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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 研制背景

超临界 CO2 萃取技术是近 30 年发展起来的一种新型加工技术，它是属于食用

植物油浸出法的一种，与传统的压榨法相比，具有条件温和、无污染及不破坏油脂色

泽和化学性质等优点，与传统的浸出法相比，具有无溶剂残留的担心，目前越来越多

小众食用植物油采用该方法进行提取食用植物油。具体方法操作如下：

利用超临界 CO2 流体萃取技术对油脂进行提取时，当温度达到 31.5 ℃时，就会

发生皂化现象；当温度超 过 50℃时则会发生氧化反应。由于超临界 CO2 流体 具有

高压力、高温度的特点（常压下为其临界点），因此，其能实现更低压力、更低温度

（常压下为其临界点）条件下对油脂进行萃取。这一优点是一般溶剂所不具有的。同

时，超临界 CO2 流体密度小（0.45 kg/m3 ）、比空气轻，这样就可以使油脂中的脂

肪分散开来，有效地提取油脂中的某些成分。传统的热反应法大多需要加热到

400~600 ℃才能实现皂化反应，采用超临界 CO2 流体萃取技术后其温度则不受限制。

另外，超临界 CO2 流体在萃取过程中不会发生化学变化或化学反应，因此它不会对油

脂成分和理化性质造成影响。

研究表明，超临界 CO2 流体能快速而完全地从油 脂中萃取出饱和脂肪、游离脂

肪酸脂等多种油脂组分，以及其中所含的微量成分（如磷脂、维生素 E）和多种不饱

和脂肪酸等营养成分

2. 任务来源

为了让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食用植物油类产品有标可依，广州市黄埔区食

品安全协会联合相关生产企业等单位，开展《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食用植物油》

团体标准的编制。

3. 标准制定的意义

目前个别地方制定特定原来的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食用植物油，广东省目前还无

类似标准，制定该团体标准，有利于规范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食用植物油行业及促进

行业健康、良性发展，有时代、技术、标准化必要性。

4. 主要工作过程

4.1 前期调研

1) .产品技术与合规性问题

超临界 CO2萃取食用植物油技术已经是成熟的技术，宁夏，青海已经制定地方标

准，而广东省和国家层面并无该标准，因此制定其团体标准，推动行业标准化、有助



于行业健康、良性发展。

2) .团体标准《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食用植物油》让产品有标可依，规范企

业生产和产品质量和安全。

4.2 起草

标准编制组根据 GB 2761,GB 2762， GB 2763，GB 14881 等相关资料，结

合企业实际要求，立足保障舌尖上的安全，对《超临界二氧化碳萃取食用植物

油》标准进行起草。

4.3 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针对标准草案，标准编制组多次进行内部讨论，及邀请企业代表和专家一

起讨论，明确了标准制订的框架，确定产品生产过程要求，产品安全要求，从

定义分类、原料要求、产品指标、生产加工卫生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程等

进行规定，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1. 主要参考资料

GB 2716-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GB 2761-20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2022《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14881-20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2. 关于标准结构

明确产品适用范围，定义和产品类别，原料要求，产品感官，理化，微

生物等要求，食品添加剂使用，生产过程的卫生要求，净含量的要求，检验等。

3. 适用范围

以传统油料或小众食用油料中的1种，经原料预处理、超临界CO2萃取、

精制或不精制、过滤、包装等工艺加工而成的食用植物油，包括食用植物原油和

食用植物油。

4. 主要技术要求

项目 内容 依据

感官 色值、滋味、气味、状态 GB 2716

理化指标

酸价，过氧化值，游离棉酚，溶

剂残留，脂肪酸组成、铅，总砷，

苯并[a]芘，黄曲霉毒素 B1

GB 2716，GB 2762、GB 2761 自身特

点



农药残留指标 GB 2763

食品添加剂 GB 2760

卫生规范 GB 14881 及 GB 8955 规范

标签 GB 7718\GB 28050

三、若标准的技术内容涉及专利，则应列出相关专利的目录及其使用

理由

本标准技术内容不涉及专利。

四、采用国内先进标准的程度

经查询，严于 GB 2716。

五、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上级标准的关系

符合 GB 2716,GB 2761,GB 2762，GB 2763,GB 14881 等有关的现行法律、

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的编写过程无重大分歧意见产生。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一经发布，应采用适宜的方式及时和在团体内实施标准宣贯，并做

好相关培训，使标准的关联方能及时、准确的按标准要求开展工作。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的标准。

九、其它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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