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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营养标签能准确真实地提供营养信息。本文从营养标签制度、类型、对健康的影响、使用现状及其影响因素出发,阐述了国

内外营养标签的研究现状,并对研究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总结,旨在为今后我国营养标签的发展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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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营养标签(下称营养标签)是食品包装上的

一部分内容,说明食品营养成分信息和特性,是帮助

食品判断和选择的重要途径。依据国际食品法典委

员会相关的标准定义,营养标签一般由2个部分组

成,一部分为营养成分标示,通常是营养成分表;另一

部分是营养声明/营养信息,一般为一段文字说明,能
够表达或明示食品的营养特性。2个部分并不需要

同时标示于食品包装上,而营养成分表则必须标

示[1]。近年来,慢性非传染性疾病(如冠心病、高血

压、糖尿病、肥胖等)在全球范围内急剧增高,发病率

也呈年轻化趋势。WHO指出,2016年大约有4
 

100
万人死于非传染性疾病,占总死亡人数的71%[2]。
而导致慢性非传染性疾病的主要因素有高血压、胆固

醇浓度高、水果和蔬菜摄入量不足,超重或肥胖等,大
多与营养成分摄入不当有关。为了帮助公众做出健

康的食物选择,WHO提供的策略之一是使用营养标

签[1]。营养标签提供了重要的营养信息,有利于对相

似的食物进行比较,便于快速地做出健康选择,并且

具有良好的成本效益[3]。本文对营养标签的发展概

况及其相关研究进行综述,旨在促进营养标签的发

展,为促进健康、防治疾病提供依据。
1 营养标签概况

1.1 国内外食品营养标签制度 1990年,美国国会

通过了《营养标签和教育法》[4],此法规最为严谨和完

善,也是世界上第1个强制要求实施的营养标签法

规。美国要求食品营养标签要标明“1+14”项营养成

分的含量及营养素参考值,即能量、脂肪、饱和脂肪、
反式脂肪酸、胆固醇、总碳水化合物、糖、膳食纤维、蛋
白质、维生素A、维生素C、钠、钙和铁[4]。同年,欧盟

颁布了《食物营养标签法令》,但包装食品强制要求显

示营养标签是从2011年12月13日法规 No1169/
2011生效后开始的[5]。欧盟规定营养成分标签的内

容有2种形式,一是包含热量、蛋白质、碳水化合物、
脂肪;另一种是标出热量、蛋白质、碳水化合物、糖、脂
肪、饱和脂肪、膳食纤维、钠。如果有营养声明时必须

以第2种方式标示并标出食物营养素。日本于1996
年开始实施营养标签准则,在日本,营养标签不仅要

提供食品的营养成分,还要求注明是否属于天然食

品、有机食品、转基因食品等。之后马来西亚、加拿

大、新西兰、澳大利亚等国家也相继出台并实施了营

养标签法规[3]。2011年,我国公布了第1个食品营

养标 签 国 家 标 准 即《预 包 装 食 品 营 养 标 签 通 则》
(GB28050-2011),并于2013年1月1日正式施行[6]。
中国营养标签正在起步阶段,现强制要求需呈现“1+
4”项营养素,即能量、蛋白质、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此

外,由于中国冠心病和高血压的发病率高,钠的含量

也必须在营养标签中呈现出来。
1.2 营养标签类型

1.2.1 营养成分表 营养成分表(Nutrition
 

Facts
 

Table,NFT)是最经典的营养标签系统。通常在食物

包装的背面或侧面以表格形式标示,包括3项内容即

营养成分的名称、含量值以及占营养素参考值的百分

比[7]。表格中必须呈现的营养成分的名称根据国家

规定而不同。NFT提供最详细最全面的营养信息,
但由于不同食物的分量通常是不同的,使用NFT比

较同类产品的营养成分含量时需要进行计算,对于教

育程度低的人群的使用存在限制[2]。为了克服NFT
的不足,一些国家开始研发和使用包装前(Front

 

of
 

Pack,FOP)标签系统作为NFT的补充,以便于更好

地向消费者传达营养信息。包装前标签系统在食物

包装的正面标示,常见的类型包括“红绿灯”、营养评

分、健康星级、警示型标签以及每日摄取量标签[2,8]。
1.2.2 “红绿灯”(Multiple

 

Traffic
 

Lights,MTL)标
签系统 由英国食品标准局提出,在2004年于英国

开始实行[8],目前在英国和爱尔兰广泛使用。该模式

对每100
 

g或100
 

mL食物中包含的消极营养成分即

脂肪、饱和脂肪酸、糖、盐的量进行评估,根据英国食

品标准局的标准将这些营养素含量分为高、中、低3
个等级,并分别予以交通灯的3种颜色红、黄、绿来标

识。绿色多、红色少表明食品更健康,营养质量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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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绿灯”标签的颜色编码通常展示在包装正面的醒

目位置,信息简单明了,容易辨别,能快速传达食物中

消极营养成分的含量。
1.2.3 营养评分(Nutri-Score)标签系统 于2017
年10月成为法国的官方营养标签,又称为五色营养

标签。营养评分是基于英国食品标准局创建的营养

评分模型,为每种营养成分计算分数,消极成分(能
量、糖、饱和脂肪酸、盐)的分数-积极成分(蛋白质、
纤维、水果、蔬菜和坚果)的分数=最后分数的等

级[9]。通过5种颜色和5个字母来表示食物的质量

分级,绿色A到橙色E依次代表“最佳营养品质”到
“最低营养品质”[10]。营养评分标签是总结性标签,
不体现具体营养成分的信息,而是展现食物的整体营

养结果。
1.2.4 健康星级评分(The

 

Health
 

Star
 

Rating,
HSR)标签系统 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从2014年开

始建议自愿实施的标签[11]。HSR标签也是使用营养

分析模型对食物的消极成分和积极营养成分进行评

分,并求得总分。根据最终得分对食物进行评级,从
0.5星到5星不等(5星是最健康的等级)[11]。2016
年新西兰的产品约5%显示 HSR,2018年增加至

21%[12]。
1.2.5 警示型标签(Warning

 

Labels,WL) 是2016
年智利政府开始推行的标签系统[13]。食物中热量、
钠、糖、脂肪中任一种营养成分超过阈值,就需要在包

装正面对该营养素贴出红色或黑色的警告标签,一种

产品最多可贴出4种警告标签。营养素的阈值是通

过食物数据库和科学计算方法确定的[13]。
1.2.6 每日摄取量标签 每日摄取量标签在包装前

面呈现热量、总脂肪、饱和脂肪酸、糖和钠的克数以及

这些营养成分占每日摄入量的百分比。从2014年始

在美国和部分欧洲国家使用[7],但欧洲的每日摄取量

是由参考摄入量代替的。每日摄取量标签是包装正

面标签里营养信息最多的一种。
2 营养标签的使用

2.1 营养标签的使用对饮食行为与健康的影响

2.1.1 营养标签的使用对饮食行为的影响 Zhang
等[14]研究表明,经常使用营养标签的人每天少摄入

钠92.79
 

mg。并且阅读及使用营养标签与脂肪、含
糖饮料以及含甜味剂食物的摄入减少有关,也与膳食

纤维和含铁食物的摄 入 增 加 有 关[15]。Shangguan
等[16]通过 Meta分析,发现营养标签的使用能使脂肪

摄入减少10.6%,热量摄入减少6.6%,不健康食物

摄入减少13.0%,并且能使水果摄入增加13.5%。
此外,Nyilasy等[17]研究表明,即使对于自我控制力

很低的人,营养标签也能有效地帮助其作出健康抉

择。
2.1.2 营养标签使用对健康的影响 营养标签的使

用有利于疾病的防治及健康促进。Rimpeekool等[18]

对42
 

750名泰国成年人进行研究,发现与理解和使

用营养标签的人相比,不阅读、不理解和不使用营养

标签的人患高血压、肥胖的概率更高。2007~2008
年韩国国民健康与营养调查发现,阅读营养标签与较

低的代谢综合征患病率有关[19]。第6次韩国国民健

康与营养调查的数据进一步发现,营养标签高水平认

知以及营养信息的积极使用,对减少胰岛素抵抗和预

防糖尿病有积极的影响[20]。2010~2016年韩国国家

健康和营养调查的研究还发现,使用营养标签能更好

地管理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减少冠状动脉疾病和癌

症发生的危险,特别是对于癌症幸存者的高密度脂蛋

白胆固醇的管理影响更大[21]。并且营养标签使用大

大降低饮食相关非传染性疾病的病死率[22]。Cecchi-
ni等[23]的 Meta分析显示,将营养标签干预措施增加

的质量校正生命年和经济指标转化为增量成本效益,
发现食品标签干预是成本较低、效益高的措施。
2.2 营养标签的使用状况 各国政府都强烈支持食

品营养标签的使用,但食品营养标签的理解和使用率

却还很低。Campos等[24]对多个国家的营养标签使

用情况进行横断面研究发现,消费者阅读和使用营养

标签频率较高的国家是新西兰(82%)和美国(75%),
其次为加拿大(52%)和欧盟(47%)。2012年韩国的

国家健康与营养调查显示,成年人选择食物时只有

31.7%会阅读食品标签[19]。在我国营养标签的使用

也非常低。He等[25]对688名北京居民进行调查,
19.5%知晓营养成分表中列出了钠的含量,5.5%理

解营养成分表中营养素参考值百分比的意思,12.6%
报告他们选择食物时常常会看营养标签,说明北京市

居民对营养标签的理解和使用很低。我国其他地区

的使用情况也不乐观,如上海市居民能正确理解营养

标签的仅占5.8%[26],太原市居民了解什么是食品营

养标签的人仅占15.2%[27]。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研

究结果多是通过主观自我汇报的方式测量的,可能导

致过度报告,可以推论,实际使用标签和营养成分的

理解可能更低。
3 营养标签使用的影响因素

3.1 人口学因素 Besler等[28]对土耳其1
 

536名18
岁以上的人群进行研究,发现30~49岁的已婚女性

最常使用营养标签。Kim等[29]研究也表明,青年女

性阅读营养标签的人数最多。而男性在选择食物时

不常阅读标签上的营养成分,因为他们认为这种行为

是女性行为[30]。与高中及更低教育程度的人群相

比,高中以上教育程度的人更有可能使用营养标

签[31]。一项芜湖市的调查显示,随着教育水平的增

高,阅读营养标签的频率增加[32]。由此可见,在个人

社会特征中,性别和教育水平是最具一致性的变量,
即教育水平越高,使用营养标签的倾向也越高;女性

比男性更倾向于使用营养标签信息;年龄对营养标签

使用的影响则不具一致性,年龄大的消费者比年轻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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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者更倾向于使用营养标签,但随着年龄的继续增长

营养标签使用的可能性下降,这可能是因为随着年龄

的增长,对于热量、脂肪以及健康收益的信息的关注

较多。但随着年龄的继续增长营养标签使用的可能

性下降,可能与老年人消费决策更加依赖于先前的购

买经验,而且他们对食品标签的理解能力和处理信息

能力也比年轻人差有关[33]。此外,高社会经济地位

使用营养标签的概率更大[34]。家庭收入较高的人群

对于生活质量也有着更高的要求,因此在购买食品时

也会更加关注食品营养成分来满足自身高质量生活

追求的需要。不同种族对标签的理解和使用也不同,
因为文化因素影响着对营养标签的理解[35]。因此,
今后营养标签的干预要考虑低教育程度的社会阶层

的特征,营养标签的呈现也要注意提高其可理解性。
3.2 社会心理学因素

3.2.1 健康素养 健康素养是为获取、理解和使用

与健康决策有关的信息的能力[36],同时也是营养教

育考虑的重要方面之一。低健康素养是营养标签理

解和使用的一种障碍,但中等健康素养和高健康素养

人群使用标签无显著差异[30]。这是因为营养标签包

含食用分量、营养素名称、日摄入量百分比等信息,需
有适当的读写和计算技能来理解和整合。所以,促进

食品营养标签的理解和使用需要提高居民的健康素

养。
3.2.2 营养知识及态度 黄申等[37]对营养标签知

识、态度、行为的调查发现,营养知识得分及格者阅读

营养标签的概率是不及格者的2.151倍,信任营养标

签者阅读营养标签的概率是不信任者的6.752倍。
表明营养知识缺乏、对营养标签的信任度低影响营养

标签阅读行为。
3.2.3 营养标签类型 与包装后面的营养成分表相

比,包装前营养标签能让使用者更容易获取和理解营

养信息[8]。Graham等[38]为了评价包装后营养标签

和包装前营养标签使用率的区别,让受试者戴上眼球

追踪眼镜选择食物,眼球追踪眼镜可以客观测量受试

者的视觉注意,结果发现包装前营养标签比营养成分

表更受到注视,使用率更高。Talati等[39]进一步探索

不同类型包装前营养标签对使用的影响,结果显示最

有效的标签是营养评分和“红绿灯”标签,之后依次是

警告型标签、健康星级评分标签、每日摄取量标签。
Vargas-Meza等[40]认为,“红绿灯”标签与警告型标签

在使用频率以及使用者的认知负荷方面没有区别,但
警告型标签在帮助识别健康食物方面优于“红绿灯”
标签,而每日摄取量标签各方面仍为最差。Nieto
等[41]研究认为,警告型标签比“红绿灯”标签更容易

理解。由于研究对象的不同以及评价指标的差异,结
果存在不同。其他包装前营养标签也因为设计良好、
突出和直观在全球范围内有效使用。而每日摄取量

标签表现最差,是因为每日摄取量和营养成分表相

似,无法为使用者提供额外的信息支持;而与其他包

装前营养标签相比,每日摄取量标签只呈现了具体信

息,没有提供总结,使用时认知负荷较重[41]。因此,
在我国可以考虑引进能让使用者易于理解、具有吸引

力的标签系统,以促进食品营养标签的使用。
4 小结

目前,营养标签的相关研究有一些成果,但仍有

一些未解决的关键问题:①营养标签的使用对饮食行

为和健康的影响颇多,但部分还没有定论,且现有的

研究大多是横向相关性研究,开展纵向研究很有必

要;②对营养标签理解和使用缺乏代表性的评价指

标,因此,需进一步研究和制定评估工具,为全面、深
入地评价营养标签使用提供测评指标;③不同营养标

签在我国的使用情况尚未见探讨,需要进行研究比

较,以利于今后引进适合我国文化的标签系统,从而

提高营养标签使用率;④国内营养标签使用的研究通

常缺乏理论框架,未来的研究需要基于已有的研究结

果和理论框架发展干预研究,注重开发科学有效、操
作性强的干预方案,以促进健康饮食行为,降低非传

染性慢性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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