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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过敏原标签管理 

张  霞, 赵天来, 赵良娟, 郑文杰* 
(天津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天津  300461) 

摘  要: 食品过敏已引起了国际组织和世界各国家的高度重视, 但由于食物的种类成千上万, 各国家、各地区

饮食习惯不同, 机体对食物适应性的差异等导致致敏食物的不同。所以注意过敏原标识, 远离含有过敏原的食

品是预防和减少对消费者不良影响的方法之一。本文首先介绍对世界各国建立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具有重要指

导意义的食品法典委员会对过敏原标识的要求, 继而系统性地介绍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加拿大、智利等

国家参照其规定制定的过敏原标识管理法规、制度及存在的问题, 最后对我国过敏原标识管理的现状进行考察, 

对我国过敏原管理提出建设性意见及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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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bel administration of food allergens 

ZHANG Xia, ZHAO Tian-Lai, ZHAO Liang-Juan, ZHENG Wen-Jie* 
(Tianjin Entry-Exit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Bureau, Tianjin 300461, China) 

ABSTRACT: Food allergy has aroused high attentions in international organisms around the world. However, 
there exist different kinds of allergy foodstuffs, because of abundant types of food and the dietetic custom dif-
ferences among the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Therefore, the effective ways to reduce the influence on consum-
ers are to notice the labels and keep away from the allergic foodstuffs. This article first introduced the CAC 
codex on foodstuff allergen label, which was very important for the whole world to establish the food safety 
standards. Secondly, it systematically introduced the label codes and regulations established according to the 
codex in such countries and territories as USA, EU, Japan, Korea, Canada, Chile, etc and the problems as well. 
At last, it reviewed the present status in food allergen label administration, and proposed some opinions and 
sugges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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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食物过敏[1,2]是人们对食物产生的一种不良反应, 属
机体对外源物质产生的一种变态反应。人类对食物的不良

反应的记载已有 2000多年的历史, 早在 1世纪时, 古希腊
的希波拉底就描述了人类对牛乳的不良反应。在 16~17世
纪, 有关鸡蛋和鱼引起的食物过敏也有详细的记载。到 20
世纪, 人们已经认识到部分人群在食用某些食物后会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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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重的过敏反应甚至丧失生命。近 10~15 年由于过敏性疾
病发病率逐年增加、转基因技术的发展及转基因[3]农作物的

商品化, 人们开始重新评价食物过敏问题, 食物过敏对大众
健康的影响逐步受到重视, 已成为全球关注的公共卫生问
题之一。尤其是由于食物的种类成千上万, 致敏性并不相同, 
其中只有一部分容易引起过敏。各国家、各地区饮食习惯不

同, 机体对食物的适应性也就有相应的差异。从而致敏的食
物也不同, 比如西方认为羊肉极少引起过敏, 而我国羊肉则
比猪肉的致敏性高; 西方人对巧克力、草莓、无花果等过敏
的较多, 在我国则极少见到。要想预防和减少过敏原对消费
者的不良影响, 远离含有过敏原的食品不失为一种良策。要
达到此目的, 在含有过敏原的食品包装上标识是一种最佳
选择。因此, 一些组织和国家相继制定了有关在食品标签中
明示过敏成分的法律法规和标准[4]。 

食品过敏原问题属于食品安全范畴, 它与食品生产
厂商和消费者密切相关, 同时较多地涉及到临床医学的领
域。由于科技进步、管理水平和社会发展的不平衡性, 对
食品过敏原问题的理解在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各不相同, 
公众对它的认同意识也有较大的差异。本文收集了对世界

各国建立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具有重要指导意义的食品法典

委员会、美国、欧盟、日本、韩国、加拿大、智利等组织、

国家制定的过敏原标识管理法规、制度, 分析其存在的问
题, 对我国过敏原标识管理的现状进行考察, 对我国过敏
原管理提出建设性意见及建议。 

2  各国对过敏原标识的要求[5] 

2.1  食品法典委员会对过敏原的标注要求 

世界卫生组织(WTO)明确指定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AC)标准为解决国际贸易争端的标准, 其权威性无可争
议, 因此对世界各国建立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具有重要的指
导意义, 各国在制定本国新技术规范和标准时都会优先参
照其规定。 

CAC在《预包装食品通用标签标准》中明确规定, 对
已知的导致过敏反应的食品和配料应始终加以说明。1999
年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第 23 次会议公布了过敏食物的清
单, 包括 8种常见[6]和 160种较不常见的过敏食物; CAC通
过的会引起过敏反应, 并应在标签上声明的 8 种食物和成
分的清单有: 含有谷蛋白的谷物, 即小麦、黑麦、大麦、
燕麦和斯佩耳特小麦, 或其杂交品系及其制品; 甲壳类及
其制品; 蛋和蛋制品; 鱼和鱼制品; 花生、大豆及其制品; 
奶和乳制品(包括乳糖); 坚果和坚果制品; 以及浓度为每
千克 10 mg或更高的亚硫酸盐, 其建议各国在食品包装上
均应标示这些过敏成分, 以免对消费者造成伤害[7-10]。 

2.2  美国食品过敏原标识要求[11] 

1992 年, 美国食品和药物管理局(FDA)制(修)订了 22

个食品标签法规。在此之后, FDA 又根据食品标签的发展
状况对标签法规做了多次修改补充。1996年, FDA开始着
手解决过敏原标签问题, 并非强制性地要求食品工业更新
产品标签; 2001 年, 发布题为《常见食物过敏原标签及防
止交叉接触政策规定》指导文件, 明确指过敏原不享有“食
品药品及化妆品法所规定的含量甚微, 并且在最终产品里
无任何技术或功能作用的添加剂”所享有的标签豁免[11]。 

2004年, 美国国会通过《食品过敏原标识和消费者保
护法案》(The food allergen labeling and consumer protection 
act, FALCPA), 以立法的形式进一步扩大了食品过敏原的
标签范围, 明确规定: 香精、色素和微量添加剂含有的“八
大类”过敏原必须在标签上标明, 含有“八大类” 的蛋白质
衍生物的食品配料也正式列入过敏原范畴。FALCPA的实
施改善过敏原标签, 进一步促进食品安全, 但是, 不足之
处是该法规没有就食品制造过程中的交叉污染问题提出解

决意见, 也没有规范当前食品标签中泛滥的“可能含有[12]”
提法。显而易见, 这两个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 将成为美
国食品安全努力中的重要成分[13,14]。 

2.3  欧盟食品过敏原标识要求[15,16] 

欧洲在 2000 年前食品标签管理是都按照所谓 25%法
则, 即食品中的复合成分如果在产品中的含量不足 25%则
无需再标签中注明, 而事实上一部分敏感人群对很少量的
致敏原成分就会产生过敏反应, 因此 2003年后期发布了对
2000/13/EC 的修正案(2003/89/EC 指令), 对过敏人群的保
护是一个巨大的进步, 所有导致过敏或不良反应的成分都
必须标示, 在该指令中列出的潜在过敏成分为: 含麦麸的
谷类食品、甲壳类动物、鸡蛋、大豆、牛奶和奶制品、坚

果和坚果类产品、芹菜、芥末、芝麻、浓度高于 10 mg/kg
或 10 mg/L的二氧化硫或亚硫酸盐[15]。然而该指令在规定

过敏成分的极限含量、含有过敏原成分的衍生制品以及如

何增加或删除需要标注过敏成分的食物名单上还有很多问

题需要解决。 
另外欧盟委员会决定, 2010年 12月 31日以后, 所有

欧洲葡萄酒酒标必须注明潜在的过敏原, 即所有葡萄酒生
产商必须注明酒中的鸡蛋、牛奶等潜在过敏原含量。 

2.4  日本食品过敏原标识要求[17] 

日本对于食品过敏原的标识起步较早, 2001年修正了
《食品卫生法》, 要求食品制造商必须在容器和包装上明
确标示蛋、牛奶、小麦、荞麦及花生等 5种食物为原料的
加工食品和添加物。后来根据开展的为期 1年的“全国性过
敏食物调查”, 确定了, 除上述 5种食物原料需要在标签中
明示外, 还建议对 19种可能引起过敏反应的食品鲍、乌贼、
大马哈鱼、大马哈鱼卵、对虾、橙子、蟹、猕猴桃、牛肉、

栗子、鲭鱼、大豆、鸡肉、猪肉、蘑菇、桃子、山药、苹

果和骨胶进行指导性标注[7,14]。可以看出日本通过切合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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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地对本国国民进行调查, 其标签指导性标注成分的要求
增加到了 24种, 表明其对过敏原标签的要求明显高于其他
各国。 

2.5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食品过敏原标识要求[18] 

2002年 12月,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食品标准委员会
(FSANZ)采用了统一的食品管理法规 , 致在保护公众的
健康和食品安全。此项法规的关键部分之一就是强化食品

中过敏原标签管理, 并且成立了一个专家论坛来监测两
国食品过敏和其他应激反应的发生率, 从而给 FSANZ 提
出建议。 

此项法规列出了会使公众产生过敏反应的物质名单, 
其中除了与 CAC、美国、欧盟相同的 8种食物或成分外, 还
增加了作为食品的蜂王浆或在食品中包含的蜂王浆、蜂花

粉、蜂胶; 要求这些过敏成分及这些食品的衍生制品必须
在食品标签中注明。 

同时要求如果以上含有致敏成分的物质具有以下情

况: (1)作为食品中的单一成分; (2)作为复合成分中的一种
成分; (3)作为食品添加剂或食品添加剂中的一种成分; (4)
作为食品加工助剂或加工助剂中的成分, 都必须进行标
注。但是这样就要求所有与食品成品有关成分必须标注在

标签上给食品制造业和管理部门造成很多困难, 因此法案
还需要在未来不断完善[8,9,19]。 

2.6  加拿大对过敏原的标注要求[20] 

加拿大在 2008 年启动庞大的过敏原调查计划, 探讨
民众中有多少人对花生、坚果、鱼类、甲壳类及芝麻等过

敏原有严重过敏反应。调查结果于 2009年初出台, 被列为
优先过敏原与 CAC规定的相同。要求在标签中标明[21]。 

2.7  南非对过敏原的标注要求 

南非目前的食品标签只要求将鸡蛋和牛奶作为过敏

原提出, 但已着手对现行的食品标签进行修改, 今后会将
鱼、花生、坚果、小麦等更多物质都作为潜在过敏原在标

签中体现出来。 

2.8  智利对过敏原的标注要求 

智利政府于 2011年对现行食物安全规例作出若干修
订, 要求在食品的成分清单中加入食物致敏物及可引起
过敏的食物成分衍生物。具体而言: 当食物、其成分或衍
生物含有或可能含有智利卫生部(卫生部)公认为食物致
敏物其中的成因时, 这些致敏物应以相等或大于一般成
分所出现的字体大小或置于“Contiene(含有 )...”或类似
的标题下, 列入成分清单内。如成分源自卫生部公认的
任何致敏物, 应同时标签该成分和致敏物, 例子为:酪蛋
白(奶类)或奶类酪蛋白 ; 如食品从生产或过程到营销期
间有过敏原污染的风险 , 则应在成分清单后应加入下列
任何句子, 以显示有关的致敏物:“Puede contener (可能含

有)...”、“Contiene trazas de(含有少量)... ”或“Elaborado en 
líneas que también procesan (以某种方式制造, 该方式亦
可处理)...”。 

2.9  韩国食品过敏原标识要求[22] 

韩国《食品标签标准》中要求任何食品含有规定的十

一种过敏原中的一个或多个作为原料成分必须以朝鲜语标

签进行说明, 例如含鸡蛋的饼干——鸡蛋; 使用蛋黄为原
料的饼干——蛋黄(鸡蛋); 使用鸡蛋或蛋黄为原料的加工
食品——鸡蛋、蛋黄(鸡蛋)[14] 。其规定的十一种过敏原除
了常见的八种外还包括了猪肉、番茄和桃子, 另外将鱼明
确为鲭鱼、甲壳类明确为螃蟹。 

2.10  中国香港食品过敏原标识要求[23] 

中国香港在《食品及药物(成分组合及标签)规例》中
规定, 必须在食品标签配料表中对规定的致敏原进行明确
标识, 须使用中文或英文, 或中英文兼用。但在预包装食品
符合以下任意条件时不需要在配料表中列明致敏原成分: 
(1)包装容器最大平面面积小于 10 平方厘米; (2)独立包装
并拟作单份出售的凉果; (3)含有单一配料的食品。 

3  我国关于过敏原标签管理 

我国在 2007年健康时报记者一共调查了大约 50种国
产食品, 除少数商品在包装不明显的位置有类似过敏原标
识外, 其余都未标明。事实上, 我国部分输美水产品企业已
经参照美国 FDA要求, 将过敏原控制作为食品安全的重要
部分[4, 19, 24, 25]。 

我国过敏原标识首次出现在 2008 年奥运会期间特地
编制的《奥运会食品安全食品过敏原标识标注》中, 要求
对含花生、鸡蛋、虾、牛奶、坚果、鱼、贝类、大豆和小

麦等过敏原成分食品、及在加工过程中可能带入的成分均

应在展示板中加以提示。标识要求使用规范的中文、英文, 
字号大小相同, 标注准确、清晰、醒目、持久, 与餐饮食品
摆放在同一位置[24-26]。 

2009年国家质检总局发布了《预包装食品中的致敏原
成分》的国家标准, 该标准规定了预包装食品中致敏原成
分包括与 CAC规定相同的 8种食物; 同年, 由国家质检总
局国际检验检疫标准与技术法规研究中心、广东出入境检

验检疫局起草了《预包装食品中致敏原成分的标签要求》, 
标识的具体要求分为两种情况, 一是在配料中使用了致敏
原成分的标示方法, 可以选择在配料表中列出所含致敏原
成分的具体名称, 并用“()”列出致敏原成分的来源物质名
称; 可以选择在配料表附近以带有标题“致敏原信息: 含有
“……”的声明方式进行标示; 也可以同时选择两种方式进
行标示。二是无意引入致敏原成分的标示方法, 可在紧邻
配料表的地方声明“可能含有……”、“生产设备同时加工含
有……的产品”、“生产线同时加工含有……的产品”、“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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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工厂同时加工含有……的产品”, 可采取这几种标示方
式中的一种或几种, “含有”后应写明致敏原成分的具体名
称。此外, 对于进口食品, 英文标签中有致敏原信息的, 相
应的中文标签不能省略任何有关信息。 

4  由标签引发的思考 

4.1  经济发展的必要性 

与上述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 我国对食品过敏原的
研究和关注仍较少, 这突出地表现在国内关于这类的研
究和报道较少 , 管理相对较为薄弱 , 而消费者对由此引
发的过敏反应更是知之甚少。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主要是

由于我国现有的经济状况决定我们现有的食品安全问题

重点还在于解决伪劣产品和有毒食品, 还未涉及过敏原
管理, 同时因为国家没有相关规定, 企业自然也不会去标
注过敏提示。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 在我国初步解决了
食品量的安全之后, 有关质的安全问题已越来越引起全社
会的广泛关注。作为WTO的成员, 我国与世界各国的贸易
往来日益频繁, 中国政府对食品食品安全问题高度重视, 
陆续出台了诸多举措和法规, 取得了显著成效。解决好食
品安全问题已成为保障我国国民经济可持续健康发展的重

要环节。 

4.2  认识食品过敏原的重要性 

从理论上看, 可把食品安全分为绝对安全和相对安
全两种概念, 食品安全的工作者与管理者均要从这两方面
进行考虑。一种食品是否安全, 不但取决于其制造方式、
食用方式、食用数量等食品绝对安全影响因素, 还取决于
食品相对安全影响因素, 如消费者自身的一些内在条件。
我们不仅需建立法律、法规、执行标准、管理体系等对食

品中本身存在或可能存在的绝对安全问题进行解决, 还应
对消费者自身的一些内在因素而导致的食品相对安全问题

进行解决。 
许多人都经历过不良的食物反应, 甚至产生过强烈

的因食物引起的过敏反应, 食物中因含有过敏成分而导致
的食品安全问题就属于相对安全问题。由于食物中过敏成

分具有许多独特性, 并且与消费者免疫系统有关, 这就决
定了食物过敏问题的复杂性。只有在食品安全工作者、管

理者以及消费者充分认知的基础上, 共同努力才可能把存
在的风险降至最低限。 

回顾各国对于食品标签的立法情况 , 可以看出 , 美
国、欧盟等国家或组织对于食品标签的管理是比较严格的
[27]。但是即便如此, 美国在二十世纪 90年代初期, 每年平
均有 35起因过敏原未标明造成的产品召回。在 1996~1999
年间, 此类召回上升到平均每年 90起, 2000年多达 121起
[11,28]。食品过敏原标签问题, 应该得到管理部门、生产企

业及消费者长期的关注。 

4.3  注意本土特异性 

由于食物种类成千上万, 致敏性并不相同, 而且各国
家、各地区饮食习惯不同, 人种不同, 机体对食物的适应性
也有相应的差异 , 所以各国对于致敏的食物也不完全相
同。中国在目前制定的法规中只规定了 CAC 的八种过敏
原成分, 并未进行全国过敏原食品的调查工作。在这方面
应该借鉴日本、韩国等国家的做法, 开展长期的国内过敏
原调查, 找出容易导致国人过敏的食物及其成分, 做到切
合中国实际, 真正解决国人的过敏原问题, 保障国人食品
安全, 而不是实行拿来主义, 只针对国际普遍认定的 8 种
过敏原进行要求。 

4.4  食品过敏原标识存在的问题 

食品标签原本是人们认为的可以有效防止过敏体质

的人与过敏原接触的有效方法，但目前食品过敏原标识的

有效性受到人们的质疑。分析过敏原未能标明的主要原因

有三个: 由共用设备造成的交叉污染、员工训练不足和返
工处理不当。因此应该对于食品加工过程给予关注, 并采
取严格控制。要求食品加工企业必须正确认识食物过敏问

题, 在采购、接收、加工、循环使用、清洗、检测和包装
等环节采取有效措施减少食物中潜在的过敏成分, 切断过
敏原物质交叉污染途径。 

综上所述, 我们应该意识到过敏原问题的紧迫性, 从
以上 4 个方面加强自身制度、管理的建设。此外, 还要加
强食品过敏知识的宣传普及和信息交流, 通过各种传媒和
网络等手段, 增强消费者的食品安全意识, 共同推进食品
过敏标签标识工作的顺利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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