于一定含
量&如芦荟苷是芦荟的主要药用成分&含量较高时
可有致泻作用 , -- &因此库拉索芦荟凝胶的公告中对
芦荟苷含量进行限制 "$%/" M;0L;#&以保证在合
理的用量下对食用安全性的保障/
’/($卫生安全指标

卫生安全指标通常是指与食品安全有关的指
标/ 在实际应用公告时&卫生安全指标不仅适用于
原料的卫生安全指标&也适用于由植物新食品原料
制成的产品的卫生指标/ 我国自 ’"&’ 年后发布的
植物新食品原料公告中均对卫生安全指标有明确
要求&统一规定为 *卫生安全指标应符合我国相关
标准+/ 这里的相关标准通常是指我国现已发布的
食品安全标准&参考的具体标准多为通用标准&如&
其污染物限量指标.农药残留限量参考的标准为 ]P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
量)中的新鲜水果. 新鲜蔬菜等食品类别& ]P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残留限
量)中的蔬菜.水果.药用植物等食品类别的相关技
术要求/

对于利用植物新食品原料生产的产品&如代用
茶.调味料.酒等产品&如果有相应的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食品产品标准&则其卫生安全指标应适用食品
产品标准的规定/ 例如&利用植物新食品原料生产
的蒸馏酒.饮料产品&其卫生安全指标应当分别按
照 ]P’%)%!’"&’(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
配制酒).]P%&"&!’"&)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
料)中相应要求执行/

#$讨论
#/&$主要存在的问题

首先&现行公告中有的公告格式不统一&语言
描述不准确/ 部分植物新食品原料的公告格式未
加统一&如规定项目不统一&有些公告中对其植物
信息.推荐食用量.食用人群等项目具体规定&有些
公告仅规定了其植物信息等’来源植物的种属描述
不统一&有些规定到科.属&有些仅规定到科’有些
公告中对推荐食用量的状态&即干品或鲜品计算未
予以明确/ 此外&部分植物新食品原料公告中的语
言描述不明确&如有的公告中规定了*食用量+&有
的公告中规定了*推荐食用量+&两者在强制性上是
否存在区别未明确’对*不适宜人群+与*使用范围+

的规定容易混淆&有的公告中规定了 *不适宜人群
为婴幼儿+&有的公告中规定了*使用范围不包括婴
幼儿食品+&两者是否存在区别未明确’标签说明书
的要求未统一&在规定了*不适宜人群+的公告中&

有的公告中要求标签说明书应加以标注&有的公告
无要求&在规定了*食用量+的公告中&对于是否应
当在标签上标示食用量未加体现&无法起到对消费
者的提示作用/

其次&在卫生指标的对应性上&现行公告中卫
生安全指标的要求统一规定为 *卫生安全指标应
符合我国相关标准+ &但由于对*我国相关标准+未
进行明确定位&因此部分植物新食品原料在标准
中的类别难以确定/ 一是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多针对在我国有传统食用历史的.消费量较大的
食品类别&例如蒸馏酒.饮料等&终产品的卫生安
全指标如参考我国现有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其
指标的针对性和适用性不强’二是有些原料仅在
我国某一通用标准中有限量规定&难以对植物新
食品原料进行针对性.全面性的食品安全风险
管控/

最后&在公告的实际应用方面&由于植物新食
品原料的公告面向全社会公开&因此生产相同产品
的企业&在公告发布后也可以进行生产/ 由于申报
资料中提供的具体技术内容.企业标准等不随公告
公开&其他生产企业仅凭公告中的生产工艺.原料
描述.质量规格要求等有时不能完全满足其生产需
要&或不能判断是否与公告中的原料为实质等同&

具体内容仍需进一步解释后执行/
#/’$改进建议

针对我国已发布的植物新食品原料公告的现
有特点&以及实际执行时面临的问题&建议应针对
植物新食品原料&通过制定食品安全标准的形式对
其卫生安全指标等进行规制&为植物新食品原料的
生产.监管提供确切的参考依据/
#/’/&$完善新食品原料的标准

由于植物新食品原料来源为植物&对于其原料
本身来说&应当建立食品原料的标准&以及配套制
定相应有效物质的检验方法标准.原料种植和加工
卫生规范标准等&保证标准的完整性和可操作性/
在利用植物新食品原料制作食品产品时&应与我国
现行的食品安全标准中卫生安全指标值进行对应&

并评估其适用性/ 如植物新食品原料*短梗五加+

的使用范围为饮料.酒类&因此应当针对短梗五加
原料进行标准制定&同时将其应用于饮料.酒中的
特殊指标也予以验证及评估&如有不适用&应及时
启动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产品标准的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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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应当建立一套完善.可操作.针对性强的标准
体系/
#/’/’$建立标准审查制度

鉴于植物新食品原料的特殊性&其标准评审应
组建专门的评审委员会&委员会的建立应当参考我
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专业委员会的形
式&有针对性的增加部分相关专业背景的评审专
家/ 除了应当包括食品产品.检验方法.生产规范
以及相关行业协会专家以外&还应当增加植物学.
中医学.中药学.新食品原料评审等相关专业背景
的专家&在标准审评委员会组织召开会议时&遵循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专家的评审原则和
评审方式/
#/’/#$构建适应新食品原料的标准框架

植物新食品原料标准的制定应当参考 (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基本结构)的框架体系要求&对于有
必要制定有效成分的检验方法&应当结合植物新
食品原料中特征性指标项目&制定配套的检验方
法’对于有必要制定原料加工过程的卫生规范&应
当结合植物新食品原料的加工特点&制定配套的
食品加工过程的生产规范/ 其标准框架应当参考
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检验方法标准.生产卫生
规范标准/

在指标方面&对于植物新食品原料的标准&公
告中一般都有质量规格的要求&因此其标准中除了
包括必要的卫生安全指标外&还应当包括必要的质
量规格要求/ 建议主要涵盖范围.术语和定义.原
料要求.感官要求.质量规格要求.污染物限量.微
生物限量.农药残留限量.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及其
他要求等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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