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产品性能认证规则       编号：CHS-GZ-03-005 

 

 

 

 

加工食品、饮料类产品卫生安全认证规则   

 

（A/1 版） 

 

 

 

 

 

 

 

 

中卫安（北京）认证中心 

 

发布日期：2021年 04月 23 日              实施日期：2021年 04 月 23日 



 

  

CHS-GZ-03-005 

 1 

 

前 言 

本规则由中卫安（北京）认证中心发布，版权归中卫安（北京）认证中心所有，任何组

织及个人未经中卫安（北京）认证中心许可，不得以任何形式全部或部分使用。 

本规则于 2021 年 4 月 23 日变更为 A/1 版，原 A/0 版作废。 

变更原因如下： 

—增加依据标准 NY/T 1711-2020《绿色食品 辣椒制品》； 

—修改了饮料的抽样要求； 

—删除附录 A.1 中包装饮用水、矿泉水的相关指标要求； 

—增加了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的要求。 

制定单位：中卫安（北京）认证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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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适用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加工食品、饮料类产品卫生安全认证。 

2  认证模式 

认证模式为： 

模式一：产品抽样检测+初始工厂检查+获证后的监督 

模式二：产品抽样检测+获证后的监督 

认证的基本环节包括：a 认证的申请 

                    b 产品抽样检测 

                    c 初始工厂检查（适用时） 

                    d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e 获证后的监督 

注：一般情况下，产品抽样应在工厂检查前进行。特殊情况下，为方便申请人，产品抽

样也可以与工厂检查同时进行。 

常用的认证模式为以上两种，如遇特殊情况需由技术委员会评审确定。 

3  认证的申请 

3.1  认证单元划分 

生产工艺相同、关键原料相同、生产场地相同的产品可作为一个认证单元； 

生产工艺不同、关键原料不同、生产场地不同的产品视为不同的认证单元。 

3.2  申请认证提交资料 

3.2.1 采用模式一时，申请认证应提交以下资料 

a) 产品描述，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1）产品名称、规格型号、产品物理状态、产品执行的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

企业标准）； 

       2）配料成分表、营养成分表（可附产品标签）； 

       3）包装形式及内/外包装材料； 

       4) 产品照片附件（需备注名称）。 

b) 正式申请书（网络填写申请书后打印或下载空白申请书填写）； 

c) 申请人、制造商、生产厂的注册证明如营业执照、保健食品生产许可证等； 

d) 申请人为销售者、代理商时，需提交销售者和生产商、进口商和生产者订立的相关合

同副本； 

e) 申请认证产品质量指标符合相应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企业标准的证明； 

f) 申请认证产品所用的原料、辅料符合相应国家标准及法律法规要求的证明； 

g) 其他需要的文件。 

3.2.2 采用模式二时，申请认证除应提交以上 a-g所列资料，还应满足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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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2.1 应按照中卫安（北京）认证中心 《关于产品认证模式的选择与确定的管理规定》

中，附件 2的要求，提交资料。 

3.3  受理 

中卫安（北京）认证中心对申请资料进行评审合格后，与申请方签订认证合同，申请方

交纳认证费用。 

4  产品认证实施 

4.1  确定检查方案 

产品认证部接到检查任务后，根据认证项目对检查能力的需求，结合被检查方的情况，

策划检查方案的范围与程度，确定检查方案。 

4.2  成立检查组 

产品认证部负责选择具有相应检查资格的人员组成检查组，确定组长，安排检查时间，

提供检查工作文件，下达《认证项目检查任务书》。 

4.3  文件评审 

    中卫安（北京）认证中心检查组按照相关文件的要求对申请方提交的资料进行评审。 

4.4  产品抽样检测 

4.4.1 产品抽样 

4.4.1.1 抽样要求 

抽样地点：初次申请，中卫安（北京）认证中心产品检查员在申请方的生产现场、成品

库房、销售中转库房合格产品中进行抽样签封，15天内，申请方将样品寄送至指定的检测机

构。 

4.4.1.2 抽样方法及样品数量 

    见附录。 

4.4.1.3 样品处置 

检测结束并出具检测报告后，有关检测记录和相关资料由检测机构保存，样品按检测机

构相关程序要求处置，检测报告一式两份，一份给委托方，一份给认证机构。 

4.4.2 抽样检测要求 

4.4.2.1 依据标准 

    见附录。 

4.4.2.2 检测项目、指标及样品要求 

    见附录。 

4.4.2.3 检测时限及检测报告 

一般为 30个工作日，从收到样品和检测费用算起。因检测项目不合格，企业进行整改和

重新检测的时间不算在内。由中卫安（北京）认证中心指定的检测机构对样品进行检测。 

4.4.2.4 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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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测结果应符合标准的要求。检测不合格时，允许申请人进行整改，整改应在认证机构

规定的期限内完成（自检测不合格之日起计算，一般不超过 2 个月），未能按期完成整改的，

视为申请人放弃申请，申请人也可主动终止申请。     

4.4.3 关键原料、辅料要求 

    关键原料、辅料均须提供合格采购证明。 

为确保获证产品的一致性，关键原辅料/制造厂商发生变更时，持证人应及时提出变更申

请，并送样进行检测或提供书面资料确认。经中卫安（北京）认证中心批准方可在获证产品

中使用。 

4.5  初始工厂检查（适用时） 

4.5.1 检查内容、范围和原则 

工厂检查内容为工厂产品质量保证能力检查，工厂检查应按《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

力要求》、GB 14881-20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及 GB 12695-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生产卫生规范》等标准进行。 

工厂检查范围应覆盖申请认证的所有产品、所有加工场所。 

工厂检查的基本原则是：以产品认证指标为核心，对产品原材料采购、进货检测的控制；

产品生产工艺、关键/特殊生产过程和关键检测环节的控制；以及对最终成品检测控制为重点。  

4.5.2 检查的主要关注对象 

产品所用原材料和生产卫生环境等应符合国家相应的管理要求。 

4.5.3 检查结论 

工厂检查符合要求未发现不符合项时，检查结论为建议推荐认证注册。 

工厂检查出现一般不符合项时，检查结论为建议在不符合项整改并经验证合格后，推荐

给予认证注册资格。不符合项应当在 30天内采取纠正措施，无特殊原因采取纠正措施时限最

长不能超过 45天。 

工厂检查出现严重不符合项时，检查结论为建议推迟给予认证注册资格或不推荐给予认

证注册资格，当检查结论为建议推迟给予认证注册资格时，申请方应制定整改计划并实施整

改，整改期为 3-6个月，全部整改均已完成后，应提交整改措施报告，中卫安（北京）认证

中心将再次进行现场审核验证，逾期不提交整改措施报告及再次检查仍不符合要求的，则申

请方不能获得产品认证资格。 

4.5.4 初始工厂检查人日数 

基准检查人日数为 2人日，可视工厂的生产规模以及所申请认证产品的数量和产品的复

杂程度，确定检查人日数。 

5  认证结果评价、批准与终止 

5.1  认证结果评价与批准 

5.1.1 认证模式一结果评价与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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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卫安（北京）认证中心负责组织对产品抽样检测、工厂检查结果进行综合评价，评价

合格后，由中卫安（北京）认证中心向申请方颁发产品认证证书，办理标志使用、认证公告

等事宜。 

5.1.2 认证模式二结果评价与批准 

中卫安（北京）认证中心负责组织对申请资料、产品抽样检测结果进行综合评价，评价

合格后，由中卫安（北京）认证中心向申请方颁发产品认证证书，办理标志使用、认证公告

等事宜。 

5.2  认证终止 

    当工厂检查或产品抽样检测不合格，中卫安（北京）认证中心做出不合格决定，终止认

证，并按规定收取已发生的费用。终止认证后如果要继续申请认证，重新申请认证。 

6  获证后监督 

获证后监督的内容包括： 

1） 监督工厂检查+抽样检测(模式一时适用)； 

2） 产品抽样检测(模式二时适用)。 

6.1  认证监督抽检频次 

一般情况下，按证书颁发日期开始计算，每次年度监督抽检间隔不超过 12 个月。若工厂

有其他产品获中卫安（北京）认证中心认证，则获证监督可与已获证产品监督同时安排。 

若发生下述情况之一可增加监督抽检频次： 

1） 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用户提出严重投诉，并查实为证书持有者责任的； 

2） 中卫安（北京）认证中心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相关标准要求的符合性提出质  

疑时； 

3） 有足够信息表明生产制造商、生产厂因变更组织机构、生产条件、质量管理体系

等，从而可能影响产品一致性时。 

6.2  监督抽样检测 

6.2.1 中卫安（北京）认证中心在年度监督时视情况对获证产品抽样检测。年度监督时，产

品结构、材料、工艺、生产厂等没有发生变化的产品，检查组可建议不进行产品的检验。出

现以下情况必须进行抽样检测： 

1） 获证产品出现严重质量问题或用户提出严重投诉，并查实为证书持有者责任的； 

    2）  中卫安（北京）认证中心有足够理由对获证产品与相关标准要求的符合性提出质

疑时。 

6.2.2 检测样品应在工厂生产的合格品中（包括生产线、仓库、市场）随机抽取，每个生产

厂（场所）都要抽取。 

6.2.3 监督时如不能抽到样品，相关产品的抽样应在监督抽样之日后的 20个工作日内完成。

产品抽样的检测依据、项目、样品及判定同 4.4。证书持有者应在规定时间内，将一份样品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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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指定检测机构，检测机构在规定时间内完成检测。如现场抽不到样品，则安排 20日内重新

抽样，如仍抽不到样品，则暂停相关证书。 

6.2.4 抽样检测不合格，则暂停抽样型号/牌号所在的认证证书。 

6.3  监督检查人日数 

 年度监督检查人日数根据初次的时间按比例计算，每年度的监督时间总数不低于初次的

1/2，检查时间不低于 2个人日数。 

6.4  监督工厂检查内容 

中卫安（北京）认证中心指派的产品认证检测组按照《产品认证工厂质量保证能力要求》

对工厂进行监督检查。监督检查中出现的不符合项，一般不符合的整改期为 1个月；严重不

符合整改期为 3个月。 

6.5  监督结果评价 

    中卫安（北京）认证中心组织对监督抽样检测结论进行评价，评价合格的，认证证书持

续有效，不合格的，按 7.3处理。 

7  认证证书 

7.1  认证证书的保持 

7.1.1 证书内容及有效性 

产品认证证书的基本内容： 

  （一）委托人名称、地址； 

  （二）产品名称、型号、规格，需要时对产品功能、特征的描述； 

  （三）产品商标、制造商名称、地址； 

  （四）产品生产厂名称、地址； 

  （五）认证依据的标准、技术要求； 

  （六）认证模式； 

  （七）证书编号； 

  （八）发证机构、发证日期和有效期； 

（九）其他需要说明的内容。 

本规则覆盖产品的认证证书有效期 3年，中卫安（北京）认证中心每年通过定期的监督

确保认证证书的有效性，获得保持资格。未经年度有效性确认，则所持认证证书无效。 

7.1.2 认证证书的变更 

7.1.2.1 变更申请 

    证书上的内容发生变化，或产品中涉及设计、工艺参数、关键原材料及中卫安（北京）

认证中心规定的其他事项发生变更时，持证人应向中卫安（北京）认证中心提出变更申请。 

7.1.2.2 变更评价及批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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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卫安（北京）认证中心根据变更的内容和提供的资料进行评价，对符合要求的，批准

换发新的认证证书，确定是否可以变更，如需安排检测，则检测合格后方能进行变更。对符

合要求的，批准变更。 

7.2  认证证书覆盖产品的扩大、缩小 

7.2.1 扩展程序 

    认证持证人需要增加与已经获得认证的产品为同一认证单元的产品认证范围时，应从认

证申请开始办理手续，并说明扩展要求。中卫安（北京）认证中心核查扩展产品与原认证产

品的一致性，确认原认证结果对扩展产品的有效性，针对差异和/或扩展的范围做补充检测，

并根据认证持证人的要求单独颁发认证证书或换发认证证书。 

7.2.2 样品要求 

持证人应先提供扩展产品的有关技术资料，需要送样时，持证人应按本规则第 4章的要

求选送样品供检查或差异检测。 

7.2.3 缩小程序 

认证持证人需要缩小与已经获得认证的产品为同一认证单元的产品认证范围时，应按照

《产品变更扩大、缩小、暂停、撤注销控制程序》要求，办理手续。中卫安（北京）认证中

心并根据认证持证人的要求换发认证证书。 

7.3  认证证书的暂停、恢复、撤消和注销 

当证书持有者违反认证有关规定或认证产品达不到认证要求时，中卫安（北京）认证中

心按有关规定对认证证书作出相应的暂停、撤消和注销的处理决定，并将处理结果进行公告。

持证人可以向中卫安（北京）认证中心申请暂停、注销其持有的认证证书。 

8  产品认证标志的使用 

8.1  标志样式 

获证产品允许使用如下标志： 

      

8.2  标志使用 

 如果加施标志，证书持有者应按《产品认证证书和标志使用管理规定》的要求使用认证

标志。可以在产品本体、铭牌或说明书、包装上加施认证标志。 

8.3  标志使用备案 

标志使用的具体方案（具体部位、形式和必要的文字注解），申请方/证书持有者必须在

使用之前，报中卫安（北京）认证中心备案，未经许可不得擅自使用。 

9  收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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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证费用按中卫安（北京）认证中心《产品认证收费执行细则》收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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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A.1  饮料 

A.1.1  依据标准 

GB 71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 

A.1.2  抽样方法及样品数量 

在生产线或成品仓库内随机抽取样品，同批次的样品抽取不少于 10个独立包装，抽取的

总的样品数不少于 1000ml。将样品平均分成两份，一份送交检测机构，另一份样品由企业留

存。 

A.1.3  检测项目、指标及样品要求 

A.1.3.1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饮料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锌、铜、铁总和
a
/（mg/L）     ≤ 20 GB 5009.13 或 GB 5009.14 或 GB/T 5009.90 

氰化物（以 HCN 计）
b
/（mg/L）  ≤ 0.05 GB/T 5009.48 

脲酶试验
c
 阴性 植物蛋白饮料按 GB/T 5009.183 检验 

注：固体饮料、浓缩饮料按产品标签标示的冲调比例稀释后应符合本标准要求。 

a 
仅适用于金属罐装果蔬汁饮料。

 

b 
仅适用于以杏仁为原料的饮料。

 

c 
仅适用于以大豆为原料的饮料。 

A.1.3.2  污染物限量和真菌毒素限量 

A.1.3.2.1 污染物限量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 2 饮料污染物限量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铅 

饮料类（果蔬汁类及其饮料、含乳饮料、

固体饮料除外） 

0.3mg/L  

 

 

GB 5009.12 

果蔬汁类及其饮料（浓缩果蔬汁（浆）

除外）、含乳饮料 

0.05mg/L 

浓缩果蔬汁（浆） 0.5mg/L 

固体饮料 1.0mg/kg 

锡 饮料类 150mg/kg GB 5009.16 

A.1.3.2.2 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 3 饮料真菌毒素限量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展青霉素
a
 50 μg/kg GB/T 5009.185 

a 
仅限于以苹果、山楂为原料制成的果蔬汁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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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3.3  农药残留限量 

农药残留限量应符合 GB 2763的规定。 

A.1.3.4  微生物限量 

A.1.3.4.1 致病菌限量应符合表 4的规定。 

                                 表 4 饮料致病菌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及限量（若非指定，均以/25g 或 25mL 表示） 试验方法 

n c m M 

沙门氏菌 5 0 0 - GB 4789.4 

金黄色葡萄球菌 5 1 100 CFU/g（mL） 1000 CFU/g（mL） GB 4789.10 

注 1：食品类别用于界定致病菌限量的使用范围，仅适用于本标准。 

注 2：n 为同一批次产品应采集的样品件数；c 为最大可允许超出 m 值的样品数；m 为致病菌指标可接受水

平的限量值；M 为致病菌指标的最高安全限量值。 

注 3：不适用于罐头类食品。 

A.1.3.4.2 经商业无菌生产的产品应符合商业无菌的要求，按 GB 4789.26规定的方法检验。 

A.1.3.4.3 非经商业无菌生产的产品，其微生物限量还应符合表 A.1.5的规定。 

表 5 饮料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
a
及限量  

试验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
b
/（CFU/g 或 CFU/mL） 5 2 10

2
（10

2
） 10

4
（5×10

4
） GB 4789.2 

大肠菌群/（CFU/g 或 CFU/mL） 5 2 1（10） 10（10
2
） GB 4789.3 中的平板计数法 

霉菌/（CFU/g 或 CFU/mL） 20（50） GB 4789.15 

酵母
c
/（CFU/g 或 CFU/mL） 20 GB 4789.15 

注：括号中的限值仅适用固体饮料，且奶茶、豆奶粉可可固体饮料菌落总数的 m=10
4
CFU/g。 

a
 样品的采样及处理按 GB 4789.1 和 GB/T 4789.21 执行。 

b
 不适用于活菌（未杀菌）型乳酸菌饮料。 

c
 不适用于固体饮料。 

A.1.3.5  食品添加剂和食品营养强化剂 

A.1.3.5.1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 GB 2760的规定。 

A.1.3.5.2 食品营养强化剂的使用应符合 GB 14880的规定。 

A.1.3.6  其他 

A.1.3.6.1 乳酸菌饮料产品标签应标明活菌（未杀菌）型或非活菌（杀菌）型，标示活菌（未

杀菌）型的产品乳酸菌数应≥10
6
CFU/g（mL）。 

A.1.3.6.2 含有活菌（未杀菌）型乳酸菌、需冷藏储存和运输的饮料产品应在标签上标识贮

存和运输条件。 

A.1.4 标签 

    应符合 GB 7718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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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1.5 包装 

包装应符合 GB/T 191的规定。 

A.1.6 运输 

不应与有毒、有异味的物品混合运输，运输工具应清洁、干燥、防潮，并应有防雨防晒

措施。 

A.1.7 贮存 

     在贮存过程中，应有防雨防晒措施，保证场地清洁、干燥、通风良好。禁止与非食用货

物共同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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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糖果 

A.2.1  依据标准 

GB 1739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糖果 

A.2.2  抽样方法及样品数量 

在生产线或成品仓库内随机抽取样品，同批次的样品抽取不少于 12个独立包装，抽取的

样品总数不少于 1000g。将样品平均分成两份，一份送交检测机构，另一份样品由企业留存。 

A.2.3  检测项目、指标及样品要求  

A.2.3.1  污染物限量 

污染物限量应符合表 6的规定。 

                             表 6 糖果污染物限量 

项目 限量（以 Pb 计）mg/kg 试验方法 

铅 0.5 GB 5009.12 

总砷 0.5 GB 5009.11 

A.2.3.2  微生物限量 

微生物限量应符合表 7的规定。 

表 7 糖果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
a
及限量 试验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CFU/g） 5 2 10
4
 10

5
 GB 4789.2 

大肠菌群/（CFU/g） 5 2 10 10
2
 GB 4789.3 

a
 样品的采样及处理按 GB 4789.1 执行。 

注：n 为同一批次产品应采集的样品件数；c 为最大可允许超出 m 值的样品数；m 为微生物指标可接受水

平限量值或最高安全限量值；M 为微生物指标的最高安全限量值。 

A.2.3.3  食品添加剂和食品营养强化剂 

A.2.3.3.1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 GB 2760的规定。 

A.2.3.3.2 食品营养强化剂的使用应符合 GB 14880的规定。 

A.2.4 标签 

    应符合 GB 7718的规定。 

A.2.5 包装 

包装应符合 GB/T 191的规定。 

A.2.6 运输 

不应与有毒、有异味的物品混合运输，运输工具应清洁、干燥、防潮，并应有防雨防晒

措施。 

A.2.7 贮存 

     在贮存过程中，应有防雨防晒措施，保证场地清洁、干燥、通风良好。禁止与非食用货

物共同堆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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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  辣椒制品 

A.3.1  依据标准 

NY/T 1711-2020 绿色食品 辣椒制品 

A.3.2  适用范围 

    适用于以辣椒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辅料，经加工制成的制品，如干辣椒制品、油

辣椒制品、发酵辣椒制品和其他辣椒制品，不适用于辣椒油。 

A.3.3  抽样方法及样品数量 

在生产线或成品仓库内随机抽取样品，同批次的样品抽取不少于 12个独立包装，抽取的

样品总数不少于 1200g。将样品平均分成两份，一份送交检测机构，另一份样品由企业留存。 

A.3.4  检测项目、指标及样品要求  

A.3.4.1 原辅料 

A.3.4.1.1 辣椒原料应符合 NY/T 655的规定，其他食材原料应符合相关食品标准的规定。 

A.3.4.1.2 食用盐应符合 GB 2721的规定，香辛料应符合 GB/T 15691的规定，其他辅料应符

合相应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的规定。 

A.3.4.1.3 食品添加剂应符合 GB 2760的规定。 

A.3.4.2 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 8的规定。 

表 8 辣椒制品其他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干辣椒

制品 

油辣椒

制品 

发酵辣

椒制品 

其他辣

椒制品 

水分,g/100g ≤14.0 ≤25.0 ≤60.0
a
 — GB 5009.3 

总灰分，g/100g ≤8.0
b
 — — — GB 5009.4 

酸不溶灰分，g/100g ≤2.0
b
 — — — 

 

氯化物（以 NaCl 计），g/100g 

 

— 

 

≤15.0 

 

≤22.0 

 

— 

GB 5009.44，将公式（3）中的

转化系数 0.0355 更改成

0.05845 

氨基酸态氮（以氮计），g/100g — — ≥0.18
c
 — GB 5009.235 

总酸（以乳酸计），g/100g — — ≤2.0 — GB/T 12456 

酸价（以油脂计）（KOH），mg/g — ≤5.0 ≤5.0
d
 ≤5.0

e
 GB 5009.229 

过氧化值（以油脂计），g/100g — ≤0.25 ≤0.25
d
 ≤0.25

e
 GB 5009.227 

  a 仅适用于非腌渍工艺的发酵辣椒制品。 

  b 仅适用于非含油脂的干辣椒制品。 

  c 仅适用于豆瓣类的发酵辣椒制品。 

  d 仅适用于含油脂的发酵辣椒制品。 

  e 仅适用于含油脂的其他辣椒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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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3.4.3 卫生指标 

     卫生指标应符合表 9的规定。 

表 9 辣椒制品卫生指标 

项目 指标 试验方法 

镉（以 Cd 计），mg/kg ≤0.1 GB/T 5009.15 

铅（以 Pb 计），mg/kg ≤0.5 GB/T 5009.12 

亚硝酸盐（以 NaNO2计）
a
，mg/kg ≤4.0 GB/T 5009.33 

山梨酸及其钾盐（以山梨酸计），g/kg ≤0.25  

GB/T 5009.28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g/kg 不得检出（＜0.005） 

糖精钠，g/kg 不得检出（＜0.005） 

环已基氨基磺酸钠及环已基氨基磺酸

钙（以环已基氨基磺酸计），g/kg 

不得检出（＜0.010） GB/T 5009.97 

黄曲霉毒素 B1
b
，μg/kg ≤5 GB/T 5009.22 

敌敌畏
c
，mg/kg 不得检出（＜0.01） SN/T 2324 

三唑酮
c
，mg/kg ≤0.3 GB/T 5009.126 

氯氟氰菊酯
c
，mg/kg 不得检出（＜0.01） GB/T 5009.146 

苏丹红，mg/kg 不得检出（＜0.010） GB/T 19681 

罗丹明，mg/kg 不得检出（＜0.005） SN/T 2430 

大肠菌群
d
，MPN/g ≤0.3 GB 4789.3 

商业无菌
e
 商业无菌 GB 4789.26 

  a 仅适用于腌渍生产工艺的辣椒制品。 

  b 仅适用于含发酵豆类的辣椒制品及发酵辣椒制品。 

c 仅限于干辣椒制品。 

d 仅限于非罐头加工工艺生产的产品。 

e 仅限于罐头加工工艺生产的罐装产品。    

 

A.3.5 标签 

    应符合 GB 7718的规定。 

A.3.6 包装 

包装应符合 GB/T 191的规定。 

A.3.7 运输 

不应与有毒、有异味的物品混合运输，运输工具应清洁、干燥、防潮，并应有防雨防晒

措施。 

A.3.8 贮存 

     在贮存过程中，应有防雨防晒措施，保证场地清洁、干燥、通风良好。禁止与非食用货

物共同堆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