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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2762-2012）问答 
 

   

一、《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修订情况 

根据《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有关规定，卫生部于2010年6月部署开展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清理工作，重点对食品中污染物等食品安全基础标准进行清理整合。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

估中心牵头承担《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修订工作。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组织农业、卫生、质检、粮食等领域科研院所专家组建了标准

起草组，细化修订工作原则和重点，对600多项农产品质量安全、食品质量、食品卫生和行业

标准中涉及污染物限量指标和要求进行全面梳理，以我国食品生产和食品污染物监测数据为基

础，开展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并借鉴了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欧盟、美国和澳大利

亚、新西兰等国际组织、国家（地区）的食品安全标准，对2005年发布的《食品中污染物限

量》（GB2762-2005）进行了修订，形成了新的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 

新《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2762-2012，以下简称新的GB2762)标准已向社会公开征求意

见，向世贸组织（WTO）成员通报，并经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主任会议审议通过，于

2012年11月13日发布，自2013年6月1日正式施行。 

二、修订原则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是食品安全基础标准，对保障食品安全、规范食品生产经营、

维护公众健康具有重要意义。标准修订工作严格遵照《食品安全法》及其实施条例规定，以风

险评估为依据，科学合理设置污染物指标及限量，体现了以下工作原则： 

一是坚持《食品安全法》立法宗旨，以保障公众健康为基础,重点对我国居民健康构成较

大风险的食品污染物和对居民膳食暴露量有较大影响的食品种类设置限量规定,突出安全性要

求； 

二是坚持以风险评估为基础，遵循CAC食品中污染物标准制定原则，结合污染物监测和暴

露评估，确定污染物及其在相关食品中的限量，确保科学性； 

三是整合现行食品卫生、食品质量、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以及行业标准中污染物限量规

定，避免标准间的重复、交叉、矛盾，确保标准的统一性； 

四是坚持食品污染物源头控制和生产过程控制相结合，重点对食品原料中污染物进行控

制，通过严格生产过程卫生控制，降低食品终产品中相关污染物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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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是强调无论是否制定污染物限量，食品生产和加工者均应采取控制措施，突出食品生产

经营过程中的污染物控制要求，使食品中各种污染物的含量达到最低水平，从而最大程度维护

消费者健康利益； 

六是坚持标准工作的公开透明和各领域专家广泛参与。本标准由卫生、农业、质检、粮

食、食品工业等相关专业专家共同研究论证，充分听取相关部门、行业和社会各界意见，对收

到的190余条反馈意见进行梳理研究，履行WTO通报程序，并经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审

议通过。 

三、主要内容 

《食品安全法》实施以前，我国涉及食品污染物限量的食品标准共有608项，包括食品卫

生标准86项、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35项、食品质量标准76项、相关行业标准411项，涵盖

铅、镉、总汞和甲基汞、砷和无机砷、锡、镍、铬、亚硝酸盐和硝酸盐、苯并[a]芘、N-亚硝

胺、多氯联苯、3-氯-1,2-丙二醇、稀土元素、硒、铝、氟等16种食品污染物。 

新的GB2762逐项清理了以往食品标准中的所有污染物限量规定，整合修订为铅、镉、汞、

砷、苯并[a]芘、N-二甲基亚硝胺等13种污染物在谷物、蔬菜、水果、肉类、水产品、调味

品、饮料、酒类等20余大类食品的限量规定，删除了硒、铝、氟等3项指标，共设定160余个限

量指标，基本满足我国食品污染物控制需求，适应我国食品安全监管需要。 

四、国际上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是影响食品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是食品安全管理的重点内容。国际上通常

将常见的食品污染物在各种食品中的限量要求，统一制定公布为食品污染物限量通用标准。如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制定公布的《食品和饲料中污染物和毒素通用标准》，涉及食品

污染物、毒素和放射性核素限量规定（我国对毒素、放射性核素另行制定了相关标准）；欧盟

委员会No 1881/2006指令，规定了食品中特定污染物（含真菌毒素）限量；澳新食品标准局公

布的《食品法典标准》的1.4.1《污染物及天然毒素》中规定了特定的金属和非金属污染物、

天然毒素限量。 

在新的GB2762修订过程中，标准起草组专家认真分析对比了我国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与CAC

限量，新的GB2762与CAC公布的限量指标基本一致。 

五、关于标准间的差异 

按照世贸组织相关协议规定，各国可以根据风险评估结果、食品消费及膳食结构的不同和

生产经营实际情况，制定不同的安全标准，特别是污染物限量标准重点针对可能对本国公众健

康构成较大风险的污染物和对本国消费者膳食暴露量有较大影响的食品，因此各国标准规定的

食品污染物种类、食品类别和限量规定可能存在一定差异。此外，农业生产和地理区域影响、

食品污染物特点和控制状况、环境污染状况、居民膳食消费习惯也影响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规

定。 

六、关于污染物的定义 

食品污染物是食品从生产（包括农作物种植、动物饲养和兽医用药）、加工、包装、贮

存、运输、销售、直至食用等过程中产生的或由环境污染带入的、非有意加入的化学性危害物

质。我国对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兽药残留限量、真菌毒素限量、放射性物质限量另行制定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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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因此，新的GB2762标准不包括农药残留、兽药残留、生物毒素和放

射性物质限量指标。 

七、关于标准实施的原则 

本标准在实施中应当遵循以下原则：一是食品生产企业应当严格依据法律法规和标准组织

生产，符合食品污染物限量标准要求。二是对标准未涵盖的其他食品污染物，或未制定限量管

理值或控制水平的，食品生产者应当采取控制措施，使食品中污染物含量达到尽可能的最低水

平。三是重点做好食品原料污染物控制，从食品源头降低和控制食品中污染物。四是鼓励生产

企业采用严于GB2762的控制要求，严格生产过程食品安全管理，降低食品中污染物的含量,推

动食品产业健康发展。 

八、与相关标准的衔接 

新的GB2762是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属于强制执行的标准。标准实施后，其他相关规定与本

标准不一致的，应当按照本标准执行。自新标准实施之日起，卫生部2005年公布的《食品中污

染物限量》（GB2762-2005）即行废止。在新标准实施日期前已生产的食品，可在产品保质期

内继续销售。 

食品生产经营者应当严格执行食品生产经营规范标准，严格生产经营过程的污染物控制。

食品污染物的检验方法应按照新的GB2762引用的检验方法执行。其他食品标准中如有污染物限

量要求，应当引用本标准规定或者与其保持一致。 

九、关于可食用部分 

新的GB2762增加了“可食用部分”的定义，即食品原料经过机械手段去除非食用部分后，

所得到的用于食用的部分，一是有利于重点加强食品可食用部分加工过程管理，防止和减少污

染，提高了标准的针对性；二是可食用部分客观反映了居民膳食消费实际情况，提高了标准的

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本标准规定的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如无特别规定的，均是以食品的可食用部

分计算。 

十、如何判定干制食品的污染物限量？ 

食品经过脱水、腌制、晒干或浓缩等生产加工工艺而制成的干制食品，其污染物含量将明

显高于食品原料。为明确干制食品污染物含量计算和判定，新的GB2762规定了“干制食品中污

染物限量以相应食品原料脱水率或浓缩率折算。脱水率或浓缩率可通过对食品的分析、生产者

提供的信息以及其他可获得的数据信息等确定”。因此，新的GB2762（包括附录A食品类别

（名称）说明）中除明确规定以“干重计”或者特别规定干制食品外，所有食品均是指未经脱

水、晒干或浓缩的食品原料或制品。 

十一、关于硒、铝、氟限量 

（一）硒：硒是人体必需微量元素，但过量硒摄入也会对人体产生不良健康效应。除极个

别地区外，我国大部分地区是硒缺乏地区。《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2762-2005）将硒作为

污染物进行限量规定,同时为确保缺硒人群硒元素摄入，《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GB14880）也规定在特定食品种类中，可按照规定强化量对食品进行强化。 

随着对硒的科学认识不断深入，CAC和多数国家、地区将硒从食品污染物中删除。我国实

验室检测、全国营养调查和总膳食研究数据显示，各类地区居民硒摄入量较低，上世纪60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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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来，我国极个别发生硒中毒地区采取相关措施有效降低了硒摄入,地方性硒中毒得到了

很好控制，多年来未发现硒中毒现象。以上情况表明，硒限量标准在控制硒中毒方面的作用已

经有限。2011年卫生部取消《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2762-2005）中硒指标（2011年第3号公

告），不再将硒作为食品污染物控制。 

（二）铝：《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2762-2005）规定了面制食品中铝残留限量。调查

研究发现面制品中铝的主要来源是加工过程中使用了含铝食品添加剂（如明矾），《食品添加

剂使用标准》（GB2760-2011）已明确规定了面制品中含铝食品添加剂的使用范围、用量和残

留量，因此新的GB2762不再重复设置铝限量规定。食品中使用含铝添加剂应严格按照GB2760执

行。 

（三）氟：氟是人体必需微量元素，但过量摄入也会对人体产生不良健康效应。《食品中

污染物限量》（GB2762-2005）规定了粮食、豆类、蔬菜、水果、肉类、鱼类和蛋类食品中氟

残留限量。随着对氟研究的不断深入，国际上普遍不再将氟作为食品污染物管理，新的GB2762

取消了氟限量规定。如对个别食品需要制定氟限量的，可以在风险评估基础上，经研究论证后

在相应的产品标准中予以管理。 

十二、关于铅、镉限量修订情况 

铅、镉是主要的食品污染物，CAC和各国对铅、镉制定了严格的限量规定。联合国粮农组

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食品添加剂专家委员会（JECFA）2010年取消了铅的PTWI（暂定每周耐

受摄入量），建议成员国努力降低食物中铅的含量，保障本国居民健康。标准起草组将铅限量

作为工作重点，根据我国食品铅污染监测和总膳食调查数据，开展风险评估并修订标准，严格

限定了谷物及其制品、蔬菜及其制品、水果及其制品、食用菌及其制品、豆类及其制品、藻类

及其制品、坚果及籽类、肉及肉制品、水产动物及其制品、乳及乳制品、蛋及蛋制品、油脂及

其制品、调味品、食糖及淀粉糖、淀粉及淀粉制品、焙烤食品、饮料类、酒类等食品中铅限量

规定。 

联合国粮农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食品添加剂专家委员会（JECFA）2010年将镉的PTWI

（暂定每周耐受摄入量）改为PTMI（暂定每月耐受摄入量）并调低数值。大米是我国居民膳食

镉的主要来源，控制大米镉含量几乎能控制我国居民二分之一的镉膳食暴露。2005年发布的污

染物限量标准中，我国大米镉限量严于CAC和部分国家规定，根据现有研究结果，新标准维持

了原标准的限量规定。此外,参照CAC标准，结合我国主要消费食品及镉污染特点，设置谷物及

其制品、蔬菜及其制品、新鲜水果、食用菌及其制品、豆类、花生、肉及肉制品、水产动物及

其制品、蛋及蛋制品、调味品、饮用水等相关食品镉限量要求。其他食物对我国居民膳食镉的

摄入量影响较低，设置限量规定对总人群的保护影响较小。 

十三、关于铬限量 

CAC、美国、日本、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和我国台湾地区未规定食品中铬限量。欧盟仅规定

了明胶、胶原蛋白中铬限量，香港规定了谷类、蔬菜、鱼、蟹、蚝、明虾、小虾、动物肉类和

家禽肉类中铬限量。根据食品安全风险评估情况，新的GB2762标准中设置了部分食品的铬限

量。 

十四、关于稀土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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稀土元素包括钪(Sc)、钇(Y)、镧(La)、铈(Ce)等17种元素，在自然界以氧化物或含氧酸

盐矿物形式存在，GB2762-2005规定了相关食品中稀土限量要求。CAC、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日

本、美国和我国台湾地区未规定食品中稀土元素管理要求。 

标准起草组经反复研究，认为我国居民膳食稀土元素暴露水平很低，稀土元素的健康风险

较低。根据CAC食品污染物标准制定原则，建议取消稀土限量指标。有专家提出，我国现有稀

土风险评估和科学依据尚不完善，建议开展稀土食品安全基础研究，并重新评估稀土的健康影

响。为审慎处置稀土限量问题，经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会主任会议审议，暂不取消现行

标准中稀土限量指标，在新的GB2762标准中代替原《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2762-2005）中

除稀土限量指标外的其他指标。稀土限量继续按照原《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2762-2005）

执行。 

十五、关于附录A食品类别（名称） 

食品类别（名称）说明（附录A）用于界定污染物限量的适用范围，借鉴了CAC《食品和饲

料中污染物和毒素通用标准》中的食品分类系统（GSCTF）,并参考了我国现有食品分类，结合

我国食品中污染物的污染状况制定，仅适用于GB2762。当某种污染物限量应用于某一食品类别

（名称）时，则该食品类别（名称）内的所有类别食品均适用，有特别规定的除外。制定附录

A主要用于界定污染物限量的适用范围，即确定污染物限量针对的食品范围。附录A涉及22大类

食品，每大类下分为若干亚类，依次分为次亚类、小类等。 

十六、标准的实施 

本标准实施日期之前，允许并鼓励食品生产经营单位按照新标准执行。在实施日期之后，

食品生产经营单位、食品安全监管机构和检验机构应当按照新的GB2762执行，在实施日期前已

生产的食品可在保质期内继续销售。 

进口食品的标准执行时间应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卫生部将组织对新的GB2762实施情况进行跟踪评估，根据跟踪评估情况适时修订标准。欢

迎各界积极参与食品安全标准工作，推进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贯彻实施，保护公众健康，促进食

品行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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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2762-2012） 的公告(卫生部公告2012年第21号) 2013-01-29 11:39 

·卫生部《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媒体通气会文字实录 2013-01-29 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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