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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0年6月29日，通过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的2020年第二批标准立项第二组评审立项答辩；

2020年7月22日，工业和信息化部下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2020年第二批行业标准

制修订和外文版项目计划的通知》（工信厅科函﹝2020﹞181号），正式批准《食品工业用富色

食品配料》行业标准立项，计划编号为2020-0994T-QB。本标准由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的出台对食品工业以现代化手段进行的原料天然化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并推动实

现与国际标准接轨。 

（二）简要起草过程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作为牵头单位，总体负责标准的资料查询、实验设计、组织验证、征求

意见、资料汇总、送审等工作；来自企、事业单位的行业专家分别承担了搜集、分析资料和标

准草案撰写等工作。具体过程如下： 

1、2020年8月20日，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组织召开标准启动工作会议，起草组全体成员单位

就制定《食品工业用富色食品配料》行业标准的具体工作进行了认真研究，确定了总体工作方

案。起草组主要成员涵盖研究院、校，食品工业用富色食品配料生产应用企业。 

3、各起草组成员以《食品工业用富色食品》团体标准（T/CNFIA 101-2017）作为基础稿，

结合行业标准要求和最新生产应用实践提出标准建议，截止到2020年9月6日，共收集标准起草

工作组各成员发来的反馈意见21条，主要围绕标签标识、食品添加剂的使用、理化指标数据等

方面。 

T/CNFIA 101-2017《食品工业用富色食品》由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于2017年6月30日发布、

2018年1月1日正式实施。几年来已经得到相关进出口部门的认可与采用，保证了进口该类产品

有标准可依。 

4、2020年12月17-18日，第二次标准工作会议，讨论形成第一稿，细化分工和调研、收集

资料。 

5、2021年1月20日，第三次标准工作会议，讨论第一稿，重点讨论了术语和定义、理化指

标、食品添加剂和标签标识等几大问题。会上对于一些条款达成共识；并确定了需要会后搜集

的资料等相关内容。 

6、截止2021年1月31日之前，收到并汇总了《食品工业用富色食品配料》理化指标数据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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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根据反馈的数据进行统计与分析，汇总意见，修订初稿，3月10日发起草组全体成员征求意

见。 

7、起草组核心成员2021年4月19日召开会议，根据起草组成员3月10日以来的反馈意见，进

一步认真、细致的研究讨论，形成标准文本（草案）。 

8、5月份对标准中涉及的主要问题达成共识，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拟向行业内公开征集

意见。 

 

二、标准编制原则 

为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提高人民健康水平，由中共中央、国务院于2016年10月25日印发并

实施《“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是今后10年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的行动纲领。要坚持以人

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牢固树立和贯彻落实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坚持

正确的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坚持健康优先、改革创新、科学发展、公平公正的原则，以提高

人民健康水平为核心，以体制机制改革创新为动力，从广泛的健康影响因素入手，以普及健康

生活、优化健康服务、完善健康保障、建设健康环境、发展健康产业为重点，把健康融入所有

政策，全方位、全周期保障人民健康，大幅提高健康水平，显著改善健康公平。 

本文件的提案、立项、起草和征求意见等编制过程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工业和信息化

部行业标准的管理要求遵循开放、透明、公平的原则，力求实现以下原则： 

（一）符合规范。遵循GB/T 1.1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20001.10-2014 《标准编写规则 第10部分：产品标准》等标准撰写标准的要求，形成标

准文本。 

（二）协调一致。起草组成员由行业组织、专家、高校学者以及企业代表共同组成，兼顾

各方诉求，尽可能达成行业共识和为消费者提供明确的消费指导。 

（三）兼具前瞻性、可行性与导向性。充分考虑我国富色食品配料的现状和未来发展，综

合国内外产品及终端产品的使用等情况，同时参考国际既有标准与管理模式，结合未

来的发展方向。 

（四）科学严谨。本标准以科学技术和实验数据为依据，采用危险性评估方法，结合实践

经验，经过科学研究而制定。 

 

三、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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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名称及范围 

        本标准名称为食品工业用富色食品配料。 

         本标准由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牵头立项，在2020年6月29日，通过工信部组织的2020年第二

批标准立项的评审；2020年7月22日，工信部下发的行业标准制修订计划，正式批准行业标准立

项，并确定名称为《食品工业用富色食品配料》。 

本文件规定了食品工业用富色食品配料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技术要求、检验方法、

判定规则、标签标识以及包装、贮存和运输要求。 

按照GB/T 1.1-2020的规定，参考其他行业标准的范围，规定了食品工业用富色食品配料的

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技术要求、检验规则、判定规则、标签标识以及包装、贮存和运输。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按GB/T 1.1，GB/T 20000.3-2014 《标准化工作指南 第3部分：引用文件》的要求撰

写，文本遵循GB/T 1.1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定。 

（三）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富色食品配料   coloring food ingredients  

以天然呈色的果蔬、薯类等植物和/或藻类中的一种或多种作为原料，经一定的物理工艺制

成的，添加或不添加其他辅料制得的，用于为食品提供色泽的液体或固体配料。 

3.2  

液体富色食品配料   liquid coloring food ingredients 

 呈现水溶性或油分散状态的液体富色食品配料。 

3.3  

固体富色食品配料   solid coloring food ingredients 

 呈粉末状、晶体状等形态的固体富色食品配料。 

食品工业用富色食品配料利用天然颜色着色，其原料为一种或多种天然呈色的食品，如果

蔬、薯类等植物和藻类。考虑到天然呈色的食品原料的多样性，此术语和定义中只举例了这些

常用原料，其它食品原料如谷物、豆类、咖啡、可可等也可用于食品工业用富色食品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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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尽可能保持原料的主要属性不发生改变，只允许使用物理方法进行加工。为了加工工

艺需要，可以添加或不添加水、食糖、食用油脂、麦芽糊精等其他辅料制得的液体或固体产

品。 

对于固体产品，可以根据客户对颜色的需求，使用前做进一步混合、稀释。 

（四）基本要求 

4.1 富色食品配料应使用天然呈色的植物和/或藻类作为原料，并最大限度保持原料的基础呈色

成分、滋味、风味等特征和营养功能。 

4.2 富色食品配料的生产过程应选择以下物理方法中的一种或几种：破碎、研磨、水浸、压榨、

过滤、浓缩、干燥等。不应采用分离着色成分的加工方式或工艺；不应使用有机溶剂萃取呈色

成分。 

4.3 可使用水、食糖、食用植物油、麦芽糊精、淀粉或变性淀粉等辅料及食品添加剂。添加剂的

使用应符合GB 2760，不应使用具有着色功能的食品添加剂。 

基本要求一章为本类产品的核心特征性要求，本章节的要点是从技术角度强调天然呈色原

料的重要性；应保留原料的主要属性不发生改变，如保留基础原料的呈色成分、营养成分、滋

味、风味等特征。 

如术语与定义中规定，原料主要为一种或多种天然呈色的食品原料，例如果蔬、薯类等植

物和/或藻类。这些原料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如：GB 276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

菌毒素限量》，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中相应原料类别的限量要求。污染物限量示例如下表。 

表一 污染物限量示例 

类别 
污染物限量 

铅（以Pb计）mg/kg 砷（以As计）mg/kg 镉（以Cd计）mg/kg 

水果 0.1 — 0.05 

蔬菜 0.1 0.5（总砷） 0.1 

藻类 2.0 — — 

 

此外，为了避免与食品添加剂着色剂混淆，特别强调不得使用分离着色成分的工艺步骤和

不应采用有机溶剂萃取，不应使用具有着色功能的食品添加剂。 

首先，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的规

定。考虑到食品工业用富色食品配料本身是为食品终产品赋色/着色为目的而生产的食品配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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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允许添加具有着色剂功能的食品添加剂，如柠檬黄等着色剂。 

其次，列入GB 2760的表A.2 “可在各类食品中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食

品添加剂，允许用于表A.3 “按生产需要适量使用的食品添加剂所例外的食品类别名单” 以外的

食品中，其中包括16.07 “其他”，如该标准规定的食品工业用富色食品配料。  

以柠檬酸为例加以说明：柠檬酸已经列入表GB 2760表A.2 “可在各类食品中按生产需要适

量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因此，柠檬酸可添加到食品工业用富色食品配料中，按生产需要

适量使用。 

此外，使用食品添加剂是为了改善产品的感官特征，为生产加工及后续处理发挥作用，提

高食品的质量及稳定性。液体产品的生产过程与浓缩果蔬汁（浆）相似，因此在GB2760中允许

用于浓缩果蔬汁（浆）的添加剂，也可用于液体食品工业用富色食品配料中。同理，固体产品

的生产过程与固体饮料相似，依据现行GB2760，维生素E已批准允许用于固体饮料中，因

此，也可用于固体食品工业用富色食品配料中，起到抗氧化作用，进一步提高产品的稳定性。 

 

（五）技术要求 

食品工业用富色食品大多为浓缩的果蔬汁、浆类及其相似、相近的产品，本标准中液体产

品主要参考了GB 1732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工业用浓缩液（汁、浆）》，固体产品主要参

考了GB 71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中固体饮料的要求，对食品工业用富色食品的感官要

求、理化指标、污染物限量、微生物限量以及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进行了规定。 

 

5.1 感官要求 

感官要求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液体 固体 

形态 具有相应产品应有的形态 取小包装样品，摇

匀后用吸管吸取适

量样品置于白色瓷

盘中或下置白纸的

取适量样品置于白色

瓷盘中，在自然光下

检查有无异物；观察

色泽和状态；嗅其气
滋味、气味 

具有原料本身应有的滋味和气味，无霉味和不应有的刺激

性气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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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泽 具有相应产品应有的色泽和光泽；色泽均匀、无杂质 透明、无色的玻璃

容器内，观其形态,

在自然光下观察色

泽和状态；嗅其气

味；漱口后品其滋

味 

味，用水漱口，品其

滋味。 

杂质 无正常视力可见的外来杂质 

 

        5.2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2 规定。 

表 2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液体 

固体 

水溶性 油分散 

可溶性固形物/(%)                   ≥ 符合声称 — — 附录A 

干燥失重/（g/100g）             ≤ — — 10 GB 5009.3第一法 直接干燥法 

pH值（10%水溶液）             ≤ 7.0 — — 附录B 

相对密度（kg/L）                  ≤ — 符合声称 — 

GB5009.2—2016《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相对密度的测定》 

第一法 密度瓶法 

 

对于水溶性液体产品，依据产品特性，将可溶性固形物设定为主要理化指标。由于产品原

料的多样性，可溶性固形物的范围变化较大。依据收集到的行业数据汇总，统计和分析如下表。 

表二 可溶性固形物数据汇总表 

序号 固形物含量Brix 数量：个 备注 

1 65-72 27  

2 60-70 5  

3 40-50 2  

4 58-65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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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55-65 1  

6 65-75 1  

7 35-45 1  

8 30-40 1  

合计 39  

 

如上表数据所示，可溶性固形物的指标范围变化较大，难以设定具体数值。因此，将可溶

性固形物的理化指标设定为“符合声称”，产品检测报告中可溶性固形物的检测值应符合产品

质量规格的要求。 

同样，对于油分散液体产品，依据产品特性，将相对密度设定为主要理化指标。依据收集

到的行业数据汇总，统计和分析如下表。 

表三 相对密度汇总表 

序号 相对密度：Kg/L 数量：个 备注 

1 1.25-1.4 33  

2 1.2-1.4 5  

3 0.9-1.2 4  

4 1.25-1.35 1  

合计 43  

 

如上表数据所示，相对密度的指标范围变化较大，难以设定具体数值。因此，将相对密度

的理化指标设定为“符合声称”，产品检测报告中相对密度的检测值应符合产品质量规格的要

求。 

5.4  污染物限量 

5.4.1 液体产品应符合GB 2762 中关于浓缩果蔬汁（浆）的规定。 

5.4.2 固体产品应符合 GB 2762 中关于固体饮料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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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定义中规定，食品工业用富色食品是以一种或多种天然呈色的食品原料，如水果、蔬菜

等植物和藻类，经物理方法加工，添加或不添加水、食糖、食用油脂等辅料制得的液体或固体

食品配料。 

液体产品的生产过程与浓缩果蔬汁（浆）相似，固体产品的生产过程与固体饮料相似，因

此，污染物限量主要参考这两类产品的规定，即：浓缩果蔬汁（浆）污染物限量：铅（以Pb计）

为 0.5 mg/L；固体饮料污染物限量：铅（以Pb计）为 1.0 mg/kg。 

5.5  微生物限量 

5.5.1 液体产品微生物限量应符合 GB 17325 的规定。 

5.5.2 固体产品微生物限量应符合 GB 7101的规定。 

 

原则同上，液体产品的生产过程与浓缩果蔬汁（浆）相似，固体产品的生产过程与固体饮

料相似，因此微生物限量主要参考这两类生产工艺类似产品的规定。对于液体产品，微生物限

量应符合现行有效的GB 1732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工业用浓缩液（汁、浆）》；对于固体

产品，微生物限量应符合现行有效的GB 71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中适用于固体饮料的

要求。 

6 . 检验规则 

按照通用要求进行规定。 

 

7 . 判定规则 

按照通用要求进行规定。 

 

8.  标签标识 

标签要求应符合GB 7718中 “非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标签标示内容”的规定。

同时，对产品属性名称做了规定，也可标识具体原料来源。此外，为了方便食品终产品客户使

用，还要求液体产品标示水溶性或油分散型产品类型。具体规定如下： 

8.1 富色食品配料的标签标识应按 GB 7718 中“非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预包装食品标签”的要求执

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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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标签上应标示反映产品具有富色属性或呈色功能的词语。示例 1：“富色食品”、示例

2：“富色配料”、示例 3：“富色食品配料”、示例 4：“食品工业用富色食品配

料”。 

8.2.1单一原料的富色食品配料，可同时标示原料名称。示例 1：“胡萝卜富色食品”，示例

2：“富色食品（胡萝卜）”。 

以上均以单一原料胡萝卜为例的“富色食品”示例，下表拓展举例其他属性名称的

示例。 

表四 产品名称示例 

属性名称 示例1 示例2 

富色配料 胡萝卜富色配料 富色配料（胡萝卜） 

富色食品配料 胡萝卜富色食品配料 富色食品配料（胡萝卜） 

食品工业用富色食品配料 
胡萝卜食品工业用富色食品

配料 

食品工业用富色食品配料

（胡萝卜） 

 

 

8.2.2 同时使用了多种原料的富色食品配料，可使用“复合”标示原料来源，也可将全部原料

按投料量或终产品中含量递减的方式一一标示。示例 1:“复合富色食品”，示例 2：“胡萝

卜、南瓜、蓝莓富色食品”，示例 3：“富色食品（胡萝卜、南瓜、蓝莓）”。 

以上均以复合原料胡萝卜、南瓜、蓝莓为例的“富色食品”示例，下表拓展举例其他

属性名称的示例。 

表五 产品名称示例 

属性名称 示例1 示例2 

富色配料 胡萝卜、南瓜、蓝莓富色配料 
富色配料（胡萝卜、南瓜、

蓝莓） 

富色食品配料 
胡萝卜、南瓜、蓝莓富色食品

配料 

富色食品配料（胡萝卜、南

瓜、蓝莓） 

食品工业用富色食品配料 
胡萝卜、南瓜、蓝莓食品工业

用富色食品配料 

食品工业用富色食品配料

（胡萝卜、南瓜、蓝莓） 

 

8.3 液体富色食品配料还应在标签上标示水溶性或油分散型等产品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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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包装、贮存和运输 

按照通用要求进行规定。 

 

三、标准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未涉及任何专利。 

 

四、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食品工业用富色食品配料是应行业生产、消费企业的迫切需求，是为了满足消费者日益增

长的需求：希望更天然、健康及安全的产品。食品工业用富色食品配料可为食品赋予天然健康

的颜色，其应用技术是自然着色迭代解决方案。这种“以食品为食品着色”的方案，原料选自

天然食材，生产过程不使用任何化学溶剂，全程绿色、天然、安全、环保，完全符合《“健康

中国2030”规划纲要》的核心要点，且顺应国际天然着色产业的技术发展趋势，满足全球消费

者日益增长的需求。 

目前，食品工业用富色食品配料在国际及国内市场方兴未艾，得到了众多国际食品知名品

牌制造商的青睐，纷纷应用食品工业用富色食品配料于创新食品中，取得了良好的市场反应，

应用源于天然健康的自然色彩装点饮料、烘焙产品、糖果、酸奶、餐饮小吃品、儿童食品正在

成为一种时尚潮流，深受各类消费者喜爱。食品工业用富色食品配料助推食品工业的创新发

展。 

本标准符合国内外产品的需求，在市场经济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推进产品标准化，是

提高产品竞争力、促进产品质量稳步提高的有力保障。同时，保证人民身体健康，提高消费者

生活水平，促进整个行业的高速发展，使我国制定的标准达到国内领先水平，保护民族产业，

提高经济和社会效益。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

对比情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

数据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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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国内外法规、指南和有关文献资料，结合行业实际情况和专家意见，确定标准框架，

在比对现行产品标准的基础上形成明确的术语、定义和分类，并对标签、标识作出约束。   

1.参考国外标准 

2013年11月29日，欧盟发布了《着色功能的食品提取物的分类指南》（Guidance notes on 

the classification of food extracts with colouring properties），明确了着色作用的富

色食品的定义、范围、法规框架，以及其分类、判定要素等。从而确定了具有着色功能的“富

色食品”的法规界定，即属于食品原料。 

2.参考国内标准 

基于此欧盟指南，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在2017年制定了团体标准《食品工业用富色食品》

（T00/CNFIA 101-2017），于2017年6月30日发布，2018年1月1日实施。 

此次《食品工业用富色食品配料》行业标准对现有团体标准进行进一步修订、完善，以更

好地指导行业贯彻应用，推动行业健康发展。 

 

六、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标准的协调

性 

本标准与《食品安全法》及现行的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一致，以符合现行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推荐性国家标准要求为出发点，遵循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

协调性，特别注意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协调性，确定标准内容。其中，原料应符合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如：GB 2761，GB 2762，GB 2763中相应原料类别的限量要求。终产品的污染

物限量应符合GB 2762 中相关食品类别的限量要求，微生物限量应符合相关食品类别（即

GB17325和GB7101）中相关的限量要求。 

此外，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GB2760的相关规定。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鉴于食品工业用富色食品配料的技术尚在发展之中，本标准可以作为推荐性轻工行业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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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 

九、贯彻标准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

实施日期等）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