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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2020年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大力推动实施标准化战略，持续深化标准化工作

改革，加强标准体系建设，提升引领高质量发展的能力。依据《中华人民标准化法》以

及《团体标准管理规定》相关规定，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决定立项并联合企业制定《健

康调味品质量通则》团体标准，满足企业及各方对健康调味品的实际需求，规范健康调

味品的质量要求，推动相关技术创新，促进行业健康快速发展。

2、制定背景

调味品是消费者一日三餐的必需品，因其丰富的调味属性，被广泛应用于食品产业

中。随着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美食种类与饮食方式不断迭代翻新，与此同时，消费者

越来越重视调味品的安全质量，也更加关注追求其天然、健康、品质的属性。

据相关数据显示：2022年中国调味品市场规模将达到5133亿元，2025年市场规模将

达7881亿元。中国调味品企业在疫情期间仍能实现收入逆势增长，调味品行业市场规模

仍存在巨大的发展空间。

健康调味品是满足食品日常调味需求，增添菜肴的风味，倡导减少盐、脂肪、糖等

的摄入，且按照食用方法食用对人体健康不会造成伤害的调味品。

我国在调味品领域有着众多涉及调味品质量或食品安全的国标或行标，但在健康调

味品目前未见相关标准。

3、起草过程

3.1 标准研制阶段

2023年1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国务院关于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

方案》等文件的要求，按照中国国际科技促进会团体标准的制修订程序组织有关技术人

员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确定标准名称为《健康调味品质量通则》

2023年1～3月，标准起草工作组收集、整理相关标准化资料、专业文献等，为本文

件的编制提供参考，并通过企业调研，了解企业实际生产情况，经成分分析、研讨、论

证后编写完成了《健康调味品质量通则》初稿和立项申请书。

二、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1、编制原则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标准起草工作组按照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编写，主要遵循



以下原则：

（1）协调性: 保证标准与国内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协调一致。

（2）规范性：严格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

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起草，保证标准的编写质量。

（3）适用性：结合产品生产企业管理实践和产品的主要环境影响，提出对企业产品

的具体质量要求和生产经营规范。

2、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2.1 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健康调味品的术语和定义、要求、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

存。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调味品生产企业产品的研发、生产以及消费者的产品选购。

2.2 主要内容

2.2.1 要求

2.2.1.1 原辅料要求

所用原辅料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和有关规定的要求，禁止添加非食品原料和禁用物质。

宜采用非转基因、天然非化学合成的原辅料。

宜采用有无公害认证、绿色食品认证或有机食品认证的原辅料。

不应使用氢化油脂作为原辅料。

所使用原辅料不应使用辐照处理。

2.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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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色泽 具有产品应有的色泽 取适量样品置于洁净的白色瓷盘

或透明烧杯中，在自然光下观察

产品色泽和状态，嗅其气味，用

温开水漱口后，尝其滋味

滋味、气味 具有产品特有的滋味和气味，无异味

状态
具有产品固有的形态，无正常视力可见外

来异物

2.2.1.3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见表 2 的规定。

表 2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钠 脂肪 糖

酱油 ≤7.50g/100mL —— ≤12.0g/100mL

耗油 ≤4.00g/100mL

≤2g/100g（mL）

饱和脂肪≤1.0g/100g（mL）

反式脂肪酸≤0.3g/100g

（mL）

≤15.0g/100mL

料酒 ≤1.00g/100mL ≤1g/100mL

饱和脂肪≤0.5g/100mL

≤ 8.0g/100g

（mL）



食醋 ≤1.00g/100mL

复合调味料

固态复合调味料 ≤10.00g/100g ≤3g/100g（mL）

饱和脂肪≤1.5g/100g（mL）

反式脂肪酸≤0.3g/100g

（mL）

液态复合调味料 ≤7.50g/100mL

半固态复合调味料 ≤6.50g/100g
反式脂肪酸≤0.3g/100g

（mL）

注1：其他类别调味品与参考食品项目相比减少25%以上。

注2：其他理化指标应符合相应类别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规定。

2.2.1.4 污染物限量和真菌毒素限量

污染物限量和真菌毒素限量应分别符合GB 2762和GB 2761的规定，同时还应符合表3

的规定。

表 3 污染物限量

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3-氯-1,2-丙二醇
a
，mg/kg ≤0.02 GB 5009.191

多氯联苯
b
，μg/kg ≤20 GB 5009.190

黄曲霉毒素B1,μg/kg ≤5.0 GB 5009.22
a
仅限添加酸水解植物蛋白的产品。

b
仅限于含海产品的调味料，并以PCB28、PCB52、PCB101、PCB118、PCB138、PCB153和PCB180总和计。

2.2.1.5 微生物限量

致病菌限量应符合 GB 29921 的规定。

其他微生物限量应符合相应类别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规定。

2.2.1.6 食品添加剂和营养强化剂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 GB 2760 的规定，同时还应符合表 4 的规定。

营养强化剂的使用应符合 GB 14880 的规定。

不宜使用人工合成的防腐剂、护色剂、抗氧化剂、甜味剂、增稠剂、抗凝结剂等食

品添加剂。

表 4 食品添加剂限量

项目 指标 检测方法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mg/kg 不得检出 GB 5009.28

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mg/kg 不得检出 GB 5009.28

糖精钠（以糖精计），mg/kg 不得检出 GB 5009.28

甜蜜素（以环己基氨基磺酸计），mg/kg 不得检出 GB 5009.97

脱氢乙酸及其钠盐（以脱氢乙酸计），mg/kg 不得检出 GB 5009.121

阿斯巴甜，mg/kg 不得检出 GB 5009.263

2.2.1.7 净含量

符合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75号《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要

求。净含量检测按JJF 1070规定执行。

2.2.1.8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

应符合GB 14881的规定

2.2.2 检验规则

2.2.2.1 检验分类

2.2.2.1.1出厂检验



每批产品须经生产企业检验部门按本文件规定的方法检验合格，出具合格证后方可

出厂。出厂检验项目应符合相应产品标准的规定。

2.2.2.1.2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为要求中规定的全部项目。正常生产时，型式检验每年进行一次，发

生下列情况之一的亦应进行：

a） 主要原辅料、关键工艺、设备有较大变化时；

b） 更换设备或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c）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d） 国家有关行政管理部门提出进行型式检验要求时；

e) 新产品试制鉴定时。

2.2.2.1.3判定规则

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则判定为合格品。

微生物指标有任 1 项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则判定该批次产品为不合格，不得

复检。

除微生物以外，其他有不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可在原批次产品中加倍抽样复检一次，

判定以复检结果为准，若复检项目全部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判该批次产品为合格；若仍

有 1项或 1 项以上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要求时，则判定该批次产品为不合格。

2.2.3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2.2.3.1 标志

产品标签应符合 GB 7718 和 GB 28050 的规定。

声称低盐、低脂、低糖的或之一的，应在标签中标注。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 规定。

2.2.3.2 包装

产品内包装材料应清洁、卫生，无毒、无害、无异味，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标准和相

关规定的要求；内、外包装均应紧密、完整、清洁、牢固、不破裂、不变形。

2.2.3.3 运输和贮存

应符合GB 31621的规定。

三、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及知识产权问题。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内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本文件为首次自主制定，不涉及国际国外标准采标情况。国内与之相关的标准及文

献有：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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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的测定

GB 5009.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果糖、葡萄糖、蔗糖、麦芽糖、乳糖的测定

GB 5009.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黄曲霉毒素B族和G族的测定



GB 5009.2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苯甲酸、山梨酸和糖精钠的测定

GB 5009.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钾、钠的测定

GB 5009.9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环己基氨基磺酸钠的测定

GB 5009.1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脱氢乙酸的测定

GB 5009.1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酸的测定

GB 5009.19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指示性多氯联苯含量的测定

GB 5009.1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氯丙醇及其脂肪酸酯含量的测定

GB 5009.2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阿斯巴甜和阿力甜的测定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488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 316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75号《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五、与有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没有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七、实施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文件发布后，应向相关企业进行宣传、贯彻，推荐执行该文件。

八、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