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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固体饮料质量要求》国家标准 

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2 年第二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

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国标委发〔2022〕22 号），国家标准项目《固体饮料质量要求》

（计划号：20220700-T-607）被批准立项。该项目是对国家标准《固体饮料》（GB/T 

29602-2013）进行修订，该标准由全国饮料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中国饮料工业协会

技术工作委员会等单位共同负责起草工作。 

2、修订背景 

近年来不良商家利用固体饮料违规经营受到曝光处罚的案例时有发生，给固体饮料

行业的发展带来了较大的影响。2020 年 5 月开始，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开展对于固体饮料、

压片糖果等食品的专项整治，2021 年对整治效果进行监督检查。2021 年 12 月市场监管

总局发布《关于加强固体饮料质量安全监管的公告》，对固体饮料的监管做出了明确的

要求。《固体饮料》国家标准（GB/T 29602-2013）已不能适应当前行业发展的需要，

亟需对标准进行修订，以更好规范行业，促进固体饮料行业的健康发展。 

3、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草案、论证）阶段： 

计划下达后，根据工作安排，2022 年 10 月 13 日，由中国饮料工业协会技术工作

委员会组织召开《固体饮料质量要求》国家标准起草工作启动会议，起草工作组 10 家

单位的 13 位代表参加了会议。会议就《固体饮料质量要求》国家标准的标准制定工作

原则和程序、工作进度、标准制定思路、工作分工、标准法规协调性等方面进行了讨论

和交流。会议指出制定该标准应基于科学、合理的原则，加强基础研究，在相关标准的

基础上，开展标准制定工作。 

启动会后，按照工作分工和工作计划，2022 年 11 月，各起草单位开展固体饮料样

品的收集与分析检测、国内外标准法规的收集与比对、意见收集与标准文本起草与修改

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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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起草组召开第二次会议，会议围绕修订工作方案相关内容包括产品

的术语和定义、分类、理化指标、标签等内容进行充分讨论，并基本达成一致意见。会

后根据讨论意见修改标准文本草案。 

2022 年 1 月，将《固体饮料质量要求》标准草案再次在课题组内征求意见，收集课

题组企业意见。 

2023 年 1 月-6 月，起草组针对植脂末名称和类别、速溶咖啡定义、乳酸菌固体饮

料理化要求、总膳食纤维检测方法等内容再次进行讨论修改；同时就标准征求意见稿草

案向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汇报并征求意见，对固体饮料定义表述、原辅料要求、理化要求、

出厂检验和标签等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完善。 

2023 年 7 月，形成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行业意见。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起草，标准内容的编制以符合产业发展、市

场需要，有利于市场监管，保障固体饮料质量为原则，重点对产品定义、分类、技术要

求、标签标识等方面提出要求。本标准针对 GB/T 29602-2013《固体饮料》相对宽泛，

容易被“套用”、“乱用”等问题进行修订，与饮料行业的基础标准（GB/T 10789-2015

《饮料通则》）、食品安全国家标准（GB 7101-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及

相关的标准构成协调配套的标准体系，基于以下原则进行修订： 

1) 科学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 

2) 结合国情及行业和产品特点；“ 

3) 与相关标准法规协调一致；  

4) 促进行业健康发展与技术进步，发挥国家标准技术引领作用。  

5) 有利于固体饮料产品市场规范。 

2 标准主要内容的说明 

本标准的制定通过大量调研、产品收集与检测、分析讨论，对固体饮料的术语和定

义、产品分类、理化要求、检验规则、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进行了规定。 

（1）术语和定义 

固体饮料 solid beverage 

固体饮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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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一种或几种食用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经加工制成粉末

状、颗粒状固态形式，供冲调或冲泡后饮用的饮料。 

说明：固体饮料的定义，结合 GB/T 10789《饮料通则》中“固体饮料”的定义以及 GB 

7101-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的“饮料”描述进行修改完善。在定义中一方面强调

了固体饮料是供冲调或冲泡后饮用的饮料，强调固体饮料的属性是饮料；另一方面强调了固

体饮料是粉末状、颗粒状固体形式，删除（GB/T 29602-2013《固体饮料》定义中“块状”

的表述，避免一些块状的非饮料类别的食品（如酸奶块、溶豆等）“套用”“泛用”固体饮

料标准，定义更加科学严谨。 

（2）分类概述 

固体饮料按原料或产品特性进行分类，可分为风味固体饮料、果蔬类固体饮料、蛋白固

体饮料、茶类固体饮料、咖啡类固体饮料、植物固体饮料、植脂末、乳酸菌固体饮料。 

说明：固体饮料按原料或产品特性进行分类，根据当前固体饮料产品的实际情况和食品

质量安全监管的要求，与 GB/T 29602-2013《固体饮料》分类的不同之处主要有： 

一是新增分类原则：按原料或产品特性进行分类。 

二是删除“其他类固体饮料”；除了茶类固体饮料保留“其他茶固体饮料”外，其他固

体饮料品类的“其他类”全部删除。主要是考虑到当前固体饮料的市场实际情况，明确、限

定固体饮料的范围，避免固体饮料标准被“套用”、“乱用”，避免将非饮料类的固体食品

归入固体饮料。 

三是把原“其他类固体饮料”类别中目前已经形成规模的植脂末、乳酸菌固体饮料分别

单独设为一个类别。 

四是删除“特殊用途固体饮料”类别，该类别产品容易和需要特殊注册、备案等管理的

食品如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等相混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的《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

（2020 年修订版）的品类明细中已无“特殊用途固体饮料”类别，该标准与其保持一致。 

四是除 “植脂末”“乳酸菌固体饮料”外，采用“风味固体饮料”蛋白固体饮料”“果

蔬类固体饮料”“茶类固体饮料”“咖啡类固体饮料”等大类名称，尽可能与 GB/T 10789

《饮料通则》中液态饮料的分类名称对应一致。 

第 1类，风味固体饮料： 

以食用香精香料、糖（包括食糖和淀粉糖等）、甜味剂、酸味剂、植脂末等一种或几种

物质作为调整风味主要手段，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经加工制成的固

体饮料，如果味固体饮料等。 

说明：该分类对应 GB/T 10789 中的“风味饮料”大类，强调“风味”的概念，意味着

可以仅使用食用香精、香料来调配固体饮料，如果味饮料可以不使用果蔬粉或果蔬汁进行调

配，或果蔬汁含量无需到相应要求；如奶味饮料可以不使用乳或乳制品，或使用了乳或乳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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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但乳蛋白含量无需达到相应要求。 

第 2类，果蔬类固体饮料： 

以水果、蔬菜（可食的根、茎、叶、花、果）和（或）其制品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

他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经加工制成的固体饮料。 

说明：该分类对应 GB/T 10789 中的“果蔬汁类及其饮料”大类。根据市场产品实际情

况、原辅料使用情况和标准严谨性，对该分类的小类别进行了合并和调整，将原标准的果汁

粉、蔬菜汁粉、复合果蔬粉合并为一类：果蔬（汁）粉，将果汁固体饮料、蔬菜汁固体饮料

和复合果蔬粉固体饮料合并为一类：果蔬（汁）固体饮料，删除了（GB/T 29602-2013《固

体饮料》中的“其他果蔬固体饮料”。 

小类 1：果蔬（汁）粉 

以水果、蔬菜（可食的根、茎、叶、花、果）和（或）其汁液为原料，不添加其他食品

原辅料、食品营养强化剂，可添加食品添加剂，经加工制成的固体饮料，如水果（汁）粉、

蔬菜（汁）粉、复合果蔬（汁）粉。 

注：复合果蔬（汁）粉是指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水果（汁）粉和（或）蔬菜（汁）粉的果蔬（汁）粉。 

说明：该类产品对应 GB/T 10789 中“果蔬汁（浆）”。重点突出产品仅来源于水果或

蔬菜的特性，不添加其他的食品原辅料进行调配，但是由于在实际中，需要使用必要的食品

添加剂，如对易发生褐变的水果原料如苹果、香蕉等，需要使用抗氧化剂护色，为此定义中

描述为“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明确因工艺必要性可使用食品添加剂，但不能使用营养

强化剂。由于可添加的食品添加剂使用量很低，从科学性和严谨性角度考虑，明确除了添加

的食品添加剂外，产品的果蔬汁含量为 100%。复合果蔬（汁）粉用注的方式表述，对应

GB/T 10789 中“复合果蔬汁（浆）。 

小类 2：果蔬（汁）固体饮料 

以水果、蔬菜（可食的根、茎、叶、花、果）和（或）其制品为原料，添加一种或几种

其他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经加工制成的固体饮料，包括水果（汁）固体饮料、蔬菜（汁）

固体饮料、复合果蔬（汁）固体饮料。 

注：复合果蔬（汁）固体饮料是指含有两种或两种以上水果和（或）蔬菜原料的果蔬（汁）固体饮料。 

说明：对应 GB/T 10789 中的“果蔬汁（浆）类饮料”。此类产品属于果汁含量或蔬菜

汁的含量低于 100%的饮料类产品，即果蔬汁含量在 10%（5%）-100%之间的产品。 

复合果蔬（汁）固体饮料用注的方式表述，对应 GB/T 10789 中 “复合果蔬汁（浆）饮

料”。该类产品可以是水果和水果复合，亦可是水果和蔬菜复合，亦可是蔬菜和蔬菜复合，

复合的品种可以是两种，也可以是三种或多种。 

第 3类，蛋白固体饮料 

以含有一定蛋白质含量的乳和（或）乳制品、胶原蛋白（肽）等动物蛋白原料，以及植

物果实、种子、果仁和（或）其制品的植物蛋白原料等一种或几种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

他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经加工制成的固体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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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蛋白固体饮料不包括以乳和（或）乳制品作为唯一的蛋白质来源的产品。 

说明：该分类对应 GB/T 10789 中的“蛋白饮料”大类。和 GB/T 29602-2013《固体饮

料》中的“蛋白固体饮料”类相比，做了较大的调整，删除了“含乳固体饮料”小类和“其

他蛋白饮料”小类。主要是考虑到当前市场上奶粉产品非常丰富，含乳固体饮料又是和婴幼

儿配方奶粉和特殊医学配方食品最相近的产品，多起违规经营案件涉及“含乳固体饮料”和

“其他固体饮料”。近年来，也有出现过进口奶粉以含乳固体饮料申报通关的案例。所以在

蛋白类固体饮料定义中限定不得使用乳和（或）乳制品作为唯一的蛋白质来源，即不再设定

“含乳固体饮料”类别。 

小类 1：植物蛋白固体饮料 

以含有一定蛋白质含量的植物果实、种子、果仁和（或）其制品的植物蛋白原料为原料，

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经加工制成的固体饮料。其中以两种或两种以

上含有一定蛋白质含量的植物果实、种子、果仁和（或）其制品的植物蛋白原料为原料生产

的称为复合植物蛋白固体饮料。 

说明：和《固体饮料》（GB/T 29602-2013）中的“植物蛋白固体饮料”保持一致，在

表述方面进行调整，使其更加准确和便于理解。明确两种或两种以上植物蛋白原料生产的产

品为复合植物蛋白固体饮料。 

小类 2： 复合蛋白固体饮料 

以含有一定蛋白质含量的乳和（或）乳制品、胶原蛋白（肽）等动物蛋白原料，以及植

物果实、种子、果仁和（或）其制品等植物蛋白原料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

食品添加剂，经加工制成的固体饮料。 

说明：和《固体饮料》（GB/T 29602-2013）的复合蛋白固体饮料相比，强调市场上常

见的胶原蛋白（肽）等动物蛋白原料，并在表述上进行调整，使其更加科学合理，其他保持

和《固体饮料》（GB/T 29602-2013）一致。 

第 4类，茶类固体饮料 

以茶叶、茶鲜叶和（或）茶叶制品（水提取液、茶粉和速溶茶粉、浓缩液）为原料，添

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经加工制成的固体饮料，不包括袋泡茶。 

说明：该分类对应 GB/T 10789 中的“茶（类）饮料”大类。和 GB/T 29602-2013《固

体饮料》的“茶固体饮料”相比，对可使用的原料的表述更加全面，符合当前的实际情况；

另外，明确袋泡茶不归属茶类固体饮料。在类别上，按照原辅料和食品添加剂的添加情况进

行分类。 

小类 1：茶粉  

以茶叶或茶鲜叶为原料，经过干燥、研磨或粉碎等物理方法制得的粉末状固体饮料，如

抹茶、超微茶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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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固体饮料》（GB/T 29602-2013）的“研磨茶粉”强调研磨工艺，近年来行业

发展出现了多种粉碎技术，用“茶粉”表述这一类产品更加严谨。同时突出产品仅来源茶的

特性，不允许添加食品添加剂和其他原辅料。 

小类 2：速溶茶（速溶茶粉） 

以茶叶的水提取液、浓缩液为原料，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食品营养强化剂，可添加

食品添加剂，经加工制成的固体饮料。 

说明：突出产品仅来源茶的特性，不添加其他的食品原辅料进行调配。但是由于在实际

生产过程中，需要使用必要的食品添加剂防止氧化褐变并进行相应的酸度调节，为此定义中

描述为“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明确因工艺必要性可添加食品添加剂，但不能添加食品

营养强化剂。 

小类 3：水果茶固体饮料 

以茶叶和（或）茶叶制品（水提取液、茶粉和速溶茶粉、浓缩液）为原料，加入果汁、

浓缩果汁、水果粉等一种或几种，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经加工制成

的固体饮料。  

小类 4：奶茶固体饮料 

以茶叶和（或）茶叶制品（水提取液、茶粉和速溶茶粉、浓缩液）为原料，加入乳和（或）

乳制品，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经加工制成的固体饮料。 

小类 5：其他茶固体饮料 

以茶叶和（或）茶叶制品（水提取液、茶粉和速溶茶粉、浓缩液）为原料，添加一种或

几种其他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经加工制成的固体饮料。 

说明：奶茶固体饮料和水果茶固体饮料是当前茶固体饮料市场的一个主要品类，添加乳

或水果不仅是调味，因此直接分出小类，不再使用 GB/T 29602-2013《固体饮料》的“调味

茶固体饮料”这一分类，添加乳和水果之外的其他食品原辅料的茶固体饮料比如添加糖、食

品添加剂等的产品归类为其他茶固体饮料。 

第 5类，咖啡类固体饮料 

以咖啡豆和（或）咖啡制品（咖啡粉、调味咖啡粉、咖啡豆提取液或其浓缩液、速溶咖

啡）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经加工制成的固体饮料。 

说明：该分类对应 GB/T 10789 中的“咖啡（类）饮料”大类。与《固体饮料》（GB/T 

29602-2013）相比，对可使用的原料表述更加科学、全面，符合当前的行业实际情况。另外

现在市场上还出现了添加部分未经过焙炒的咖啡豆或其制品，以调整口感和风味的产品。 

小类 1：咖啡粉 

以咖啡豆为原料，经过干燥、焙炒和研磨制成的粉末状固体饮料，如研磨咖啡（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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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明：用“咖啡粉”代替与《固体饮料》（GB/T 29602-2013）的“研磨咖啡”，允许

采用不同的粉碎技术。依然保留该类产品配料仅来源咖啡的特性，不允许添加食品添加剂和

其他原辅料。用“焙炒”代替“烘焙”更符合加工生产实际。 

小类 2：调味咖啡粉 

以咖啡豆为原料，经过干燥、焙炒和研磨制成，并添加食用香精香料进行调味的粉末状

固体饮料，如香草味咖啡粉。 

说明：随着产品不断创新，现在市场上出现了在咖啡粉的基础上通过添加食用香精香料

调整口味的咖啡粉产品，但是这类产品和速溶咖啡有本质区别，不是速溶，也不添加除了食

用香精香料外的其他成分，因此新增该类别。 

小类 3：速溶咖啡（速溶咖啡粉）  

以咖啡豆和（或）咖啡制品（咖啡粉、调味咖啡粉、咖啡豆提取液或其浓缩液）为原料，

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食品营养强化剂，可添加食品添加剂，经加工制成的固体饮料。 

说明：突出产品仅来源咖啡的特性，不添加其他的食品原辅料进行调配。但是由于在实

际生产过程中，需要回填咖啡香气提取物等，或者使用必要的食品添加剂防止氧化、酸度调

节等，为此定义中描述为“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明确因工艺必要性可添加“食品添加

剂”，但不能添加“食品营养强化剂”。 

小类 4：咖啡固体饮料 

以咖啡豆和（或）咖啡制品（咖啡粉、调味咖啡粉、咖啡豆提取液或其浓缩液、速溶咖

啡）为原料，添加糖（包括食糖和淀粉糖等）、乳和（或）乳制品、植脂末等一种或几种食

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经加工制成的固体饮料，如速溶/即溶咖啡固体饮料。 

说明：近年来，除了速溶/即溶咖啡固体饮料外，出现了多种咖啡固体饮料产品，比如

添加了谷粒或者水果粒等咖啡固体饮料产品，因此调整类别名称，以涵盖全各种咖啡固体饮

料产品。 

第 6类，植物固体饮料 

以植物和（或）其提取物（植物的水提取液或其浓缩液、粉）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

他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经加工制成的固体饮料，不包括果蔬类固体饮料、茶类固体饮

料、咖啡类固体饮料。 

说明：该分类对应 GB/T 10789 中的“植物饮料”大类，相比《固体饮料》（GB/T 

29602-2013）的“植物固体饮料”的定义更加准确和符合实际情况，明确了植物提取物的形

式，将植物固体饮料类别与其他类别进行了清晰划分。在小类别方面，包括可可固体饮料、

草本固体饮料和谷物类固体饮料三类，删除 GB/T 29602-2013 中的其他植物固体饮料类别。 

小类 1：可可固体饮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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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可可和（或）可可制品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经加工

制成的固体饮料，如巧克力固体饮料等。 

说明：和 GB/T 29602-2013 的“可可固体饮料”的定义相比，主要原料增加“可可制品”，

更符合生产实际。其他表述保持一致。 

小类 2 ：草本固体饮料（本草固体饮料）  

以国家允许使用的植物（包括可食的根、茎、叶、花、果）和（或）其制品为原料，添

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经加工制成的固体饮料，如花卉固体饮料等。 

注：国家允许使用的植物见有关部门发布，包括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品名单等。 

说明：参照对应的《植物饮料》国家标准（GB/T 31326-2014），增加等效名称“本草

固体饮料”。不再单独强调“药食同源的植物为原料，统一合并表述为“国家允许使用的植

物” 

小类 3 ：谷物类固体饮料 

以谷物和（或）谷物制品为原料，添加或不添加其他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经加工

制成的固体饮料，如谷物浓浆固体饮料、谷物固体饮料等。 

说明：用“谷物类固体饮料”代替（GB/T 29602-2013《固体饮料》）中的“谷物固体

饮料”，与液体产品标准对应的产品名称“谷物类饮料”相对应。根据现在实际的生产情况，

主要原料增加“谷物制品”，增加类别举例：谷物浓浆固体饮料和谷物固体饮料。 

第 7类，植脂末 

以糖（包括食糖和淀粉糖等）和（或）糖浆、食用油脂等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乳

和（或）乳制品等其他食品原辅料、食品添加剂，经喷雾干燥等加工工艺制成的粉状产品。 

说明：在《固体饮料》（GB/T 29602-2013）中的“其他类固体饮料”类别中有“植脂

末”。植脂末已制定行业标准并已发展成为固体饮料中很重要的产品，产量、销售收入对于

固体饮料的占比也比较大，有必要单独设立分类。植脂末的定义在行业标准《植脂末》（QB/T 

4791-2015）基础上进行完善，使其更加科学严谨。 

第 8类，乳酸菌固体饮料 

含有一定量可用于食品的乳酸菌菌种并符合相应活菌数要求的固体饮料。 

说明：在 GB/T 29602-2013《固体饮料》的“其他类固体饮料”类别中有“添加可食用

菌种的固体饮料”的表述，近年来，“乳酸菌固体饮料”得到了较快发展，是有一定市场认

可度的产品，特征性指标乳酸菌也有检测方法，因此有必要对乳酸菌固体饮料单独分类。 

（3）技术要求 

1）原辅材料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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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符合相应的食品标准和有关规定。 

——蛋白固体饮料的原辅料不应使用水解蛋白［胶原蛋白（肽）除外］。 

说明：强调固体饮料原辅料应符合相应的食品标准和有关规定；对蛋白固体饮料的原辅

料进行限制规定，除了允许使用已有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行业普遍使用的胶原蛋白（肽）

外，规定原辅料不应使用其他的水解蛋白，以回归固体饮料的饮料属性，并避免再次出现固

体饮料冒充特殊医学配方食品或者奶粉的情况。 

2）感官要求 

应符合表 1 的规定。 

表 1  感官要求 

项  目 要  求 

色泽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色泽 

滋味与气味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滋味、气味，无异味、无异嗅 

状态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状态，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说明：格式和当前饮料标准的格式保持一致，参照 GB 7101 的感官要求，将其进行细

化，表述更加完善和严谨。 

3）水分要求 

应不高于 7.0%。 

注：对于含椰果、淀粉制品、糖渍豆等调味（辅料）包的组合包装产品，水分要求仅适用于可冲调成

液体的固体部分。 

说明：与（GB/T 29602-2013《固体饮料》标准的要求保持一致。 

4）理化要求 

本标准中对各类产品的理化要求，在 GB/T 29602-2013 版的基础上对应进行调整。参照

了 GB/T 10789 和各类别对应的液体饮料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中的指标及要求，规定产

品按照标签标示的冲调（冲泡）比例或方法，即用水稀释相应的倍数后，液体产品应该达到

表 2 中的规定。乳酸菌固体饮料根据 GB 71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指标规定和行业

实际测定情况，该类产品为直接测定固体产品，无需稀释后测定。 

另外，考虑到蛋白类固体饮料的产品特性和应鼓励产品升级，在液体饮料的理化指标基

础上，分别将植物蛋白固体饮料和复合蛋白固体饮料分为营养型和普通型，规定营养型植物

蛋白饮料的蛋白质含量＞1％，普通型植物蛋白固体饮料的蛋白质含量大于等于 0.5，小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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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规定营养型复合蛋白饮料的蛋白质含量＞2.0％，普通型复合蛋白饮料的蛋白质含量

大于等于 1.0，小于 2.0％；谷物类固体饮料的总膳食纤维因检测方法 GB 5009.88 检测限为

1g/100g，这类产品实际总膳食纤维含量也都是≥10g/kg，因此在液体饮料产品的基础上提

高要求；奶茶固体饮料因为要求原辅料为乳和（或）乳制品，因此指标要求来源于乳蛋白；

植脂末产品因为有对应的行业标准，因此要求直接符合 QB/T 4791《植脂末》的要求。另外

为了便于对部分理化指标进行准确理解和使用，对部分理化指标在表格中以注或者脚注形式

进行了说明。 

表 2  理化要求 

植物 

固体 

饮料 f 

可可固体饮料 固形物/（g/kg） ≥5 

草本固体饮

料 

凉茶 总黄酮/（mg/kg） ≥20 

花卉 固形物/（g/kg） 0.1 

其他 固形物/（g/kg） 0.5 

分    类 项    目 指标或要求 

果蔬类 

固体 

饮料 

果蔬（汁）粉 
按

原

始

配

料

计

算 

果汁（浆）和（或）蔬菜汁（浆）含

量（质量分数） a/% 
100 

水果（汁）固体饮料 果汁（浆）含量（质量分数）/% ≥10 

蔬菜（汁）固体饮料 蔬菜汁（浆）含量（质量分数）/% ≥5 

复合果蔬（汁）固体饮料 
果汁（浆）和（或）蔬菜汁（浆）含

量（质量分数）/% 
≥10 

蛋白 

固体 

饮料 

植物蛋白固体饮料 
营养型 蛋白质（质量分数）/% ＞1 

普通型 蛋白质（质量分数）/% 0.5～1 

复合蛋白固体饮料 

营养型 蛋白质（质量分数）/% ＞2 

普通型 蛋白质（质量分数）/% 1～2 

不同来源蛋白质含量的比例 符合标签标示 

茶类 

固体 

饮料 

茶粉 

速溶茶 

绿茶 

茶多酚含量/（mg/kg） 

≥500 

乌龙茶 ≥400 

其他 ≥300 

绿茶 

咖啡因/（mg/kg） 

≥60 

乌龙茶 ≥50 

其他 ≥40 

水果茶固体饮料 

奶茶固体饮料 

其他茶固体饮料 

茶多酚/（mg/kg） ≥200 

果汁含量（质量分数）/% 

（仅限于水果茶固体饮料） 
≥5 

蛋白质 b（质量分数）/% 

（仅限于奶茶固体饮料） 
≥0.5 

咖啡因 c/（mg/kg） ≥35（25） 

咖啡类

固体 

饮料 

咖啡粉 

调味咖啡粉 

速溶咖啡 

咖啡因 d/（mg/kg） ≥200 

咖啡固形物/（g/kg） ≥10 

咖啡固体饮料 
咖啡因 d/（mg/kg） ≥200 

咖啡固形物/（g/kg）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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谷物类固体饮料 
总固形物 e/（g/kg） ≥100（60） 

总膳食纤维 g/（g/kg） ≥10 

植脂末 符合 QB/T 4791 的要求 

乳酸菌固体饮料 乳酸菌活菌数≥106 CFU/g 

风味固体饮料 —— 

注：固形物是指来源于咖啡和（或）制品、可可和（或）制品、花卉和（或）制品等原料的固形物，不包

括来源于糊精、食糖、果葡糖浆等辅料的固形物。固形物以原料配比或计算值为准，通过产品进货台账、

配料方案及日常在线投料进行生产管理。                                                                                                  
a 指除食品添加剂外，产品的果蔬汁含量。 
b 指来源于乳和（或）乳制品的蛋白质。 
c 括号中的数值仅限于其他茶固体饮料。 
d 声称低咖啡因的产品，咖啡因含量应小于 50 mg/kg。 
e 括号中的数值仅限于谷物固体饮料，低糖和无糖产品对总固形物不做要求。 
f 以有食用量规定的植物为原料，其使用量应严格执行有关规定。 
g 总膳食纤维是指可溶性膳食纤维和不可溶性膳食纤维之和，包括低聚果糖、低聚半乳糖、聚葡萄糖、抗性

麦芽糊精、抗性淀粉。 

5）删除了食品安全要求 

为彻底厘清食品质量标准和食品安全标准的关系，科学合理地构建食品质量国家标准体

系，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了食品质量国家标准清理工作明确食品质量标准不再涉及食品安全指

标和要求。  

6）修改了试验方法 

——按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GB7101-2022），对感官检验的描述进行了修

改； 

——更新了茶多酚的检测方法。 

——增加了果蔬汁含量、总黄酮、固形物、总膳食纤维、乳酸菌的检测方法。 

7）修改了检验规则 

——组批与抽样：对组批方式在进行了细化，按照企业常见的批次划定情况，给出了一

般情况下的组批方式，抽样数量由 12 个调整为 15 个。 

——出厂检验：根据固体饮料的产品特性，对出厂检验项目进行调整：删除食品安全指

标，增加出厂质量指标。 

8）修改了标签、包装要求 

——标签 

a.固体饮料产品名称不应与已经批准发布的特殊食品名称相同；应当在产品标签上醒目

标示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专用名称“固体饮料”，字号不得小于同一展示版面（一般为主要

展示版面）其他文字（包括商标、图案等所含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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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直接提供给消费者的蛋白固体饮料、植物固体饮料、风味固体饮料，以及乳酸菌固体

饮料最小销售单元，还应在同一展示版面标示“本产品不能代替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婴

幼儿配方食品、保健食品等特殊食品”作为警示信息，所占面积不应小于其所在面的 20%。

警示信息文字应当使用黑体字体印刷，并与警示信息区域背景有明显色差。警示信息文字字

高应便于消费者购买时易于辨认和识读。 

注：警示信息面积包括警示信息文字及其背景的整个区域面积，按照呈现形式进行计算。 

c.固体饮料标签、说明书及宣传资料不应使用文字或者图案进行明示、暗示或者强调产

品适用于未成年人、老人、孕产妇、病人、存在营养风险或营养不良人群等特定人群，不应

使用生产工艺、原料名称等明示、暗示涉及疾病预防、治疗功能、保健功能以及满足特定疾

病人群的特殊需要等。 

说明：考虑到近年来存在很多以固体饮料生产许可，但非法添加、虚假宣传、违规销售

等违法违规案例，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对固体饮料开展专项整治工作，并发布《关于加强固体

饮料质量安全监管的公告》。本标准按照公告内容进行规范，并对同一展示版面和警示信息

面积进行解释说明。 

d.不应标示“代餐”字样 

说明：对于一些谷物类固体饮料产品等采用代餐**食品进行命名，宣称具有减肥等功效，

也容易使消费者对固体饮料产品产生误导，因此在标签标示上进行限制。 

f.其他：新增规定。规定了单一茶叶和咖啡名称命名时原料的使用规定： 

——不同品种的茶叶价格差异较大，为了保障原料的真实性，规定了单一茶叶名称命名

时原料的使用规定。为调整产品风味，在实际研发与生产中存在不同茶叶拼配的工艺，根据

调研行业实际情况，以调节风味为目的的拼配，起风味调整作用的茶叶原料使用量不会超过

20%，因此规定“以单一茶叶名称命名时，名称中茶叶原料的用量应占茶叶原料总量的 80%

以上”。 

——在 GB/T 30767-2014 《咖啡类饮料》中规定了声称某品种或某产地咖啡的原料使

用量，在对应的固体饮料中也进行了相关规定。 

 

——包装 

基于污染环境风险、火灾隐患、欺骗消费者等角度考虑，本标准除规定“包装”应符合

相关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定外，还增加了使用防护隔板材料的要求。 

考虑到固体饮料产品，特别是杯状形式的固体饮料产品，为了便于消费者的冲泡，以及

产品质量的稳定，多数产品使用了组合包装形式，即同一包装容器内可以既有固体性状的包

装产品，也可有液体性状的包装产品，如含椰果、淀粉制品、糖渍豆等包装产品。因此，本

标准在包装要求中，说明了该种形式。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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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样品数据的可靠性和科学性，根据标准课题组工作安排，鉴于本标准的产品的技

术指标包括水分、蛋白质、固形物、咖啡因、茶多酚、总黄酮、乳酸菌活菌数等均为常见的

技术指标，且具有对应的国家标准或者行业标准检测方法，由各项目起草成员对各自生产的

固体饮料产品的技术指标进行检测验证。验证结果显示分析方法稳定、易于操作，确保了检

测结果数据的准确性与可靠性，为产品标准修订提供依据。 

标准起草组企业根据市场产品现状、发展方向和消费者诉求，开展了市场产品的抽样调

查和部分产品的理化指标检测，共约 150 种固体饮料样品。 

四、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 标

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查到只有日本有固体清凉饮料标准。欧

盟、美国等主要对咖啡、果蔬等固体制品的食品安全指标有相关技术要求，而对质量要求的

规定相对简单。结合国外相关法规与要求及行业现状，研究制定相关要求。本标准水平为国

内先进水平。 

项目 
主要差异 

（中国、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欧盟、美国、澳新、日本） 

分类定义 

日本与中国分类有些类似，有粉末果汁、速溶果汁、速溶咖啡、

速溶红茶、粉末可可等分类；澳新和美国法规中没有固体饮料

类别，其他国家只有其中一种或是一类笼统的固体饮料 

感官要求 除中国和日本外，其他国家没有明确要求 

理化指标 

中国有具体水分、果蔬汁、乳蛋白、等含量要求，国外没有具

体规定。另外，欧盟，澳大利亚，加拿大对低咖啡因产品的咖

啡因含量要求为 100 mg/kg，中国为 50mg/kg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协调一致。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性质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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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 过

渡办法等内容）  

建议本标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由归口单位组织行业相关单位积极开展宣贯工作。  

九、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 GB/T 29602-2013《固体饮料》废止。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固体饮料质量要求》国家标准起草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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