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Hans Journal of Food and Nutrition Science 食品与营养科学, 2024, 13(1), 13-18 
Published Online February 2024 in Hans. https://www.hanspub.org/journal/hjfns 
https://doi.org/10.12677/hjfns.2024.131003  

文章引用: 金萍, 李苗, 丁洪流, 金晓红. 苏州地区市售包装食品过敏原标识情况调查研究[J]. 食品与营养科学, 2024, 
13(1): 13-18. DOI: 10.12677/hjfns.2024.131003 

 
 

苏州地区市售包装食品过敏原标识情况调查 
研究 

金  萍*，李  苗，丁洪流，金晓红 

苏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江苏 苏州 
 
收稿日期：2023年11月8日；录用日期：2024年1月26日；发布日期：2024年2月2日 

 
 

 
摘  要 

为了解苏州市场上包装食品过敏原信息标注情况，根据GB 7718-2011的要求，将配料表以及过敏原信

息提示作为标签明示信息，对苏州市场上25批次食品的食品标签进行识别研究，了解目前苏州市售食品

过敏原信息标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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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labeling of packaged food allergen information in Suzhou market, ac-
cording to the requirements of GB 7718-2011, the ingredient list and allergen information prompt 
are taken as label express information, and the food labels of 25 batches of food in Suzhou market 
are identified and studied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labeling of food allergen information in Su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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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近些来，食物过敏相关疾病的报道以及统计量在全世界范围内逐年上升，现已成为食品安全突发事

件和医疗事件中的重点问题之一[1]-[7]。食品过敏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广泛重视，一方面源于生活水平的提

高，另一方面也和检测以及医疗技术能力的提升有着密切关系[8] [9] [10]。 
由于文化和饮食习惯等方面的差异，各国的过敏情况不尽相同，我国一直在不断深化对食品过敏原

的监督管理[11] [12] [13] [14]。2009 年，国家标准 GB/T 23779-2009《预包装食品中的致敏原成分》[15]
发布，标准参照国际食品法典，对食品过敏原的概念进行了定义，列举了可以代表 90%的食物过敏原[16] 
[17]的 8 大类食物过敏原。2011 年，国家标准 GB 7718-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18]颁布，过敏原标识首次被纳入食品标签管理，但属于非强制性要求。2018 年 11 月 26 日，国家食品

安全标准审评委员会就《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预包装食品标识通则(征求意见稿)》修订征求意见函，拟将八

类食物过敏原的推荐标签改为强制性。然而，缺乏针对中国过敏流行病学的深入研究，监管部门无法采

用准确的科学依据以及标准，对过敏原标识进行有效管理[19] [20] [21]。 
食品过敏原的鉴别与检测是食品安全监管体系的一个重要的部分，也是食品安全的一个热点问题，

应引起所有食品生产企业的重视。根据 GB 7718-2011 的要求，将配料表以及过敏原信息提示作为标签明

示信息，对苏州市场上 25 批次食品的食品标签进行识别研究，了解目前苏州市售食品过敏原提示情况。 

2. 材料与对象 

2.1. 检测对象 

本次检测所用样品类别有糕点、饼干以及坚果制品，共计 25 批次，其中糕点样品 10 批次，饼干样

品 10 批次，坚果制品 5 批次。 
检测用样品一部分来源于苏州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的抽检和委托样品，一部分购于苏州各大超市。 

2.2. 评价分析 

根据 GB 7718-2011 的要求，将配料表以及过敏原信息提示作为标签明示信息，评价食品标签中食源

性过敏原信息提示信息的规范性。 

3. 结果与讨论 

3.1. 糕点类产品检测结果 

此次共检测糕点类样品 10 批次，来源于 10 家生产企业，其配料表信息以及过敏原提示信息为其标

签明示信息，对产品宣称信息进行汇总，结果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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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1. Summary of test results for pastry products 
表 1. 糕点类产品检测结果汇总表 

编号 样品名称 
标签明示 

配料表主成分 致敏原信息 

1# 夹心吐司面包 黑米、小麦粉、鸡蛋、乳粉、植物油等 本产品含有小麦制品、鸡蛋、大豆制品、 
乳制品 

2# 松糕 糕粉、芝麻、花生、食用植物油等 本产品含有麸质的谷物制品、蛋类及其制品、

坚果及其果仁制品、乳及乳制品 

3# 合桃酥 小麦粉、植物油、鲜鸡蛋等 无 

4# 海绵蛋糕 小麦粉、鸡蛋、白芝麻、食用植物油、 
玉米淀粉等 无 

5# 玫瑰酥糖 小麦粉、食用猪油、花生、糖玫瑰等 无 

6# 沙琪玛 小麦粉、鸡蛋、棉花糖、玉米淀粉、 
脱脂乳粉等 

含有麸质的谷物及其制品、蛋类及其制品、

乳及其制品 

7# 奶棒面包 小麦粉、全蛋液、食用油脂制品、乳粉等 含有麸质的谷物及其制品、大豆及其制品、

蛋类及其制品、乳及其制品 

8# 虎皮卷糕 小麦粉、鸡蛋、食用植物油、果味酱、 
玉米淀粉等 

含有麸质的谷物及其制品、大豆及其制品、

蛋类及其制品 

9# 酸奶味面包 小麦粉、植物油、鲜鸡蛋、酸奶等 含有麸质的谷物及其制品、大豆及其制品、

牛奶及其制品 

10# 皇后吐司 小麦粉、食用油脂制品、鲜鸡蛋、乳粉等 含有麸质的谷物及其制品、乳及其乳制品、

蛋类及其制品 

 
所抽检的 10 批次糕点样品，其中 3 批次样品未标注过敏原提示信息，但在配料表中用易识别的配料

名称直接进行了标示。 
另外 7 批次产品在配料表外还标注了过敏原提示信息，均满足 GB 7718-2011 的要求，对过敏原信息

进行了必要的提示，但其中 6 批次样品(2#、6~10#)存在用过敏原大类替代了具体所含类别，比如用“麸

质的谷物及其制品”代替“小麦”。另一方面，标注的信息与配料信息有出入，比如 2#样品配料表中未

添加“蛋类及其制品”和“乳及乳制品”，但提示信息中标注了“含有蛋类及其制品”和“含有乳及乳

制品”，应标注为“可能含有蛋类及其制品”以及“可能含有乳及乳制品”；9#样品配料中明确添加了

“鲜鸡蛋”，但在过敏原提示信息中未体现，存在标注不规范现象。 
综合糕点类产品标签明示信息，目前糕点类产品从配料表或者额外的过敏原信息方面对过敏原进行

了提示，但普遍存在提示信息不够规范，大部分企业在标注过程中放大了过敏原类别的现象。 

3.2. 饼干类产品检测结果 

此次共检测饼干类样品 10 批次，来源于 10 家生产企业，其配料表信息以及过敏原提示信息为其标

签明示信息，对产品宣称信息进行汇总，结果见表 2。 
本次检测饼干类产品 10 批次，仅 12#样品无过敏原提示信息，但在配料表中用易识别的配料名称直

接进行了标示；仅 11#样品过敏原信息标注大类；另 8 批次样品均明确提示了具体的食物过敏原，且 13#、
14#、15#以及 17#样品还对可能被带入该食品的情况进行了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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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able 2. Summary of test results for biscuit products 
表 2. 饼干类产品检测结果汇总表 

编号 样品名称 
标签明示 

配料表主成分 致敏原信息 

11# 坚果苏打饼干 小麦粉、食用植物油、松子粉、 
全脂奶粉等 

含有麸质的谷物制品、坚果制品、 
乳及乳制品 

12# 早餐饼 小麦粉、食用植物油、白砂糖、食用盐等 无 

13# 苏打饼干 小麦粉、植物油、鲜葱等 
本产品含有小麦粉，本生产线还生产 
含有牛奶、芝麻、花生、杏仁、燕麦、

大豆、鸡蛋、海苔制品的产品 

14# 梳打饼干 小麦粉、植物油、洋葱粉、全麦粉、 
豌豆纤维等 

含有小麦和大麦。此生产线也加工含有

芝麻、乳制品和蛋制品的产品 

15# 夹心酥性饼干 小麦粉、白砂糖、食用植物油、可可粉、 
淀粉等 

含有小麦和大豆制品。此生产线也加工

含有芝麻、蛋制品、乳制品和其他含有

麸质的谷物制品的产品 

16# 夹心苏打饼干 小麦粉、起酥油、白砂糖、植物油等 含有小麦粉 

17# 小圆饼干 小麦粉、植物油、全脂乳粉、腐乳等 
含有小麦粉、乳制品、大豆制品。 
此生产线也生产含有鸡蛋、芝麻、 

花生、坚果的产品 

18# 麦香巧克力饼干 麦片(小麦粉、玉米粉等)、代可可脂巧克力、

食品添加剂等 含有小麦、大豆制品、乳制品 

19# 黑芝麻味苏打饼干 小麦粉、植物油、食用玉米淀粉、 
黑芝麻等 含有小麦粉和芝麻 

20# 夹心饼干 小麦粉、白砂糖、食用植物油、淀粉等 
含有小麦和大豆制品。此生产线也加工

含有芝麻、蛋制品、乳制品和其他含有

麸质的谷物制品的产品 

 
综合来说，饼干类产品在过敏原信息提示方面相对比较规范，提示信息明确，但仍有进步的空间。 

3.3. 坚果类产品检测结果 

此次共检测坚果类样品 5 批次，来源于 5 家生产企业，其配料表信息以及过敏原提示信息为其标签

明示信息，对产品宣称信息进行汇总，结果见表 3。 
 

Table 3. Summary of test results for nut products 
表 3. 坚果类产品检测结果汇总表 

编号 样品名称 
标签明示 

配料表主成分 致敏原提示信息 

21# 多味花生豆 花生仁、小麦粉、食用植物油、香辛料等 无 

22# 怪味豆 蚕豆、食用植物油、麦芽糖、辣椒粉、甜面酱等 无 

23# 蒜香味青豌豆 豌豆、食用植物油、复合调味料等 无 

24# 鱼皮花生 花生米、小麦粉、糯米粉、玉米淀粉、食用植物油、

食品添加剂等 含有花生、小麦 

25# 烘烤花生 花生仁、食用盐、香辛料、食品添加剂等 含有花生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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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检测坚果类产品 5 批次，3 批次样品无过敏原提示信息，但在配料表中用易识别的配料名称直

接进行了标示；2 批次样品明确提示了含有的具体的食物过敏原。过敏原信息提示率仅为 40%，企业重

视程度严重不足。 

3.4. 检出结果汇总及分析 

本次共检测 25 批次包装食品，涉及糕点、饼干以及坚果类产品，其中糕点 10 批次，饼干 10 批次以

及坚果类 5 批次。本次主要对过敏原提示信息的规范性进行评价，未标注、从多标注以及少标注等均视

为不规范。具体汇总数据详见表 4。 
 

Table 4. Summary table for normative evaluation of allergen labels for packaged foods 
表 4. 包装食品过敏原标签规范性评价汇总表 

 糕点类 饼干类 坚果类 

样品数 10 10 5 

未标注过敏原提示信息 3 1 3 

从多标注 6 1 0 

过敏原提示不规范数 9 2 3 

不规范率，% 90.0 20.0 60.0 

整体不规范率，% 56.0 

 
虽按照 GB 7718-2011 的要求，过敏原提示信息非强制性内容，但从过敏原识别及标识也是一类重要

的食品安全问题，应该应得到足够的重视。本次将配料表以及过敏原信息提示作为标签明示信息。从检

测结果得知，本次 25 批次产品总体不规范率为 56.0%，主要问题集中在从多标注以及未标注。明示信息

从多标注虽然可以避免检出明示外成分，但这样也侵犯了消费者的知情权，局限了他们的选择范围。三

类食品中发现饼干类食品在过敏原提示上最完善，不仅提示含有的过敏原物质，还对生产线上可能含有

的进行了提醒。 

4. 讨论 

现在全球贸易一体化，食源性过敏原的管理不当会成为进出口贸易的壁垒[22] [23]。我国一直重视对食

源性过敏原的管理，然而，目前国内对过敏流行病学的研究还不够深入，监管当局难以采用准确的科学依

据或者标准来有效管理过敏原。消费者、制造商和监管机构倾向于采取不同的方式[24] [25]。例如，为了避

免潜在的法律风险，制造商更意愿从多地标识过敏原，然而，这极大地限制了消费者的选择范围，特别是

使一些轻度过敏的患者无法做出正确的选择[26]。食品过敏原的正确标识可以让食品过敏消费者能够正确

选择食品，也可以减轻生产者的生产压力。本次对过敏原标识的调查中发现，过敏原标识存在普遍不规范

的现象，不标识以及标注食品大类代替小类现象普遍存在，现阶段急需制定统一的标准，以利于市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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