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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食品加工可以使用食品添加剂

在有机食品加工过程中，到底能不能使用食品添加剂呢？对于这一问题，很多消费者甚至食品从业人员
也不清楚。

专业从事有机食品知识培训和有机食品认证的国家环境保护总局有机食品发展中心（OFDC-SEPA
）的总工程师邰崇妹副研究员认为，在有机食品加工过程中，可以使用食品添加剂，但应严格遵守相应
的规则。

提到有机食品，先要弄清楚有机农业的概念。有机农业的定义为：遵照有机农业生产标准，在生产中不
采用基因工程获得的生物及其产物，不使用任何化学合成的农药、化肥、生长调节剂、饲料添加剂等物
质，而是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协调种植业和养殖业的平衡，采用一系列可持续发展的农业技术
，维持稳定的农业生产过程。有机农业生产技术的关键是依靠有机肥料和生物肥料来满足作物生长对养
分的需求，同时采取农作、生物和物理的防治措施来进行病虫草害的防治。

而有机食品（OGANIC FOOD）是指来自于有机农业生产体系，根据有机农业生产要求和相应标
准生产加工，并通过独自的有机认证机构认证的农副产品及加工产品，包括粮食、蔬菜、水果、奶制品
、畜禽产品、蜂产品、水产品、调料、药物和酒类等。有些国家将有机食品称作BIO FOOD或ECO
FOOD。有机食品可以是经过加工的产品，也可以是未经过加工的初级产品（即有机农产品）。

真正的有机食品应该经得起从消费者的餐桌到农场地块的跟踪审查考验。有机农业措施再扎实，有机原
料质量再有保证，如果乱用食品添加剂、不能保证其后的加工和贸易过程的有机完整性，则会造成事倍
功半甚至前功尽弃的结果。因此，有机食品的加工者及贸易者必须和从事有机农业的生产者一样，认真
对待有机食品的加工、储存、运输和贸易。由于有机食品贸易中主要涉及产品有机完整性的环节是仓储



和运输，其要求与有机食品加工中的储存和运输是一致的，如果贸易者又从事分包装，则其性质与加工
相似，可以使用与加工过程相同的规则。

据OFDC-SEPA的邰崇妹副研究员介绍，有机食品的加工过程不但要满足有机加工的基本要求，而
且首先应该满足有关部门对各种相关产品的基本要求。如果一种产品及其生产过程不能满足国家在食品
卫生或环境方面的基本要求，那就表示这是一种连常规要求也达不到的产品，所以，这种产品肯定不能
被认证为有机食品。例如，某种食品使用了禁止使用的苏丹红一号色素，这连常规食品的标准都不符合
，就更不能被认证为有机食品。

对于需要出口的有机产品，还必须了解进口国对有机产品的标准和要求。例如，日本的有机JAS标准规定
，在有机生产或加工过程中不允许使用碳酸氢钾；美国允许在加工过程中使用过氧化氢，欧盟则禁止使
用；欧盟允许在加工中使用活性炭，而美国则不允许。出口的有机产品，必须在遵守我国有机产品认证
标准的同时，也符合进口国和地区的相关有机标准。

据邰崇妹副研究员称，在有机食品加工过程中，可以使用食品添加剂和助剂，但应严格按照有机产品标
准操作。

配料的定义为：在食品加工过程中使用的，并存在（包括以改性的形式存在）于产品中的任何物质，包
括食品添加剂。有机食品加工过程中所使用的、且最后进入终产品中的所有原料都属于有机食品配料，
国际上通常将有机加工过程中的所有原料统称为配料，只要是在终产品中存在的成分，不管其所占的比
例大小，都属于配料。在有机食品标准中，配料这个词并不是与主料相对应的。对有机加工中所用的配
料有严格的规定，最需要注意的是配料的性质，绝对不能使有机产品标准附表中的禁用物质，也不能随
意使用未列入标准附表中允许使用或限制使用的物质。

食品添加剂的定义为：为改善食品的色、香、味、形、营养价值，以及为保存和加工工艺的需要，而加
入食品中的化学合成或天然物质。食品添加剂也是配料的一种，只是所占的比例一般都很小。食品添加
剂虽然不是食品的主要组分，但最终还是要进入产品，并被消费者食用，因此，对食品添加剂的使用，
一点也不能掉以轻心。有机食品的有机完整性常常受到食品添加剂问题的考验，如何确保有机加工过程
中所使用的添加剂不存在违反有机产品标准的问题，是有机加工企业经常遇到的最棘手的问题之一。

加工助剂的定义为：本身不作为食品配料使用，仅在加工、配制和处理过程中，为实现某一工艺目的而
使用的物质或物料（不包括设备和器皿）。加工助剂与添加剂不同，使用助剂的目的并不是产品本身成
分的需要，而是工艺过程的需要，如催化剂就属于助剂。从理论上说，助剂应该在使用结束后全部脱离
终产品，不应该在终产品中存在。例如，植物油加工厂在生产大豆油时，使用了某种浸出液作为脱色剂
，从工艺原理上来说，虽然这些浸出液最后并不应该留在产品中；但实际上，很难保证没有助剂的残留
或衍生物进入产品。更何况，有机认证是对过程的认证，不能只凭对终产品的检测来确定系统的有机完
整性。因此，对加工助剂的使用应严格控制，这也是有机食品加工管理过程中的一项重要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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