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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欧密胺餐厨具 RASFF通报问题分析 

及检验监管建议 

商贵芹*, 刘君锋, 汤礼军, 周志荣 

(常州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常州 213022) 

摘  要: 分析了我国输欧密胺餐厨具频遭欧盟食品与饲料快速预警系统(RASFF)的通报情况、通报原因。结合

密胺餐厨具甲醛和三聚氰胺迁移量与使用条件和生产工艺之间关系的研究结论, 建议生产企业提高产品质量

的同时, 应加强产品标识或使用说明书意识、监管部门根据产品特性有的放矢做好全面有效的监管, 积极应对

欧盟(EU)284/2011 法规, 有效降低欧盟 RASFF 通报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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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 analysis and inspect suggestion of EU RASFF notifications on  
melamine kitchenware exported to EU 

SHANG Gui-Qin*, LIU Jun-Feng, TANG Li-Jun, ZHOU Zhi-Rong 

(Changzhou Entry-Exit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Bureau, Changzhou 213022, China) 

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reasons of EU RASFF notifications on melamine kitchenware that 

exported to EU. Combining the research on the relationship of formaldehyde and melamine migration of 

melamine kitchenware’s and its application conditions and production process, production enterprises should 

improve product quality and strengthen awareness of product identification or manual, and regulatory 

authorities should make a comprehensive and effective supervision. Some advices are given on how to deal 

with the EU Commission regulation (EU) No 284/2011 and effectively reduce the alert frequenc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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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密胺餐厨具是我国输欧食品接触材料的大类 , 

同时也是频遭欧盟 RASFF 通报的高风险产品。2011

年 3 月欧盟出台(EU)284/2011[1]特别法规, 要求源产

自或发运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的每批密胺餐厨具

应提供甲醛迁移量符合法规 2002/72/EC[2](其替代法

规(EU) No 10/2011[3])的实验室检测报告, 同时主管

机关会对货物进行识别和物理检查, 并对 10%的货

物进行实验室检测。尽管质检总局先后发布了国质检

函〔2011〕299 号《关于做好应对欧盟塑料制食品接

触材料新法规工作的通知》和《关于欧盟(EU)2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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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法规指南性文件的通告》的风险警示通告要求

企业积极应对, 并加强了对输欧密胺餐厨具甲醛迁

移量的检验监管力度。但自特别法规 2011 年 7 月 1

日实施以来, 通报批次仍直线攀升。本文深入分析了

我国输欧密胺餐厨具欧盟 RASFF 的通报情况和通报

原因。阐述了密胺餐厨具甲醛和三聚氰胺迁移量与使

用条件、生产工艺关系研究相关的结论。结合二者, 

给出了做好密胺餐厨具检验监管工作, 有效应对欧

盟特别法规的方法和建议。 

2  输欧密胺餐厨具 RASFF 通报情况 

2008 年~2012 年欧盟 RASFF 对我国(含中国香港)

输欧密胺餐厨具的通报批次见图 1。由图 1 数据可知, 

2008 年~2010 年连续三年通报批次均在 20 批次以  

上[4], 2011 和 2012 年则分别高达 56 和 55 批次, 占我

国输欧食品接触材料通报总批次的 20%以上。特别是

2011 年 7 月 1 日特别法规实施以后, 下半年通报 43

批, 比上半年 13 批次上涨 230%, 2012 年通报批次仍

居高不下。由此说明特别法规的实施极大的提升了密

胺餐厨具的通报批次, 严重影响和制约了我国输欧

密胺餐厨具的出口。 

 

图 1  2008 年~2011 年我国输欧密胺餐厨具 RASFF 

通报情况 

Fig. 1  The RASFF notifications of melamine  
kitchenware from 2008 to 2011 

 
为此, 我们详细分析了 2011 年和 2012 年 FASFF

通报我国密胺餐厨具的不合格情况, 两年造成不合

格通报的原因和比例基本相同, 2011 年的具体情况

见图 2。 

由图 2 数据可知, 甲醛迁移量超标是困扰我国输

欧密胺餐厨具出口的主要因素, 其次是总迁移量超

标。此外, 三聚氰胺迁移量超标首次成为欧盟 RASFF

通报的新不合格项。 

 
 
图 2  2011 年欧盟 RASFF 通报我国密胺餐具不合格项目 

Fig. 2  The unqualified projects of melamine kitchenware 
Exported to the EU in EU RASFF notifications in 2011 

 

3  密胺餐厨具甲醛和三聚氰胺迁移量与使

用条件、生产工艺的关系 

为更好地应对欧盟(EU)284/2011 法规, 分析密

胺餐厨具甲醛和三聚氰胺迁移量超标的原因, 我们

深入调研了密胺餐厨的原料和加工工艺。根据欧盟

2010/ 10/EU、(EU)284/2011 及其指南性文件的要求, 

采 用 GB/T 23296.1[5] 、 GB/T23296.15[6] 和 GB/ 

T23296.26[7]标准测定了多种工艺生产的不同密胺餐

厨具在不同模拟物中、不同使用条件(不同接触时间、

温度及微波条件、重复使用条件)下甲醛和三聚氰胺

的迁移量, 研究和分析了密胺餐厨具甲醛和三聚氰

胺迁移量与使用条件、生产工艺的关系。 

3.1  密胺餐厨具甲醛和三聚氰胺在不同食品模

拟物中的迁移规律 

通过分析密胺餐厨具在不同食品模拟物中, 相

同迁移试验检测条件(即相同的模拟浸泡时间和温度)

下甲醛和三聚氰胺的迁移量研究数据[8]得出: 不同食

品模拟物中, 相同的迁移实验条件下, 酸性食品模拟

物中迁移量最大, 不同食品模拟物中迁移量的一般

顺序为酸性食品模拟物(4%乙酸略大于 3%乙酸)＞弱

碱性食品模拟物＞大于含酒精类食品模拟物＞乳制

品食品模拟物＞油性食品模拟物。因此, 酸性食品模

拟物中甲醛和三聚氰胺迁移量是风险最高的。在检验

把关时, 仅需测试酸性食品模拟物中甲醛和三聚氰

胺的迁移量即可。 

3.2  密胺餐厨具甲醛和三聚氰胺在不同使用条

件下的迁移规律 

3.2.1  不同接触温度和时间下的迁移规律 

分析密胺餐厨具在相同食品模拟物中, 不同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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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试验检测条件下甲醛和三聚氰胺的迁移量研究数

据得: 不同接触时间和温度下, 甲醛和三聚氰胺迁移

量随接触温度的升高和接触时间的延长而增加。低温

时增加缓慢 , 但温度大于 60 ℃后 , 二者均急速增

加。如迁移量 40 ℃, 24 h≤70 ℃, 0.5 h; 40 ℃, 240 h

≤70 ℃, 2 h≈100 ℃, 0.5 h; 70 ℃, 24 h≤100 ℃, 4 

h; 这意味着, 密胺仿瓷餐具中甲醛和三聚氰胺在低

温下释放迁移量较小, 高温下较大, 即该类餐具不适

合在高温下使用[10]。 

根据欧盟发布的关于(EU)284/2011 法规测试方

法和迁移试验条件选择指南文件要求, 杯类产品检

测条件为 100 ℃, 0.5 h 再 70 ℃, 2 h; 碗及容量更大

的餐具检测条件为 100 ℃, 0.5 h 再 70 ℃, 24 h。但根

据法规 2002/72/EC 要求, 测试条件为 70 ℃, 2 h。为

说明试验条件变化给产品合格判定带来的影响, 我

们试验研究了密胺餐具在 3%(W/V)乙酸食品模拟物

中, 不同法规规定的试验条件下甲醛和三聚氰胺的

迁移量, 具体比较见图 3。 

由图 3 数据可知, 在(EU)284/2011 技术指南[8,9]

规定的 100 ℃, 0.5 h 再 70 ℃, 24 h 条件下, 甲醛和三

聚氰胺迁移量均增加至少 8 倍, 甲醛迁移量严重超出

了 2010/10/EU 法规中甲醛(SML)15 mg/kg 的限量, 三

聚氰胺迁移量也严重超过了 EU No. 1282/2011 新法

规中三聚氰胺(SML)2.5 mg/kg 的限量要求。由此 

 
 

图 3  密胺餐具在 3%(W/V)乙酸食品模拟物中不同试验条件下甲醛和三聚氰胺的迁移量比较 

Fig. 3  Comparision of formaldehyde and melamine migration of melamine kitchenware’s under different test comditions in 3% 
(W/V) Acetic acid in food simulants 

a. 密胺餐具在 3% (W/V)乙酸食品模拟物中不同试验条件下的甲醛迁移量; b. 密胺餐具在 3% (W/V)乙酸食品模拟物中 

不同试验条件下的三聚氰胺迁移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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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 (EU)284/2011 和技术指南的实施, 极大地增加

了密胺餐具的不合格风险。 

3.2.2  重复使用条件下的迁移规律 

为考察密胺餐厨具甲醛和三聚氰胺迁移量随使

用次数的变化。实验研究了同一密胺餐厨具样品[10], 

每次使用新鲜的食品模拟物多次进行迁移浸泡提取

时的甲醛和三聚氰胺迁移量。研究数据表明, 重复模

拟浸泡提取时, 多数密胺餐具甲醛和三聚氰胺迁移

量随浸泡次数的增加而减少, 但当多次提取使其表

面罩光层磨损或龟裂后, 内层甲醛和三聚氰胺得以

释放, 其迁移量又急剧增加, 甚至超过初次模拟浸泡

的迁移量。 

3.2.3  微波使用条件下的迁移规律 

实验研究表明 [10], 微波使用条件下, 密胺餐厨

具短时间内就会释放较多量的甲醛和三聚氰胺, 微

波 5 min 条件下甲醛和三聚氰胺迁移量与 70 ℃, 2 h

条件下的迁移量相当。此外, 试验发现密胺餐具在微

波里使用时间超过 5 min 时, 餐具本身会发黄, 超过

7 min 表面就会龟裂和变形[10]。 

4  输欧密胺餐厨具频遭 RASFF 通报的原

因分析 

4.1  (EU)284/2011 法规及技术指南的实施 

(EU)284/2011[1]特别法规, 不仅要求对源产自或

发运自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的每批密胺餐厨具应提

供甲醛迁移量符合法规 2002/72/EC[2](其替代法规

(EU) No 10/2011[3])的实验室检测报告, 同时将抽检

比率提升到 10%, 抽检批次大幅增加导致了不合格

通报批次的骤升。 

目前, 我国输欧密胺餐厨具基本上都没有明确

的标识或说明书说明产品的用途和使用条件。因此, 

欧盟实验室检测使用的都是 100 ℃, 0.5 h 再 70 ℃, 

24 h 的最严格条件。据 2.2 研究结论, 可以看出该

《(EU)284/2011 法规执行条件》指南文件[9,10]的实施

极大地增加了密胺餐厨具甲醛和三聚氰胺迁移量的

不合格率。 

4.2  EU No.1282/2011 法规的实施 

2011 年 11 月欧盟发布法规 EU No.1282/2011[11] 

(修订 EU No.10/2011)将三聚氰胺迁移限量(SML )由

30 mg/kg 修订为 2.5 mg/kg, 限量要求严格了 11 倍。

限量的大幅降低和上述检测条件的加严, 使三聚氰

胺迁移量超标成为欧盟 RASFF 发出不合格通报新生

主力军。  

4.3  法规和标准要求的差异 

我国密胺餐具国标 GB9690-2009[12]与欧盟 1935/ 

2004/EC[13]、EU No.10/2011 和(EU)284/2011 法规技

术指南对密胺餐具要求存在两大差异[14], 一是检测

条件的差异, 我国国标规定甲醛和三聚氰胺迁移的

检测条件是 4%(V/V)乙酸模拟物, 60 ℃, 2 h, 欧盟法

规中规定的常规条件是 70 ℃, 2 h, (EU)284/2011 法

规技术指南的特殊要求见 4.1 阐述; 二是对标签的要

求和实施不同, 尽管我国国标和欧盟法规中都规定

产品上需标明使用条件, 欧盟需要根据标签标识的

使用条件选择相应的检测条件实施检测和判定, 而

我国不需要。然而实验研究发现, 密胺餐具是一类温

度和时间敏感性的塑料餐具, 特别是温度对甲醛和

三聚氰胺的迁移量在高温时起到了主导性的作用[4]。

从而导致了一些密胺餐具能符合我国国标的要求 , 

却不符合欧盟法规的要求。另外, 标签标识无有效的

制约监督途径, 导致了多数生产企业标签意识淡薄。 

4.4  检验监管存在一定的漏洞 

密胺餐厨具出口时, 一批货物一般都会有同原

料加工的多种器形和大小的产品。据了解, 多数监管

人员并不了解该类产品质量波动的特殊性[15]。一般

仅考虑到产品为同原料产品, 为减轻企业负担, 检验

监管人员一般抽取个别器形或大小的产品进行抽样

检测把关。 

但研究结论表明[10], 同原料加工的不同器形的

同一批密胺餐厨具, 其甲醛迁移量差异较大, 随机抽

取代表性样品的抽样监管方式留下了质量把关隐患, 

这就导致了国内检测合格, 欧盟实验室抽查却不合

格的情况。RASFF 通报调查显示, 这种情况往往是由

欧盟 RASFF 通报的产品与国内检测的产品是同一批

货物中不同款所造成的, 即国内检测的是密胺盘, 欧

盟抽检通报的是密胺勺或碗。 

5  应对措施和检验监管建议 

5.1  生产企业提高产品质量的同时应加强产品

标识或使用说明书意识 

针对欧盟 EU No.1282/2011、EU)284/2011 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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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技术指南的高标准、严要求, 建议输欧密胺餐厨具

生产企业优选原料、改进工艺提升产品质量的同时, 

更应制定良好的产品用途标识或产品使用说明书。在

降低欧盟 RASFF 通报的同时, 也能有效避免不必要

的贸易纠纷。 

5.2  全面高效检验监管有效降低 RASFF 通报 

为更好地做好输欧密胺餐厨具的检验监管工作, 

根据 RASFF 通报原因分析, 结合以上研究结论, 提

出三点建议: 1)为节约人力物力, 提高实验室检测把

关效率, 建议仅测试 3%乙酸食品模拟物中甲醛和三

聚氰胺迁移量进行把关和符合性判定即可[10]。2)为降

低风险, 杜绝检验监管漏洞, 建议抽样时, 应涵盖同

一批货物的所有器形和大小的产品。3)鉴于欧盟对密

胺餐厨具检测条件加严, 三聚氰胺迁移限量极大降

低的情况, 以及在加严条件下, 三聚氰胺迁移量合格

率较低的研究结论, 建议实验室加强对输欧密胺餐

厨具三聚氰胺迁移量的检测把关。 

此外, 建议及时有效地向输欧企业宣传贯彻 EU 

No.1282/2011、EU)284/2011 及其技术指南的要求, 督

促企业增加标识或产品说明书标明产品使用条件 , 

这是目前有效应对该法规, 避免不合格通报的最有

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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