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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围绕蜂产品生产过程, 我国建立了“事前、事中、事后”监管制度, 初步建立起由法律、法规、规章、

规范性文件、技术标准等构成的蜂产品生产监管法规体系, 将蜂蜜, 蜂王浆(含蜂王浆冻干粉), 蜂花粉, 蜂产

品制品 4 类产品纳入食品生产许可范围。近年来, 我国蜂产品产量、出口量一直稳居世界前列, 质量安全处于

较高水平, 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就产业而言, 主要是低端同质, 蜂蜜掺假, 果糖和葡萄糖等质量指标不合格

及兽药残留。就监管而言, 主要是法规体系不完善, 标准体系难以适应行业发展; 部分企业食品安全意识淡

漠, 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 技术支撑薄弱, 生产监管体系和能力建设有待加强。做好蜂产品生产监管工作, 

需多措并举, 综合施策。建议加强检验、品质评价、蜂产品制品研究; 完善相关法规、标准体系; 完善监管

制度, 加强部门间政策协调与标准对接; 加强鉴别、追溯、风险预警等支撑技术建设, 实现“智慧监管”, 提

高监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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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round honey production process, our country has established the “advance, matter and afterwards” 

supervision system, preliminary established bee products production regulations system  composed of laws, regulations, 

rules and normative documents, the technical standard, and the honey, royal jelly, bee pollen and bee products 

incorporated into the scope of food production license. In recent years, the output and export volume of bee products in 

China has always been steadily ranked in the forefront of the world, and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bee products are at a 

high level, but there are also some problems. As far as the industry is concerned, it is mainly low-end homogeneity, 

adulterated honey, substandard quality indicators such as fructose and glucose and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In terms of 

supervision, the main problems are those the legal system is not perfect and the standard system is difficult to adapt to 

the industry development. Some enterprises lack food safety awareness, and the management system is not in place. 

Technical support is weak, and the production supervision system and capacity building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We 

should strengthen inspection, quality evaluation, research on bee products, improve relevant laws and standards, improve 

the regulatory system and strengthen policy coordination and standards among departments, and strengthen efforts to 

develop supporting technologies such as identification, traceability and early warning of risks, so as to achieve “sma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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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upervision” and improve the efficiency of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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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蜂产品是蜜蜂为了种族生存和繁衍向自然界索取并

加工的物质, 包括采制物和分泌物[1]。就生产监管而言, 还

包括蜂产品制品。近年来, 我国蜂产品产量、出口量一直

稳居世界前列, 是名副其实的蜂产品大国[2]。2011 年以来

我国蜂蜜年产量均在 40 万吨以上, 约占世界总产量的 1/4, 

出口量占世界蜂蜜贸易总量的 1/4[3]; 蜂王浆年产量在

3000~4000 吨, 产量、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 其中产量约占

世界总产量的 90%; 蜂花粉年产量在 3000~5000 吨, 出口

量占世界贸易总量的 90%以上。截至 2018 年, 获得食品生

产许可的蜂产品企业共计 1376 家, 主要分布在黑龙江、浙

江、湖北、山东、安徽、云南、吉林等省份, 占蜂产品获

证企业总量的 73.0%, 其中蜂蜜生产企业 1260 家, 占蜂产

品获证企业总量的 91.5%。行业总产值近 300 亿元, 年销

售额超过 1000 万元的企业 130 余家, 约占获证企业总量的

9.4%。企业以中小规模为主, 民营企业比重较大, 经营规

模和盈利能力有限。作为蜂产品大国, 但我国并不是蜂产

品强国, 主要表现在: 一是产品低质低价。我国蜂产品生

产存在过度加工, 生产储存控制不严, 影响新鲜度和营养

性[4]。从蜂蜜国际贸易看, 中国蜂蜜价格最低[5]。二是低端

同质。缺乏知名品牌, 中高端市场长期被国外品牌占据。

三是兽药残留与蜂蜜掺假, 影响消费信心和行业健康发 

展[6]。四是产业具有多、小、散、乱的特点。因此, 加强

生产环节监管, 是保证产品质量、解决产业问题的必然要

求和重要举措。 

食品生产(加工)是食品供应链中最为复杂的部分, 是

确保食品质量安全的关键环节。据统计, 在食品供应链各

环节中, 有 60.16%的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在食品生产(加工)

环节[7]。蜂产品, 是基于农副产品的加工食品, 生产监管既

要遵循普通食品共同的监管原则与制度, 也要兼顾蜂产品

自身特点。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国家(地区)

均出台有蜂蜜管理法规、产品标准或良好生产规范等, 我

国也根据自身产业发展特点, 建立了生产监管制度及相关

法规体系。本文从生产监管的角度, 对蜂产品生产监管制

度、法规体系、产业现状等进行梳理, 分析存在问题, 探

讨解决措施, 提出完善监管工作的政策建议, 以期为主管

部门、产业界及有关研究者提供借鉴与参考。 

2  我国蜂产品生产监管现状 

2.1  蜂产品生产监管制度 

主管部门围绕蜂产品生产过程, 建立了“事前、事中、

事后”监管制度体系。 

事前监管, 主要是指食品生产许可制度, 《食品安全

法》[8]规定, 国家对食品生产经营、食品添加剂生产实行

许可制度。我国将蜂蜜、蜂王浆(含蜂王浆冻干粉)、蜂花

粉、蜂产品制品 4 类产品纳入食品生产许可范围。其中, 蜂

产品制品是指蜂蜜、蜂王浆、蜂花粉的提取物或混合物, 或

以蜂产品为主要原料添加其他物质, 如食品添加剂、植物

提取物、其他食品等, 经科学加工而制成的具有蜂产品基

本特性的产品[5]。蜂胶作为可用于保健食品的原料[9], 应严

格遵守保健食品管理有关规定。蜂产品生产企业, 应当依

据《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10]规定, 向所在地县级以上

地方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提出申请, 审查部门及核查组对生

产企业资质、场所环境、设备设施、管理制度、试制产品

检验合格报告、食品安全标准执行等内容进行审查, 符合

要求的, 向企业颁发《食品生产许可证》。 

事中监管, 主要是指食品生产经营企业风险分级管

理制度、食品生产经营监督检查制度。依据《食品生产经

营风险分级管理办法(试行)》[11]规定, 蜂产品生产企业静

态风险因素等级为中等(Ⅲ), 静态风险因素主要包括: 蜂

产品原料属性、生产工艺复杂程度、储存条件及保质期、

抽检发现问题、食用人群、社会关注度等。除上述静态风

险因素外 , 还应结合该蜂产品生产企业许可条件保持情

况、生产过程控制、管理制度落实、日常监督检查情况等

动态风险因素综合确定。蜂产品生产企业一般为低风险(A

级)或中等风险(B 级)等级, 原则上当地监管部门每年应至

少开展 1~2 次监督检查, 适时开展“双随机”飞行检查。 

事后监管, 主要是指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和风险监测

制度、食品生产者责任约谈制度、食品安全违法行为查处

等。市场监管部门根据食品安全工作需要, 制订包括蜂产

品在内的国家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和风险监测年度计划, 抽

检对象为蜂产品生产和经营企业, 抽检及监测指标见表 1。

其中, 监督抽检的结果可以作为执法依据, 而监测结果主

要是为蜂产品风险评估、标准制定及食品安全总体状况评

价提供科学依据, 不直接用于监督执法。 

2.2  蜂产品生产监管法规体系 

自 2002 年建立食品生产许可制度以来, 经过 10 余年

不断探索, 我国初步建立起较为完整的蜂产品生产监管法

规体系, 由法律、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技术标准及

规范构成, 包括食品生产监管通用性法律法规、技术规范

以及针对蜂产品生产专门制定的规定(见表 2)。部分技术

标准及规范并不强制执行, 但作为生产监管的重要参考

与技术支撑。其中, 通用性食品监管法规较多, 而针对蜂

产品监管的特殊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较少, 相关配套文件, 

如《蜂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2006 版)》[12]、《蜂花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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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蜂产品制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2006 版)》[13]等, 年代

较久, 急需修订。标准体系多为产品标准, 鉴别、品质评

价、生产规范类标准较少,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往往缺乏特

征及质量指标, 标准及法规体系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有

待加强。 

2.3  蜂产品质量安全现状 

总体来看, 我国蜂产品质量安全处于较高水平, 但

也存在一些问题。2014~2018 年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平

均合格率为 98.2%(表 3), 其中, 果糖和葡萄糖不合格占

不合格样品总量 17.1%, 氯霉素不合格占不合格样品总 

量 9.9%, 提示蜂蜜掺伪、兽药滥用仍然是蜂产品首要质

量安全问题; 其次为微生物指标 , 约占不合格样品总量

的 15.1%, 主要为菌落总数(≤1000 CFU/g)和嗜渗酵母 

(≤200 CFU/g)指标; 其次为食品添加剂指标, 约占不合

格样品总量 7.9%, 主要为甜蜜素(不得检出)、山梨酸及其

钾盐(不得检出)等。2014~2018 年农业部畜禽及蜂产品兽

药残留监控计划检测结果显示, 蜂产品检测样品合格率

为 92.7%~98.2%, 氯霉素、磺胺类、氟喹诺酮类、硝基咪

唑类、硝基呋喃类代谢物、四环素类 6 大类兽药残留超

标时有发生 [41], 但样品合格率呈逐年上升趋势, 提示蜂

产品兽药残留情况不断改善。 

 
表 1  2018 年蜂产品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及风险监测项目 

Table 1  Sampling inspection and risk monitoring project for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of bee products in 2018 

品种 抽检项目 监测项目 

蜂蜜 

果糖和葡萄糖、蔗糖、铅(以 Pb 计)、氯霉素、双

甲脒、氟胺氰菊酯、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

计)、糖精钠(以糖精计)、菌落总数、大肠菌群、

霉菌计数、嗜渗酵母计数 

碳-4 植物糖含量、高果糖淀粉糖浆、麦芽糖、铝的残留量(以 Al

计)、甲硝唑、硝基呋喃类代谢物(呋喃它酮代谢物、呋喃唑酮代

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呋喃妥因代谢物)、喹诺酮类(洛美沙星、

培氟沙星、氧氟沙星、诺氟沙星)、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

甜蜜素(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 

蜂王浆(含蜂

王浆冻干粉) 

10-羟基-2-癸烯酸、蛋白质、总糖、淀粉、灰分、

酸度、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 

蜂花粉 
蛋白质、水分、铅(以 Pb 计)、菌落总数、大肠菌

群、霉菌 
 

蜂产品制品 

铅(以 Pb 计)、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糖

精钠(以糖精计)、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

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霉菌计数、酵母计数 

氯霉素、甲硝唑、甜蜜素(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安赛蜜、合成

着色剂(柠檬黄、日落黄、胭脂红、苋菜红、亮蓝) 

 

表 2  蜂产品生产监管主要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 
Table 2  Main laws, regulations and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of bee production supervision 

法规层级 类  别 名  称 

法律 -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2015 年 4 月 24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令第 21 号) 

法规 -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2009 年 7 月 20 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 557 号)[14] 

规章 - 

《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2015 年 8 月 31 日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16 号) 

《食品生产经营日常监督检查管理办法》(2016 年 3 月 4 日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23 号)[15]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2014 年 12 月 31 日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令第 11 号)[16] 

规范性文件 

生产许可 

关于公布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的公告(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6 年 1 月) 

关于启用新版《食品生产许可证》的公告(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5 年 9 月)[17] 

关于印发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的通知(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2016 年 8 月) 

《蜂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2006 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6 年) 

《蜂花粉及蜂产品制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2006 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6 年) 

《蜂花粉及蜂产品制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2006 版)》修改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9 年 8 月)[18]

兽药监管 《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2002 年 12 月 24 日农业部公告第 235 号)[19] 

监督检查 关于组织对蜂蜜生产企业实施监督检查的通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10 年 7 月) 

品种与 

范围 

关于将油菜花粉等食品新资源列为普通食品管理的公告(卫生部, 2004 年 8 月) 

关于蜂胶产品暂不纳入食品生产许可证管理范围的复函(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08 年 11 月) 

关于销售罗恩蜂胶行为定性问题的复函(食品药品监管总局办公厅, 2015 年 6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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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法规层级 类  别 名  称 

技术标准及

技术规范 

产品标准 

GB 14963-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蜂蜜》[20] 

GH/T 18796-2012《供销合作行业标准 蜂蜜》[21] 

GB 31636-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花粉》[22] 

GB 14891.2-1994《国家标准 辐照花粉卫生标准》[23] 

GB 9697-2008《国家标准 蜂王浆》[24] 

DB 37/T 2217-2012《地方标准 刺槐蜂蜜》[25] 

DB 37/T 2226-2012《地方标准 枣花蜂蜜》[26] 

生产规范 

GB 14881-201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27] 

NY/T 1241-2006《农业行业标准 蜂产品加工技术管理规范》[28] 

GB/T 35868-2018《国家标准 蜂王浆生产技术规范》[29] 

GB/T 34781-2017《国家标准 蜂花粉生产技术规范》[30] 

术语 GB/T 20573-2006《国家标准 蜜蜂产品术语》[31] 

检验 

GB 5009.8-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果糖、葡萄糖、蔗糖、麦芽糖、乳糖的测定》[32] 

GB/T 18932.1-2002《国家标准 蜂蜜中碳-4 植物糖含量测定方法 稳定碳同位素比率法》[33] 

GB/T 18932.16-2003《国家标准 蜂蜜中淀粉酶值的测定方法 分光光度法》[34] 

GB/T 18932.18-2003《国家标准 蜂蜜中羟甲基糠醛含量的测定方法 液相色谱-紫外检测法》[35] 

农药限量 NY/T 1243-2006《农业行业标准 蜂蜜中农药残留限量(一)》[36] 

食品添加

剂 

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37] 

GB 14880-201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38] 

标签 
GB 7718-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39] 

GB 28050-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40] 

 
表 3  2014 年~2018 年蜂产品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 

Table 3  Sampling inspection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of bee products from 2014 to 2018 

年度 
样品抽检

数量/批次 

合格样品

数量/批次 

不合格样品

数量/批次 

样品合

格率/% 
主要不合格项目 

2014 5164 5110 54 99.0 
果糖和葡萄糖, 蔗糖; 菌落总数, 嗜渗酵母; 山梨酸及其钾盐; 氯霉素; 

标签;  

2015 16771 16563 208 98.8 

果糖和葡萄糖, 蔗糖, 总糖; 羟甲基糠醛, 淀粉酶活性; 10-羟基-2-癸烯

酸; 菌落总数, 嗜渗酵母, 大肠杆菌, 霉菌;  

环己基氨基磺酸钠(甜蜜素), 乙酰磺胺酸钾(安赛蜜), 苯甲酸及其钠盐, 

山梨酸及其钾盐, 糖精钠; 氯霉素; 铅; 标签; 净含量;  

2016 9755 9445 310 96.8 

果糖和葡萄糖, 蔗糖; 水分;  菌落总数, 嗜渗酵母, 大肠杆菌, 霉菌; 

环己基氨基磺酸钠(甜蜜素), 苯甲酸及其钠盐, 山梨酸及其钾盐, 糖精

钠; 氯霉素, 甲硝唑;  

标签;  包装空隙率;  

2017 12322 12082 240 98.0 

果糖和葡萄糖, 蔗糖; 淀粉酶活性; 水分, 蛋白质; 菌落总数, 嗜渗酵

母, 霉菌;  

环己基氨基磺酸钠(甜蜜素), 乙酰磺胺酸钾(安赛蜜), 山梨酸及其钾盐; 

氯霉素; 标签;  包装空隙率;  

2018 15234 14984 250 98.4 

果糖和葡萄糖, 蔗糖; 菌落总数 , 大肠杆菌, 霉菌; 山梨酸及其钾盐, 

糖精钠;  

氯霉素; 铅; 标签;  

计 59246 58184 1062 98.2 — 

注: 数据来源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官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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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我国存在的问题 

3.1  法规体系不完善, 标准体系难以适应行业发展 

针对蜂产品的专门监管法规及文件较少, 没有考虑

到蜂产品在产品特性、加工工艺、标签标识等方面的特殊

监管需求; 蜂产品制品相关标准及法规一直未能出台, 企

业组织生产及政府监管缺乏依据[42]。欧盟、加拿大、新西

兰等国家(地区)均出台了独立的蜂蜜管理法规或在通用性

法规中设置单独章节, 对蜂蜜产品定义、分类、生产、成

分要求、检验与鉴别、产品等级、标签标识、营养及功能

声称、包装等予以明确[4347], 以规范生产与贸易, 值得我

国借鉴。 

标 准 体 系 与 行 业 发 展 不 适 应 。 (1) 现 行 GB 

14963-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蜂蜜》[20]中污染物、农兽

药残留限量要求多为引用标准, 针对蜂蜜产品具体指标少, 

仅包括铅、双甲脒、蝇毒磷及氟胺氰聚酯等指标有明确规

定[4850]。该标准删除了淀粉酶活性、羟甲基糠醛等特征性

指标, 客观上推动“指标蜜”的形成。各利益相关方对于食

品安全标准是否应包含特征及质量指标一直存在争议。  

(2) 品质评价标准较少, 原料及成品质量辨别困难。掺伪造

假是制约蜂产品产业发展的顽疾。据不完全统计, 掺假蜂

蜜占据蜂蜜市场的 20%~30%, 甚至有些地区掺假蜂蜜占

蜂蜜市场的 50%左右[51]。现行国家标准主要通过理化指标

及 C4 植物糖检验, 对于采用水稻、小麦、大豆等 C3 植物

淀粉转化的糖浆造假难以打到鉴别目的。(3) 标准体系不

够完善。鉴别检验、生产加工规范、产品质量分级等国家

标准较少, 现存少量相关标准多为推荐标准、行业标准及

地方标准, 执行力有限, 可以指导生产, 但无法用于生产

监管与执法。 

3.2  部分企业食品安全意识淡漠, 管理制度落实不

到位 

(1) 原料控制不严。未建立供应商管理制度, 缺少供

应商选择、审核、评估程序, 采购渠道不稳定; 进货查验

往往仅通过感官检查, 未按规定进行抽样检验; 进货查验

和验收记录缺失, 原料进出库台账不规范; 钻法律漏洞, 

任意延长原料、半成品存储期限, 甚至回收过期产品重新

生产, 严重影响产品质量与营养价值。 

(2) 生产过程控制存在缺陷。未实施良好生产规范

(good production practices, GMP)及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

(hazard analysis critical control points, HACCP)体系, 关键

工序及控制要求不明确[52]。卫生管理制度落实不到位: 地

面、墙壁、周转桶等清洗不彻底, 原辅料与成品存在交叉

污染; 防虫害设施不完善, 无洗手消毒设施, 生产管道清

洗维护不到位; 未落实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培训和考核制度, 

个别从业人员无健康证等[53,54]。 

(3) 检验控制不严。多数企业检验能力不足, 仅涵盖部

分理化指标及 1~2 项兽药残留指标; 原料、半成品、成品检

验项目, 检验频次设计不合理, 不能达到控制风险目的。 

(4) 标签标识不规范。夸大宣传, 明示或暗示具有保

健功能; 不真实标识蜂产品制品名称及原料添加比例, 将

掺有其他辅料的蜂蜜制品标识为“蜂蜜宝”“蜂蜜膏”等, 误

导消费者。 

(5) 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不完善。据中国蜂产品协会统

计, 2016 年已建立追溯体系的蜂产品企业比例为 85.7%, 

尚有部分企业未建立。中小型生产企业多以纸质记录为

主, 信息化溯源技术推广和应用有待加强。生产批次概念

不统一 , 各类生产记录没有围绕合理的生产批次开展 , 

记录不规范, 不匹配, 甚至缺失, 难以实现原料到产品的

有效追溯[55,56]。 

3.3  技术支撑薄弱, 生产监管体系和能力有待进一

步加强 

3.3.1  监管体制问题。 

我国蜂产品生产管理属于粗放型, 生产、储运、收购、

加工、销售与出口自成体系, 相互脱节而又缺乏统一的标

准控制。各环节主管部门(农业、市场、海关等)在信息共

享、政策协调、联防联动等方面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熟

悉蜂产品生产的监管人员数量不足, 基层监管力量和技术

手段跟不上, 一些地方对蜂产品食品安全工作重视不够, 

责任落实不到位, 安全与发展的矛盾依然突出。 

3.3.2  生产许可问题 

(1) 分装问题。现行法规允许蜂产品采用分装方式生

产加工, 但蜂产品实际加工工艺简单, 一般仅包括过滤、

浓缩、灌装等工序, 与分装工序差别不大; 分装过程容易

增加掺杂使假、随意添加风险; 分装产品标识多不规范, 

多无“分装”字样 [57]。允许分装不利于风险管控及产业升

级。(2) 各地生产许可执行尺度不一。部分地区将巢蜜纳

入生产许可范围; 其他地区认为巢蜜属于初级农产品, 未

纳入生产许可范围[58]。现行法规关于蜂产品各作业区清洁

度划分及清洁作业区控制要求无明确规定, 一般根据产品

特点、生产工艺、生产特性以及生产过程对清洁度要求合

理划分, 空气洁净度要求主要参照 GB 50073-2013《洁净厂

房设计规范》[59]、GB 50687-2011《食品工业洁净用房建

筑技术规范》[60]、GB 50457-2008《医药工业洁净厂房设

计规范》[61]以及相关食品类别良好生产规范执行, 生产许

可工作缺乏统一的执行标准。各地纳入生产许可范围的蜂

花粉品种执行不统一。部分地区将茶花粉、荷花粉等纳入

食品生产许可范围, 缺乏作为普通食品管理的依据 [62]。  

(3) 出厂检验问题。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未对出厂检验

项目作出规定, 依据 GB 14881-201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27], 食品生产者应当综合考虑产

品特性、工艺特点、原料控制情况等因素, 合理确定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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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但在实际工作中, 完全由企业自行制定检验项目, 

由一线监管人员进行判断的做法难以落实, 易出现漏项、

降低生产许可条件等问题。 

3.3.3  生产监管问题 

(1) 一些地方未严格落实蜂产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风

险分级管理制度, 日常监督检查流于形式, “双随机”抽查

比例不足, 难以发现食品安全风险。(2) 创新技术应用不足, 

在信息采集、远程监控、风险预警等智慧监管方面存在短

板, 原料控制和产品出厂检验落实情况基本靠企业自查和

事后检查, 对企业生产过程控制、非法添加、超范围超限

量使用食品添加剂等问题不能及时发现。(3) 国内外标准

均规定, 蜂蜜、蜂王浆、蜂花粉不允许添加任何其他食品

配料, 包括食品添加剂和营养强化剂[42,63,64]。一些不法企

业以生产蜂蜜制品为由, 在蜂蜜中添加糖浆、甜味剂, 产

品属性名称标识模糊, 即使监管人员发现也无从处罚。一

些企业将蜂蜜原料及半成品长期贮存, 以最终生产日期标

注保质期, 原料长期贮存会影响蜂蜜营养价值及活性成分

含量, 损害消费者利益。由于国家对食品原料贮存期限及

其与成品保质期的关系无明确规定, 实际工作中上述问题

无查处依据。 

3.3.4  技术支撑问题 

各级技术支撑机构检验及科研能力普遍不足, 特别

是在原料及产品鉴伪、品质鉴定方面, 缺少准确、高效、

便捷的检验方法。虽然相关研究和检验方法很多, 如碳稳

定同位素分析法、色谱法、检测酶活性法、差热分析法、

指纹图谱技术等, 但由于蜂蜜成分复杂、内部组分含量变

化范围大, 掺假技术多样, 使得每一种品质检测技术都存

在缺点和一定适用范围[65]; 很多检验方法设备昂贵, 技术

复杂, 不易普及。 

4  建  议 

4.1  完善法规标准体系 

主管部门应加强行业调研, 及时制修订配套法规及

技术文件。加强分装监管, 结合行业实际, 适时调整分装

产品范围。对巢蜜是否纳入生产许可, 花粉品种及各作业

区洁净度要求等予以明确, 统一许可尺度。制定出厂检验

项目管理原则: 一是企业应建立产品检验管理制度, 依据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技术规范等, 制定原辅料

检验、半成品检验、成品检验具体要求, 合理确定产品批

次及各环节检验项目。检验管理制度中明确出厂检验的, 

按制度执行。二是检验管理制度中未明确出厂检验的, 企

业应依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明确出厂检验项目, 按照企业

明确的批次, 批批检验。三是主管部门应明确至少应包含

的出厂检验项目及要求, 加强企业指导。四是检验管理制

度中其他指标应综合考虑产品特性、工艺特点、原料控制

情况等因素合理确定检验频次, 以有效验证生产过程中的

控制措施。调整蜂产品制品品种, 将蜂蜜添加食糖、糖浆

等产品纳入调味品单元管理, 同时规范产品标识, 不得标

注“蜂蜜”字样。 

完善标准体系。加强顶层设计, 兼顾质量与安全, 在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适当增加蜂产品理化和品质指标, 提

高成品合格门槛。加快修订蜂产品农药、兽药、重金属等

食品安全限量标准, 及时补充蜂产品品质评价检验方法, 

将研究成果法制化。立足国情, 对标国际, 制定蜂产品制

品、产品分级、标签标识等强制性国家标准, 强化生产及

监管依据。 

4.2  完善监管制度 

加强各部门间协调机制, 生产监管部门应特别重视

与农业、卫生、海关管理部门的政策协调与标准对接, 在

原料质量控制、成品品质提升方面加强合作。严格落实蜂

产品生产企业食品安全风险分级管理制度, 提高“双随机”

抽查比例, 根据线索及时开展有因检查。创新方式方法, 

督促企业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 特别是在原料查验、生

产关键环节质量控制、出厂检验环节, 加强监管与指导。

建 立 激 励 措 施 , 鼓 励 企 业 实 施 良 好 生 产 规 范 (good 

manufacturing practice, GMP)及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

(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 HACCP)体系, 

监督生产企业依法对食品安全责任落实情况、食品安全

状况进行自查评价。指导企业建立基于合理批次概念和

信息化技术的追溯体系。强化培训和考核, 依托现有资源

加强监管人员和职业化检查员队伍建设, 提升监管队伍

业务素质。 

4.3  加强技术支撑建设 

基于天然蜂蜜与掺假蜂蜜的差异, 开发新的蜂蜜掺

假检测技术, 如基于天然蜂蜜内源性成分研究的综合评价

技术[66], 基于蜂蜜风味物质的品质鉴别技术[67]等, 及时补

充配套检验方法, 支持监督执法。加强关键技术及共性问

题研究, 如批次的合理界定, 原料半成品保存期限与成品

保质期标识问题, 蜂蜜真空浓缩、过滤关键技术参数, 蜂

花粉干燥、储运过程要求等, 以技术文件的形式使之规范

化、法制化。创新监管技术与应用, 重点运用大数据、云

计算、人工智能技术, 建立生产监管信息化系统与协作平

台, 加强蜂产品生产过程风险信息的抓取、研判与预警, 

发挥“智慧监管”作用, 提高监管效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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