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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我国现行食用植物油标准进行了梳理，同时参考国际食品法典食用油脂标准，对食用植物油重点指标

进行了对比分析，从而提出我国现行植物油标准存在的问题，对我国食用植物油安全标准的构建进行了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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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根据我国《食品安全法》 ［１］第二十二条的规定，
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应当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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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的行业标准中强制执行的标准予以整合，统一

公布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截止目前已经公布乳

品、真菌毒素、农兽药残留、食品添加剂使用、预包

装食品标签和营养标签等 ３０３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覆盖了 ６ ０００ 余项食品安全指标［２］。
目前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原卫生部）

正在对我国食品标准开展清理工作［３］，本文从制定

食用植物油安全标准的角度出发，对我国食用植物

油标准现状进行分析，结合国际食品法典食用油脂

标准情况，对比分析国际和我国食用植物油重点指

标，探讨我国食用植物油安全标准的构建。

１　 资料与方法

１ １　 资料来源

以我国现行食用植物油国家卫生标准和国家

质量标准，ＧＢ ２７６２—２０１２《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中污染物限量》 ［４］、ＧＢ ２７６１—２０１１《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５］ 以及国际食品法典

（ＣＡＣ）食用植物油产品标准［６ － ９］为研究对象。
１ ２　 研究方法

本研究采用比较分析法，根据可比原则将性质

相同的指标进行对比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 １　 食用植物油标准现状

２ １ １　 ＣＡＣ 食用油脂标准

ＣＡＣ 制定了 Ｃｏｄｅｘ Ｓｔａｎ １９—１９８１《食用油脂通

用标准》 ［６］、Ｃｏｄｅｘ Ｓｔａｎ ３３—１９８１《橄榄油和橄榄果

渣油》 ［７］、Ｃｏｄｅｘ Ｓｔａｎ ２１０—１９９９《特种植物油》 ［８］ 和

Ｃｏｄｅｘ Ｓｔａｎ ２１１—１９９９《特种动物油脂》 ［９］ ４ 个食用

油脂标准。 ＣＡＣ 油脂标准兼具安全和质量要求，涉
及污染物、酸价、过氧化值等安全指标，与我国标准

食用植物油的安全指标具有可比性。
２ １ ２　 我国食用植物油标准现状

每种食品都有质量要求和卫生要求，即食品质

量标准和食品卫生标准，食用植物油也不例外。 食

品卫生标准是政府管理部门评价食品产品卫生质

量及其生产经营行为是否符合《食品卫生法》的重

要依据，该类标准主要是关于食品安全卫生的操作

规范及相关指标，如农残、重金属限量等。 食品质

量标准则是衡量食品营养价值的高低、食品风味的

优劣的科学规定［１０］。 如食用植物油的透明度、折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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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数、相对密度等体现产品质量的指标。
表 １ 中列出了我国现行食用植物油国家标准，

共计 ２４ 项。 其中国家卫生标准 ３ 项，国家质量标准

２１ 项。 由于食用油市场掺假、以次充好现象时有发

生，我国 ２００４ 年为规范食用植物油市场，公布了一

批食用植物油的强制性国家质量标准，所以现行标

准中不但有强制性的国家卫生标准，还有强制性的

国家质量标准。 今后随着食用植物油的安全标准

出台，这些强制性质量标准中的安全要求将被整合

到安全标准中，质量要求部分将转为推荐性标准。
２ ２　 植物油污染物、真菌毒素指标的比对

我国现行的食用植物油质量标准中的污染物

指标或直接引用或参照 ＧＢ ２７１６—２００５《食用植物

油卫生标准》 ［１１］ 中的污染物限量规定，所以本文

重点列出了 ＧＢ ２７１６ 中的污染物限量及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污染物限量和真菌毒素限量标准中的相

关指标情况，并与 Ｃｏｄｅｘ Ｓｔａｎ １９３—１９９５ 《国际食

品法典 食品及饲料中污染物和毒素通用标准》 ［１２］

中的指标对比，探讨我国今后食用植物油安全标

准中该类指标的设置。
从表 ２ 可见，我国污染物及真菌毒素的基础标准

已涵盖了食用植物油的污染物、真菌毒素限量要求，并
且我国植物油中污染物限量指标要多于 ＣＡＣ 标准。

表 １　 我国现行的食用植物油相关标准

Ｔａｂｌｅ １　 Ｃｕｒｒｅｎｔ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ｏｆ ｅｄｉｂｌｅ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ｏｉｌ ｉｎ Ｃｈｉｎａ
标准类别 标准名称

国家卫生标准

强制性国家质量标准

推荐性国家质量标准

ＧＢ ２７１６—２００５ 食用植物油卫生标准

ＧＢ ７１０２ １—２００３ 食用植物油煎炸过程中
的卫生标准

ＧＢ ８９５５—１９８８ 食用植物油厂卫生规范

ＧＢ １５３４—２００３ 花生油

ＧＢ １５３５—２００３ 大豆油

ＧＢ １５３６—２００４ 菜籽油

ＧＢ １５３７—２００３ 棉籽油

ＧＢ １０４６４—２００３ 葵花籽油

ＧＢ １１７６５—２００３ 油茶籽油

ＧＢ １９１１１—２００３ 玉米油

ＧＢ １９１１２—２００３ 米糠油

ＧＢ １５６８０—２００９ 棕榈油

ＧＢ ８２３３—２００８ 芝麻油

ＧＢ ２３３４７—２００９ 橄榄油、油橄榄果渣油

ＧＢ ／ Ｔ １８００９—１９９９ 棕榈仁油

ＧＢ ／ Ｔ ８２３４—２００９ 葵麻籽油

ＧＢ ／ Ｔ ８２３５—２００８ 亚麻籽油

ＧＢ／ Ｔ ２１１２３—２００ 营养强化维生素 Ａ 食用油

ＧＢ ／ Ｔ ２２３２７—２００８ 核桃油

ＧＢ ／ Ｔ ２２４６５—２００８ 红花籽油

ＧＢ ／ Ｔ ２２４７８—２００８ 葡萄籽油

ＧＢ ／ Ｔ ２２４７９—２００８ 花椒籽油

ＧＢ ／ Ｔ １７７５６—１９９９ 色拉油通用技术条件

ＧＢ／ Ｔ ２４５６９—２００９ 地理标志产品常山山茶油

表 ２　 我国食用植物油中污染物指标与 ＣＡＣ 相应指标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２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ｃｏｎｔａｍｉｎａｎｔ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ｄｉｂｌｅ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ｏｉ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ｗｉｔｈ ｔｈａｔ ｉｎ ＣＡＣ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项目 铅 ／ （ｍｇ ／ ｋｇ） 砷 ／ （ｍｇ ／ ｋｇ） 苯并（ａ）芘 ／ （μｇ ／ ｋｇ） 黄曲霉毒素 Ｂ１ ／ （μｇ ／ ｋｇ）

ＣＡＣ ０ １ ０ １ — —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ＧＢ ２７６２—２０１２） ０ １ ０ １ １０ —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ＧＢ ２７６１—２０１１） — — — 花生油、玉米胚油≤２０

其他油≤１０
食用植物油卫生标准（ＧＢ ２７１６—２００５） ０ １ ０ １ １０ 花生油、玉米胚油≤２０

其他油≤１０
注：—为标准中未对此项作出规定

２ ３　 酸价等与安全有关的指标比对

本文将我国现行标准中与食用植物油安全相

关的质量指标进行了梳理，如酸价（酸值）、过氧化

值，同时与 ＣＡＣ 相应指标进行对比分析，试图为食

用植物油安全标准指标的设置提供参考。
２ ３ １　 酸价

酸价是油脂品质好坏的重要标志之一，除个别油

种由于油料中游离脂肪酸含量较高而导致的酸价较高

外，其他油脂的酸价过高则说明发生了氧化酸败［１３］。
ＧＢ ２７１６ 中酸价指标未根据不同油料特性设置

不同的限量，但增加了“如具体产品的强制性国家

标准中已作规定，按已规定的指标执行”的脚注。
现行棕榈油、橄榄油的强制性国家质量标准结合油

脂特点，设置了与卫生标准不同的酸价值。

我国卫生标准要求植物原油的酸价≤４ ｍｇ
ＫＯＨ ／ ｇ，成品油的酸价≤３ ｍｇ ＫＯＨ ／ ｇ。 食用植物油

质量标准在此基础上根据油品等级，对不同级别成

品油的酸价做了进一步分级，并对特殊油种单独给

出了各自的酸价要求，如棕榈油、橄榄油。 ＣＡＣ 标

准则未规定橄榄油酸价指标，而是单独列出了棕榈

油的酸价指标，其指标区别于其他油种：棕榈油原

油酸价≤１０ ０ ｍｇ ＫＯＨ ／ ｇ，其他植物油原油酸价≤
４ ０ ｍｇ ＫＯＨ ／ ｇ；冷压榨植物油酸价≤４ ０ ｍｇ ＫＯＨ ／ ｇ，
精炼植物油酸价≤０ ６ ｍｇ ＫＯＨ ／ ｇ。

因此，在制定我国食用植物油安全标准时，也
应充分考虑不同油脂的特性，参考我国现行的质量

标准及国际标准，对特殊油种制定有针对性的酸价

指标，以真正起到指示油脂酸败程度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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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３ ２　 过氧化值

目前 ＣＡＣ 植物油标准、我国食用植物油卫生标

准、我国食用植物油质量标准中过氧化值指标的单

位都不同，分别是毫克当量每千克（ｍｅｑ ／ ｋｇ）、克每

一百克（ｇ ／ １００ ｇ）、毫摩尔每千克（ｍｍｏｌ ／ ｋｇ）。 这主

要是由于不同时期制定的标准，过氧化值所采用的

单位不同，标准中存在新旧单位交替和并存的现

象。 根据刘传龙等［１４］的研究，将三类标准中的过氧

化值单位统一为 ｇ ／ １００ ｇ，对比情况见表 ３。

表 ３　 我国及 ＣＡＣ 食用植物油中过氧化值指标情况（ｇ ／ １００ ｇ）
Ｔａｂｌｅ ３　 Ｔｈｅ ｐｅｒｏｘｉｄｅ ｖａｌｕｅ ｉｎ ｔｈｅ ｅｄｉｂｌｅ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ｏｉｌ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ｉｎ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ｄ ＣＡＣ

类别 ＧＢ ２７１６—２００５ 产品质量标准 ＣＡＣ

植物原油

食用植物油

棕榈油原油

初榨橄榄油

核桃油

其他植物原油

棕榈油

棕榈仁油

橄榄油、橄榄果渣油

其他食用植物油

０ ２５ — ０ １９
０ ２５ ０ ２５ ０ ２５
０ ２５ ０ ２５ ０ １９
０ ２５ ０ １９ ０ １９
０ ２５ ０ １３ 冷压榨油≤０ １９；精炼油≤０ １３
０ ２５ ０ ２５ 冷压榨油≤０ １９；精炼油≤０ １３
０ ２５ ０ ０６ 橄榄油、橄榄果渣油≤０ １９；精炼橄榄油、精炼橄榄果渣油≤０ ０６
０ ２５ ０ １３ ～ ０ １９ 冷压榨油≤０ １９；精炼油≤０ １３

　 　 ＣＡＣ 标准中除初榨橄榄油过氧化值为 ０ ２５ ｇ ／
１００ ｇ 外，其他植物原油、冷压榨油、精炼油的过氧化

值要求均≤０ １９ ｇ ／ １００ ｇ。 我国食用植物油质量标

准近似 ＣＡＣ 要求，仅个别小油种有所差别，同时多

了分级的要求。 但我国卫生标准的过氧化值指标

则要宽松一些，这与该标准年代较久有关。 随着进

口设备和先进生产工艺普遍运用，我国食用植物油

整体卫生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在近几年制修订的

食用植物油产品标准中，均制定了比食用植物油卫

生标准严格的过氧化值限值指标。
通过过氧化值指标的对比，更加凸显了我国现

行植物油标准之间的冲突矛盾问题。 尽管 ＧＢ ２７１６
中过氧化值指标部分有“如具体产品的强制性国家

标准中已作规定，按已规定的指标执行”的脚注，但
卫生标准中过氧化值与质量标准的差别，不单单是

个别油种特殊性造成的，而是整体上卫生标准对食

用植物油过氧化值的要求都低于国家食品质量标

准。 标准的不一致性，导致了市场的不规范，造成

执法机构及企业不知该如何执行标准的问题。 应

尽早对现行食用植物油标准中与安全相关的指标

进行梳理统一，在科学分析和研究的基础上，制定

出适合我国的食用植物油安全指标。
２ ３ ３　 溶剂残留量

我国食用植物油浸提溶剂常用 ６ 号溶剂，是一

种混合溶剂，其主要组成为正己烷和环己烷，另外

还有少量的戊烷和庚烷及微量的芳烃，如质量不

纯，则可能含有苯和多环芳烃等有毒化合物。 目前

该溶剂的质量是通过 ＧＢ １６６２９—２００８《植物油抽提

溶剂》 ［１５］进行控制，其中规定苯含量≤０ １％ ；而在

食品中则通过设置溶剂残留量指标进行控制。 我

国现行食用植物油标准中一般要求原油的浸出油

溶剂残留量≤１００ ｍｇ ／ ｋｇ，成品油≤５０ ｍｇ ／ ｋｇ；压榨

油则不得检出（ ＜ １０ ｍｇ ／ ｋｇ）。
食用油脂提取溶剂应属于加工助剂，因此 ＣＡＣ

对其残留限定，是从加工助剂角度进行管理，ＣＡＣ
的加工助剂列表［１６］ 中规定作为萃取溶剂的正己烷

残留量必须 ＜ ０ １ ｍｇ ／ ｋｇ。 我国由于受工艺水平及

加工成本的限制，还无法全部使用单一有机溶剂作

为提取溶剂，因此还做不到如此低的控制水平。
鉴于溶剂残留可能含有芳烃类物质，对人体有

损害的危险；且农村地区加工工艺落后，可能对提

取溶剂的去除工艺不高；不法者也有可能直接销售

植物原油供消费者食用，以上都是潜在的安全隐

患。 在我国加工助剂残留方面标准对此作出限量

要求前，应保留食用植物油产品标准中的溶剂残留

量指标，待工艺成熟时逐步过渡到加工助剂的管理

方式，将溶剂残留量控制在尽可能低的水平。
２ ３ ４　 棉籽油中的游离棉酚

除 ＧＢ ２７１６（棉籽油中游离棉酚≤０ ０２％ ）外，
仅两个农业行业标准（ＮＹ ５３０６—２００５《无公害食品

食用植物油》 ［１７］ 和 ＮＹ ／ Ｔ ７５１—２００７《绿色食品 食

用植物油》 ［１８］）制定了棉籽油中游离棉酚的限量指

标（≤０ ０１％ ），该指标严于卫生标准。 可能由于此

油种国际贸易量不高，ＣＡＣ 油脂标准中未设置棉籽

油中游离棉酚的限量指标。
鉴于我国行业标准中游离棉酚已设置 ０ ０１％

的限量要求，建议在调研市售棉籽油中棉酚含量情

况的基础上，考虑调整该指标。

３　 讨论

通过梳理，可见现行食用植物油的卫生标准及

质量标准的指标存在一定的交叉、重复和矛盾的现

象，从而造成在实际操作中按某标准监督检查合格

的产品，按另一套标准就有可能不合格的问题。 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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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目前食用植物油标准体系存在的主要问题提出

几点食用植物油安全标准构建的建议。
３ １　 食用植物油安全标准的设想

新颁布实施的《食品安全法》提出了食品安全标

准的概念，并将食品安全标准作为食品领域唯一强制

执行的标准体系。 这对依据原《食品卫生法》制定的

食品卫生标准提出了新的要求，要求不仅仅着眼于确

保食品卫生，还要确保食品的安全性。 因此在修订食

用植物油的卫生标准时，应注重在风险评估的基础

上，尽可能涵盖所有与食用植物油有关的安全要求。
我国现行食用植物油卫生标准主要是 ＧＢ

２７１６—２００５《食用植物油卫生标准》、ＧＢ ７１０２ １—
２００３《食用植物油煎炸过程中的卫生标准》 ［１９］和 ＧＢ
８９５５—１９８８《食用植物油厂卫生规范》 ［２０］。 鉴于食

用植物油煎炸过程中的卫生标准实质是对煎炸过程

中油品质监控的标准，应归属于餐饮业操作规范类标

准中予以考虑。 因此建议食用植物油安全标准主要

由食用植物油标准及食用植物油厂生产规范标准两

部分组成，即从终产品安全指标及生产过程管理两个

角度同时对食用植物油安全作出管理要求。
此外，建议在制定食用植物油安全标准的同

时，注重相配套的质量标准的进一步完善。 我国食

用植物油的安全标准应尽可能的通用，归类制定是

国际上的标准发展趋势［２１］，可确保所有类别的食用

植物油都有安全标准可依；而质量标准则应该尽可

能的具体，这样对不同类别食用植物油的质量控制

才有针对性。 可以说，安全标准应是确保该类食品

的食用安全性，而质量标准是要确保该类食品的食

品属性以及其质量品质，例如现行的各类食用植物

油质量标准中都规定了该类油种的特征指标，是鉴

别食用植物油是否掺假的重要指标。
３ ２　 具体指标的完善

通过对比我国现行食用植物油各类标准指标以及

ＣＡＣ 相关指标情况，可见现行的卫生标准中相应指标

的设置都已不符合现在食用植物油产业的发展，建议

在修订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时参考国内外标准情况进

行相应的调整。 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酸价等指标应

考虑不同油种导致的差别；二是，目前市场上食用植物

油的过氧化值和游离棉酚指标都已降低，相应指标应

适当从严，以真正起到规范企业生产的作用。
３ ３　 污染物等横向指标的设置方式

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基础标准体系已逐

渐建立起来，因此建议污染物、农兽残、食品添加剂

和营养强化剂等指标要求应直接引用相应的基础

标准，如 ＧＢ ２７１６ 对农残、添加剂等指标的处理方

式，以确保新标准指标设置更加科学合理。

从国际上看，１９９９ 年以后制定的 ＣＡＣ 产品标

准，也已不再单独列出污染物指标，而是直接引用

Ｃｏｄｅｘ Ｓｔａｎ １９３—１９９５《国际食品法典 食品及饲料

中污染物和毒素通用标准》。 这主要为避免污染物

风险评估局限于某一类食品，同时也可避免通用标

准变动带来的标准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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