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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与韩国食品安全标准中铅、镉指标对比分析 

吴  俊* 

(江苏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毒理与风险评估研究所, 南京  210009) 

摘  要: 目的  研究中国和韩国食品安全标准中铅、镉两类重金属指标的差异, 为开展进出口韩国食品安全

风险评估提供依据, 并为我国食品安全标准的完善提供参考。方法  以我国 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与韩国现行食品安全标准 Food Code(2019)为研究对象, 结合食品产品相关标准, 对两

国的食品分类体系和重金属中铅、镉限值进行比较、分析。结果  在植物源食品方面, 我国新鲜蔬菜的铅限

值为 0.1 mg/kg, 与韩国部分蔬菜的限值相同; 两国的水果铅、镉限值相同, 分别为 0.10、0.05 mg/kg; 谷物中

的铅、镉限值相同, 而食用菌铅、镉限值不同; 在动物源食品方面, 两国的畜禽内脏铅限值同为 0.5 mg/kg; 韩

国肉类食品铅、镉限值要严于我国, 分别为 0.10、0.05 mg/kg, 而我国为 0.2、0.1 mg/kg; 两国水产动物及其制

品的铅限值也不全相同, 仅有甲壳类、鱼类限值一致; 在其他食品方面, 两国关于可可制品的铅限值不同, 中

国和韩国限量分别为 0.5、2.0 mg/kg。结论  和韩国标准相比, 我国标准中涉及的食品种类全面, 囊括绝大多

数食品及其制品, 但对我国特色食品中铅、镉等重金属的安全性重视程度不足, 缺少符合我国食品特色的个性

化标准、限值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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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mparative analysis of lead and cadmium in food safety standards of 
China and South Kore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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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study the differences of lead and cadmium in Chinese and South Korean food safety 

standards , provide basis for food safety risk assessment of import and export South Korean food,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food safety standards in China. Methods  Taking the Chinese food safety standard 

GB 2762-2017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Limit of pollutants in food and South Korea's current food safety 

standard Food Code(2019) general standard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the food classification system and the limit values 

of lead and cadmium in heavy metals in the two countries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Results  In terms of plant 

derived foods, the lead limit of fresh vegetables in China was 0.1 mg/kg, same as that of some vegetables in South 

Korea. The lead and cadmium limits of fruits in two countries were the same, which were 0.10 and 0.05 mg/kg, 

respectively. The lead and cadmium limits of grains were the same, but the limits of the lead and cadmium of edible 

fungi were different. In terms of animal origin food, the lead limits of livestock and poultry viscera in the two 

countries were the same as 0.5 mg/kg, while the lead and cadmium limits of meat food in South Korea were stric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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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an those in China. The limits of lead and cadmium in South Korea were 0.10 and 0.05 mg/kg, respectively, while 

those in China were 0.2 and 0.1 mg/kg. The lead limits of aquatic animals and their products in the 2 countries were 

different, among which only crustaceans and fish had the same limit. For other foods, the lead limits of cocoa 

products in the two countries were different, and the limits in China and South Korea were 0.5 and 2.0 mg/kg, 

respectively. Conclusion  Compared to the standards in South Korea, China’s standards cover a wide range of food 

types, including the vast majority of food and its products. However, the safety of lead, cadmium and other heavy 

metals in China's characteristic food is not paid enough attention, and there is a lack of personalized standards and 

limit requirements in line with China’s food characteristics. 
KEY WORDS: China; South Korea; food safety; lead; cadmium 
 
 

1  引  言 

食品中铅、镉等重金属污染主要来源于食品原材料污

染、食品加工运输存储环节污染及食品包装材料污染等[1]。

有文献报道, 过量的铅对人体各系统和器官均有健康危害

效应, 主要累及神经系统、造血系统、心血管系统及肝肾

功能[2–5], 而镉污染除了对心血管系统、肾脏功能有损害作

用外[6–9], 还会对人体产生致癌、致畸效应[10,11]。韩国是中

国的近邻国家, 也是“一带一路”沿线重要的贸易伙伴, 中
韩两国的贸易往来非常频繁, 2018 年中国同韩国的进出口

总额为 3133.9 亿美元[12]。近年来, 中国进口食品来源地上

升至 170 个国家和地区, 成为最大的进口食品消费国[13]。

鉴于上述背景, 中韩两国也在不断提高对本国进出口食品

安全的重视程度。韩国食品药品安全处(Ministry of Food 
and Drug Safety, MFDS)负责食品、药品、医疗器械和化妆

品安全, MFDS 发布和修订的 Food Code(2019) [14] 涉及包

括食品重金属在内的各种食品污染物限值 ,我国 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15]则

规定了食品中铅、镉、汞、砷、锡、镍、铬、亚硝酸盐、

硝酸盐、苯并[a]芘、N-二甲基亚硝胺、多氯联苯、3-氯-1,2-
丙二醇的限量指标。本研究以食品中铅、镉为研究对象, 将
中国与韩国食品安全标准中食品分类体系及铅、镉限值进

行对比, 从标准层面为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开展进出口

韩国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找出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中的不足

提供依据, 促进两国贸易交流与合作。 

2  对比标准 

以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2762-2017 《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与韩国现行食品安全标准

Food Code(2019)中的污染物限量通用标准为研究对象, 并
结合两国食品产品相关标准如 Food Code(2019) Chapter 5 
Beveages 、GB 7101-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16]、

GB 2757-201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   
酒》[17]、GB 7096-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菌及其

制品》[18]以完善研究内容。 

3  结果与分析 

3.1  植物源食品 

中韩两国在植物源食品中的铅、镉限值对比结果见表 1。
结果显示, 两国对于植物源食品的分类一致, 由蔬菜、水果、

谷物、坚果、食用菌组成。在蔬菜及其制品中, 针对铅指标, 我
国分成了新鲜蔬菜、豆类和薯类蔬菜、芸苔类和叶菜蔬菜、

蔬菜制品 4 类, 针对镉指标, 分成了新鲜蔬菜、叶菜蔬菜、豆

类蔬菜、块根和块茎蔬菜、茎类蔬菜、芹菜、黄花菜 7 类。

韩国针对铅、镉 2 个指标的食品分类基本一致, 包括豆类蔬

菜、叶菜蔬菜(含芸苔)、叶茎类蔬菜、球茎类蔬菜、块根和

块茎蔬菜、瓜果类蔬菜, 以及高丽参这类韩国特色食品。此

外, 对于铅指标我国增加了蔬菜制品类别, 韩国无此类别。除

蔬菜制品和高丽参外, 两国大部分蔬菜类别的铅、镉限值均

在 0.1~0.3 mg/kg 和 0.05~0.2 mg/kg, 我国规定蔬菜制品的铅

限量为 1.0 mg/kg, 韩国高丽参的铅限量为 2.0 mg/kg。 
针对水果及其制品这一类别, 我国分为新鲜水果、浆

果和其他小粒水果、水果制品 3 类, 韩国分为水果、果酱两

类。两国的水果铅、镉限值相同, 分别为 0.10 和 0.05 mg/kg。
我国设定了包括果酱在内的水果制品限值, 而韩国仅针对

果酱设定限值。我国对于谷物及其制品、坚果及籽类、食用

菌及其制品的分类与韩国存在较大差别, 限值设定也不全

相同, 其中谷物中的铅、镉限值相同, 分别为0.2和0.1 mg/kg, 
而我国食用菌铅、镉限值为 1.0 和 0.2 mg/kg, 韩国对于蕈类

规定的铅、镉限值为 0.3 mg/kg。 

3.2  动物源食品 

中韩两国在动物源食品中的铅、镉限值对比见表 2。两国

对于动物源食品的分类一致, 由肉类、水产动物、油脂、乳类

组成。在肉及肉制品方面, 针对铅指标, 韩国分为家禽肉、猪

肉、牛肉、猪肝、牛肝、猪肾、牛肾 7 类, 相比之下我国的分

类较为笼统, 分为肉类、畜禽内脏、肉制品 3 类。针对镉指标, 
韩国分为猪肉、牛肉、猪肝、牛肝、猪肾、牛肾 6 类, 未提供

家禽肉镉限值, 我国分为肉类、畜禽肝脏、畜禽肾脏、肉制品、

肝脏制品、肾脏制品 6 类。我国的分类体系中包含肉制品、肝

脏制品、肾脏制品, 韩国则无此类别。韩国规定家禽肉、猪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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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肉铅限值为 0.1 mg/kg, 我国肉类铅限值为 0.2 mg/kg, 两国

设定的畜禽内脏铅限值同为 0.5 mg/kg。我国规定肉类的镉限

值为 0.1 mg/kg, 韩国则为 0.05 mg/kg, 两国虽然对畜禽肝脏的

分类方式不同, 但设定的镉限值相同。 
针对水产动物及其制品这一类别, 两国分类方式差别

较大, 在铅限值方面, 我国分为甲壳类、鱼类、软体动物中

的双壳类、水产制品、海蜇制品 6 类, 韩国则分为甲壳类、

鱼类、软体动物类, 还包括带内脏梭子蟹、鱿鱼和乌贼、冷

冻食用鱼头、冰冻食用鱼内脏、裙带菜这些特色水产。两国

的铅限值也不全相同, 其中仅有甲壳类、鱼类限值一致, 两
国水产铅限值范围均为 0.5~2.0 mg/kg。在镉限值方面, 我国

包括甲壳类、鱼类、软体动物类(双壳类、腹足类、头足类、

棘皮类)、水产制品, 限值为 0.1~2.0 mg/kg, 韩国则包括甲壳

类、淡水鱼类、深海鱼类、暖水海洋鱼类、软体动物类、带

内脏的梭子蟹、冰冻食用鱼内脏、鱼卵、裙带菜和紫菜, 限
值为 0.1~5.0 mg/kg, 其中有部分鱼类镉限值相同。 

在油脂及其制品方面, 两国的分类均较为概括, 分别

为油脂及其制品和菜油、鱼油、动物油等, 铅限值相同, 均
为 0.1 mg/kg。在乳及乳制品方面, 我国的分类则更加细化, 

而铅限值高于韩国。 

3.3  其他食品 

中韩两国在可可制品、饮料类等其他食品中的铅、镉

限值对比见表 3。两国关于可可制品的铅限值不同, 分别为

0.5 mg/kg 和 2.0 mg/kg。韩国对于糖类的分类较我国细致, 
铅限值则略有不同。在腌制食品方面, 韩国对特色食品泡菜

设定了铅、镉限值, 我国对腌制蔬菜设定了铅限值但无镉限

值。在饮料类方面, 除固体饮料外, 我国的铅、镉限值单位

与韩国不同, 我国为 mg/L, 韩国为 mg/kg。两国饮料分类不

全相同 , 但覆盖面均较为全面 , 我国的铅限值为 0.01~   
0.5 mg/L (固体饮料为 1.0 mg/kg), 韩国为 0.05~2.00 mg/kg(浸
出茶为 5.0 mg/kg), 换算单位后限值低于韩国, 两国在果蔬汁

类、饮料类中的碳酸饮料和液体茶铅限值相同, 韩国对于特

色食品高丽参饮料也提出了限值要求。在镉限值方面, 我国

仅对包装饮用水、矿泉水规定了镉限值, 而韩国分类更加细

致, 对液体茶、果蔬汁类、碳酸饮料、其他饮料均有镉限值

规定。我国的酒类分类更全面, 而韩国仅对葡萄酒规定了铅

限值, 除葡萄酒和黄酒外, 铅限值均为 0.2 mg/kg。 
 

表 1  中国与韩国在植物源食品中的铅、镉限值对比(mg/kg) 
Table 1  Comparison of lead and cadmium limits in plant source food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mg/kg) 

分类 
中国 韩国 

名称 铅 名称 镉 名称 铅 名称 镉 

蔬菜及 
其制品 

豆类、薯类蔬菜 0.2 豆类蔬菜 0.1 豆类蔬菜 0.2 豆类蔬菜 0.2 
芸苔类、 
叶菜蔬菜 

0.3 叶菜蔬菜 0.2 叶菜蔬菜(含芸苔) 0.3 叶菜蔬菜(含芸苔) 0.2 

新鲜蔬菜 0.1a 新鲜蔬菜 0.05b 叶茎类蔬菜 0.1 叶茎类蔬菜 0.05 
蔬菜制品 1.0 块根、块茎蔬菜 0.1 块根、块茎蔬菜 0.1 块根、块茎蔬菜 0.1 

- - 茎类蔬菜 0.1 球茎类蔬菜 0.1 球茎类蔬菜 0.1 
- - 芹菜 0.2 高丽参 2.0 高丽参 0.2 
- - 黄花菜 0.2 桔梗花 0.2 洋葱 0.05 
- - - - 瓜果类蔬菜 0.1 瓜果类蔬菜 0.05 

水果及 
其制品 

新鲜水果 0.1c 新鲜水果 0.05 水果 0.1 水果 0.05 
浆果和其他小粒

水果 
0.2 - - - 1- - - 

水果制品 1.0 - - 果酱 1.0- - - 

谷物及 
其制品 

谷物及其制品 0.2d 谷物 0.1e 谷物 0.2 谷物 0.1f 

麦片、面筋、八

宝粥罐头、带馅

(料)面米制品 
0.5 谷物碾磨加工品 0.1g 小麦粉 0.2 

小麦、大米、 
小麦粉 

0.2 

- - 稻谷、糙米、大米 0.2 - - - - 
坚果及 
籽类 

坚果及籽类 0.2h 豆类 0.2 花生及坚果 0.1 花生及坚果 0.3 
咖啡豆 0.5 - - 油菜籽 0.3 油菜籽 0.3 

食用菌及

其制品 

食用菌及其制品 1.0 新鲜食用菌 0.2i 蕈类 0.3j 蕈类 0.3j 
- - 香菇 0.5     
- - 食用菌制品 0.5     

注: a 芸薹类蔬菜、叶菜蔬菜、豆类蔬菜、薯类除外; b 叶菜蔬菜、豆类蔬菜、块根和块茎蔬菜、茎类蔬菜、黄花菜除外; c 浆果和其他

小粒水果除外; d 麦片、面筋、八宝粥罐头、带馅(料)面米制品除外; e 稻谷除外; f 小麦除外; g 糙米、大米除外; h 咖啡豆除外; i 香菇

和姬松茸除外; j 适用于养殖蘑菇、牡蛎菇、橡树菇、松树菇、冬菇、木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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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中国与韩国在动物源食品中的铅、镉限值对比(mg/kg) 
Table 2  Comparison of lead and cadmium limits in animal food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mg/kg) 

分类 
中国 韩国 

名称 铅 名称 镉 名称 铅 名称 镉 

肉及 
肉制品 

肉类 0.2a 肉类 0.1a 家禽肉 0.1 - - 

肉制品 0.5 肉制品 0.1b 猪肉 0.1 猪肉 0.05 

- - - - 牛肉 0.1 牛肉 0.05 

畜禽内脏 0.5 畜禽肝脏 0.5 猪肝 0.5 猪肝 0.5 

- - 肝脏制品 0.5 牛肝 0.5 牛肝 0.5 

- - 畜禽肾脏 1.0 猪肾 0.5 猪肾 1.0 

- - 肾脏制品 1.0 牛肾 0.5 牛肾 1.0 

水产 
动物及

其制品 

甲壳类 0.5 甲壳类 0.5 甲壳类 0.5 甲壳类 1.0 

- - - - 带内脏梭子蟹 2.0 带内脏的梭子蟹 5.0 

鱼类 0.5 鱼类 0.1 鱼类 0.5 淡水鱼类 0.1 
鲜、冻水产 

动物 
1.0c - - - - 深海鱼类 0.1 

- - - - - - 暖水海洋鱼类 0.2 

双壳类 1.5 
双壳类、腹足类、

头足类、棘皮类
2.0 软体动物类 2.0 软体动物类 2.0 

- - - - 鱿鱼、乌贼 1.0 - - 

水产制品 1.0d 鱼类罐头 0.2e 冰冻食用鱼内脏 0.5 冰冻食用鱼内脏 3.0 

海蜇制品 2.0 
凤尾鱼、 
旗鱼罐头 

0.3 冷冻食用鱼头 0.5 鱼卵 1.0 

- - 其他鱼类制品 0.1f 裙带菜 0.5 紫菜、裙带菜 0.3 

- - 
凤尾鱼、 
旗鱼制品 

0.3 - - - - 

油脂及

其制品 
油脂及其制品 0.1 - - 

菜油、鱼油、 
动物油等 

0.1 - - 

乳及 
乳制品 

乳及乳制品 0.3g - - 生乳及其他奶类 0.02 - - 

生乳、巴氏杀

菌乳、灭菌乳、

发酵乳、 
调制乳 

0.05 - - - - - - 

乳粉、非脱盐

乳清粉 
0.5 - - - - - - 

注: a 畜禽内脏除外; b 肝脏制品、肾脏制品除外; c 鱼类、甲壳类、双壳类除外; d 海蜇制品除外; e 凤尾鱼、旗鱼罐头除外; f 凤尾鱼、旗

鱼制品除外; g 生乳、巴氏杀菌乳、灭菌乳、发酵乳、调制乳、乳粉、非脱盐乳清粉除外。 
 

表 3  中国与韩国在部分食品中的铅、镉限值对比(mg/kg) 
Table 3  Comparison of lead and cadmium limits in some foods between China and South Korea (mg/kg) 

分类 
中国 韩国 

名称 铅 a 名称 镉 b 名称 铅 名称 镉 

可可 
制品、 
巧克力 

可可制品、巧克力 0.5 - - 可可制品 2.0   

糖类 

食糖及淀粉糖 0.5 - - 食糖、葡萄糖、果糖 0.5 - - 

- - - - 
糖浆、低聚糖、 
淀粉糖浆、糊精 

1.0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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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3 

分类 
中国 韩国 

名称 铅 a 名称 镉 b 名称 铅 名称 镉 

腌制 
食品 

腌制蔬菜 1.0 - - 韩国泡菜 0.3 韩国泡菜 0.2- 

饮料类 

饮料类 0.3c - - - - - - 

果蔬汁类及其饮

料、含乳饮料 
0.05e - - 果蔬汁类 0.05 果蔬汁类 0.1 

浓缩果蔬汁(浆) 0.5 - - - - - - 

包装饮用水 0.01 包装饮用水 0.005d 液体茶 0.3 液体茶 0.1 

- - 矿泉水 0.003 浸出茶 5.0 - - 

- - - - 咖啡 2.0 - - 

- - - - 碳酸饮料 0.3 碳酸饮料 0.1 

- - - - 高丽参饮料 0.3 - - 

固体饮料 1.0 - - 固体茶 2.0 - - 

- - - - 其他饮料 0.3 其他饮料 0.1 

酒类 
酒类 0.2f - - 葡萄酒 0.2 - - 

蒸馏酒、黄酒 0.5 - - - - - - 

注: a 中国食品安全标准中饮料类铅限值单位为 mg/L(固体饮料单位为 mg/kg); b 中国食品安全标准中饮料类镉限值单位为 mg/L; c 包装

饮用水、果蔬汁类及其饮料、含乳饮料、固体饮料除外; d 矿泉水除外; e 浓缩果蔬汁(浆)除外; f 蒸馏酒、黄酒除外。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通过对比中韩两国食品安全标准中铅、镉指标, 
发现两国均存在各自的优势和不足如下:  

1、我国对于多种食品制品规定了相应的铅、镉限值。

对比发现针对蔬菜制品、水果制品、肉制品、水产动物制

品、乳制品、油脂制品, 我国均规定了相应的铅、镉限值, 
而韩国只对如果酱、泡菜等极少数食物制品设定该限值。 

2、韩国更加重视本国特色食品的安全性。韩国对于

高丽参、高丽参饮料、鱿鱼和乌贼、冷冻食用鱼头、冰冻

食用鱼内脏、裙带菜这些本国特色食品有明确的铅、镉限

值 , 严控本国特色食品的出口质量 , 而我国在特色食品

铅、镉限值的管理上存在不足, 这值得我国学习。 
3、中韩两国在食品的分类方式上有各自的特点和不

足。在蔬菜及其制品方面, 中韩两国绝大多数的分类方式

相同, 均包括叶菜蔬菜、豆类蔬菜、块根和块茎蔬菜、茎

类蔬菜。在肉及肉制品方面, 我国笼统地分为肉类、畜禽

内脏, 韩国更加细致地针对家禽肉、猪肉、牛肉、猪肝、

牛肝、猪肾、牛肾分别设定限值。在水果及其制品、谷物

及其制品、食用菌及其制品、乳及乳制品、酒类方面, 我
国较韩国更加细化了食品分类。在饮料类方面, 虽然两国

分类方式不全相同, 但覆盖面均较为全面。 
4、我国食品铅、镉限值设定与韩国不尽相同。例如, 

我国新鲜蔬菜的铅限值为 0.1 mg/kg, 与韩国部分蔬菜相同; 

两国的水果铅、镉限值相同 , 分别为 0.10 mg/kg 和     
0.05 mg/kg; 两国的畜禽内脏铅限值同为 0.5 mg/kg; 两国规

定的菜油、鱼油、动物油等油脂的铅限值均为 0.1 mg/kg; 谷
物中的铅、镉限值相同, 而食用菌铅、镉限值不同; 韩国个

别食品铅、镉限值要严于我国, 其中肉类的铅、镉限值为  
0.1 mg/kg 和 0.05 mg/kg, 我国为 0.2 mg/kg 和 0.1 mg/kg。 

综上所述, 与韩国相比, 我国在食品制品的限值设定

方面考虑更为全面, 涉及的食品种类囊括与生活密切相关

的绝大多数食品及其制品, 但对我国特色食品中铅、镉等

重金属的安全性重视程度不足, 缺少符合我国食品特色的

个性化标准、限值要求。两国食品安全相关机构和行业应

进一步加强交流、合作, 取长补短, 不断完善两国包括铅、

镉等重金属限值在内的各类食品安全标准的衔接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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