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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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国食品理化检验方法标准现况与清理研究!!!王紫菲"等 ! c!""" !

索等方式汇集现行标准文本并进行梳理’归类"初
步形成了理化检验方法待清理标准目录"包括现行
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卫生标准’食品
质量标准和有关食品的行业标准中涉及的理化检
验方法标准"共 ! )2# 项* 其中强制性国标 *$ 项"
推荐性国标 $!$ 项#强制性行标 ,, 项"推荐性行标
*,* 项* 行业标准分别来自出入境检验检疫$ 8M%’

农业$MR%’粮食$68%’水产$ 8?%’商业$ 8]%’林业
$6R%’轻工$H]%和铁路$>]%等部门*
!G)"工作目标和原则

以保护公众身体健康为宗旨"考虑我国管理现
状"借鉴或者采纳国际指南及方法"同时考虑食品
安全标准框架下理化检验方法标准的发展和需求"
理化检验方法标准专家组及秘书处提出了.食品理
化检验方法标准清理工作方案/’.标准综合评价
表/等指导性文件"并确立了清理原则"即&按照检
验方法被测指标为对象"设定检验方法#与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中的限量值要求相配套和衔接#考虑理
化检验方法标准体系的系统性"确保方法准确可
靠"注重方法的适用性和先进性#重点解决现行相
关标准之间交叉’重复’矛盾的问题*
!G,"工作流程

按照+分门别类"逐个评议"先小组再集中,的工
作方式"秘书处首先将每一项标准根据其被测指标进
行初步分类"形成污染物’毒素’放射性物质’添加剂’

营养强化剂’感官’抽样等 !# 余项类别"再将这些类
别相对聚类"在理化检验方法标准专家组内设置污染
物’元素’添加剂和营养强化剂’食品相关产品’一般
成分和产品与规程 $ 个技术小组"每个小组负责几类
性质相近类别标准的清理"各专家根据其专业领域和
工作经验分别参与其中的 ! 个小组* 污染物小组负
责污染物’真菌毒素’海洋毒素’致敏物质’放射性物
质’辐照食品和非食用类物质类检验方法标准的清
理#元素小组负责元素’感官’抽样类标准#添加剂小
组负责食品添加剂’营养强化剂及功效成分类标准#
食品相关产品小组负责食品相关产品类标准#产品和
规程小组负责产品标准命名的检验方法标准及检验
规程类标准的清理*

各技术小组的专家分别对每项标准填写.标准
综合评价表/"经小组讨论通过"形成小组清理结论
和意见"最后理化检验方法专家组全体专家按照清
理原则对各小组清理结论和意见进行集中审议"讨
论得出最终的清理结论"包括继续有效’直接转化’

修订’整合’废止’不纳入等 $ 类意见*
!G2"具体清理意见

继续有效&对现行检验方法标准"其方法在应

用过程中无明显不足"并能满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中限量指标和要求的"建议原标准继续有效*

转化&对现行能满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限量
指标和要求的检验方法标准"其技术内容无需实质
性改变"只需要进行格式和文字方面的修改"建议
原标准直接转化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修订&对现行检验方法标准"其方法在某些方面
存在不足"不能满足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限量指
标和要求"建议将其修订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整合&对相同的被测指标有现行多个检验方法
标准的"或者对不同被测指标但各被测成分具有相
同或类似化学性质"且各检验方法原理’操作步骤’

仪器设备’结果表述等基本相同的多个检验方法"
建议以被测指标为基础对这些标准进行整合*

废止&对不能满足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限量指
标和要求的"或者技术落后’操作繁杂且已有更准确’可
靠的方法标准可替代的检验方法标准"建议废止*

不纳入&对于非食品安全指标的检验方法标
准"建议暂不纳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

)"结果和遇到的问题
)G!"清理结果

)#!, 年 ! jc 月期间"理化检验方法标准清理
专家技术组共召开 ) 次全体专家组会议"!, 次小组
会议"按照.理化检验方法标准清理工作方案/和清
理原则"以保护公众身体健康为宗旨"提出了现行
标准的清理建议"并拟订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
理化检验方法标准目录*

总计清理标准 ! )2# 项"其中建议继续有效的
标准 2 项"建议转化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 项"建
议修订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3% 项"建议对 2c3 项标
准进行整合"建议废止的标准 !2 项"建议 $2* 项标
准不纳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
)G)"问题及处理
)G)G!"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理化检验方法标准体系
的构建

现行食品检验方法中存在以产品标准命名的
检验方法标准"如 &]I>*##%G,$!)##, .粮食卫生
标准的分析方法/ (,) ’&]I>*##%G,c!)##,.食用植
物油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 (2)等* 这些标准中"同
一被测指标在不同标准中反复出现"重复引用* 例
如在 &]I>*##%G,$!)##,.粮食卫生标准的分析方
法/’&]I>*##%G,c!)##,.食用植物油卫生标准的
分析方法/’&]I>*##%G,%!)##,.酱油卫生标准的
分析方法/ (*) ’&]I>*##%G2#!)##,.酱卫生标准的
分析方法/ ($) ’&]I>*##%G2!!)##,.食醋卫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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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分析方法/ (c)等中均出现了黄曲霉毒素指标的检
测"而对于所采用的检验方法均描述为 +按 &]
*##%G))!)##, 操作,* 还有些分析方法的标准中
则是直接出现了对于其他分析方法标准的完整引
用* 如在 &]I>*##%G2,!)##,.味精卫生标准的分
析方法/ (3)中的+2G!G)G! 酸度计发的原理’试剂’仪
器,的描述中"出现了 +同 &]I>*##%G,%!)##, 中
22,"完整的引用了 &]I>*##%G,%!)##,.酱油卫
生标准的分析方法/*

上述这种情况不仅造成了标准体系的混乱"容
易出现标准的更新配套不同步’相互之间矛盾的情
况"而且给标准的实际使用带来极大的不便 (%) * 因
此"本次清理工作按照 +以被测指标为基础,的原
则"将这类标准中的指标提取出来设定相应的检验
方法"原则上不再设立以产品标准命名的检验方法
标准* 例如"针对黄曲霉毒素的检测"建议将其统
一整合为.食品中 ]族和 &族黄曲霉毒素的测定/
和.食品中 Z组黄曲霉毒素的测定/两个标准"其中
涵盖了相应可能涉及到的食品类别"便于标准的使
用和更新"也解决了标准中交叉’重复的问题*
)G)G)"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限量和要求的配套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如 &])c$#!)#!!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 ’&])c$!!)#!! .食品
中真菌毒素限量/ (!!) ’&])c$)!)#!).食品中污染
物限量/ (!))以及 &]!233#!)#!).食品营养强化剂
使用标准/ (!,)都涉及相应限量和要求的检验"如 &]
)c$!!)#!! 和 &])c$)!)#!) 对涉及到的各类毒
素和污染物都分别引用了具体的检验方法标准"而
&])c$#!)#!! 和 &]!233#!)#!) 虽然未在标准
中出现所引用的具体方法"但都对其允许使用的添
加剂和营养强化剂的使用范围和使用量做了规定"

一般在实际生产和监管中需要有相应的检验方法
标准与之配套*

因此"本次清理工作根据这些标准的需求"结
合工作中的实际需要"对部分标准提出了调整的建
议* 如对于标准 &]I>),c2%!)##%.食品中叶绿素
铜钠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 (!2) "其适用范围未能涵盖
&])c$#!)#!! 中允许使用的冷冻饮品’熟制豆类’
加工坚果和籽类’焙烤食品等食品种类#也未能包
括食品添加剂新品种!!!叶绿素铜 $卫生部公告
)#!, 年第 ) 号%及相应允许使用的食品种类!!!稀
奶油’焙烤食品’糖果等"因此建议修订该标准"修
订中考虑涵盖食品添加剂新品种叶绿素铜"并扩大
方法的适用范围"同时将标准更名为 .食品中叶绿
素铜和叶绿素铜钠的测定/*

再比如"&]I>),)#%!)##3 .奶粉中叶黄素的

测定 液相色谱+紫外检测法/ (!*) "原标准的适用范
围仅为奶粉"而 &])c$#!)#!! 则对叶黄素的允许
使用范围做了扩充"包括了以乳为主要配料的即食
风味甜点或其预制产品 $不包括冰淇淋和调味酸
奶%’冷冻饮品 $#,G#2 食用冰除外%’果酱’八宝粥
罐头’其他杂粮制品$仅限杂粮甜品罐头%’方便米
面制品’冷冻米面制品’谷物和淀粉类甜品$仅限谷
类甜品罐头%’焙烤食品’饮料类$!2G#! 包装饮用水
类除外%及果冻等 !! 类产品"可见原标准的适用范
围远不能满足要求"因此建议修订该标准"修订中
考虑扩充适用范围"并将标准名称改为 .食品中叶
黄素的测定/*
)G)G,"考虑检测工作的实际情况

本次清理工作的原则之一即+对相同的被测指
标有多个检验方法的"或对不同被测指标但各被测
成分具有相同或类似化学性质"且各检验方法原
理’操作步骤’仪器设备’结果表述等基本相同的多
个检验方法进行整合,* 如何整合多个检验方法"

则需要在保证方法准确可靠’满足需要的前提下"
兼顾方法的先进性和普及性* 例如"对于食品中维
生素 ?$抗坏血酸%的测定"涉及的常用检验方法标
准主要包括 &]*2!,G!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婴幼儿食品和乳品中维生素 ?的测定/ (!$) ’&]I>
*##%G3$!)##,.蔬菜’水果及其制品中总抗坏血酸
的测定$荧光法和 )"2+二硝基苯肼法%/ (!c) ’&]I>
*##%G!*%!)##,.食 品 中 还 原 型 抗 坏 血 酸 的 测
定/ (!3)及 &]I>%$%*G)%!)##3 .肉制品 维生素 ?

含量测定/ (!%) "涉及方法包括荧光法’比色法’滴定
法等* 这几类标准中提及的检验方法都分别有其
优点及局限性"同时每项方法对应的检测范围也不
尽相同"给标准使用者带来一定不便* 经过清理
后"将标准统一整合为一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中抗坏血酸的测定/"其中保留了荧光法’滴定法
等经典方法"并相应的在某些技术参数上进行了完
善"同时也补充了先进的高效液相色谱法"从而兼
顾了标准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并方便了广大标准使
用者和标准监督管理者*
)G)G2"纳入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范畴的标准

对于现行标准中与产品品质和质量指标相关的
检验方法标准"如稻谷出糙率’米类加工精度’小麦抗
穗发芽性等的检验方法标准"由于此类指标与行业产
品质量检测和控制等具体操作密切相关"一般不涉及
安全或与安全标准的要求无关"不宜纳入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范畴"建议由相应标准归口部门进行清理*

由于食品的差异以及对产品抽样的行业需求
特点"现行标准中涉及感官’抽样方法的标准"在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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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部门归口管理的标准之间存在较大差异"不宜作
为一个统一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建议由各行
业管理部门根据行业特点制定相应标准*

对于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黑名单,物质%的
检验方法标准"建议与非食用物质名单以同样的方式
同步公布"不建议采用食品安全标准的模式管理*

对于在实际工作中有应用需求的筛选方法标
准"由于存在方法的局限性"不建议单独作为标准
发布"需要有其他检验方法进一步确证*
)G)G*"有检验需求的标准

在清理工作中"发现有部分指标在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中有限量和要求"但缺乏检验方法或者现有
检验方法不能满足其要求* 如低聚果糖"国家卫生
计生委 )##c 年第 !) 号公告及 )#!) 年第 $ 号公告
中均批准了两种不同生产工艺的低聚果糖的应用"
&]!233#!)#!) 也对其使用范围和限量进行了规
定"但没有相应的标准检验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给
标准的使用造成困难"因此本次清理结论中提出了
设立.食品中低聚果糖的测定/标准的建议"探索建
立相应的实验方法* 再比如"对于聚二甲基硅氧
烷"其作为食品添加剂在食品中应用广泛* 我国的
&])c$#!)#!!.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规定聚二甲
基硅氧烷及其乳液作为消泡剂和被膜剂用于食用
油’蔬菜’水果’豆制品’肉制品’啤酒’焙烤食品’果
冻’饮料’冰淇淋’果酱’调味品等多种食品的处理
加工中"并对其在上述食品加工中的使用量做出了
详细规定"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的标准也对
其使用量进行了规定* 然而"针对食品中聚二甲基
硅氧烷的测定方法"国内鲜有相关的文献报道"也
没有相关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因此本次清理结
论中也提出了增加.动植物油脂中聚二甲基硅氧烷
含量的测定/的建议*

,"结语
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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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清理后拟形成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食品理化检验方法标准 )23 项"包括
针对一般成分’食品相关产品’元素’食品添加剂’

营养强化剂’污染物’毒素’辐照食品的鉴定’放射
性物质等被测物质的检验方法* 其中"!), 项标准
是在现有 2c3 项标准的基础上整合而来"%c 项是在
现有 3% 项标准的基础上修订而来"2 项标准继续有
效"!# 项标准由现行检验方法标准直接转化而来"

另有 !2 项为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限量和要求的
需要"拟新增加的标准*

通过本次清理"基本厘清了我国现行相关标准

中交叉’重复’矛盾的状况"按照以被测指标为对象
设定检验方法’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的限量要求
相配套和衔接’考虑理化检验方法标准体系的系统
性’确保方法准确可靠’注重方法的适用性和先进
性等原则"初步构建了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限量和
要求相匹配的’比较清晰的检验方法标准目录框
架* 通过清理"将从科学性和实用性等方面促进理
化检验方法标准体系的完善和提升"在检测技术和
水平方面基本做到与国际接轨"利于国际交流和国
际贸易的开展*

本次清理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各检测机构的实际
情况"兼顾方法的普及性和先进性"针对新标准目录
中的 )23 项标准"逐一提出了建议的方法技术"既包
括了近年来随着技术的发展出现的一些灵敏度高’操
作方法相对方便’检测范围广的新方法"也适当保留
了一些经典的方法"充分满足多层次的需求*

本次清理过程还兼顾了标准的缺失问题"为下一
步标准整合工作理清了思路"奠定了基础* 由于这是
第一次将我国现行的几套食品理化检验标准进行的
清理"也存在遗憾和考虑不周的地方"希望随着下一
步的标准整合和实施评价工作进一步得到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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