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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矿物质钠作为核心营养素之一, 在我国 GB 28050—2011《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已被列为强

制标示的营养成分。本文通过阐述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中钠的标示要求, 分析钠的标示常见问题及实例; 同时

对比 GB 13432—2013《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与 GB 28050—2011 中钠的允许误差范围判定区别; 总

结钠的营养标签标示易错点及在保质期内钠含量的实测值超出允许误差范围所需关注情况。本研究有助于切

实维护消费者利益, 正确指导生产企业规范合理标示, 同时建议进一步研究监管上如何科学合理评判婴幼儿

特殊膳食食品标签钠的标识合规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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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one of the core nutrients, mineral sodium has been listed as a compulsory nutritional component in 

the GB 28050—2011 General rules of nutritional labeling of prepackaged food in China. This paper expounded the 

requirements of sodium labeling in prepackaged food nutrition labels, analyzed the common problems and examples, 

summarized the error-prone points of sodium labeling and the concerns that the measured value of sodium content in 

the shelf life exceeded the allowable error range, and compared the allowable error range of sodium between GB 

13432—2013 Labeling of prepackaged foods for special dietary uses and GB 28050—2011. This study is conducive 

to effectively safeguard the interests of consumers, correctly guides production enterprises to standardize and 

rationally label, and at the same ti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evaluate the compliance of sodium products 

scientifically and reasonably are put forw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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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作为人体重要组成的钠元素能调节机体水分, 维持

酸碱平衡。中国营养学会建议健康成年人一天食盐(包括酱

油和其他食物中的食盐量)的摄入量是不超过 6 克[1]。已有

研究表明[2], 钠摄入过高有害健康。钠的摄入量一直是现

代健康生活关注的热点, 中国、欧盟、美国、加拿大、澳

大利亚和新加坡等都对钠有营养标签的要求[3]。预包装食

品作为消费者摄入钠的另一重要来源, 除豁免标示营养标

签的食品, 营养标签中的核心营养素包括蛋白质、脂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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碳水化合物和钠为普通预包装食品强制性标示元素之  
一 [2] 。 近 年 来 核 心 营 养 素 钠 的 标 示 问 题 也 是 GB 
28050—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

则》[2]自 2013 年 1 月 1 日实施以来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标

示常见的实例及审核重点。随着标准及法规的完善, 特殊

膳食食品也逐渐呈现多样化。除婴幼儿食用的特殊膳食食

品, 运动营养食品也渐入大众视野, 其产品钠的标示需符

合 GB 13432—201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特殊膳食

用食品》[4]标签的规定。 
本文拟通过总结及对比分析目前预包装食品钠的标

示区别与注意事项及实际运用情况, 帮助消费者更清晰地

了解营养标签上钠的标示意义, 指导生产企业更规范标示

营养成分钠。 

1  GB 28050—2011《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

则》中关于钠的标示要求 

GB 28050—2011《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对钠

的表达格式、顺序、声称具体规定如下:  
(1)食品营养成分钠含量应以具体数值标示, 数值可

通过原料计算或产品检测获得。同时标准中规定了营养成

分钠的营养素参考值 (nutrient reference values, NRV)为

2000 mg。营养素参考值是专用于食品营养标签, 用于比较

食品营养成分含量的参考值[2]。 

(2)所有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强制标示的内容包括能

量、核心营养素的含量值及其占营养素参考值(NRV)的百

分比即 NRV%=X/NRV×100%(X-食品中某营养素的含量 ; 
NRV-该营养素的营养素参考值)。当标示其他成分时, 应采

取适当形式使能量和核心营养素的标示更加醒目。钠为核

心营养素之一应当符合对应要求。 

(3)营养成分表中强制标示和可选择性标示的营养成

分的名称和顺序、标示单位、修约间隔(修约值的最小数值

单位)、“0”界限值应符合相应的规定。“0”界限值指当某营

养成分含量数值≤“0”界限值时, 其含量应标示为“0”; 使

用“份”的计量单位时, 也要同时符合每 100 g 或 100 mL 的

“0”界限值的规定。当不标示某一营养成分时, 依序上移。

钠作为核心营养素之一需强制标示, 其表达单位为毫克

(mg); 修约间隔为 1; “0”界限值为≤5 mg/100 g 或≤     

5 mg/100 mL。 
(4)当某营养成分的含量标示值符合含量声称或比较

声称的要求和条件时, 方可进行对应的声称, 同时可使用

标准中相应的一条或多条营养成分功能声称标准用语。不

应对功能声称用语进行任何形式的删改、添加和合并。 

(5)在产品保质期内, 钠含量的允许误差范围应符合

≤120%标示值。 

2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中钠的标示问题

分析 

2.1  表达格式 

由于企业生产技术人员不了解不熟悉标签标注应

掌握的背景资料 , 没有认真学习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 
导致标签标注不完整、不规范[5]。由表 1 可见表达格式

不规范主要有未正确标示钠及其 NRV%的名称、表达单

位、修约间隔、数值。钠的名称错误写成“纳”; 对应的

NRV%错写为“NRC%”; 钠的表达单位错误标示为毫克

(Mg)、毫克(g)、ng, 正确应为对应的表达单位毫克(mg)、

mg。钠的标示值为 6.6 mg/100 g, 正确钠的修约间隔为

1, 应标示为 7 mg/100 g; 钠的标示值是 14 mg/100 g, 
NRV%为 0.7%, 正确对应钠的 NRV%应为 1%; 关于钠

的数值标示现基本都是使用具体数值, 较少出现范围值

或≥、≤的标示。 

 
表 1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钠标示常见格式问题 

Table 1  Common format problems of sodium labeling in 
prepackaged food nutrition labels 

项目 通则要求 不规范情况 

名称 钠; NRV% 纳; NCR% 

表达单位 毫克/mg 毫克/Mg、毫克/g、ng

钠含量修约间隔 1 6.6 

钠 NRV%修约间隔 1% 0.7% 

 

2.2  钠的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计算 

钠的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计算常因计算错误或修约有

误从而出现不规范的情况。从表 2 可见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

钠 NRV%标示常见错误情况有: ①常见有差距较大的计算错

误: 钠标示值是 801 mg/100 g, NRV%标示值为 13%, 而实际

对应钠的 NRV%应为 801/2000×100%=62%。②修约问题导致

NRV%标示不规范的情况常见有钠标示值是 30 mg/100 g, 
NRV%标示值写 1%, 而实际对应钠 NRV%按照原标签四舍

五入修约规则应为 30/2000×100%=2%。③还有一些易错情

况如钠的标示值是 10 mg/100 g, NRV%标示值写 0%, 而实

际对应钠 NRV%计算值为 0.5%, 按照要求应标示为 1%。 

2.3  “0”界限值 

“0”界限值是指当能量或某一营养成分含量小于该界

限值时, 基本不具有实际营养意义, 而在检测数据的准确

性上有较大风险, 因此应标示为“0”[5]。核心营养素钠的含

量 标 示 不 符 合 “0” 界 限 值 的 要 求 情 况 如 钠 的 标 示 值 为     
5 mg/100 g, 而按照通则要求每 100 g 钠的“0”界限值为≤  

5 mg/100 g, 其正确标示值应为 0 mg/100 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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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钠 NRV%标示常见错误情况 
Table 2  NNRV % nutrition label of prepackaged food shows common errors 

序号 钠标示值/(mg/100 g) 
NRV% 

修约规则 
错误标示值 正确标示值 

1 80 13% 62% 四舍五入 

2 30 1% 2% 四舍五入 

3 10 0% 1% 四舍五入 

 
2.4  钠标示值的准确性 

在保质期内, 钠含量的实测值超出允许误差范围, 这

是营养标签钠标示审核的重点。如普通预包装食品标签钠

的标示值为 475 mg/100 g, 在保质期内, 经检测钠的实测

值 为 1370 mg/100 g, 超 出 标 示 值 允 许 误 差 范 围

475×120%=570 mg/100 g。 
王俊等[6]对采集的预包装食品钠含量进行检测, 并与

营养标签标示值进行比对, 按照 GB 28050—2011 的要求

验证钠含量标示值的准确性。结果表明, 标示值在允许误

差范围内的占 71.1%。不在范围内样品占 28.9%。谭洪兴

等[7]在青少年高消费预包装食品调查中, 实验室检测发现, 
18.5% 的 样 品 检 测 值 大 于 标 示 值 的 120%, 不 符 合 GB 
28050—2011 关于钠含量标示值的规定, 其营养标签钠标

示值的准确性有待进一步提高。可见在保质期范围内, 预

包装食品钠的准确性标示需引起重视。 

2.5  GB 28050—2011 与 GB 13432—2013 中钠的允

许误差范围对比 

在钠的标注允许误差方面, GB 28050—2011 规定了食

品中钠应≤120%标示值。但在 GB 13432—2013 中, 则规

定钠不应低于标示值的 80%, 且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要

求。在标示不同类别的预包装食品时需要特别注意的是钠

的允许误差范围二者要求有较大区别。不同标准中钠的指

标要求对比见表 3。 
2019 年 4 月 9 日发布的市场监管总局关于 14 批次食

品不合格情况的通告〔2019 年 第 11 号〕[8]中有 2 批次婴

幼儿罐装辅助食品甜薯南瓜苹果蓝莓蔬果泥、西梅果泥(原
产国都为西班牙)中总钠检出值低于产品包装标签明示值

的 80%, 判定为不合格产品。GB 10770—2010《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9]中钠为限制性营养指标

要求为≤200 mg/100 g, 在《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

量(2013 版)》[10]针对婴幼儿人群钠的摄入量(recommended 
nutrient intake, RNI)或适宜摄入量(adequate intakes, AI)为
170~700 mg/ d 范围之间, 比正常普通人群要低, 而检出值

大于标示值 80%的该类合格产品会存在婴幼儿食用人群摄

入 钠 比 预 期 量 多 的 风 险 , 这 在 实 际 应 用 中 , 与 GB 
28050—2011 判定规则不同, 在目前法规现状是要依据实

际产品类别对应不同的钠的判定适用标准, 而如何更加规

范科学判定不同产品类别钠的指标要求有待进一步研究。 
 

表 3  不同标准中钠的指标要求对比 
Table 3  The index of sodium in different standard requires 

comparison 

序号 标准代号 钠指标要求 

1 GB 28050—2011 ≤120%标示值 

2 GB 13432—2013 ≥80%标示值 
3 GB 10770—2010 ≤200 mg/100 g 

4 
《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

参考摄入量(2013 版)》 
170~700 mg/ da 

注: a 数值为《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2013 版)》针对婴

幼儿人群钠的摄入量(RNI)或适宜摄入量(AI)。 

 

3  预包装食品钠的营养标签标示总结分析 

(1)规范标示钠及钠的 NRV%的表达名称、单位、次

序、具体数值。钠的修约间隔为 1, 即数值保留整数; 且当

符合“0”界限值要求时数值应为 0。钠的 NRV%修约间隔为

1%, 对于 NRV%计算结果≥0.5%但＜1%, 则标示为 1%。

应按照 GB 28050—2011 附录 A.3 的计算方式计算, 并采用

GB/T 8170—2008 数值修约规则与极限数值的表示和判 
定[11]或四舍六入法修约, 但要确保修约规则的统一[12]。 

(2)允许误差规定了食品中营养成分含量的变化范围, 
是判断检测值和标示值间是否相符合的标准[13]。在保质期

内, 经检测, 其钠含量的实测值超出允许误差范围情况还

有较多不符合实例, 例如含核类的蜜饯、含骨头的鸡腿、

排骨等产品。通则中规定可食部分为预包装食品净含量去

除其中不可食用的部分后的剩余部分。在标示及监管该类

产品营养标签钠标示时需要熟悉产品特性, 做好前期处理, 
确保所标数据的准确性。 

(3)在钠的标注允许误差方面, GB 28050—2011 与 GB 
13432—2013 是有较大区别的, 在实际判定标签时要依据

产品的性质类别适用对应的标准去判定, 结合产品性质合

理确定钠的标示值。 
(4)其它营养标签钠的标示需注意的有: 当标示其他

成分时, 需采取适当形式使能量和核心营养素的标示更加

醒目。我国预包装食品标签营养成分功能声称使用现况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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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中提到钠的营养功能声称标示率低, 钠的功能声称用语

在调查中未被使用[14]。在实际中对于预包装食品有进行钠

功能声称的时候需要符合对应的含量要求及功能声称用语

规定, 不符合含量要求的不能进行夸大宣传。 

4  结束语 

食品标签是向消费者传递产品信息的载体。做好预包

装食品标签管理, 既是维护消费者权益、保障行业健康发

展的有效手段, 也是实现食品安全科学管理的需求[15]。预

包装食品中钠营养成分的标示是食品营养标签中的重要信

息, 是标签中有关钠的营养声称和健康声称的依据, 标示

值的准确性影响到人们对食品营养标签标示值是否真实的

信心, 同时也关系到人们对食品选择的信心和食品对健康

的影响[16]。本文对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中钠的标示及实际

应用情况进行了分析, 以期帮助消费者正确认识营养标签

钠的规范标示, 引导健康消费, 提高生产企业对营养标签

钠的合规性、准确性标示, 在监管上科学合理评判产品的

符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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