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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目前中国市场婴儿配方食品标签上能量和营养成分含量标示方式#标示值允许误差的现状!

为修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D1%’4’!(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提供科学数据" 方法$本次以婴儿配方乳粉为

调查对象!选择市售 !% 种不同品牌的婴儿配方乳粉!记录能量和营养成分标示方法!应用国标方法对其能量和营

养成分含量进行测定并与标示值进行比较&同时查阅国际文献!探讨国外管理措施" 结果$共对 !% 份样品中能

量#’" 个必需营养成分及 # 个可选择性营养成分进行检测和比较!发现用具体数值的方式标示能量和营养成分含

量!并将允许误差范围设定为’<"g符合我国实际和国际惯例" 结论$(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标准的修订

中!拟采用本次研究结果!修订我国相关标示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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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标签是向消费者传递产品信息的载体"以
显示*说明产品的特性和性能’ 做好预包装食品标
签管理"既是维护消费者权益*保障行业健康发展
的有效手段"也是实现食品安全科学管理的需要’
为做好食品标签管理"我国颁布了一系列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如 D1::%<!!"%%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
则, (%) *D1!<"#"!!"%%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
则, (!)等’ 为使特殊膳食用食品的标签要求与其他

基础标准相一致"并尽快完善我国有关标签标准体
系"目前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正在组织修订
D1%’4’!+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

D1%’4’!+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是基于
现行标准 D1%’4’!!!""4+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
标签通则, (’)进行修订的"适用于预包装特殊膳食用

食品的标签$含营养标签%’ 在标准修订过程中"关
于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能量和营养成分的标示方
式*允许误差存在较大争议’ 因此"为了解目前我国
市场中特殊膳食用食品的标签现状"以期为标准修订
提供科学数据"进行了本次专项调查研究’

我国的特殊膳食用食品主要包含婴幼儿配方
食品*婴幼儿辅助食品和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
等’ 本次研究选取婴儿配方乳粉为样本"分析其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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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和营养成分的标示情况"同时查阅国外文献"对
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标示方式的合理性和允许误
差的合理范围进行探讨’

%$材料与方法
%2%$样品选取

本研究样品为 !% 份婴儿配方乳粉"%# 份购自
大型超市"= 份为生产厂家的送检样品’ 其中进口
品牌 %# 份"国产品牌 = 份"基本覆盖了我国市售的
主流国产*进口品牌的婴儿配方乳粉’ 样品的选择
满足以下条件&"我国国产或进口的主流品牌婴儿
配方乳粉##包装上有明确的能量和营养成分标示
的婴儿配方乳粉#$在保质期内的婴儿配方乳粉’
%2!$方法
%2!2%$指标确定

婴儿配方乳粉应遵循产品标准 D1%":=#!
!"%"+婴儿配方食品, (4) "其中规定了 ’" 个必需成
分和 = 个可选择性成分 $可选择性成分中左旋肉
碱无国标检测方法"此次不列入调查中 % ’ 因此"
根据 D1%":=#!!"%" 和 D1%’4’!!!""4 规定"
最终确定检测指标为能量*’" 个必需成分和 # 个
可选择性成分’

%2!2!$检测方法
样品采集后送至有资质的实验室进行营养成

分检测’ 其中能量按照 D1%":=#!!"%" 中规定的
方法计算#各营养成分采用产品标准中规定的相应
国标检测方法进行测定’

!$结果
!2%$标示方式的应用情况

现行标准 D1%’4’!!!""4 附录 ;中"能量和
营养成分含量允许使用 ’ 种标示方式"即标示范围
值*平均值或最高$低%值’ 本次调查结果发现"能
量和营养成分以标示平均值为主$各标示方式占比
见表 %%"部分营养成分$如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
物*牛磺酸*二十二碳六烯酸和二十碳四烯酸%全部
采用平均值标示#标示最高$低%值情况最少"仅 !(
亚麻酸在一个样品标示中使用’ 可见虽然现行标
准中允许 ’ 种标示方式"但无论对于必需成分还是
可选择性成分"绝大多数企业选取标示平均值的方
式"更加直观*真实地反映能量和营养成分含量"这
与我国学者前期调查结果 (#)类似"且其他大多数国
家营养成分均以平均值标示"如美国*欧盟国家*澳
大利亚等’

表 %$能量和营养成分的标示方式所占的百分比$- h!%"g%

8GZ0O%$8AO/O?0GWO/ \OXAK/.K@OHOWIJGH/ HRXWFOHX.FH G__0F?GXFKH

营养成分
标示方式

平均值 范围值 最高$低%值
未标示 营养成分

标示方式
平均值 范围值 最高$低%值

未标示

能量 <#2:$%<% %42’$’% "2" "2" 生物素 <%2"$%:% %32"$4% "2" "2"

蛋白质 %""2"$!%% "2" "2" "2" 钠 3"2#$%3% 32#$!% "2" "2"

脂肪 %""2"$!%% "2" "2" "2" 钾 3"2#$%3% 32#$!% "2" "2"

亚油酸 3#2!$!"% 42<$%% "2" "2" 铜 3"2#$%3% 32#$!% "2" "2"

!(亚麻酸 3#2!$!"% "2" 42<$%% "2" 镁 3#2!$!"% 42<$%% "2" "2"

碳水化合物 %""2"$!%% "2" "2" "2" 铁 3#2!$!"% 42<$%% "2" "2"

维生素 ; 3#2!$!"% 42<$%% "2" "2" 锌 3#2!$!"% 42<$%% "2" "2"

维生素 + 3#2!$!"% 42<$%% "2" "2" 锰 :=2!$%=% !’2<$#% "2" "2"

维生素 c 3#2!$!"% 42<$%% "2" "2" 钙 3"2#$%3% 32#$!% "2" "2"
维生素 b% :=2!$%=% !’2<$#% "2" "2" 磷 <#2:$%<% 32#$!% "2" 42<$%%
维生素 1% 3#2!$!"% 42<$%% "2" "2" 碘 ==2:$%4% ’’2’$:% "2" "2"
维生素 1! :=2!$%=% !’2<$#% "2" "2" 氯 3"2#$%3% 32#$!% "2" "2"
维生素 1= 3#2!$!"% 42<$%% "2" "2" 硒 :=2!$%=% !’2<$#% "2" "2"
维生素 1%! :=2!$%=% !’2<$#% "2" "2" 肌醇 :=2!$%=% %32"$4% "2" 42<$%%

烟酸 3#2!$!"% 42<$%% "2" "2" 胆碱 3"2#$%3% 32#$!% "2" "2"

叶酸 :=2!$%=% !’2<$#% "2" "2" 牛磺酸 %""2"$!%% "2" "2" "2"

泛酸 3#2!$!"% 42<$%% "2" "2" 二十二碳六烯酸 %""2"$!%% "2" "2" "2"

维生素 * 3"2#$%3% 32#$!% "2" "2" 二十碳四烯酸 %""2"$!%% "2" "2" "2"

注&括号内为样品数"单位份

!2!$实测值与标示值的比较情况
’= 个指标中"以范围值或最高$低%值标示时均

在允许误差范围之内"因此本部分内容主要探讨以平
均值标示时"其允许误差的范围’ 现行标准要求以平
均值方式标示营养成分含量时"允许误差为’<"g"

仅规定了下限值"即实际含量不得低于标示值的
<"g’ 修订过程中"部分专家提出应严格设定允许误
差的上下限"如将允许误差范围定为 <"g k%<"g等’
因此"本次研究通过实测值与标示值的比较"重点探
讨该项建议的可行性’ 调查结果发现"能量和 ’# 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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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成分的实测值均可满足’<"g标示值的要求"能
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维生素 ;*维生素 +*

维生素 b%*维生素 1%*维生素 1!*烟酸*叶酸*钾*

铜*锌*钙*磷*硒*牛磺酸*二十二碳六烯酸和二十
碳四烯酸共 !" 个指标的实测值可满足$标示值的
%<"g的要求"此外有 %= 个营养成分部分样品的实
测值 o标示值的 %<"g $见表 !%"但其含量全部符
合产品标准的要求"属于合格产品’

表 !$实测值超出标示值 %<"g的营养成分实测值与

标示值间的比较情况

8GZ0O!$8AO?K\_GWF.KH ZOX̂OOH \OG.RWO/ VG0RO

GH/ /O?0GWO/ VG0ROFH HRXWFOHX.̂ AK.O\OG.RWO/ VG0RO

ZOJKH/ %<"g K@/O?0GWO/ VG0RO

营养成分

以平均
值标示
的样品
数,份

实测值在
标示值的

<"g k%<"g
间占比,g

实测值超
出标示值
%<"g的
占比,g

超出标示值
%<"g的样品
其实测值与标
示值之比,g

亚油酸 !" 3#2"$%3% #2"$%% !3#2’"

!(亚麻酸 !" 3"2"$%<% %"2"$!% !%#2#"*%<%23"

维生素 c !" <"2"$%=% !"2"$4% 4#<23"*%<#2""*
%<42%<*%3=2%:

维生素 1= !" 3"2"$%<% %"2"$!% %<#2’4*!"!2%"
维生素 1%! %= <:2#$%4% %!2#$!% !=’24"*!!#2""

泛酸 !" <#2"$%:% %#2"$’% !"=2<=*!%42’"*%3#2""

维生素 * %3 <42!$%=% %#2<$’% %342="*
%3"2!"*%3%2%"

生物素 %: 342%$%=% #23$%% %<"23"

钠 %3 <32#$%:% %"2#$!% %342!"*%<’24:

镁 !" <"2"$%=% !"2"$4% !%:2’"*!%=2!"*
!%324:*%3=243

铁 !" 3#2"$%3% #2"$%% !%%2’"

锰 %= #=2!$3% 4’2<$:% !<%2<"*=’!23"*’#"2""*
!":2""*%<42#"*4""2""*
!!424<

碘 %4 :<2=$%%% !%24$’% !##2="*
!!32:"*%3=2:"

氯 %3 342:$%<% #2’$%% %3<2%"

肌醇 %= :#2"$%!% !#2"$4% ’#!2""*!’’2#"*
%342""*!4:24"

胆碱 %3 :’2:$%4% !=2’$#% %3!2<"*
!=#23"*!%=2:"*
%3!2%"*!%’244

注&括号内为样品数"单位份

!2’$国外相关调查研究
在 *K/OY9XGH :!!%3<%+婴儿配方及特殊医学

用途婴儿配方食品标准, (= e:)修订过程中"为确定
营养成分的限值"国际特殊膳食食品企业联盟
$P9+P%收集了全球市场中婴儿配方食品的营养成
分含量水平的数据’ 标准发布后"P9+P利用已有数
据比较市场现有产品的营养成分水平与新标准间
的差距 (<) ’ 该研究数据基本覆盖了 !""!!!""# 年
全球市面流通的婴儿配方食品"产地涉及亚洲*欧
洲和美洲’ 样品共包括乳基婴儿配方食品 !% ’<#

批次$含 %3 !4= 批粉状产品和 ! %’3 批液态产品%
和豆基婴儿配方食品 3 ":" 批次$含 < #%4 批粉状产
品和 ##= 批液态产品 %’ 结果显示"所有样品中
’% 种营养成分的实测含量均符合 *K/OY9XGH :!!
%3<% 规定的最小值"但是部分样品中亚油酸*维生
素 ;*维生素 b*维生素 1%*维生素 1!*维生素 1=*维
生素 1%!*维生素 **烟酸*叶酸*铁*铜*锰*钾*碘等
%# 种营养成分含量超出标准规定的上限或者最高
指导水平$DUN%’ 通过对此 %# 种营养成分的分析
结果发现"部分实测值超出上限或者 DUN"主要是
由营养成分含量的可变性造成的’ 影响营养成分
含量可变性的原因是多方面且不可完全避免的&"
组织状态为粉状或者液体##原料成分中固有的维
生素和矿物质含量#$不同的蛋白质来源#)营养
成分的不稳定性#*检测时各实验室间的误差#+
工艺性问题&包装*贮存材料的影响"生产过程中的
损耗等’ 此外"*K/OY9XGH :!!%3<% 为非强制执行
的标准"与各国规定间存在一定差异也是一个因素’

’$讨论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及许多其他国家对

特殊膳食用食品的标签均有相关要求"如美国*欧盟
等(3 e%!) ’ 我国早在 %33! 年就制定了 D1%’4’!!
%33!+特 殊 营 养 食 品 标 签 ,"于 !""4 年 修 订 为
D1%’4’!!!""4+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通则,’

调查结果表明"采取用平均值表示能量和营养
成分含量的方式既符合我国实际"也符合国际惯
例"因此建议标准修订时采用该种方式’ 用具体数
值表达含量时"其允许误差范围非常重要"且对此
问题存在争议"因此本研究着重考察了实测值与标
示值之间的比值情况’ 结果表明"实测值与标示值
之间的比值主要集中于 <"g k%<"g之间’ 预包装
特殊膳食用食品因其适用人群的特殊性"导致其营
养要求严于普通的预包装食品"我国相应的产品标
准中规定了该类别产品的营养成分限量值"如 D1
%":=#!!"%" 等"可以通过产品标准来确保此类产
品的安全性’ 因此"综合考虑产品的安全性*实际
生产情况以及其他国家相关管理措施"建议保留现
行标准中规定的允许误差要求"将能量和营养成分
的标示值允许误差范围设定为’<"g’

本研究发现"实测值 o%<"g标示值的现象确实
存在’ 参考国外研究 (<)可知"由于多种不可避免的
原因"营养成分含量的可变性不是完全可控的"可
能会造成实测值偏高的现象’ 若对标示值的允许
误差设定上限"不符合实际生产情况"因此建议允
许误差不设定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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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本次调查发现"部分营养成分实测含量超
出标示值过多’ 如 4’2<g的样本中锰实测含量超
出标示值的 %<"g"且实测值与标示值最高比值可
达 =’!23g’ 尽管实测含量没有超出产品标准的范
围"不会带来安全性问题"但为确保标签标示值的
真实性和客观性"建议企业仍应核查部分营养成分
标示值偏低的原因"进一步改进产品标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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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不同浸泡条件对绿茶中铅浸出率的影响

赵馨%!吕冰%!尚晓虹%!马兰%!刘丽萍!!苗虹!赵云峰%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卫生部食品安全风险评估重点实验室"北京$%"""!%#
!&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北京$%"""%’$

摘$要!目的$考察不同浸泡条件下铅的浸出状况!评价饮茶造成的铅暴露风险" 方法$在筛查茶叶铅含量的基

础上!选择适宜的铅含量试样!模拟日常饮茶方式和比较极端的冲泡方法进行浸泡!采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测

定水温#冲泡时间#茶水比#浸泡次数#不同铅含量茶叶及茶叶的完整程度#洗茶与否等条件对茶水中的铅浸出量的

影响" 结果$水温在 =" k%"" i!冲泡时间为 # k’" \FH 绿茶中铅的浸出率变化不明显!茶水比在 %m’"$U,C%时浸

出率最高!茶粉中铅的浸出率高于叶片完整的商品茶!茶水中浸出的铅含量随冲泡次数的增加而明显降低!不同品

种绿茶中铅在水中的浸出率不同$约在 ’2#g k=g之间%" 在测试的花茶#绿茶#乌龙茶#红茶和黑茶中!黑茶浸出

率较高!约为 %!g" 结论$按照日常饮茶习惯!从茶水中摄入的铅远低于茶叶中的铅含量"

收稿日期!!"%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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