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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标准使用过程中存在问题及探讨 

杨  梅, 罗  斌*, 邹  敏 

(江西省食品检验检测研究院, 南昌  330001) 

摘  要: 食品安全标准是为了保障公众健康, 对食品安全做出的技术规定。在食品安全监督执法中得到广泛

运用, 但在实际工作中, 标准的运用依然存在一些问题。本文介绍了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建设现状, 结合笔

者工作接触发现, 归纳总结了标准体系中食品分类, 标准可操作性、标准更新时效性、检验方法标准与判定标

准配套性等问题与不足, 并提出了若干建议, 以期为进一步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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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safety standards are technical regulations on food safety to protect public health and are widely 

used in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law enforcement. However,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application of 

standards in practical work.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ood safety standard system construction in 

our country, based on the author's working experience, summarized the problems and shortcomings of food 

classification, operability of standard, timeliness of standard update, compatibility of inspection method standard and 

judgment standard in the standard system,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further 

improving the food safety standard system in our coun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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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食品安全标准作为食品生产经营以及监管过程中的

重要依据, 可以从根本上保障食品安全, 随着我国经济的

快速发展, 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意识和需求不断加强, 使

得食品安全标准的作用越发重要, 尤其是近几年, 食品安

全标准在食品日常监管中的应用越来越受到关注, 成为新

形势下食品安全监管的新课题。 

食品安全标准是对食品中经常出现的有毒有害物质

所做的统一规定, 以医学、食品科学等相关技术和食品生

产经营、食品安全监管等实践经验的综合为基础, 经过科

学界、政府、企业、社会等的协商一致, 经政府主管部门

批准, 以规范性文件形式发布并作为食品生产经营者、消

费者和政府共同遵守的准则。自 2009 年《食品安全法》正

式发布和实施以来, 我国开始了对食品国家标准和行业标

准全面清理、修订、整合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 国家卫

生健康委目前已制定发布 1260 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1], 形

成了包括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经营规范标准、检验

方法标准等 4 大类食品安全标准[2], 其中通用标准共 12 项, 

产品标准共 70 项, 特殊膳食食品标准共 9 项, 食品添加剂

质量规格标准共 591 项, 食品营养强化剂质量规格标准共

40 项, 食品相关产品标准共 15 项, 生产经营规范标准共

29 项, 理化检验方法标准共 226 项, 微生物检验方法标准

共 30 项, 毒理学检验方法与规程标准共 26 项, 兽药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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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方法标准共 29 项, 农药残留检测方法标准共 114 项, 

被替代和已废止(待废止)标准共 67 项, 初步构建了符合我

国国情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有效解决了标准体系原先明

显存在的矛盾、交叉、重复和空白等问题[3]。 

依据《食品安全法》, 食品安全标准是强制执行的标

准。除食品安全标准外, 不得制定其他食品强制性标准。

也就是说, 食品安全标准是唯一强制执行的食品标准[4]。

虽然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标准已经相当完善, 但在食品安全

管理运行中仍然存在不少问题, 特别是标准使用不正确的

现象还比较普遍。本文结合日常工作中遇到的标准运用实

际情况, 归纳总结了我国现行食品安全标准体系中不清晰

的食品分类, 标准操作性、标准更新时效性、检验方法标

准与判定标准配套性等问题与不足, 并提出了若干建议, 

以期为国家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的优化完善提供参考。 

2  存在问题 

2.1  食品安全标准中食品分类系统不够完善。 

食品分类是人为增加于食品自然属性之上的为使食品

适应现代人类社会的一种属性, 分类方法并无对错之分, 只

有完善与否、实用与否的区别。我国暂没有专门用于生产监

督等食品专用分类标准[5]。现行有效的具有食品分类功能的

安全标准主要有: 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

加剂使用标准》 [6]中的 “附录 E 食品分类系统 ”、GB 

2761-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中的

“附录 A 食品类别(名称)说明”[7]、GB 2762-2017《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中的“附录 A 食品类别(名称)

说明”[8]、GB 276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农药 大

残留限量》 [9]中的“附录 A 食品类别及测定部位”、GB 

14880-201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中的“附录 D 食品类别(名称)说明”[10]等。以上安全标准都

不具备食品统一分类功能, 都只适用于相应配套的标准, 只

能按照相应标准里的分类执行, 分类层级较低, 使用范围过

窄, 从而产生的问题有: (1) 各标准之间食品分类统一性差, 

造成同一类食品在不同标准里类别归属不尽相同。如芹菜, 

在 GB 2762-2017 中归属为茎类蔬菜, 在 GB 2763-2016 中又

将其归属为叶类蔬菜 ; 炒货食品油炸烘炒豆类 , 在 GB 

2760-2014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要按熟制坚果与籽类(食品分

类号 04.05.02.01)判定, 在 GB 2762-2017 污染物限量要求中

应按豆类制品判定。使用者如果不熟悉各标准的详细食品分

类情况, 容易引起产品合格评定的误判。(2) 单个分类标准

中分类有重叠, 同一食品可能同时归于 2 个食品品种。如豆

浆在 GB 2760-2014 中可划入豆类制品分类项下其他豆制品

(食品分类号 04.04.03), 也可属于饮料类项下植物蛋白饮料

(食品分类号 14.03.02), 两者的分类不同, 可允许使用的食

品添加剂也千差万别, 容易给生产、监管等各层次工作带来

诸多不便, 也不利于食品安全监管。 

2.2  部分标准缺少可操作性 

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

量》[8]关于干制品的污染物限量要求折算脱水率的情况这

样描述“脱水率或浓缩率可通过对食品的分析、生产者提供

的信息以及其他可获得的数据信息等确定。有特别规定的

除外”。检验机构实际运用中会经常碰到, 有些企业或提供

不了脱水率, 或企业提供的脱水率明显不合理, 特别是碰

到临界值判定时不同的脱水率数据可推翻不合格的检验结

论, 个别企业为了使其产品符合标准要求, 逃避处罚, 可

能会提供不真实的脱水率数据。数据依赖企业提供, 检验

机构验证其数据合理性存在困难, 结果的合格评定往往会

让检验机构和监管部门感到被动, 希望脱水率的获取有个

明确的数据来源, 建议标准的制定考虑排除人为主观因素

影响。还如 GB 2762-2017 标准规定水产动物及其制品的甲

基汞限量值是 0.5 mg/kg, 肉食性鱼类及其制品的甲基汞限

量值是 1.0 mg/kg, 不明确哪些品种的鱼类是肉食性的, 通

过查找资料知道鱼类的食性通常有滤食性、草食性、肉食

性、还有杂食性, 杂食性的鱼类同时可食草、可食虫等, 不

知道该界定到哪一类才好。由于标准概念不够明确, 给使

用者造成困惑。 

2.3  部分标准更新时效性较差 

根据社会发展, 一般 4~5 年就需要对标准重新修订以

满足其适用性, 虽然近几年我国加大力度对食品安全标准

进行了重新整合修订, 但仍有相当一部分标准存在标龄过

长的现象[11]。例如, GB 25571-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添加剂活性白土》[12]中砷的测定, 标准中指引到按 GB/T 

5009.76-2003[13]的砷斑法进行测定, 而修订后的标准 GB 

5009.76-2014[14]标准中已删除了砷斑法,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GB 25571-2011 至今都未做及时的更新修订。还有些判

定标准指定其配套的检验方法更新不及时, 特别是农药残

留的检测方法, 现已发布很多高通量食品安全标准方法, 

但是判定标准中指定检验方法还有很多是未采用高通量的

检验方法, 造成检验效率低下。 

2.4  判定标准与检验方法标准配套衔接问题 

GB 2760-2014 作为食品添加剂使用的强制判定标准, 

详细规定了我国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原则、使用品种、使用

范围及 大使用量或残留量, 但是现在还有很大部分食品

添加剂没有配套的检测方法标准来监管, 或者有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检验方法 , 但有的方法适用范围非常有限 , 如

GB 5009.35-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合成着色剂

的测定》[15], 适用范围只包含了饮料、配制酒、硬糖、蜜

饯、淀粉软糖、巧克力豆及着色糖衣制品 7 类产品中的合

成着色剂(不含铝色锭)的测定, 而 GB 2760-2014 允许添加

的产品包含 30 多类产品。又比如 GB 5009.34-2016《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二氧化硫的测定》[16], 标准适用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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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果脯、干菜、米粉类、粉条、砂糖、食用菌和葡萄酒

等食品中总二氧化硫的测定, 但实际操作发现, 此方法并

不适用于食用菌干香菇中二氧化硫的测定。即将实施的安

全标准 GB 2717-20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油》[17]其中

理化指标氨基酸态氮的单位是“g/100 mL”, 而配套引用的

方法是 GB 5009.235-2016[18], 该检测方法对酱油试样的前

处理是称量 “g”而不是吸取 “mL”, 结果表达也只能是

“g/100 g”。虽然这只是标准的小瑕疵, 但也给检验工作者

造成麻烦。归根结底, 标准的适用性研究还有待加强, 部

分标准研究的深度还不够, 与实际操作存在偏差。 

2.5  食品安全标准的宣贯培训不到位 

新制定或修订的标准发布后, 往往是在相关部门的

官网进行公示, 没有得到广泛的宣传, 更缺少对标准的专

业解读和系统培训[19]。由于各层级人员能力知识水平有差

异, 必然会影响到对标准的全面理解甚至误解, 进而影响

到在实践中的应用, 造成一些使用不准确的现象。通过这

2 年多时间食品检验报告审核工作发现, 检验报告因标准

使用不准确导致出错报告的现象还是比较常见的。或因对

食品的分类理解不透彻运用错误, 或因忽略标准的适用范

围胡乱套用, 或因忽视了标准的特殊注解附注说明等等, 

归根结底主要还是因为对标准的理解不透彻造成的。 

3  讨论与建议 

食品安全标准是检验检测机构开展检测活动的“法规

依据”, 检验检测机构所有检测活动都是围绕标准而配置和

开展。虽然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已经相当完善, 但实际应

用过程中发现还存在很多急需解决的问题。以上列举的只是

在日常工作中遇到的食品安全标准使用过程中会遇到困惑

的一小部分。针对上述列举出来的问题, 提出如下建议。 

3.1  统一食品分类框架体系 

从现有的食品安全标准的分类体系来看, 食品分类

存在既重复又冲突的现象, 不利于食品安全的监管。为了

更方便食品安全的监管, 每一类食品应该是有且仅有一个

分类与之对应, 不应引起任何疑义, 有特殊说明的可随后

备注说明, 不会引起歧义。因此, 希望能够出台“食品统一

分类标准”, 使之成为所有食品标准中食品类别划分的通

用标准。有了统一的参考标准, 才可能减少不同分类体系

的差异性, 避免相互冲突, 更好地解决食品检验项目的统

一判定问题。 

3.2  加大对食品安全标准的研究力度, 提高标准的

实际可操作适用性 

食品安全标准作为 严谨的标准, 其制修订过程中

务必要加强标准的研究深度和广度, 首先要通过广泛的意

见征集及多方验证, 保证标准的实用性和科学性。其次食

品安全标准基础研究须根据技术机构的实际工作, 采用卫

生经济学手段优化成本效益, 以高校、科研单位、检测机

构、监管机构作为风险评估与标准修订的主体, 避免脱  

节[20]。其次还应当增强食品安全标准的时效性, 保持更新

率, 鼓励生产、检验技术人员从实际工作中发现问题, 不

断审查现有标准是否已落后过时, 是否出现交叉或矛盾, 

是否与现有工业水平和公众需求相匹配, 采纳合理化建议, 

及时进行标准优化修订, 解决食品安全重要标准不足和标

准不配套等问题, 提高标准的科学性, 真正做到食品安全

标准为食品安全提供重要保障。 

3.3  加强对食品安全标准的培训宣贯力度 

食品安全标准作为食品安全管理的主要技术依据 , 

有着相当高的技术含量, 加强宣贯和培训, 有助于推广标

准的实际使用, 提高标准使用的准确性［21］。培训是有效解

决食品安全标准知识知晓率的直接方式, 为了做好标准解

疑释惑和宣传培训, 相关部门可以通过形式多样的培训宣

传活动组织监管人员、检验人员、食品生产企业工作者等

进行食品安全标准的培训与宣贯, 同时广泛收集各机构反

馈的标准制定及使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疑问, 及时给予专

业解答, 必要时在专业平台上公开发布, 让相关人员都能

学习积累。食品安全标准发布后, 也应及时进行专业培训, 

让标准使用者可以更好地掌握标准的要求, 提高食品生

产、采样、受理、检测、监管等环节使用标准的正确率, 尽

量减少或避免因标准使用不正确而导致的质量事故。 

4  结  语 

食品安全标准是具有法律属性的技术性规范, 是公

众健康的重要保障, 是食品生产经营者的基本遵循, 是监

管部门的执法依据。这些都赋予了食品安全标准本身应具

有较强的专业技术性和科学严谨性, 我们应积极解决现有

标准中存在的问题, 不断完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建设, 为

保障公众食品安全和健康发挥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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