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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27日，国家卫健委同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发布了50项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9项标准修
改单。

其中，《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7718-2025)、《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GB
28050-2025)这两项跟大家平时饮食和生活相关度最
高，这里有哪些亮点和最值得消费者关注的地方？

自3月31日起，南京全
市范围内取消商品住房限
售。这是南京市在昨日举
行的进一步促进南京房地
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有关
政策新闻发布会上发布的
信息。

南京市住房保障和房
产局副局长蒋海琴说，为
进一步满足居民各类住房
消费需求，市房产局会同
相关部门结合市情提出多
方面政策举措，着力构建
多维互促的住房消费体
系，促进南京房地产市场
高质量发展。

据介绍，南京市全面取
消商品住房转让限制。商
品住房在取得不动产权登
记证书后即可上市交易，有
效满足居民各类住房置换
需求。

同时，进一步满足居民
置换改善需求。南京市将
优化拓展住房消费“以旧换
新”模式，通过政府、开发企
业补助，金融机构支持，经
纪机构帮卖等方式，组织引
导开发企业开展“买新助卖
旧”活动，首批政府补助资
金1亿元，叠加开发企业促
销优惠，促进各类住房改善
需求加速释放。

另外，南京还将加大青
年人刚性购房政策支持。
根据出台的政策，南京将引
导商业银行针对性推出低
首付、低利息、低月供、宽期
限的特色化金融产品，有效
降低45岁以下青年人购买
商品住房门槛。目前南京
银行、江苏银行已分别推出
针对青年人在南京置业的
特色金融产品。

近年来，南京市通过适
时开展住房消费“以旧换
新”活动、推行房票安置、
实施阶段性购房补助、举
办系列房展会等惠民、利
民举措，不断满足居民各
类住房消费需求，促进房
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

（沈汝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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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制标示的营养素从“1+4”，即
能量和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
钠扩展为“1+6”，增加饱和脂肪酸和
糖两项，同时增加标示“儿童青少年
应避免过量摄入盐油糖”。

饱和脂肪酸摄入过多不利于心血
管健康。但是我们的调查显示，中国
居民对饱和脂肪酸及其与健康的关系
认知仍然模糊，接近70%的人不知道
饱和脂肪酸摄入过量不利健康，这与
专业界的认知存在很大距离。

这次在标准中增加了标示要
求，也是为了更好地帮助大家落实

减盐、减油、减糖“三减”健康生活方
式，减少肥胖、心脑血管疾病、糖尿
病等疾病的发生率。

新标准的发布，对于食品行业
及消费者来说都是好事，相信这会
更科学地指引食品行业的发展及消
费者的饮食。对于未来，建议要注
意两点：

作为食品企业应规范宣传，营
销别耍“小聪明”。从这次最新标准
的更新情况来看，食品标签的规范
化发展是必然趋势。国家也在尽量
通过完善标准将一些误导宣传从根

源上消灭掉。严格的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也将倒逼食品生产企业规范生
产，提高产品质量，减少虚假宣传和
不正当竞争。

作为消费者，我们应当稍微花
一点精力学会看标签。因为新标准
的发布只是第一步。消费者真的会
看标签会选择食品才是关键，后续
大家要主动学习食品标签信息，学
会辨别食品的真实属性，从而更科
学、更自主地选择食品，提高食品安
全意识和健康素养，养成健康的饮
食习惯。 （科普中国）

部分人群对食品有着特殊需
求，这次很多修改也照顾到了这些
消费者。

首先是增加了强制标示食品中
的8大致敏物质信息。新标准要求，
当预包装食品使用含麸质的谷物、
甲壳纲类、鱼类、蛋类、花生、大豆、
乳、坚果八大类食品及其制品作为
食品配料时，需要在配料表中以加
粗、下划线等强调方式，或在配料表
下方通过致敏物质提示语，提示食

品中含有的致敏物质。有相应食物
过敏史的人群，以后可以特别关注
食品标签上致敏物质的提示信息。

不过也要提醒大家，现在有一
些产品在打“无敏食品”的概念。但
此次标准中只是明确了8种致敏食
物，现在一些“无敏食品”也仅是说
没有这几种过敏原。但是依然可能
存在导致其他人过敏的其他过敏
原，所以，千万不要以为吃了所谓的

“无敏食物”就不会过敏了。实际

上，绝对“无敏”并不存在，因为过敏
源种类繁多，且每个人的过敏反应
存在个体差异，目前全球范围内也
尚未对“无敏食品”有明确定义。

除了过敏方面的内容，本次修
订的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通
则，还新增了生酮配方、防反流配
方、脂肪代谢异常配方等6个产品类
别，以服务有特殊需求婴儿，同时也
覆盖了部分罕见病的婴儿群体，体
现了对特殊人群的关怀。

大家买食品的时候都习惯看保
质期，但很多时候包装上往往只会
写个生产日期，我们得去标签找到
保质期，然后还要自己计算，相当麻
烦。而此次新标准则要求预包装食
品的保质期直接以到期日的形式标
示，如“保质期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这样保质期信息展示更为直
观，就不用消费者自己去计算了。

这比以前那种“生产日期+保质

期天数”的方式更清晰简单了，也更
方便大家直观判断食品可食用期
限。同时规定保质期6个月以上的
食品可不标示生产日期，仅标示食
品保质期和保质期到期日。

此外，新标准还规定了食品生
产者可根据食品属性、食用特征等
自愿标示预包装食品的“消费保存
期”，供消费者参考。那么，这个“保
存期”跟“保质期”有什么区别呢？

原来，保质期是品质最佳食用期，而
保存期是食品的最后食用日期，简
单来说就是“过了保质期不好吃，过
了保存期不能吃”。大家以后可以
根据“消费保存期”来判断食品的最
后食用日期。

不过，也要特别提醒大家，一定
要按照标签标示的贮存条件存放食
品，不恰当的贮存会缩短食品保质
期，影响食品安全和质量。

很多食品企业利用消费者追求
“天然”、不喜欢食品添加剂的心理，采
用“不添加”“零添加”等吸引消费者
购买，但这实际上误导了消费者，污
名化了食品添加剂和食品行业。

新标准明确规定，预包装食品
不允许再使用“不添加”“零添加”等
用语对食品配料进行特别强调；食
品添加剂、污染物，以及法律、法规
和标准中规定的不允许添加到食品
中或不应存在于食品中的物质，不
得使用“无”“不含”等词汇及其同义
语进行声称。

可能有朋友会有疑问，为什么
说食品添加剂“零添加”也不行？原
因主要是以下几点：首先，批准使用
的食品添加剂都经过严格的风险评
估，合规使用并没有食品安全问
题。而大多数食品的生产都不可能
完全脱离食品添加剂。最后，“零添
加”的提法，容易避重就轻，让人忽
略真正影响健康的成分，严重误导
和干扰消费者选择。

除了禁止使用“零添加”“不添
加”等误导性用语，这次修改强化了
定量标示要求，如食品名称中提及

的配料或成分需在食品标签里标示
含量。新标准的这些举措都是为了
有效规范行业乱象，减少对消费者
的误导，以后大家在买东西的时候
遇到的坑能少一些。

这次修改还推出了数字标签，
以后买食品的时候，可以用手机扫
一扫食品包装上的二维码，就能看
到食品数字标签，同时可通过页面
放大、语音识读、视频讲解等多种功
能了解食品信息。这样就不用担心
字体小、看不清食品标签的问题了，
尤其是老年人。

“零添加”禁用，标签更规范方便

保质期标示更直观

更体贴特殊人群

强制营养成分的标示更全面

南京全面取消
商品住房限售

（图源：科普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