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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食品检验中标准现状分析及建议 

王会霞*, 江  丰, 张  莉, 黄  茜 
(湖北省食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研究院, 武汉  430000) 

摘  要: 食品标准是食品检验中评价食品安全的重要技术手段, 是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理论依据。经过多年

的发展, 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一套食品标准体系, 为我国食品安全检验和监管提供了有效的技术支撑。但在实际

应用中食品标准仍然显露出一些问题。本文结合食品标准使用现状, 简要分析我国当前食品检验中标准存在

的突出问题, 论述缺乏食品分类标准、缺少限量判定标准和食品检测方法标准等标准缺失的现状; 描述现存产

品标准交叉、检测方法标准不统一、检测方法标准与判定标准之间存在的矛盾; 举例说明检测方法标准自身

存在不适用的问题, 并简要阐述涉及专利的食品标准使用的局限性, 并对存在的问题提出建议, 以期为今后

食品标准体系建设提高协调性、适用性提供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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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suggestion on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standards in food 
inspection in China 

WANG Hui-Xia*, JIANG Feng, ZHANG Li, HUANG Qian 
(Hubei Provincial Institute for Food Supervision and Test, Wuhan 430000, China) 

ABSTRACT: Food standard is an important technical means to evaluate food safety in food inspection and an 

important theoretical basis for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After years of development, China has initially established a 

set of food standards system, providing effective technical support for China's food safety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But there are still some problems in the actual application of food standards.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ood standards, this paper briefly analyzed the prominent problems existing in the current food testing standards in 

China, and discusse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lack of food classification standards, lack of limit determination 

standards and food testing methods standards, described the existing product standards crossing, the non-uniform 

testing method standards, testing method standards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 criteria, gave an example to 

illustrate the inapplicability of the testing method standard itself, and briefly expounded the limitations of the use of 

food standards involving patents,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existing problems,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future construction of food standard system to improve the coordination and applicabi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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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食品安全问题是关乎人民健康的重大基本民生问题,
食品标准是衡量产品质量和安全的重要标尺,贯彻落实“四

个最严”要求,强化食品安全监管首先要建立最严谨的标准

体系。通过多年的实践与总结, 我国已经初步建立了一套

食品标准体系, 但实际应用证实, 现有的食品标准体系与

食品安全检验和监管需求之间仍有诸多不适应, 食品标准

体系不够完善、缺乏协调统一性, 食品标准更新慢, 标准

制定滞后于行业发展, 我国的食品质量标准水平与国际上

的食品质量标准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因此在食品安全的监

管中时常会出现一些问题。 
本文主要针对食品标准存在的问题进行简要的分析, 

并给出合理的解决建议, 以期对我国的食品安全相关部门

及工作者有所助益。 

2  我国食品标准现状分析 

我国原有的标准管理模式造成了食品标准数量众多, 
标准之间不统一, 行业标准与国家标准地方标准之间层次

不清, 存在着相互交叉和重复、甚至矛盾等不协调问题。

2018 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修正后, 明确规定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食品

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制定。食品中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的限

量规定及其检验方法与规程由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国务

院农业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制定。

屠宰畜、禽的检验规程由国务院农业行政部门会同国务院

卫生行政部门制定[1]。国家卫生行政部门经过多年对原有

标准的清理整合、审查修改及大量新标准的发布[2], 初步

建立起我国现行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 , 形成包括通用标

准、产品标准、生产经营规范标准、检测方法标准四大类

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但是, 相对于我国种类繁多的

食品和不断更新的生产工艺, 现有的标准体系仍然存在标

准缺失、交叉、矛盾等问题, 不能完全满足生产和监管的

需要, 突出表现在以下方面。 

2.1  标准缺失造成食品检验和监管无法进行 

在食品检验和监管中存在食品标准缺失的现象, 在

某些方面的空白和不协调统一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有关部

门对食品安全的有效监管。 
2.1.1  食品分类标准缺失 

迄今为止, 我国尚未建立统一的食品分类标准, 各食

品安全职能部门按自己管理多年形成的习惯对食品进行分

类, 造成实施食品生产许可和监管的部门与食品标准制定

部门对食品分类不统一。原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

布的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2016 年第 23 号)把食品划分

为 32 类[3], 经过十几年食品生产许可制度的推行, 按食品

生产许可分类的思想已在食品生产者头脑中根深蒂固。卫

生行政部门发布的食品安全通用标准 GB 2760-2014《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4]、GB 2761-2017
《 食 品 安 全 国 家 标 准  食 品 中 真 菌 毒 素 限 量 》 [5] 、 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6]、

GB 2763-201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

量》[7]等标准对食品的分类又各自自成体系。在检验工作

中, 对于食品添加剂、真菌毒素、食品污染物限量等项目

是依据该项目在相应的限量标准中的食品分类进行判定的, 
这就可能造成企业按生产许可对食品的分类与检验机构按

标准对食品的分类不一致, 引起企业与检验机构之间的纠

纷。以藕粉为例, 在生产许可中, 有的省份按照其生产工

艺特点颁发了淀粉生产许可证, 有的省份按其原料的特点

颁发了水产制品生产许可证, 还有的省份按其食用特点颁

发了方便食品生产许可证; 但在 GB 2760-2014《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4]中, 藕粉分在粮食和粮

食制品大类下; 在 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中污染物限量》[6]中, 藕粉的食品类别又归为淀粉和淀

粉制品大类下。近年来由食品分类引起的生产企业与检验

机构之间的争议不断, 这不利于对类别不明晰的食品进行

质量安全监管。 
2.1.2  部分食品缺少判定标准 

在食品检验中, 有的项目虽已经建立了检测方法标

准, 但因判定标准的缺失, 导致检验者无法对结果做出是

否存在风险的判断。我国已经颁布实施了 GB 2761[5]、GB 
2762[6]、GB 2763[7]等一系列通用标准, 但这些标准规定的

限量多针对原料较单一的食品, 对配料复杂的加工食品的

缺少相应的限量要求; GB 2760 虽然覆盖了很多类成分复

杂的加工食品, 但一些地方特色食品难以对应到 GB 2760
的相应类别, 因此难以确定其使用的添加剂的限量要求; 
GB 29921-201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8]仅仅对预包装食品做了致病菌限量的要求, 不适用于散

装食品和非定量包装的食品。食品判定标准的缺失导致在

食品抽检中因缺少判定依据而不能对一些有害物质有效监

控, 形成安全隐患。 
判定标准缺失现象在餐饮环节食品中表现尤为突

出。现行有效的标准中, 除一些地方对部分餐饮食品制定

了地方标准外 , 我国目前尚未出台国家标准 , 统一规范

餐饮食品的质量安全, 致使餐饮环节食品安全监管出现

很大的盲区[9]。 
我国 针对保健食品 制定了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GB 

1674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保健食品》[10], 但对体现

保健食品特性的功效成分却缺少含量指导性标准, 产品所

宣称的功效成分能起到的功效作用不能通过量化的技术指

标加以控制。表 1[11]中列举的是经配方和功效成分含量备

案的 2 个具有补血功效的保健食品, 从表 1 的配料表中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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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看出, 这 2 个配方中总氨基酸(或蛋白质)的来源主要是

阿胶, 但这 2 个产品的功效成分含量相差甚远, 按照企业

标准检验判定即使都是合格产品, 但两者发挥的功效作用

势必不尽相同。保健食品的价格昂贵, 如果没有明确的指

导性标准规范控制其功效成分含量, 生产者为更大程度地

获取利益, 采取减少原料的投入以降低成本; 而消费者对

于保健食品功效等信息不够了解, 形成对保健食品的神秘

感, 产生盲目消费。鉴于此, 十分有必要对保健食品的功

效成分含量制定指导性技术标准。 
2.1.3  检测方法标准缺失 

检测方法标准缺失是制约食品检验和监管工作进行

的瓶颈。在现行的通用标准中, 虽然规定了项目指标的限

量, 但却缺乏相应的检测方法标准, 检验工作仍然无法开

展。如 GB 2760[4]、GB 2763[7]、GB 31650-2019《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12]等标准中制定

了很多项目的限量要求, 但其中部分项目缺少检测方法标

准, 不能通过检验手段确定食品中这些物质的用量及其存

在的风险。 
现有的检验方法均规定了适用范围, 而多数方法标

准的范围并非涵盖所有种类的食品, 标准中一般只列出了

经过验证的食品种类作为该标准的适用范围, 对不在此范

围的食品, 依旧缺少检验方法标准。 
造成食品标准缺失的原因是标准的制修落后于食品

行业发展。我国标准的制定是由政府部门主导的, 在人力、

物力、财力方面的投入都比较有限, 难以满足我国食品种

类繁多、行业发展迅速的要求。 

2.2  食品标准体系中部分标准缺乏统一性 

2.2.1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与国家标准存在交叉 
我国现行有效的食品标准基本都是由国家制定的 , 

然而因标准起草部门涉及较多、部门之间协调性较差, 出

现行业标准与国家标准并存且内容不统一、交叉、重复、

矛盾等问题。以蛋白饮料为例, QB/T 2301-1997《植物蛋白

饮料 核桃乳》[13]与 GB/T 31325-2014《植物蛋白饮料 核

桃露(乳)》[14], QB/T 2438-2006《植物蛋白饮料 杏仁露》[15]

与 GB/T 31324-2014《植物蛋白饮料 杏仁露》[16]并存等。

表 2 是市场上销售的执行不同标准的杏仁露对蛋白质和脂

肪的标准要求, 同类食品执行不同的标准, 质量要求也不

一致。 
在张凯华等《我国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现状及问题分

析》[17]一文中, 也比较了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与国家标准存

在的交叉重复现象。 
2.2.2  检测方法标准存在不统一 

在检测方法标准中同样存在不统一现象, 主要体现

在标准之间检出限(或定量限)不统一, 造成结果判定的争

议。以蜂蜜中的氯霉素的几种检测方法为例(见表 3)。 

 
表 1  保健食品功效成分含量 

Table 1  Active ingredient content of dietary supplement 

序号 配料表 功效成分含量 

1 阿胶、枸杞子、熟地黄、乳酸亚铁、水、白砂糖 总氨基酸≥8.0 mg/100 mL; 亚铁离子≥10 mg/100 mL 

2 阿胶、当归、黄芪、大枣、葡萄糖酸亚铁、白糖 蛋白质 5.10 g/100 mL; 铁 53 mg/100 mL 
 

 
表 2  杏仁露标准中蛋白质含量对照表 

Table 2  Comparison table of protein content in almond dew standard 

标准编号 蛋白质/(g/100 g) 脂肪/(g/100 g) 

QB/T 2438-2006[15] ≥0.5 ≥1.0 

GB/T 31324-2014[16] ≥0.55 ≥1.3 

 
 

表 3  不同标准中蜂蜜中氯霉素检出限对照表 
Table 3  Comparison of detection limits of Chloramphenicol in honey with different standards 

标准编号及名称 方法检出限/(μg/kg) 

GB/T 18932.19-2003《蜂蜜中氯霉素残留量的测定方法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18] 0.1 

GB/T 18932.20-2003《蜂蜜中氯霉素残留量的测定方法 气相色谱-质谱法》[19] 0.1 

GB/T 18932.21-2003《蜂蜜中氯霉素残留量的测定方法 酶联免疫法》[20] 0.3 

农业部 781 号公告-10-2006《蜂蜜中氯霉素残留量的测定气相色谱－质谱法(负化学源)》[21] 0.1 



2004 食 品 安 全 质 量 检 测 学 报 第 11 卷 
 
 
 
 
 

 

在检验中, 介于 0.10～0.30μg/kg 之间的结果, 使用不

同的检测方法, 就可能得到不同的结论, 结果报出后引起

生产企业和检验机构之间的争议, 也给监管造成困扰。 
2.2.3  检测方法标准检出限(或定量限)高于判定标准的限

量值 
这一现象主要出现在 GB 23200.8-2016《水果和蔬菜

中 500 种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

法》[22]、GB 23200.93-2016《食品中有机磷农药残留量的

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23]、GB 23200.85-2016《乳及乳

制品中多种拟除虫菊酯农药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

法》[24]等农药残留检测方法标准与 GB 2763-2019[7]之间。

表 4 以 GB 23200.8-2016《水果和蔬菜中 500 种农药及相关

化学品残留量测定方法 气相色谱-质谱法》[22]中所涉及的

部分农药残留项目为例, 将部分农药残留项目的定量限与

GB 2763-201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

量》[7]的最大残留量进行比较。 
由表 4 可以看出, 采用检出限(或定量限)与限量值相

矛盾的标准进行检验和判定时, 可能造成检测结果的误

判, 致使存在安全风险的食品得不到有效监管。因此, 需

对存在适用性不统一的标准进一步改进, 提高标准间的

协调性。 
食品标准制定部门不统一、沟通不充分是造成标准交

叉的主要原因。现在有食品标准制定职能的部门有卫生行

政部门、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农业部门、国务院有关行业

主管部门, 多部门在食品标准制定过程中缺乏充分的沟通

联系,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在标准制定工作方面参与度不高, 
加之行业协会等相关组织的专业优势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没

有得到有效的发挥, 导致食品标准与监管部门和行业的要

求存在很大的差距。 

2.3  判定标准缺少对本底值影响的扣除限量值 

在检验中有些物质存在本底值, 会对检测结果的判

定造成影响, 严重的可能导致误判。如在检测水产品中硝

基呋喃药物残留时, 通过检测氨基脲来判断是否使用了呋

喃西林。《农业部 783 号公告-1-2006 水产品中硝基呋喃类

代谢物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25]呋喃西林

代谢物的定量限为 0.5 μg/kg,有研究表明, 偶氮甲酰胺和含

氯消毒剂的使用可以导致甲壳类水产品存在氨基脲本底, 
呋喃西林并非氨基脲的唯一来源[26], 在这类食品中即使检

测出了氨基脲成分, 也不能判定就一定使用过呋喃西林药

物。Poucke 等[27]通过研究发现, 罗氏沼虾、凡纳滨对虾、

斑节对虾、锯缘青蟹和远海梭子蟹等甲壳中氨基脲本底含

量为 1.5～12.6 μg/kg。王鼎南等[28]对罗氏沼虾、日本沼虾

进行了系统性检测, 发现氨基脲含量为 1.13～9.24 μg/kg。 
在实际工作中, 国内曾有机构报道大量甲壳类水产

品中检出呋喃西林类药物, 后经深入产地调查, 确认因本

底存在导致检测结论有误。 
产生此类问题的原因在于, 一方面方法标准制定中

验证范围过小小, 少数实验室可能发现不了方法标准本身

存在的问题; 在标准征询意见过程中因未正式在实验室使

用, 公众也难发现存在的问题; 另一方面标准实施后的跟

踪修订不及时, 导致问题标准一直存在, 影响对食品安全

问题的准确判断。 
硫氰酸钠是硫代糖苷和生氰糖苷的代谢物, 天然存

在于各类食品中, 动物乳腺可以分泌硫氰酸钠[29]。国际乳

联公报 234 号指出, 牛乳中的硫氰酸钠是不稳定的, 可以

达到 10～15 mg/L, 通常的浓度范围是 2～7 mg/L,个体牛

之间乳中的硫氰酸钠浓度在 2.3～35 mg/L。检测乳制品中

是否添加了硫氰酸钠用于乳的保鲜时, 因为天然存在的硫

氰酸钠本底值无法确定, 导致最终无法判定乳中是否人为

添加了硫氰酸钠。鉴于上述原因, 我国迄今为止尚未制定

出乳制品中硫氰酸钠的限量要求, 仅在市场监管总局的风

险监测中针对灭菌乳、巴氏杀菌乳、调制乳等液体乳制定

了 10 mg/kg 的参考值 , 在乳粉等固体乳制品中制定了   
80 mg/kg 的参考值作为风险排查的参考, 难以对违法添加

硫氰酸钠的产品形成准确判断、有效监管。国内有乳品企

业就曾与检验机构之间因硫氰酸钠是本底问题还是人为添

加问题产生过争议, 影响了公众对整个乳品行业的信任度, 
不利于产业发展。 

 
表 4  GB 23200.8-2016 中部分项目定量限与 GB 2763-2019 中最大限量对照表 

Table 4  Comparison of quantitative limit of some items in GB 23200.8-2016 and GB 2763-2019 

蔬菜种类项 项目名称 
GB 23200.8-2016[22] GB 2763-2019[7] 

定量限/(mg/kg) 最大限量要求/(mg/kg) 

叶菜类蔬菜 对硫磷 0.05 0.01 

马铃薯 丙溴磷 0.075 0.05 

叶菜类蔬菜 甲胺磷 0.4 0.05 

马铃薯 硫丹 0.075 0.05 

玉米笋 马拉硫磷 0.05 0.02 

仁果类水果 水胺硫磷 0.025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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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 研究和制定合理的本底值对食品安全检

验和监管及企业规范生产都具有重大意义。 

2.4  内容涉及专利的标准使用受限 

由于技术的发展和更新, 标准中涉及的专利越来越

多。2014 年 1 月 1 日国家标准委、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的

《国家标准涉及专利的管理规定(暂行)》规定, 对涉及专利

的国家标准, 全国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或者归口单位应

当及时要求专利权人或者专利申请人作出专利实施许可声

明[30], 但作为公开发布使用的食品标准, 专利实施许可特

别是收费的专利实施许可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标准的使用, 
不 利 于 食 品 安 全 检 验 和 监 管 工 作 的 开 展 。 以 GB/T 
34782-2017 《蜂胶中杨树胶的检测方法 高效液相色谱法》
[31]为例, 此标准中的原理和检测方法已获得专利保护, 很

大程度上制约了标准在实际工作中的使用, 不利标准更好

地服务于食品安全。 

3  建  议 

3.1  加快制定统一的食品分类标准 

基于我国食品安全监管现状, 建议尽快制定并颁布

统一的食品分类标准, 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与食品生产监

管部门、相关行业对食品的分类进行融合, 减少在食品检

验及监管过程中因分类不清造成的纠纷。对于地方特色食

品, 无法逐一对其进行分类的, 建议暂时归到其他食品类

别中, 并在制定食品安全通用标准时根据人体每日允许摄

入量, 在保证人体安全的前提下制定食品添加剂、污染物、

真菌毒素等物质的限量。 

3.2  进一步梳理修订现存标准 

中国食品标准体系的构建需要通过深入调研, 多方

征求意见[32], 及时跟踪评价, 不断地反复论证。建立科学

性的标准评估机制, 认真落实跟踪评价机制, 各食品相关

职能部门协同实施, 对现存标准进一步全面集中梳理, 对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之间不一致甚至相互冲突

的, 组织专项清理修订。调整标准内容的覆盖范围、指标

适用的对象等, 建立系统科学、开放融合、指标先进、权

威统一的食品标准,进一步有效提高我国食品标准的适用

性和科学性。 

3.3  加快新标准研制 

针对我国食品行业发展迅速, 标准研究跟不上食品

行业发展、致使食品标准滞后甚至缺失的现状, 相关部门

应及时了解食品行业动态及食品监管需求, 加强通用性标

准研究, 填补我国在食品安全主要领域的标准空白。不能

纳入通用标准的食品种类, 根据实际需求制定单独标准, 
处理好食品标准的整体性和特殊性关系问题。同时, 对照

与国际的差距, 加快配套检测方法标准的制订步伐, 提升

标准的技术含量 , 增强食品标准在监管中的技术支撑作

用。在国家明确提出“推进食品安全社会共治”[33]的背景下, 
食品标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也应纳入社会共治范围, 将公

众、行业协会、社会组织等社会主体纳入食品标准体系建

设中, 拓宽食品标准立项渠道, 加快食品行业发展需求标

准的制定。 

3.4   强化标准执行、加强贯彻力度 

国务院《食品安全监管“十三五”规划》明确要求, 加

强对食品安全标准的宣传贯彻和跟踪评价, 切实做好食品

安全标准执行工作, 促进食品安全标准落实。政府相关部

门应主动公开标准文本和问答材料, 发放科普宣传材料, 
开发、使用食品安全标准查询系统, 提供便捷的标准查询

服务。食品标准的制定部门和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应大力开

展标准宣传教育, 普及公众食品标准知识, 指导企业从业

人员学习掌握食品标准, 加强对标准实施情况的监督管理, 
使社会各方了解食品安全标准工作。同时, 要为食品安全

标准的贯彻实施营造良好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 畅通公

众意见反馈和社会监督渠道,增强公众参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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