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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序　言

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和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食品质量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食品经济的增长也带来了食品接触产品的迅猛发展，大量化学

物质在食品接触产品中得到应用，食品安全问题也越来越突出。在与食品

接触的过程中，食品接触产品中的某些化学成分可能迁移到食品中而随之

被摄入人体，影响人类健康。因此，控制食品接触产品的安全卫生质量，是

保证食品安全的一项重要内容，广受国内外关注。

欧美等经济发达国家和地区已对食品接触产品安全建立了较为全面而

严密的法规体系和市场准入制度，相比之下，我国的相关国家卫生标准和法

规相对落后和欠缺，而国内众多生产企业更是对有关法规和限量指标缺乏

了解。因此，加强对国外相关法规和政策的了解和研究，可为我国食品接触

产品安全法规和标准体系的建立和完善提供借鉴和参考，也是广大出口产

品生产企业的迫切要求。

为此，宁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所做的基础性工作值得推介。他们收集、

整理了国内外食品接触产品生产、监管、检测和风险评估等与卫生安全质量

相关的各方面资料，编撰成《出口食品接触产品质量安全技术手册》一书。

该书内容丰富、翔实、实用性强，将有助于食品接触产品企业及时追踪和把

握国内外相关法规、技术规范要求的发展动向，促进双边贸易发展，维护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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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的经济与商业利益，同时也为各级质检部门产品监督管理、生产管理、产

品检验和科研教学人员提供技术规范及操作指南。

希望此书的编者及相关人员密切跟踪国内外相关领域的发展动态，及时

更新知识，为提升我国食品接触产品的质量水平和有效保护消费者健康和权益

做出贡献。

宁波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副局长

2013 年 9 月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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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食品接触产品涉及食品包装、餐具、厨具、食品加工机械、食品用小家电

等产品，包括这些产品中能与食品接触的材料，如塑料、橡胶、金属、纸和纸

板、玻璃陶瓷、竹木和纺织品等，也包括用于这些产品和材料的着色剂、印刷

油墨、黏结剂等辅助材料。伴随石油产业的快速发展，我国食品接触产品的

生产和贸易也已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和进步。中国已发展成为国际上重要的

食品接触产品原材料进口国和产品出口国。与此同时，食品接触产品的安

全性也日益受到国内外消费者、政府和研究机构的关注。越来越多的数据

表明，受食品接触产品的内在特性和生产工艺等因素的影响，如内部结构的

轻度交联性，大量加工助剂和添加剂的使用以及注塑、硫化等生产工艺中发

生的化学反应等，一些有毒有害或超标的低分子量单体物质、添加剂、反应

产物和降解产物可能从食品接触产品中迁移到食品中并危害消费者的健

康。因此，世界各国尤其是主要发达贸易国都开始逐步加强针对食品接触

产品和所用原料物质的安全法规制定和进口监管工作。近年来，我国出口

的餐具、厨房小家电等因不符合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的法规标准而屡遭

通报和禁止入境、退货或销毁处理，如奶嘴中迁移出有害的亚硝胺类物质、

不锈钢产品重金属超标等，这不仅使相关企业经济利益受损，也对“中国制

造”的声誉产生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食品接触产品出口贸易的发展将



IV

面临日趋严峻的国外技术贸易措施的挑战。

为帮助生产企业更全面、深入了解主要贸易国的安全技术法规、标准，促

使企业加强产品质量安全的责任意识和管理控制，切实提高产品的质量安全，

从而增强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我们在收集、整理、分析大量国际上尤

其是欧美等发达国家食品接触材料法规、标准的基础上，编写出了本书 ——

《出口食品接触产品质量安全手册》。在本书的编写过程中，宁波出入境检验

检疫局陈孟裕副局长等领导给予了热情的指导和帮助，谨致表示感谢！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颁布以来，我国的食品安全监控体制产

生了新的变化，国家有关食品接触材料的一系列标准、管理办法也正在陆续

修订、发布。本手册对这方面的内容也作了介绍，以使企业及时了解我国现

行有效的法规、标准及其与国外的差异。本手册还尽可能详细地介绍了出

口企业的负责人和技术人员在进行出口检验业务办理时需要了解的食品接

触产品的基本知识、法律法规以及出口检验监管政策；通过对各国法律法规

和安全监管、风险监测、风险评估等内容的解读，以及对国内外法规标准中

的卫生指标要求和相关的检测方法的归纳与总结，详细阐述了与食品接触

产品安全卫生相关的质量控制和管理要素，力求能为食品接触产品生产贸

易企业、相关政府部门以及其他需要得到帮助的专业人员提供指导和帮助。

因篇幅所限，本手册对国内外大量有关食品接触产品的法规、标准只能

择要述之，且由于时间仓促和水平有限，不准确或遗漏之处在所难免，欢迎

读者批评指正，以利今后进一步修订完善。 

本手册仅代表编者个人观点，不代表官方立场。文中引用的法规或数

据多为编者自行整理、翻译和总结，仅供参考。同时，鉴于法规、标准的时效

性，提请读者注意，在法规、标准的实际应用中，尤其是相关限量指标和适用

范围，务必以最新有效法规、标准或文件为准。 

编　者　　

2013 年 9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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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接触产品基本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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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口食品接触产品质量安全技术手册

第一节　概　述

民以食为天，食品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食品安全则是影响

身体健康和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所谓食品包装，是对用于盛装食品或为保护

食品安全卫生、方便运输、促进销售，按一定的技术方法而采用的与食品直接接

触的容器、材料及辅助物等的总称。作为食品的“贴身衣物”，食品包装亦被称

为“特殊食品添加剂”，它是现代食品工业的最后一道工序，在一定程度上，食品

包装已经成为食品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食品接触产品的质量安全若存

在隐患，易造成食品污染，引起食品安全事件。

食品接触产品的材料及辅助物包括纸、竹、木、金属、搪瓷、陶瓷、塑料、橡

胶、天然纤维、化学纤维、玻璃制品和接触食品的涂料等。食品器皿主要指食

品加工器具、厨房用具、餐具、饮具等，依材质分类，有塑料、金属、纸、木（竹）、

陶瓷、玻璃等不同品种。食品包装、食品器皿以及用于加工和制备食品的辅助

材料、设备、工具等一切与食品接触的材料和制品统称为食品接触产品（Food 

Contact Products，简称 FCP）或食品接触材料（Food Contact Materials，简称

FCM）。食品接触产品在与食品接触的过程中，其组分或成分（包括各种添加剂）

在使用条件下可能会少量迁移到食品中，这些迁移物中如果含有了某些有毒、

有害成分，则会对人体健康构成影响。

随着全社会对食品安全问题的关注程度不断增加，食品容器、包装材料、餐

厨具等食品接触产品的质量安全逐渐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关注。近年来，生产企

业是质量安全第一责任人的意识日益增强，提高相关产品的质量安全，不仅是

企业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也对提升产品的内在竞争力，扩大市场占有率，增长

经济效益，尤其是对促进外贸增长，树立“中国制造”的正面形象，无疑具有现实

和长远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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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食品接触产品的定义与质量安全范围界定

一、食品接触产品的定义

我国于 2009 年 6 月 1 日起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以下简

称《食品安全法》）总则中，将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容器、洗涤剂、消毒剂和用于

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统称为“食品相关产品”。在附则中说明了这些食品

相关产品的含义：“用于食品的包装材料和容器，指包装、盛放食品或者食品添

加剂用的纸、竹、木、金属、搪瓷、陶瓷、塑料、橡胶、天然纤维、化学纤维、玻璃等

制品和直接接触食品或者食品添加剂的涂料”；“用于食品生产经营的工具、设

备，指在食品或者食品添加剂生产、流通、使用过程中直接接触食品或者食品添

加剂的机械、管道、传送带、容器、用具、餐具等”；“用于食品的洗涤剂、消毒剂，

指直接用于洗涤或者消毒食品、餐炊具以及直接接触食品的工具、设备或者食

品包装材料和容器的物质”。显然，上述三类“食品相关产品”都属于广义的食

品接触产品范畴，但通常所说的食品接触产品一般指前两类产品，尤其指第一

类产品，即食品包装材料和容器，这些产品大多数是与人们日常生活密切相关

的消费品。

食品接触材料是欧美等发达国家普遍使用的概念，其定义各国略有不同，

一般指在可预见的正常使用情况下可能与食品接触，或可能将其成分迁移至食

品中的材料和制品，也包括生产这些材料和制品所使用的原辅材料。

欧盟食品接触材料与物品法规（EC）No.1935/2004 定义的拟与食品接触材

料和制品，是指预期与食品接触的；或已经接触到食品且预定供作此用的；或

可合理地预料会与食品接触，或在正常或可预见的使用条件下会将其成分转移

至食品中的材料和制品，包括活性和智能材料。

美国 FDA 对食品接触材料和制品以间接食品添加剂形式加以规定，指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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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在生产、加工、运输过程中接触的物质，以及盛放食品的容器，而这些物质本

身并不会和食品发生任何反应。食品接触材料出现于食品中，可能是由于其中

的物质向食品迁移，或由于意外萃取。

二、质量安全范围界定

根据国际标准化组织制定的国际标准 ——《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术语》

（ISO8402-1994），产品质量是指产品“反映实体满足明确和隐含需要的能力和

特性的总和”。具体而言，广义的产品质量可以包括产品的外观包装、使用性能、

安全性能、环保性能、健康性能等多个方面。

食品接触产品的质量，对于食品安全有着双重意义：一方面，合适的包装材

料或容器可以保护食品不受外界的污染，保持食品的水分、成分、品质等特性不

发生改变；另一方面，食品接触产品中的成分可能迁移到食品中，引起食品的

感官性状、品质的改变，甚至影响人类健康。本书所指食品接触产品的“质量安

全”，主要涉及上述后一方面的性能。要提高食品接触产品的质量安全，就是要

避免材料中的成分迁移至食品中而造成食品感官性状和品质的变化，进而危及

人类健康。食品接触产品在使用过程中源于机械、电气等方面性能的安全问题

不在本书讨论范围之内。

第三节　食品接触产品分类及其卫生安全问题

食品接触产品从材料上来讲，可以分为以下几类：塑料、金属（包含表面涂

覆涂层）、纸质及植物纤维类、玻璃、陶瓷、搪瓷、橡胶和竹木类等。这几类食品

接触产品各有各的特色，各有各的优点：塑料类便宜、不易碎；金属类相对便宜

而且不易碎；纸质及植物纤维类易降解；陶瓷类精美等等。但是，无论哪一类，

作为直接与食品接触的包装物或容器都不能忽视它对食品不造成污染、对人体



第一章
　食品接触产品基本知识 ⊙

5

健康不构成威胁这一根本性原则。然而，各种食品接触产品又有着各自不同的

对食品卫生、人体健康构成威胁的因素。下面将介绍不同材质的食品接触产品

及其存在的安全隐患。

一、塑料类食品接触产品及其卫生安全问题

塑料类食品接触产品是目前涵盖种类、数量最多，使用最频繁的一类包装

容器。据性能的不同可以将其分为两大类：热塑塑料和热固塑料。热塑塑料包

含的材质种类及每种材质存在的卫生安全问题见表 1.1。热固塑料种类较少，

主要有：三聚氰胺树脂、脲醛树脂、酚醛树脂三大类，其中三聚氰胺树脂俗称密

胺，是目前应用最多的一类。特别在生产制造餐具的工业中，密胺餐具因其质

地光滑、类似瓷器，可任意着色，印制图案，不易褪色，耐冲击性高，不易破碎，导

热度低、易手捧及唇触，抗味性高、不易残存食物的味道，经久耐用、便于机器洗

涤等独特的优点，满足了现代人们的生活要求，成为国际流行的趋势，并且成为

不锈钢、陶瓷及一次性餐具首选的替代品，日益广泛地出现在我们的生活中。

然而，密胺餐具和其他热固性树脂一样，存在一大卫生安全问题，那就是甲醛问

题。

除表 1.1 中列出的不同材质的塑料食品接触产品各自存在的安全隐患外，

关系塑料食品接触产品的卫生安全性的关键因素是其使用的起始原料和添加

剂。首先，生产企业要使用我国或相应的产品出口国允许使用的原料、添加剂，

并严格遵守良好操作规范从事塑料食品接触产品的生产和加工。

表 1.1　热塑塑料材质及其主要卫生安全问题

塑料材质 主要卫生安全问题

聚乙烯（PE） 重金属铅、镉等

聚丙烯（PP） 重金属铅、镉等

聚苯乙烯（PS） 苯乙烯残留，重金属铅、镉等

聚对苯二甲酸乙二醇酯（PET） 金属锑，重金属铅、镉等

聚酰胺（PA） 初级芳香胺，己内酰胺，重金属铅、镉等

聚碳酸酯（PC） 双酚 A，重金属铅、镉等

聚氯乙烯（PVC） 氯乙烯残留，增塑剂，重金属铅、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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