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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食品添加剂的现状及监管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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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近年来, 随着经济发展及生活水平的提高, 食品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广泛关注。而食品安全问题中, 

有关食品添加剂的安全这几年更是颇受关注, 许多是由于添加工业产品而被人们误认为食品添加剂, 我们应

该正确认识食品添加剂。本文分析了当前我国食品添加剂使用中存在的问题, 并对食品添加剂的安全监管提出

相关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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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economy and the improvement of living standards in recent year, food 
safety problems have gotten more and more attention. Especially, the public had paid more attention to the 
safety of the food additives. Most of the food safety problems were due to the addition of industrial products 
which had been mistaken for food additives, thus we should correctly understand what the food additives were. 
Through the relevant food additives laws and regulation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upervi-
sion on China’s food additives, which was discussed based on the safety supervision system for food additives. 
In addition, a series of suggestions had been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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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丹红、三聚氰胺、染色馒头到塑化剂、溴酸

钾、孔雀石绿等屡屡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 许多消费
者对食品添加剂产生了误解, 认为食品添加剂就是
罪魁祸首, 甚至一些人认为只要食品中含有添加剂, 
就会对人体产生危害, 许多人对食品添加剂失去了
最基本的理性认识。我们应该正确认识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体现了食品工业现代水平, 已成为反映
人民生活质量高低及国家发展水平的重要标志。食品

添加剂是现代食品工业的灵魂, 没有食品添加剂就
没有现代食品工业[1]。 

根据 GB 2760-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
加剂使用标准》中规定食品添加剂是为改善食品品质

和色、香、味以及为防腐、保鲜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

加入到食品中的化学合成或者天然物质。营养强化

剂、食品用香料、胶基糖果中基础剂物质、食品工业

用加工助剂也包括在内[2]。食品添加剂改善了食品风

味, 丰富了食品的花色品种, 对于防止食品腐败变质, 
保证食品市场的供应繁荣, 保障食品安全发挥了重
要作用。近几年世界各国家投入大量科技力量, 利用
新方法如生物技术, 研发出种类繁多的食品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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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新品种和相应的检测新方法[3-7]。 
我国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和使用量是有严格

规定的, 要求企业必须按照 GB 2760 中的要求规范
使用食品添加剂。对于 GB 2760 标准中没有列出的
品种, 严禁使用。对于新品种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必须
报省级以上行政部门, 经风险评估安全后才能允许
使用。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 所谓的“苏丹红”、“三
聚氰胺”、“塑化剂”等都属于工业原料, 不属于食品
添加剂的范畴。按照国家标准规定的使用范围和用量

使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都是安全的。食品安全的最大

问题是微生物污染、农药残留和非食用物质的违法滥

用, 虽然在使用过程中, 一些食品添加剂也存在超范
围和超限量使用问题, 但绝不是食品安全的最大隐
患[8-9]。2011 年 4 月, 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严厉
打击食品非法添加行为切实加强食品添剂监管的通

知》, 要求对在食品生产经营中非法添加非食用物质
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李克强总理曾在全国严厉打击

食品非法添加和滥用食品添加剂专项工作电视电话

会议上要求[10]: 以坚决的态度, 过硬的举措, 更大的
力度, 持续深入整治食品非法添加行为, 切实解决影
响食品安全的突出问题。这表现了政府对食品安全问

题的高度重视和加强治理和监管的决心, 同时, 也向
广大公众澄清了一个基本事实: 非食用物质不等于
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按照用途不同, 分成许多种类, 主
要包括酸度调节剂、抗结剂、消泡剂、抗氧化剂、漂

白剂、膨松剂、着色剂、护色剂、酶制剂、增味剂、

营养强化剂、防腐剂、甜味剂、增稠剂、香料等。在

食品中适量使用抗氧化剂可以防止食品的氧化、酸败, 
延长保存期, 节约粮食; 在食品中适量使用甜味剂可
以明显改善食品的口感, 给人愉悦的享受。食品添加
剂的使用是市场消费的需求, 伴随着食品工业的快
速发展, 食品添加剂的开发和生产已经成为现代食
品工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成为食品工业技术进
步和科技创新的重要推动力。 

对于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我们应该理性看待, 打
击非法添加剂, 切不可因噎废食, 完全杜绝使用。合
理使用食品添加剂可以防止食品腐败变质, 保持或
增强食品的营养, 改善或丰富食物的色、香、味等。
在某些不耐储藏的食品中, 不使用防腐剂具有更大
的危险性, 这是因为变质的食物往往会导致食物中
毒。另外, 防腐剂除了能防止食品变质外, 还可以杀

灭许多对人体有害的微生物, 因此应该合理看待食
品添加剂[11-13]。 

由于食品添加剂毕竟不是食物的天然成分, 少
量长期摄入也有可能存在对机体的潜在危害。随着食

品毒理学的发展, 原来认为无害的食品添加剂近年
来发现可能存在慢性毒性和致畸、致突变、致癌的危

害。且由于目前中国食品企业整体素质不高, 一些企
业为了减少成本或者延长食品的货架期, 长期滥用
食品添加剂[14]。主要有以下几方面问题:  

1、超限量、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 
在 GB 2760-2011中, 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原则

有明确的规定, 在达到预期目的的前提下尽可能降
低在食品中的使用量。由于某些中小食品企业整体素

质不高, 为了延长食品保存期, 强化感官特性, 超限
量、超范围的滥用食品添加剂。2011 年北京市食品
安全办通报北京 60种调味面制食品滥用添加剂停售, 
结果发现 60 个不合格样本, 标称产地为河南最多, 
有 53个, 36种来自河南郑州厂家。这些不合格调味
面制品主要问题有 3种: 一是滥用甜蜜素、糖精钠等
甜味剂, 二是超范围使用了本不允许加入的防腐剂
苯甲酸, 三是超量添加了胭脂红等着色剂[15]。食品添

加剂的使用还存在重复使用相同功能的防腐剂现象。

根据 GB 2760附录 A中 A.2规定表 A.1 列出的同一
功能的食品添加剂(相同色泽着色剂、防腐剂、抗氧
化剂)在混合使用时 , 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
比例之和不应超过 1。由于部分企业没有对该标准
正确领悟 , 导致同一功效不同品种的食品添加剂
重复使用。2014年 3月 12日北京市食品药品监督
管理局公布的不合格产品下架信息中, 有三个糕点
不合格原因是: 防腐剂各自用量占其最大使用量的
比例[16]。该产品同时使用山梨酸钾、丙酸钙与脱氢

乙酸钠, 虽然单品种防腐剂没有超出 GB 2760 规定
的限量范围, 但三种防腐剂与限量比例和超过 1, 该
产品也为不合格。 

2、使用未获生产许可资质的食品添加剂 
我国食品添加剂实行生产许可证管理, 生产有

国家标准的食品添加剂, 都必须向技术监督局申请
生产许可证。生产没有国家标准的食品添加剂, 必
须要有企业标准 , 并且在食品安全法实施之前办
理过卫生许可证方可继续生产。少数食品生产加工

企业使用未取得国家认可企业生产的食品添加剂。

长期存放、超过保质期的食品添加剂其功效会大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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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扣, 甚至产生有毒有害物质, 影响添加食品的安全
性; 劣质食品添加剂不仅产品质量不纯, 而且含有汞、
铅等重金属有害物质, 添加到食品中会严重影响食品
的安全[17]。 

3、部分企业未标示原料所用的食品添加剂 
某些食品企业只标示本企业添加的食品添加剂, 

但原料含有的食品添加剂没有标示, 而产品中检测
到的食品添加剂的量超出 GB 2760 的限量要求。企
业可能解释说产品合格, 应该按照 GB 2760 的代入
原则进行判定。但根据 GB 7718-2011《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中规定产品标签中必
须标注配料, 其中配料包括食品添加剂。对于不需要
明示的情况也有明确说明 : 加入量小于食品总量
25％的复合配料中含有的食品添加剂, 若符合 GB 
2760 规定的带入原则且在最终产品中不起工艺作
用的, 不需要标示[18]。在此特别指出, 不需要标示
的食品添加剂是在最终产品中不起工艺作用, 但往
往最终产品所检测的防腐剂或抗氧化剂含量能起到

防腐、抗氧化的作用。在此建议企业标注主要原料

中含有食品添加剂, 既符合标签管理规定, 又能正
确引导消费者。 

4、食品添加剂使用不能溯源 
根据 2011版《食品生产许可证审查通则》要求, 

食品添加剂必须专人负责, 并且有明确的领用记录, 
食品添加剂的存放也需要专柜加锁管理。虽然企业

按照食品生产许可证准入的要求, 在《质量手册》
的制度里边有食品添加剂采购及管理的详细规定。

但部分企业存在管理混乱的情况, 为了减少人员成
本, 简化办事程序, 食品添加剂采购、领用和使用记
录, 形同虚设或者伪造记录, 不能保证食品添加剂的
溯源管理。 

5、部分企业不正当的虚假宣传 
当前由于人们对食品添加剂的错误认识, 认为

只要有食品添加剂的食品都不应该食用, 导致部分
食品生产企业为了迎合这部分消费者的喜好, 故意
标注“本产品不含甜味剂”、“本产品不使用任何添加
剂”字样。例如有些食品本身根据 GB 2760要求, 不
允许使用防腐剂, 但是产品为了扩大宣传, 在标签还
明示了“本产品不含防腐剂”字样。实际上, 为了延长
食品的保存期和改善食品的感官特性, 一些企业很
难做到食品中不使用任何防腐剂与甜味剂等, 上述
标注纯属虚假宣传, 误导大众, 是一种商业欺诈行为, 

违反了食品标签管理规定, 不利于人们对食品添加
剂的正确认识。 

6、消费者不能正确认识食品添加剂 
由于消费者不能正确区分非法添加物与食品添

加剂, 把违法添加工业原料的“三聚氰胺牛奶”事件、
“红心鸭蛋”事件和“腐竹戴白快”等事件, 理解成食品
添加剂事件, 导致人们对食品添加剂产生抵触和恐
慌情绪。近几年来, 一些记者对类似事件的夸大和不
科学报道, 也加剧了食品添加剂的负面影响。 

国际上, 特别是发达国家十分重视食品添加剂
管理, 形成了严格规范的管理制度。美国食品药品管
理局直接参与食品添加剂法规的制定和管理, 立法
的基础工作由相应的协会承担, 只有经过评价和公
布的食品添加剂才能生产和应用, 否则被认为不安
全。含有不安全食品添加剂的食品“不宜食用”, 且禁
止销售。欧盟食品添加剂使用原则是食品中只能含有

欧盟允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和成员国允许使用的香

料, 使用食品添加剂必须符合欧盟的相关规定和一
般卫生法规的要求。欧盟食品添加剂立法采取“混合
体系”。即通过科学评价和协商, 制定出能为全体成
员国接受的食品添加剂法规, 以肯定的形式公布允
许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使用特定条件及在某类食

品中的最高限量等。欧盟在食品标签上对食品添加剂

也实行管理, 对尚未统一立法的食品添加剂, 则由各
成员国根据各自的国家标准进行管理。日本将食品加

工、制造、保存过程中, 以添加、混合、浸润或其他
方式使用的成份定义为食品添加剂。日本将食品添加

剂划定为四种, 即指定添加剂、即存添加剂、天然香
精和一般添加剂。指定添加剂是指对人体健康无害的

合成添剂。必须按一定程序审批后, 才能使用[19]。 我
国食品添加剂使用的品种和用量在 GB 2760 中有明
确的规定, 对 GB 2760未涵盖的食品添加剂品种, 必
须上报省级以上相关卫生部门, 经过评估批准后才
能使用。结合我国食品添加剂在食品企业的使用现状, 
为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和监管提供了以下几点建议:  

1、加强食品添加剂的宣传力度 
食品工业的迅速发展促使食品添加剂行业得到

了空前的发展, 食品添加剂不仅丰富了食品的种类, 
还促进了食品的工业化进程。既然食品添加剂有其存

在的必要, 人们应该客观地看待, 不必恐慌, 避免夸
大负面作用。新闻媒体也应该实事求是, 避免过度渲
染, 整个社会需要一个科学的普及过程, 引导公众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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静思考、客观对待。政府的相关部门也应该加强对食

品添加剂的宣传力度, 使消费者正确地认识食品添
加剂, 在购买时能进行比较分析, 自觉抵制购买劣质
食品, 这样也可以减少一些食品安全问题。 

2、食品生产加工企业采购获得资质的食品添
加剂 

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 采购食品添加剂, 应
当查验供货者的许可证和产品合格证明文件; 不得采
购或者使用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食品添加剂。应当

建立食品添加剂进货查验记录制度, 如实记录食品添
加剂的名称、规格、数量、供货者名称及联系方式、

进货日期等内容。查验食品添加剂生产企业是否具有

资质。企业应该严格按照法律法规要求, 使用获证企
业生产的食品添加剂, 在技术上有必要使用的情况下, 
按照 GB 2760的要求, 合理使用食品添加剂。 

3、关注食品添加剂发布信息, 合理调整食品添
加剂使用 

随着现代技术水平的发展, 发现某些原本无害
的食品添加剂, 经人体长期摄入后, 会导致一些毒害
作用, 甚至致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
育委员会发布公告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品种和使用

量进行调整, 企业应该随时关注相关政策动态, 调整
本企业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如对羟基苯甲酸丙酯对霉

菌、酵母与细菌有广泛的抗菌作用, 曾用于酱油、酱
菜生产中的食品防腐剂, 根据 2011 年卫生部办公厅
《关于〈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1)有关
问题的复函》, 对羟基苯甲酸丙酯已从 GB 2760-2011
除名, 相应食品企业应重新制定相应的规定, 禁止使
用该类物质[20]。溴酸钾过去是一种用作面包烘焙的

添加剂, 能增加面粉的弹性, 在面粉中允许使用, 但
在 1992 年世界卫生组织发表溴酸钾的使用安全审查
报告中, 确认溴酸钾是一种氧化性致癌物。卫生部
2005 年发布在小麦粉中禁用溴酸钾[21], 但目前部分
企业由于标准文本更新不及时, 依然在面粉中使用
溴酸钾。 

4、加强对食品添加剂的管理力度 
对食品添加剂的规范使用和管理是生产监管的

重中之重。对生产经营和非法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单位

(个人)要进行重点监管, 以有效控制因滥用或误用食
品添加剂造成人员中毒或危害人体事件的发生。我国

在 2011年 6月 20日正式实施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
准》, 明文规定 27类在食品中禁止添加的添加剂, 滥

用者将被重罚甚至判刑。只有加大监管检查力度和加

大违规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处罚力度, 才能有效地控
制非法使用食品添加剂。 

5、提高检测技术水平, 完善评价体系 
目前我国的食品添加剂评估和检测相对其他国

家呈现出落后的态势。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食品
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JECFA)和欧盟、美国、日本、
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地区都已经建立了比较系统的食

品添加剂危险性评估方法, 多使用动物毒理学方法
和体外毒理学试验方法进行危害识别。虽然我国在食

品添加剂管理中也已经初步应用了危险性评估技术

体外研究, 但需要在食品添加剂管理实践中逐步完
善。我国食品添加剂的检测标准远远落后于其他国家, 
许多是八九十年代出版的标准。随着现代仪器的发展, 
部分项目已能用比较简单、准确的仪器方法代替比较

繁琐的理化方法, 如砷元素的测定, 原子荧光法是目
前比较通用的方法, 但 GB/T 5009.76-2003《食品添
加剂中砷的测定》[22]推荐方法为比较繁琐的比色法。

面对不断增加的食品添加剂种类及严峻的违法滥用

现状, 现有的检测方法已经不能满足社会的需要。检
测是保证食品安全的最基本手段, 食品安全技术的
应用应该首先体现在检测技术上。研发前处理简单、

稳定可靠的高新检测技术对于保证食品安全和食品

工业的健康发展显得尤为重要。因此, 食品添加剂检
测管理有关部门应积极开展业务学习, 学习国外先
进检测技术和评估体系, 不断提高食品添加剂的监
管能力, 确保人民健康水平不断提高。 

食品添加剂在食品工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

作用, 面对品种繁多的新品种食品添加剂, 国家应进
行科学的评估; 卫生部计划委员会根据食品添加剂
的最新评价结果及时修订和公布使用范围和使用量

或做出禁止使用的决定; 食品添加剂标准抓紧更新, 
缩短与国际标准的差距; 提高食品企业的整体素质, 
按照国家法律规定合理使用食品添加剂; 消费者能
够积极主动学习食品添加剂知识, 理性对待食品添
加剂, 正确区分非法添加物与食品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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