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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食用植物油质量安全状况及监管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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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济南  250101) 

摘  要: 我国是全球 3 大食用植物油消费国之一, 虽是消费大国但植物油料的对外依存度较高, 60%以上的油

料需要进口。我国食用植物油加工区域优势明显, 但与发达国家相比, 在产业集中度、质量追溯方面存在一定

的差距。食用植物油作为高风险产品一直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重点和难点。本文就我国食用植物油的产业概况、

标准体系、质量安全风险和监管措施进行介绍, 并建议在今后工作中加大企业主体责任的落实、引导企业建

立 HACCP 体系, 完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和风险防控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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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hina is one of the top 3 edible vegetable oil consumers in the world. Although it is a large consumer 

country, the external dependence of vegetable oil is high, and more than 60% of the oil needs to be imported. China’s 

edible vegetable oil processing area has obvious advantages, but compared with developed countries, there is a 

certain gap in industrial concentration and quality traceability. As a high-risk product, edible vegetable oil has always 

been the focus and difficulty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This paper introduced the industrial overview, standard 

system, quality and safety risks and regulatory measures of edible vegetable oil in China, and proposed to increase the 

implementation of corporate responsibility in the future work, guide enterprises to establish HACCP system, and 

improve food 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risk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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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植物油是全球主要的食用油脂产品, 中国、印度、美

国为全球 3 大植物油消费国, 1993~2018 年, 我国植物油消

费量从 763 万吨增长到 3850.5 万吨, 增长了 354.3%, 人均

年消费量从 6.4 kg 上升到 27.2 kg, 自 2008 年起, 我国植物

油总产量的复合增长率高于全球植物油复合增长率, 且小

包装油以每年 20％~30％的增长速度增长[1]。按照品种分

类, 中国食用植物油主要包括大豆油、菜籽油、棕榈油、

花生油、棉籽油、橄榄油、葵花籽油和玉米油, 我国是全

球第一大棕榈油进口国, 其他品种植物油中大豆油的对外

依赖程度最高。2018 年中国食用植物油消费量为 3360 万

吨, 比 2017 年增长 0.3%; 2018 年中国食用植物油产量为

3304 万吨, 比上年减少 0.9%[2]。近年来, 我国对特色油料

的进口量增加, 主要品种涉及芝麻、亚麻籽和葵花籽。我

国食用植物油的消费构成中, 大豆油、菜籽油、花生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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油茶籽油占 80%以上[3]。目前, 国内有 6000 余家植物油获

证生产企业, 我国食用植物油加工区域优势明显, 形成了

山东邹平县为代表的“中国玉米油之乡”, 安徽肥东县为代

表的“中国芝麻油之乡”, 黑龙江农垦九三管理局为代表的

“中国大豆油之乡”; 山东莱阳为代表的“中国花生油之

乡”[3]。发达国家的食品安全诚信系统较完善, 食用植物油

供应链的可追溯体系相对完善, 产业集中度较高。与发达

国家相比, 我国食用植物油生产企业以中小型企业所占比

例较大, 导致产品存在产品质量不稳定、产出率低、能耗

高、污染严重和产能过剩等问题。 

本文就近 5 年来我国食用植物油国家食品安全监督

抽检情况和存在的问题以及现阶段我国食用植物油相关监

管要求进行介绍, 并提出相关监管建议, 为食用油产业的

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2  植物油标准体系概况 

目前, 我国已初步建立食用植物油原辅料、生产卫生

规范、产品标准、基础标准及检测方法等 5 方面的标准体

系。2018 年, 我国首次发布 GB 2716-2018《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用植物油》[4], 该标准是我国首个强制性的植物油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是对《食用植物油卫生标准》和《食

用植物油煎炸过程中的卫生标准》的整合修订。新标准对

食用调和油的定义和标签标识作出明确规定, 对规范食

用植物油尤其是食用调和油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具有重

要意义。 

食 用 植 物 油 标 准 体 系 中 , 原 辅 料 标 准 有 GB 

19641-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植物油料》[5]、GB 

1886.52-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植物油抽

提溶剂》[6]以及花生、大豆、油菜籽等相关油料的推荐性

国家标准; 生产卫生规范标准有 GB 14881-2013《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7]、GB 895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植物油及其制品生产卫生规

范》[8]; 食用植物油相关产品标准主要有国家推荐性标准、

农业部推荐性标准以及国内贸易部标准等 , 如 GB/T 

1534-2017《花生油》[9]、SB/T 10292-1998《食用调和油》[10]

和 NY/T 230-2006《椰子油》[11]等, 因食品安全标准是强

制执行的标准, 相关推荐性的产品标准使用时需注意当推

荐性产品标准中的指标要求低于 GB 2716-2018 标准规定

时, 应符合 GB 2716-2018 标准的限量要求; 与食用植物油

相关的基础通用标准主要有 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12]、GB 2761-2017《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标准》[13]、GB 2762-20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14]、GB 

2763-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标准》[15]、GB 14880-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营

养强化剂使用标准》[16]和食品标签和营养标签标识等强制

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检测方法标准既有推荐性标准也有

强制性标准, 方法涉及产品的特征性指标、理化指标、食

品添加剂、污染物、农药残留以及真菌毒素等的检测。 

3  产品质量安全状况 

食用植物油作为高风险产品一直是监管的重点和难

点 , 食用植物油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果表明 : 

2014~2018 年, 我国食用植物油产品的整体质量水平稳中

上升, 2018 年的抽检合格率达到 98.8%[1720], 如表 1, 近 5

年来食用植物油抽检批次数均在 7200 批次以上, 合格率

均在 97.6%以上。 
 

表 1  2014~2018 年食用植物油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 
Table 1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sampling inspection of 

edible vegetable oil from 2014 to 2018 

年份 总批次 不合格批次 合格率/% 

2014 年 8966 216 97.6 

2015 年 9044 177 98.0 

2016 年 8404 190 97.7 

2017 年 7706 179 97.7 

2018 年 7200 88 98.8 

 

虽整体质量状况相对较好, 但部分问题仍相对突出, 

其中品质指标酸价、过氧化值, 污染物指标苯并[a]芘, 真

菌毒素黄曲霉毒素 B1 问题较为严重。2014~2018 年不合格

项目汇总见表 2。按监督抽检发现的不合格项目类别统计, 

品质指标的问题最为严重, 占总不合格项次的 52.5%, 其

次是污染物指标, 占总不合格项次的 40.9%, 真菌毒素和

食品添加剂分别占总不合格项次的 60.0%和 0.6%。植物油

的质量安全风险与原料质量控制、加工工艺优化以及产品

的储存条件控制优化有关, 主要受原料及生产加工过程中

的工艺影响。 

除食用植物油外, 煎炸过程用油也列入了国家食品

安全监督抽检任务中 , 抽检整体质量状况相对较好。

2014~2018 年煎炸过程用油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见表 3。

按抽检中发现的不合格项目统计, 煎炸过程用油的主要质

量安全风险为极性组分不合格 , 占全部不合格项目的

75.0%; 其次是苯丙[a]芘与酸价[1720]。煎炸过程用油不合

格项目类别分布如图 1 所示。 

4  相关监管措施概况 

4.1  出台植物油生产企业食品安全追溯体系指导意见 

食用植物油加工生产链条长, 安全风险来自于原辅

料质量控制、加工精炼过程、产品包装、出厂检验、储存

运输的各个环节, 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的建立可以实现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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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安全风险的正向可追踪、逆向可溯源、责任可落实。食

用植物油生产企业建立原辅料验收、关键过程控制、产品

检验、销售、物料平衡、追溯和召回等方面的可追溯体系, 

对于防控产品质量和掺杂使假风险, 落实生产企业主体责

任, 具有重要意义[2123]。 
 

表 2  2014~2018 年不合格项目汇总 
Table 2  Summary of unqualified projects from 2014 to 2018 

项目类别 检验项目 
不合格 

项次 
总项次 

占全部不合格

项次的百分比/%

品质指标 

酸价 242 

463 52.5 过氧化值 214 

反式脂肪酸 7 

污染物 

苯并[α]芘 258 

361 40.9 
溶剂残留量 96 

铅 6 

总砷 1 

真菌毒素 黄曲霉毒素 B1 53 53 6.0 

食品添加剂 特丁基对苯二酚 5 5 0.6 

 

表 3  2014~2018 年煎炸过程用油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 
Table 3  Sampl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of oil food safety in 

frying process from 2014 to 2018 

年份 总批次 不合格批次 合格率 

2014 年 313 8 97.4% 

2015 年 525 0 100.0% 

2016 年 592 7 98.8% 

2017 年 603 2 99.7% 

2018 年 686 6 99.1% 

 

 
 

图 1  煎炸过程用油不合格项目类别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oil unqualified items in the frying process 

4.2  开展塑化剂专项整治工作 

塑化剂是近年来食用植物油产品中的新型风险之一, 

食用植物油检出塑化剂残留与原料、加工过程和包装材料

等有密切关系。针对抽检中发现的塑化剂风险, 2018 年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开展食用植物油中塑化剂的专项整治

工作, 对原料和成品包装材料、生产设备和管道材质、灌

装线材质、食品添加剂香精香料的使用等进行全方位的排

查, 从源头防控风险[24,25]。 

4.3  开展食用植物油生产企业专项检查工作 

针对食用植物油的掺伪造假和安全风险问题, 市场

监管总局开展了食用植物油生产企业全产业链的专项检查

工作, 对企业的生产许可保持情况、原辅料采购记录和进

货查验制度落实、生产过程控制和参数记录、出厂检验、

食品添加剂和营养强化剂使用、标签标示和物料平衡等方

面进行检查, 并对检查过程中发现的标签不符合规定、记

录造假、投料和成品物料不平衡企业进行处罚。检查发现

的主要问题为企业安全管理制度未落实、生产卫生环境不

规范、存在虚假标识等[2629]。 

4.4  开展食用植物油标签专项检查工作 

2018 年, 市场监管总局、农业农村部、国家卫健委等

部门发布关于加强食用植物油标签标识管理的规定, 重点

对转基因标识和食用植物调和油的标签标识进行规定, 规

定重点对“非转基因”标识要求作出了指示。除此之外, 要

求食用植物油的名称要反映产品的真实属性, 除食用调和

油外, 不得添加其他油脂[3032]; 食用植物调和油产品的标

签和命名必需符合 GB 2761-20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

物油》[4]的规定, 并标明所使用植物油的比例。 

5  结论与展望 

虽然近几年我国食用植物油的质量安全水平整体相

对较好, 但监督检查过程中部分企业仍存在生产企业主体

责任未充分落实、原辅料和加工过程控制不严、产品标签

虚假标识、未充分建立食品安全可追溯体系建设等方面的

问题。建议监管部门继续加大对食用植物油的监管力度, 

引导企业加大对原辅料和生产过程的控制 , 推行建立

HACCP管理体系, 加快食用植物油可追溯体系的建立, 从

源头防控食品安全风险[3337]。在此基础上建立以日常检查

为基础, 飞行检查为重点, 体系检查为补充的全闭环式监

管体系, 督促使用植物油生产企业加强原辅料质量控制、

加强生产过程记录、强化出厂检验并定期开展自查, 降低

食用植物油产业链的安全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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