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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体定义： 

    婴幼儿及其他配方谷粉产品是指以谷物、
豆类及其加工制品为主要原料，加入适量的
维生素、矿物质及其他辅料，经加工而成的
适用于婴幼儿及其他特殊人群食用的食品。 
     根婴幼儿配方食品包括：婴儿配方食品（包括乳

基婴儿配方食品和豆基婴儿配方食品)和较大婴儿和幼
儿配方食品（包括乳基较大婴儿配方食品和豆基较大
婴儿配方食品)。 



提供人体更多不同的营养素，包括蛋
白质、钙、铁、维生素、矿物质等。 

原料新鲜安全，强化营养配方,
全面满足婴幼儿生长发育的需
求。 
  

方便、快捷、卫生,节省了选材、制
作的时间,并且可以随时随地食用，
不受季节限制，品种丰富。 

不同年龄段有不同的产品,能够适
合不同群体的消化系统。 

优点： 



1.行业基本情况 

背景： 

    我国最早的婴幼儿配方食品生产始于1954年，由于受当时生产
设备、工艺、技术水平等条件限制，生产企业普遍规模小、产量偏
低。随着人们生活消费水平的日益提升和营养观念的不断加强以及
婴幼儿配方乳粉的工业的不断发展，婴幼儿配方食品开始朝着多元
化方向发展。以此为契机，我国婴幼儿配方谷粉行业迎来了发展的
良好机会。 
    我国婴幼儿及其他配方谷粉生产企业主要集中在广东省、江西
省、福建省等地区。 



    中国农业科学院日前首次发布《中国农业产业发展报告》。报告
预测到2035年我国可确保“口粮绝对安全，谷物基本自给”的底线要
求。    
    报告称，发展粮食产业经济，粮食产量、种植面积和单产整体将
呈现增长态势。受粮食收储政策调整影响，未来稻谷和小麦等口粮作
物种植面积呈下降趋势，产量基本保持稳定，预计到2035年稻谷和小
麦产量分别为2.03亿吨和1.28亿吨。同时，受益于畜牧业快速发展以
及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政策的持续推动，非口粮粮食作物产量将分
别增长至2.77亿吨和1683.43万吨。 
    国内婴幼儿及其他配方谷粉只占部分低端市场，由于国际标准对
于婴幼儿及其他配方谷粉的管理更加严格，原料质量更优于国内，我
国在产品质量等方面与国外大品牌还存在一定差距。 

产量情况： 



根据华经市场研究中心的调查数据显示，预计未来5年，我国
婴幼儿辅食行业仍将保持15% -20%的增速增长。 
     

2015 

2016 
2017 

115亿元 
136亿元 

158亿元 

婴幼儿辅食市场调
查数据： 



2.监督抽查数据 

    近年来，国家监督抽检与风险监测、各省的监督抽检结果
表明，婴幼儿及其他配方谷粉的质量安全现状不容乐观，抽检
不合格率较高，抽检不合格的指标主要集中在营养成分（主要
指维生素、矿物质）、污染物（黄曲霉毒素B1、镉）、微生物
（菌落总数、大肠杆菌）、理化指标（水分、蛋白质）、标签
等内容。 
    产生不合格的原因主要包括原辅料控制、卫生条件、工艺
控制、产品检验等方面。 



不合格指标及其限量： 

谷物及其制品：0.2mg/kg 
面米制品：0.5mg/kg 

作为防腐剂、漂白剂，
生湿面制品中最大使
用量0.05g/kg 

谷物及其制品：
0.02mg/kg 

   S02 

 残留量 
铅限量 

镉限量 汞限量 

谷物碾磨加工：
0.1mg/kg 



砷限量 

铬限量 

苯并（a)芘 



注：n为同一批次产品应采集的样品件数；c为最大可允许超出m值的样品数；m为致
病菌指标可接受水平的限量值；M为致病菌指标的最高安全限量值。 

致病菌限量（根据GB 29921—2013）： 



哈尔滨惠佳贝食品有限公司                钠 
深圳金必士乳业有限公司               标签、钠 
广州高州市秋慧保健食品厂          标签、大肠菌群 
佛山市顺德区荣顺食品有限公司    标签、水分、Va、铁、磷、 
                                酵母和霉菌、大肠菌群 
广州市美素力营养品有限公司           标签、Va 
佛山市顺德区荣顺食品有限公司  标签、Va、铁、磷、酵母和霉菌 
 
江西诺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黄曲霉毒素B1、菌落总数、 
                                  大肠菌群、标签                                            

公司名称 不合格指标 

类似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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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许可证或许可证失效后生产配方谷粉； 

假冒其它企业名称或许可证号生产配方谷粉； 

超许可范围加工分装、不按许可工艺生产配方谷粉； 

使用镉、黄曲霉毒素B1等指标不合格的大米原料生产婴幼儿及其他配方谷粉；           

生产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婴幼儿配方谷粉； 

6 

7 

8 

未严格执行进货查验、索票索证制度和产品出厂检验制度； 

部分方便食品生产企业的产品包装以图形、文字等形式，误导消费者。 

使用非食品原料、不合格食品原料、回收食品和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品添加
剂以及使用其它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其他问题： 



3.质量安全案例 

“陕西省婴幼儿谷物辅助食品全省召回”事件 01 

“天津销毁进口婴幼儿小麦谷物粉”事件 02 

“湖南：加比力公司再被检出米粉和谷物不合格”事件 03 



“陕西省婴幼儿谷物辅助食品全省召回”事件 

    2017年4月11日10时，西安市千仕和营养食品有限公司公司接到
雁塔区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送达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检验报告》，
报告情况表显示，该公司2017年2月19日生产的批号为20170201的僮
畅清清婴幼儿谷物辅助食品，经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食品检验检
疫技术中心检验，黄曲霉毒素B1检验结果为0.8μg/kg≦0.5μg/kg，
不符合GB2761-2017《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标准要求，将陕西省所
有产品全部召回，损失费用由该公司承担。 

1. 



“天津销毁进口婴幼儿小麦谷物粉”事件 

    2017年4月中旬，天津东疆检验检疫局工作人员在对一批来自英
国 的 婴儿小麦谷物粉进行标签检验时，发现该批货物配料中违规添
加了菊粉，《卫生部关于批准菊粉、多聚果糖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
》中明确规定菊粉不可用于婴幼儿食品，检验检疫人员遂判定该货
物为不合格，并对该批货物做了监督销毁处理。 

2. 



“湖南：加比力公司再被检出米粉和谷物不合格”事件 

    2017年5月11日，在湖南省食药监局最新的通告中，加比力（湖
南）食品有限公司2批次谷物粉和1批次米粉维生素A值分别为
12.2μgRE/100kJ、12.8μgRE/100kJ及10.8μgRE/100kJ，均低于国
家标准14μgRE/100kJ-43μgRE/100kJ。 
    而这已不是该公司的产品第一次被通报，记者梳理相关报告发
现，2016年6月前，加比力公司生产的婴儿配方奶粉曾三次因氯含量
低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值，被国家食药监总局通报。 

3. 



4.风险分析 

重复性 密切程度 从业人员整体素质 

1 

3 
 

2 

由食品质量安全案例可以看出企业监督
抽查数据的不合格指标较多，重复性较
大。 从业人员整体素质偏低、相关专业知识欠

缺、对相关食品法律条款不熟悉、工作人
员不注意卫生、检验人员能力不足等。 

婴幼儿及其它配方谷粉是根据婴幼儿
及其他特殊人群的营养需要而研制生
产的以谷物为原料的补充食品，密切
程度较高。 

比如，对于加比力婴儿奶粉氯含量未达标一事，称“主
要是由于企业检验能力欠缺，因原料全脂乳粉标准未作
要求，未对氯项目进行检测，加之企业备案的产品配方
又不能随意更改所致”。公告表示，长沙市食药监局已
对企业进行多次约谈，并要求企业调整产品配方，加强
检验人员培训。 



  重复性 



婴幼儿及其他配方谷粉作为婴幼儿断乳期特殊人
群的重要辅助食品，其产品质量直接关系到身体
健康和生命安全。根据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以及各省市监督抽检的结果表明，婴幼儿及其
他配方谷粉产品存在较大的质量安全隐患。 

发生危害的主要指标有黄曲霉毒素 、菌落总数、
维生素、重金属等。 

重金属会在体内残留蓄积，严重使人中毒；
黄曲霉毒素可导致肝脏损坏甚至死亡，可
致畸、致癌、致突变。 

 
发生危害的主要指标及其严重性： 



原因分析： 
    1.企业食品安全意识不强，遵纪守法意识淡薄，只追逐利益、不切实履行食品安
全主体责任、违法违规生产行为屡禁不止，存在主观“不想做好”的问题。 
    2.原料把控不严，如未对原料检验，导致镉、铅、汞、黄曲霉毒素等污染物超标，
或为了降低成本采用了低劣大米，如陈化粮、黄变米、霉变米。 
    3.工艺控制不到位，如企业对原材料，特别是营养强化剂（大多是供应商预先配
制好的复合营养强化剂）、食品添加剂把控不严，配比计量不准确，生产工艺不完善
（维生素类可能为高温等造成的损失、微量元素可能为搅拌分装不均匀）或为降低生
产成本导致营养素添加量不足等。 
    4.卫生条件控制不严，如原料、辅料、成品、包材交叉 堆放，未在符合规定的
区域包装产品，洗手、消毒设施不能正常使用，空气净化、除尘设备未开启或不能正
常使用。导致最终产品的微生物指标，如菌落总数、大 
肠杆菌超标。 
   5. 产品检验不过关，如未做到批批检，出厂检验设备无法正常使用，检验人员能
力不足等。 
    6.标签不符合规定 ，企业对标签标识不重视，标签管理不善（如：生产工艺改
变但包装未及时更换），或未及时、充分了解国内法律法规、标准的要求，没有严格
按照标准与相关政策文件要求标示标签。 



发展趋势： 



    据相关人士分析,预计到2022年我国婴幼儿辅食的需求量

仍然是远远超过供给量的,并且差距明显,这样一块美味的蛋

糕必将吸引很多行业外人士的涌入,这增长背后的隐忧也让国

家政府非常重视,相关监管部门也开始加紧脚步规范辅食市场,

因此婴幼儿辅食行业更需要科学、严谨、合理的行业标准来

规范辅食企业的自律,以及行业的良性发展。 

  



婴幼儿 

A 

中老年人 

B 

病人 

C 



 常  非 
 险  风 

 规  ? 



感谢聆听，恳请批评指正！ 

Thank you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