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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原料聚乳酸用于食品接触产品的 

安全现状及监管风险控制 

陈夫志 1*, 李  晓 2, 赵毓郎 3, 金  良 1, 赵亚峰 1 

(1. 苏州海关, 苏州  215000; 2. 苏州工业园区海关, 苏州  215000; 3. 苏州吴中区果蔬园艺站, 苏州  215000) 

摘  要: 纤维原料聚乳酸由于使用原料为自然可再生的材料, 用聚乳酸生产的产品可在后期进行生物降解, 从

原料到成品, 生产过程都是较为绿色环保的, 用途越来越广, 可作为纤维原料, 也可用作制造食品包装、食品接

触产品的原料。由于聚乳酸制成的食品接触产品有可降解方面的优势, 在与食品接触方面的应用越来越多, 聚乳

酸制可降解的餐具等日益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聚乳酸制产品的日益流行, 要求此类产品的质量安全

方面的管控更为精准有效。本文分析了聚乳酸产品的生产现状及成品销售过程中可能存在的产品质量安全风险

问题, 对聚乳酸制食品接触产品的质量安全风险出现的关键环节进行分析, 对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项目进行风险

分析, 并提出对风险问题进行控制的方案方法, 对相关产品的生产企业的产品经营和质量安全的管控有较好的

指导作用, 为产品的质量再提升有更强的警示意义, 为政府监管、企业生产以及市场和消费者了解相关产品的风

险内容和控制提供可行性探讨, 提升产品的质量安全, 助力消费者进行市场监督, 提升产品的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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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Since the raw material of polylactic acid is natural and renewable material, the products produced by 

polylactic acid can be biodegraded in the later stage. From raw material to finished product, the production process is 

relatively green and environmentally friendly, and it is used more and more widely. It can be used as fiber raw 

material, as well as raw material for manufacturing food packaging and food contact products. Food contact products 

made from polylactic acid have the advantage of being degradable and are being used more and more in contact with 

food. Polylactic acid is becoming an increasingly integral part of people’s daily life. The increasing popularity of 

polylactic acid products requires more accurate and effective quality and safety control of such product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production status of polylactic acid products and the possible product quality and safety risks in the sales 

process of finished products, analyzed the key links of the quality and safety risks of polylactic acid food products, 

analyzed the risk of product quality and safety risks, and put forward the plan and method to control the ris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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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blems. It has a good guiding effect on the product operation and quality and safety control of relevant product 

manufacturers, and has a stronger warning significance for the further improvement of product quality. It also 

provides feasibility discussion for government supervision, enterprise production, market and consumers to 

understand the risk content and control of relevant products, improves product quality and safety, and helps 

consumers to carry out market supervision,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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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聚乳酸是一种新型的生物降解材料, 其生产是利用

可再生的植物资源(如玉米淀粉等)经过生物酵解而成[1]。用

聚乳酸原料可以制造成聚乳酸纤维用于纺织, 也可以制造

工程塑料或薄膜, 聚乳酸材料具有较高的机械强度、良好

的透气性和生物相容性, 且可生物降解、易加工、节能、

低毒, 可用于食品包装材料[2], 也可以用以制造日用生活

用品如: 吸管、碗、杯子等餐具或与食品接触的包装产品。

聚乳酸制品具有良好的生物可降解性, 不污染环境, 对保

护环境非常有利, 符合食品包装环保方面使用(reduce)、循

环利用(reuse)、可回收(recycle)、可降解(degradable)[3]的要

求, 符合当前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发展要求。聚乳酸餐

具或聚乳酸制与食品接触的相关产品(本文后面称为聚乳

酸制品), 已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 但该类产

品还存在着一些质量安全问题需要加强质量安全的控制。 

以聚乳酸为原料制成的餐具或与食品接触的相关产

品从原材料的本身来说是安全的, 聚乳酸产品的原料来源

是纯自然产品, 对人类的身体健康不存在危险, 但由于聚

乳酸产品的特性是耐热性能差、抗冲击性低等缺陷[4], 在

生产过程中会加入一些添加剂或与其他物质混合生产成合

成的聚乳酸产品, 这会将一些有毒有害物质混入聚乳酸材

料中, 而使得聚乳酸制品含有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的物

质。本文通过查阅资料, 进行研究与考察跟踪, 提出对聚

乳酸制食品接触产品的一些风险控制点, 以期为今后的产

品生产企业、监管机构和消费者提供参考, 为控制提升聚

乳酸制食品接触产品的质量安全, 减少该类产品对人体的

安全隐患, 使产品的安全性更加可靠提供探索和借鉴。 

1  聚乳酸的生产现状 

1.1  国外聚乳酸生产的由来及现状 

聚乳酸的生产是通过人工合成制得, 将玉米、薯类等

淀粉原料或桔杆、稻草等原料通过发酵而得到聚乳酸原料

六碳糖或五碳糖, 将六碳糖或五碳糖进行生物发酵而得到

乳酸, 然后经过化学合成得到高纯度聚乳酸[5]。目前通用

的方法为先制备出丙交酯, 然后将纯化好的丙交酯进行开

环聚合, 从而得到了高分子量的聚乳酸[6], 聚乳酸作为一

种高分子聚合物材料经过加工可生产为聚乳酸纤维、聚乳

酸工程塑料、聚乳酸制日用品、餐具等产品, 由于产品的

可降解性被作为优质的塑料进行广泛开发应用。聚乳酸产

品的制作生产示意图见图 1。 

1.2  国内聚乳酸生产的由来及现状 

我国聚乳酸产品的生产起步比较晚, 2000 年左右才开始

研发聚乳酸的生产技术[7], 中国科学院长春应用化学研究所

是我国引领聚乳酸产品生产先行者, 通过引进消化吸收, 该

公司对聚乳酸的生产的反应条件和工艺进行探索, 有效地开

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用于低乳酸裂解制备的相关技术[8]。 

目前, 我国聚乳酸的生产和产品的开发正在蓬勃发

展中, 2019 年以前, 国内未能攻克关键中间体技术, 且无

终端消费市场, 企业主要承担聚乳酸制品加工环节, 需进

口聚乳酸树脂制成终端产品后出口至欧美等发达区域。随

着国内企业陆续打通聚乳酸全产业链, 以及“限塑禁塑”的

稳步推进, 2018—2022 年, 中国聚乳酸表观消费量年复合

增长率达 34.9%[9]。 

通过生产技术的不断改进和提高, 聚乳酸产品性能已

经较为安全、稳定可靠, 聚乳酸类餐具和食品包装材料的应

用也越来越多, 还可作为为食品提供抗氧化剂、抗菌或抗真

菌保护的活性包装材料[10]。现在已有多种纳米材料用于聚

乳酸的改性, 纳米纤维素具有可回收利用、可表面化学改

性、生物相容性好、热性能、力学性能、阻隔性能好的优点, 

有效地改进聚乳酸产品的性能[11‒12], 还有用来增强聚乳酸

特殊功能的纳米填料使其具有的良好生物相容性, 产品的

重要性和功能性进一步增强, 使产品的应用不断拓展。 

1.3  环保要求及聚乳酸产品的行业发展前景 

现在, 塑料已被广泛使用, 塑料制品使用后, 除了部

分被回收外, 剩余的被焚烧或填埋于土壤中, 还有部分废弃

在湖、海等水体环境中[13], 而大多数塑料在土壤或水环境中

极难被微生物所降解, 如聚乙烯(polyethylene, PE)和聚对苯

二甲酸乙二醇酯(polyethylene terephthalate, PET)在土壤中的

降解周期可长达数百年[14‒15], 严重影响环境的安全, 对环境

造成巨大压力。鉴于当前对环境保护的重视, 近些年越来越

多的研究将可生物降解材料应用到食品包装上[16]。据国际能

源署(International Energy Agency, IEA)统计数据, 已有 60 多

个国家实行对一次性塑料实施禁令或征税, 欧盟、美国和中

国等主要经济体甚至开始将“限塑令”升级成“禁塑令”[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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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聚乳酸制品生产示意图 

Fig.1  Production diagram of polylactic acid products 
 

2020 年 1 月, 我国发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塑料污染

治理的意见》, 到 2020 年底, 将在部分地区、部分领域禁

止、限制不可降解塑料的使用, 同年 7 月《关于扎实推进

塑料污染治理工作的通知》, 详细界定禁、限塑管理的细

化标准[18], 对部分不可降解塑料进行有序禁止和限制。各

国都在限制或禁止使用塑料产品, 并寻求可替代的环保可

降解材料, 人们的环保意识越来越强, 人们对可生物降解

的聚乳酸越来越重视, 根据聚乳酸的特性, 开发了很多产

品, 应用在生物医学、食品包装领域中[19]。在“禁限塑”政

策的不断加持下, 聚乳酸制成的餐具产品由于来源于自然

材料, 安全无毒, 不会分解为双酚 A, 产品也不含增塑剂, 

最后可自然降解, 非常环保, 是替代传统的密胺产品、石

油基塑料产品[20]等传统塑料餐具产品的好材料。聚乳酸下

游产品的应用愈发多样化, 利用新工艺制备环境友好型产

品等方面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21], 很多的聚乳酸产品的汤

勺、杯子等与食品接触的餐具、食品包装类产品以及一次

性使用食品接触产品被开发应用。预计中国聚乳酸表观消

费量仍将保持高速增长。随着国家产业政策的调整以及人

们环保意识提高, 消费市场对环保可降解的聚乳酸制品的

需求要求越来越广泛, 我国《“十四五”工业绿色发展规划》

已将聚乳酸列为工业碳达峰推进工程的绿色低碳材料推广

对象。 

2  聚乳酸制品用于食品接触类产品的安全现状 

聚乳酸制产品用于食品接触产品主要是餐具类等聚乳

酸制日用品和食品包装类产品。现在聚乳酸制日用品已开始

走进人们的生活, 很多以玉米类为原料生产的聚乳酸餐具

被称为“网红餐具”, 但该类产品还是存在一定的安全风险, 

由于聚乳酸产品为新发展产品, 对该类产品的检测普及率

较低, 广大消费者对此还没有足够的关注。收集到最近两年

国内曝光的聚乳酸制与食品接触产品的不合格风险, 基本

在产品的耐断裂性能、标识标签、生物降解性能等方面, 生

物降解性能和耐断裂性能不合格出现的概率比较高, 高锰

酸钾消耗量和总迁移量不合格也时有发生。详见表 1(表格

中的市监局是指各省或直辖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2.1  产品存在不耐热、易脆易碎的问题 

聚乳酸制品由于其是由淀粉发酵转化而来, 不耐高

温、易脆变, 决定了该类加工成餐具、食品包装, 盛装温

度较高的食品时会容易撕裂或变形[28]。 

以乳酸为单体, 聚合而成的, 工业化的聚乳酸根据聚

乳酸单体的含量分为高、中、低光学纯度的聚乳酸, 中、

低光学纯度的聚乳酸熔点在 160°C 以下, 热变形温度在约

50~60°C, 主要应用在一次性日用品制品, 不耐热不耐紫

外线, 是聚乳酸这类生物材料的痛点, 普通聚乳酸原料加

工而成的餐具不耐高温 , 使用时需要注意避免微波炉等

高温加热产生餐具变形、材质变脆的风险。生产工艺通

过不断改进和完善通过后期改性的高光学纯度的聚乳酸, 

可改变聚乳酸制品的耐热性, 提高聚乳酸制品的耐水解

和耐老化性能, 使聚乳酸制品具备一定的使用寿命和耐久

性[29], 其熔点, 在约 170~180°C, 热变形温度在约 100~110°C, 

目前, 应用生物相容性增塑剂, 用聚乙二醇(polyethyl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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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近两年我国曝光的不合格聚乳酸制品情况 
Table 1  Situation of unqualified polylactic acid products exposed in our country in recent two years 

时间 监管单位 抽检总批次 不合格批次 不合格率/% 主要不合格原因 参考文献

2022 海南省市监局 80 22 27.5 生物降解性能、耐断裂性等 [22] 

2022 广东省市监局 40 1  2.5 总迁移量(4%乙酸) [23] 

2022 上海市市监局 20 1  5.0 高锰酸钾消耗量 [24] 

2021 海南省市监局 80 19  23.75 耐断裂性能、高锰酸钾消耗量 [25] 

2021 吉林省市监局 49 13 26.5 生物降解性能 [26] 

2021 浙江省市监局 11 11  9.1 标识、总迁移量(50%乙醇 4%乙酸) [27] 

 
glycol, PEG)、聚丙二醇(polypropylene glycol, PPG)、柠檬

酸酯类等高分子类增塑剂, 来提高聚乳酸的柔韧性[30]。对

突破聚乳酸产品的技术瓶颈问题, 用于某些独特的功能或

大幅度提升其综合性能, 冲击强度都有了较大的提高。 

我国现在还没有专门针对聚乳酸产品制定产品标准, 

但有行业标准 QB/T 5415—2019《聚乳酸注塑餐具》, 该标

准规定, 聚乳酸餐具产品标识应注明使用温度(冷餐具适温

‒20~50°C、热餐具适温‒20~100°C)、保质期限(生物降解材

料制品性能随时间下降), 为避免消费者在购买和使用此类

产品时, 对产品的误用风险而带来的意外损失和伤害。正如

宜家(中国)投资有限公司召回 1.7 万件聚乳酸制餐具[31], 内

容涉及到聚乳酸产品存在的安全隐患问题, 产品存在的易

破裂风险, 究其原因还是生产过程控制和产品设计方面的

问题, 没有能够对产品的预期使用进行安全风险评估, 最后

造成产品安全风险。说明聚乳酸制餐具在这方面还是存在

耐用性和耐高温性的安全隐患, 需要加以控制。 

2.2  产品存在标签标识不规范的问题 

目前市场上销售的聚乳酸制餐具产品, 有很大一部

分是聚乳酸产品混合密胺等其他塑料产品, 该类产品由于

混合的物质可能不符合国家标准要求, 有些混入的塑料可

能本身就含有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在与食品接触时迁移到

食品中, 另外含有密胺的产品也会产生三聚氰胺迁移量超

标的问题; 聚乳酸与其他塑料混合还会造成产品的最后处

理问题, 在生物降解的过程中难以彻底降解, 引起环境的

污染。产品信息标注不完整可能涉及产品的追溯性与合规

性无法保证[32], 引起消费者的使用混乱, 产品的成分标准

不规范, 有些产品在标识说明上没有将产品的含有其他塑

料原料的成分含量标出, 笼统的标注为可降解的塑料等内

容。在使用说明上有标识标注可使用微波, 注明餐具使用

最高温度; 有的标识不注明使用温度、注意事项等, 这会

导致最终产品的误用, 需要消费者对其进行甄别使用, 要

仔细查看产品的使用说明或注意事项。2016 年吉林省质量

技术监督局(现在名称变更为市场监督管理局)曾对可降解

聚乳酸制品进行专项抽查, 不合格 11 批次, 标识不合格或

含量与标识不符的由 8 批[33], 占不合格数量的 72%, 可见

标识问题是需要加强监督、监控和监管。 

2.3  改性添加剂的使用导致产品存在安全风险 

聚乳酸餐具及与食品接触的包装类产品发生耐断裂

性能不合格的概率比较高(如表 1 所示), 原因是产品通过

后期改性, 使得聚乳酸具备某些独特的功能或大幅度提升

其综合性能, 使聚乳酸制品力学强度也有较大的提升[34], 

提高了其耐热性和强度 , 提高产品质量 , 以及减少食品

包装等产品对环境的负面影响等 [35], 可能会存在改性不

达标或其他(改性剂使用)问题, 不管是耐断裂性能还是重

金属迁移等问题, 都与改性生产过程有关。聚乳酸的改性

有: 物理改性[36‒37]、化学改性[38‒40]、酶法改性[41‒42]及复

合改性[43]等。目前工业生产聚乳酸在生产过程中使用金属

催化剂[44]的情况比较普遍, 主要是进行丙交酯的配位, 在

插入聚合机制是丙交酯环上的羰基氧与引发剂中的金属产

生配位, 然后丙交酯的酰氧键插入到配位键上, 使酰氧键

断裂开环进行链增长 [45]; 插入聚合的引发剂通常是具有

p、d、f 空轨道的金属(锡、钛、铝、锌)的醇盐或羧酸盐, 也

可以是稀土金属的醇盐[46]; 插入聚合最有效的催化剂是金

属有机化合物[47‒48], 如锡、铝、锌、铋和钇等金属的烷氧

基化合物[49], 广泛用于工业聚乳酸的生产。这些聚乳酸的

改性添加剂使得运用聚乳酸材料制成的餐具或食品包装产

品带有重金属, 聚乳酸产品的重金属来源还有一部分使原

材料代入, 由于不同土壤环境中金属离子的差异, 特别是

受到砷、镉、铬、铅等重金属污染的土壤, 使得植物中存

在着复杂的金属离子[50], 因此, 以植物纤维或淀粉为原料

的产品容易在原料环节引入砷、铅、镉等重金属元素[51], 生

产过程中使用的原料、原料添加剂等物质会影响产品的质

量[52], 在实际生产过程中也可能会有不法企业使用不符合

食品安全的基体及五氯苯酚等添加剂, 在与食品接触的过

程中容易迁移到盛装的食品中, 从而造成食品污染。在通

过实验室检测也常有发现聚乳酸制的食品接触产品在铅等

重金属溶出量方面的项目不符合我国 GB 4686.6 标准的问

题。可降解的餐具也可能由原料等因素在一定的条件下因

氧化导致高锰酸钾消耗量增大[53]。另外, 有研究表明当聚

乳酸薄膜中钙含量过高时, 钙向 95%乙醇中的总迁移量也

会超过限量, 随着薄膜中钙含量的增加, 钙向食品模拟物

中的迁移量和迁移率均增加[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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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合格的添加剂成分本身在合格的规程下添加对

人体是比较安全的, 但在对聚乳酸产品改进生产过程中的

加入的改性添加剂过量的问题, 或是生产过程中金属催化

剂的过度使用容易过度导致溢出, 2021 年, 浙江省市场监

督管理局对纸吸管、聚乳酸吸管产品 2 种产品开展质量监

督抽查, 聚乳酸产品不合格项目涉及标签标识、总迁移量

(50%乙醇、4%乙酸)等项目(见表 1)[27], 这也是一个质量安

全的控制要点。 

3  聚乳酸制食品接触产品的安全管理控制 

政府监管部门应根据国外发达国家的聚乳酸方面的研

究现状, 结合我国聚乳酸制食品接触产品的基本概况、发展

情况以及标准和检验监管情况, 分析存在的问题的原因, 让

相关经营企业充分借鉴国外监管经验, 对聚乳酸制食品接

触类产品进行风险评估, 控制产品的质量安全, 也让消费者

更为精确的了解到相关的信息, 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3.1  对产品的风险可能发生项目进行安全评估, 控

制产品添加剂的使用 

聚乳酸制食品接触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由于加入重金

属催化剂, 从而造成该类产品的重金属释放, 影响产品安

全, 应对聚乳酸产品制造过程中的金属催化剂使用情况加

以评估。对产品生产的供应链进行追溯和一致性评估, 以

此了解和控制产品在生产过程中的金属催化剂的使用情况, 

防止产品因此项目出现安全风险。近年来研究人员致力于

开发非金属催化剂, 研究发现, 酶(如念珠菌脂肪酶[55‒56]、

洋葱伯克霍尔德菌脂肪酶[57])、非金属有机化合物(如氮杂

环卡宾、芳基取代的膦亚胺[58]、仿生化合物胍和脒等[59])

均可作为丙交酯开环聚合的催化剂。这些非金属催化剂是

聚乳酸产品在工业化应用方面的尝试, 避免了金属催化剂

的不利影响, 有利于保障聚乳酸产品的质量安全。政府需

要加强引导和支持提供政策支持, 促使企业应用更为环保

的非金属催化剂等技术开发更为安全的产品。 

产品的风险评估及安全控制应将是否含有金属的催化

剂作为产品风险安全的评估项目监控的重点项目, 根据金

属催化剂的使用情况进行安全风险检测和监控, 以防产品

生产过程中, 过度使用添加剂的问题, 控制产品质量安全。 

3.2  对聚乳酸制品的使用原料进行安全风险监控 

企业要严把原辅材料, 对原辅材料进行严格的检测, 

对原辅材料供应方生产的关键工序进行监督, 建立供应商

的监控考核制度, 对质量控制不力的供应商坚决弃用, 严

把原辅材料控制关, 对聚乳酸制品使用的原料安全进行控

制, 既需要评估和控制产品中使用可降解原料的成分含量, 

也需要对产品的原料建立溯源机制。控制产品改性剂和增

塑剂的添加, 避免造成增塑剂等变性添加剂的滥用或误

用。增塑剂的使用为了改变产品的可塑性, 在塑料产品中

使用较为普遍, 改变材料本身的部分性能, 聚乳酸基复合

材料制食品接触餐品由于增加了增塑剂, 增加延展性和改

善加工性[60], 增塑剂的使用可能造成产品无法完全降解, 

给聚乳酸制品带来致命的缺陷或对人体健康带来风险。一

些高迁移性的增塑剂严重威胁着人体健康[61], 已经是一个

公认的事实, 因此, 聚乳酸制品在生产过程中还应减少增

塑剂的使用, 要摒弃需要添加增塑剂的聚乳酸基复合材料

用于生产食品接触产品。 

3.3  对产品的生产过程进行监控, 加强生产过程中

的监测 

目前聚乳酸制品的成分含量不一导致有些产品因聚

乳酸的成分含量高低不同, 而造成最终产品的可降解程度

不一, 有些产品不能够完全充分降解, 因此, 需要加强对

原料的控制和管理, 提高产品的降解效率。现在对聚乳酸

制食品接触材料的可降解率检测控制较少, 这也与检测方

法有关。目前流行的检测方法是同位素法和间接法测定降

解率, 两种方法各有不足。间接法测定降解率, 虽然有国

家标准, 但实际开展测试的机构很少。同位素法测试比较

直观易控, 但是无法评估生物质材料实际降解性[44]。因此, 

需要对产品设计、生产、成品一致性要求进行控制, 还需

要评估和控制产品检测过程中使用的方法标精准, 以便更

为准确的在生产过程中发现产品是否存在生产不符合要求

的问题并根据情况在生产过程中及时调整材料的使用, 调

高产品中可降解成分的占比, 减少不可降解添加物质的添

加, 控制产品的量安全, 减少环境污染。另外, 需要加强自

身实验室建设, 加强对关键岗位、关键人员的培训, 加大

培训力度, 广泛的培训, 提高人员质量管理能力和质量风

险的敏感度, 促进产品的质量安全管控能力的提高。 

3.4  防范聚乳酸制食品接触餐品的产品标签标识的

滥用 

聚乳酸制产品由于归类到塑料产品中, 以 GB 4806.6— 

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树脂》及 GB 

4806.1—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

用安全要求》两个标准作为安全标准, 缺乏专门针对聚乳

酸制品的产品标准, 国家标准中也没有具体针对聚乳酸制

品食品接触产品的安全要求进行特别说明, 但标准中对产

品的标签内容要求标出产品的成分、名称等项目, 并且行

业标准 QB/T 5415—2019《聚乳酸注塑餐具》规定的更为

具体明确, 应该在该类产品生产的过程中对标签进行仔细

的审查, 确保产品原料、使用说明等内容与实际材质相符, 

避免错误内容, 确保此类产品标签内容符合要求, 可以让

消费者更为精准的得到产品有效信息, 指导消费者正确使

用, 从而确保产品安全。 

监管部门也应该加强监督和引导, 加强标识的审查, 

避免出现产品的标签误导消费者的行为和欺骗行为, 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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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存储、物流和销售等环节进行监督和管控, 对不规范

的行为加强引导, 对涉嫌欺诈消费者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 

杜绝出现产品标签的滥用情况, 建立起原材料可查、质量

可靠、风险可控、产品可溯源的标签管控制度。 

4  结  语 

聚乳酸制品的生产需要加强对产品的风险评估, 通

过对产品的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发生的条件影响以及风险

发生所产生后果的严重程度, 进行风险评价和评估, 评估

的结果应当更客观, 更接近于实际情况, 通过对聚乳酸制

品的风险项目的监控评价出更为有可能发生的风险控制点

进行有针对性的监控, 从而有效地控制产品的质量安全。

注重风险分析, 提高抽查针对性,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生产

工艺的创新, 越来越多的新型材质被运用于食品接触产品

的生产加工过程中, 但与此同时, 我国对于食品接触产品

相关的国家安全标准的制定和更新却明显滞后, 这就给进

口食品接触产品的检验监管工作带来极大困扰。 

总之, 要从检验手段、生产控制、材料监控、成品的

防护等多方面入手, 将聚乳酸制食品接触材料产品的相关

风险点进行评估, 控制关键环节, 对该类产品进行重点风险

监控, 使对产品的管控更具有针对性, 让相关生产企业充分

了解产品风险, 对风险产生的关键环节进行精准监控, 及时

处理, 避免产品的风险流向下一环节, 减少风险发生的可能

性。探索建立风险评估、监督抽检、合格评定、分级监管产

品管控制度和管理体系。积极探索以“风险监测与评估”为手

段, 严格落实到生产或经营企业的产品质量过程中去, 从而

提供给消费者质量安全可靠、使用放心的聚乳酸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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