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Australia New Zealand Food Standards Code 
- Standard 2.9.2 Food for Infants

➢修订情况：2016年3月新修订。

➢分类：婴儿谷类食品、非谷类婴儿食品



➢通用要求：

——不得含有蜂蜜；

——钠含量（面包中≤350 mg/100 g，饼干中≤300 mg/100 g），

——水果饮料、蔬菜汁和即食水果食品不应添加盐；

——水果饮料、蔬菜汁或非酒精饮料单双塘总含量
≤ 4g/100g。

Standard 2.9.2 Food for Infants



附加要求：

➢对6月龄起适用的谷类辅食的附加要求

➢对4月龄起适用的谷类辅食的附加要求

➢非谷类辅食的附加要求

蔬菜汁,果汁饮料，维生素C应含量≥25mg/100g。

Standard 2.9.2 Food for Infants



日本—婴幼儿自主食品标准

➢修订情况：

2008年修订。

➢范围：

标示为“婴幼儿食品”的食品。

➢分类：

湿型婴幼儿食品、干型婴幼儿食品。



日本—婴幼儿自主食品标准

➢原料要求：

应选用卫生的原料；

香辛料应选用低刺激性的；

不应使用经辐照处理过的原料；

不得添加蜂蜜。



日本—婴幼儿自主食品标准

➢营养成分：

钠：

即食婴幼儿食品，200mg/100g;

即食幼儿食品， 300mg/100g;

水果类婴幼儿食品不得添加氯化钠。



中 国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GB10769-2010

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GB10770-2010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

➢修订情况：

1989年制定，1997年,2010年，2018年（在修）

➢范围：

适用于6月龄以上婴儿和幼儿食用。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

➢定义：

以一种或多种谷物（如：小麦、大米、大麦、燕

麦、黑麦、玉米等）为主要原料，且谷物占干物质组

成的25％以上，添加适量的营养强化剂及其他辅料，

经加工制成的适于6月龄以上婴儿和幼儿食用的辅助

食品。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

➢原料要求：

• 应保证婴幼儿的安全，满足营养需要，不应使用

危害婴幼儿营养与健康的物质。

• 不应使用氢化油脂。

• 不应使用经辐照处理过的原料。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

➢分类：

• 婴幼儿谷物辅助食品

• 婴幼儿高蛋白谷物辅助食品

• 婴幼儿生制类谷物辅助食品

• 婴幼儿饼干或其他婴幼儿谷物辅助食品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

能量及营养成分：

➢能量；

➢蛋白质、脂肪；

➢碳水化合物：蔗糖、果糖、葡萄糖、葡萄糖糖浆或蜂蜜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

➢必须营养成分——矿物质：

• 钙、铁、锌、钠。

➢必须营养成分——维生素：

• 维生素A、维生素D、维生素B1。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

➢可选择营养成分

• 维生素E、维生素B2、维生素B6、维生素B12、烟

酸、叶酸、泛酸、维生素C、生物素；

• 磷、碘、钾。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

➢ 污染物：铅、无机砷、硝酸盐、亚硝酸盐、（镉） ；

➢ 真菌毒素：黄曲霉毒素B1；

➢ 微生物：菌落总数、大肠菌群、沙门氏菌；

➢ 食品添加剂；

➢ 营养强化剂；

➢ 标签标识；



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

➢修订情况：

1989年制定，2010年，2018年（在修）

➢范围：

适用于6月龄以上婴儿和幼儿食用。



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

➢定义：

食品原料经处理、灌装、密封、杀菌或无菌灌

装后达到商业无菌，可在常温下保存的适于6月龄

以上婴幼儿食用的食品。



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

➢原料要求：

• 新鲜、优质，满足营养需要，保证婴幼儿安全；

• 不应使用经辐照处理过的原料。

• 不应使用氢化油脂。

• 不应使用香辛料。



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

➢分类：

• 泥（糊）状罐装食品

• 颗粒状罐装食品

• 汁类罐装食品



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

能量及营养成分：

➢蛋白质

➢脂肪

➢钠



婴幼儿罐装辅助食品

➢污染物：铅、无机砷、锡、硝酸盐、亚硝酸盐；

➢微生物：商业无菌、霉菌；

➢食品添加剂；

➢营养强化剂；

➢标签标识。



婴幼儿辅助食品标准修订



婴幼儿辅助食品标准存在的问题

➢原料范围

➢产品分类；

➢能量、营养成分；

➢污染物、真菌毒素微生物及限量。



婴幼儿辅助食品标准修订方向

➢扩大原料范围；

➢扩展产品分类；

➢统一能量计算；

➢明确碳水化合物计算方式

➢污染物、真菌毒素微生物及限量。



谢 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