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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动营养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为规范运动营养食品生产许可工作，强化企业食品

安全主体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食品生产许可管理办法》《食品

生产许可审查通则》等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规定，制

定本细则。

第二条 本细则适用于山西省辖区内运动营养食品生产许可

审查工作。

第三条 本细则中所称运动营养食品是指为满足运动人群

（指每周参加体育锻炼 3次及以上、每次持续时间 30min及以

上、每次运动强度达到中等及以上的人群）的生理代谢状态、运

动能力及对某些营养成分的特殊需求而专门加工的食品。运动营

养食品根据特征营养素的不同，可分为补充能量类、控制能量类

及补充蛋白质类；根据运动项目的不同，可分为速度力量类、耐

力类及运动后恢复类。

第四条 运动营养食品的申证类别为特殊膳食食品。运动营

养食品生产许可食品类别、类别编号、类别名称、品种明细及执

行标准等见表 1。



-3-

表 1运动营养食品生产许可类别目录列表
食品

类别

类别

编号

类别

名称
品种明细 执行标准 备注

特殊

膳食

食品

3003

其他

特殊

膳食

食品

运动营养食品〔补

充能量类、控制能

量类、补充蛋白质

类、速度力量类、

耐力类、运动后恢

复类〕

《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运动营

养食品通则》

（GB24154）

或食品安全企

业标准

1.产品中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可参照《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2760）

中相同或相近食品类别中允许使用的添加剂

种类和使用量。

2.按终产品形态标明产品状态：固态（粉末、

块/粒状）、半固态、液态，不包括以胶囊、

口服液、丸剂等名称、形态生产的产品。

第五条 不得以分装方式生产运动营养食品。运动营养食品

生产企业应当具备符合要求的生产场所、设备设施，设备布局与

工艺流程设置合理，仅有包装工序和包装设备，没有完整生产工

艺条件的，不予生产许可。

第六条 本细则中引用的文件、标准通过引用成为本细则的

内容。凡是引用文件、标准，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细则。

第二章 生产场所

第七条 生产场所、周围环境以及厂区的布局、道路和绿化，

应当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GB

14881）和《食品生产许可审查通则》（以下简称《审查通则》）

等相关要求。

第八条 厂房、车间的设计、布局等应当与其产品特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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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工艺和生产能力相适应，便于卫生管理和清洗消毒，避免交叉

污染。

第九条 生产车间及辅助设施的设置应按生产流程需要及卫

生要求，有序而合理布局，根据生产流程、生产操作需要和清洁

度的要求进行隔离，避免交叉污染。车间内应区分清洁作业区、

准清洁作业区和一般作业区，生产车间及各洁净级别作业区的具

体划分见表2。

表 2运动营养食品生产车间作业区划分表

序号
产品

形态
清洁作业区 准清洁作业区 一般作业区

1 液态类

灌装区域（限无菌灌装）、

内包材消毒区域（限无菌

灌装）

原料加工处理区域、配料混合区域、

洗瓶（罐）区域、灌装区域（非无菌

灌装）、包材消毒区域（非无菌灌装）、

原料拆除外包装及清洁消毒区域、杀

菌区域（非无菌灌装）、冷却区域、

其他加工区域

原料、包装材料、

成品仓库及外包

装区域

2 固态类

配料、混料区域（干法工

艺）、成型区域、冷却干

燥区域、半成品暂存区域、

内包装区域等

原料加工处理区域、配料、混料车间

（湿法工艺）、干燥车间或膨化区域、

烘烤区域、包材消毒区域、原料拆除

外包装及清洁消毒区域、其他加工区

域

原料、包装材料、

成品仓库及外包

装区域

3 半固态

灌装区域（限无菌灌装）、

内包材消毒区域（限无菌

灌装）

原料加工处理区域、配料混合区域、

洗瓶（罐）区域、灌装区域（非无菌

灌装）、包材消毒区域（非无菌灌装）、

原料拆除外包装及清洁消毒区域、杀

菌区域、冷却区域、其他加工区域

原料、包装材料、

成品仓库及外包

装区域

注：对于有后杀菌工艺的，灌装区可设在“准清洁作业区”。

第十条 清洁作业区出入应有合理的限制和控制，进入清洁

作业区的原辅料、包装材料等应有清洁措施，应设置原辅料外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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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清洁间、包装材料消毒清洁间，清洁间进出两边的门应防止同

时被开启，吹送的空气达到清洁作业区洁净度的要求。对于通过

风动管道运输的原料或产品进入清洁作业区，需要设计和安装适

当的空气过滤系统。

清洁作业区和准清洁作业区应具备空气处理系统。清洁作业

区的空气处理系统应独立设置，采用初效、中效、高效过滤器（亚

高效空气过滤器）三级过滤，同时应保持干燥，减少供水设施及

系统，如无法避免，则应有防护措施。

第十一条 在工艺设备安装完毕或重大改造后应对清洁作业

区的空气洁净度进行监测，符合要求后方可投入生产。清洁作业

区空气洁净度要求和监测频次按表 3进行。

表 3运动营养食品清洁作业区标准控制表

项目 内容 检测方法
控制要求

监控频次
动态 静态

悬浮粒子
≥0.5μm GB/T16292 - ≤3520000粒/m3 1次/年

≥5.0μm GB/T16292 - ≤29000粒/m3 1次/年

微生物最

大允许数

浮游菌 GB/T16293 ≤200CFU/m3 - 1次/月

沉降菌 GB/T16294
≤100CFU/4h

（φ90mm）
- 1次/月

表面微生物

（选任一方法）

擦拭法，按

GB4789.2计数
≤50CFU/25cm2 -

1次/月
接触碟法，按 GB4789.2

计数

≤50CFU/皿

（φ55m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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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条 产尘车间应当采取适当的除尘或粉尘收集措施，

防止粉尘扩散，避免交叉污染。

第十三条 有合理的排水设施和废水处理设施，排水流向应

由清洁程度要求高的区域流向清洁程度要求低的区域，排水系统

入口应安装带水封的地漏，以防止固体废弃物进入及浊气逸出，

并有防止废水逆流的设计。

第十四条 生产场所应具有与所生产产品的数量、贮存要求

相适应的仓储设施，并有通风和照明设施，必要时设有温、湿

度控制设施， 满足物料或产品的贮存条件（如温湿度、避光）

和安全贮存的要求。

原料、半成品、成品、包装材料等应依据性质的不同分设贮

存场所或分区域码放，并有明确标识，不得将原料、产品与有毒

有害物品一同贮存，防止交叉污染。不合格、退货或召回的物料

压差

清洁作业区与

相邻的非清洁

作业区之间

通过压差计测量 ≥10Pa 2次/班

换气次数
通过测定风速

验证换气次数
通过风速仪测定 ≥12次/h

更换高效

过滤器时

或 1次/月

温度 - 通过温度表测定 16-25℃ 2次/班

相对湿度 - 通过湿度表测定 ≤65% 2次/班

注：1.换气次数适用于层高小于 4.0m 的清洁作业区。层高 4.0m 以上的清洁作业区可适当调整

换气次数，但应确保清洁作业区的洁净度。计算公式为：N=3600SV/A，监测时通过风速计算。其

中，N=换气次数，次/h；S=风口通风面积，m²；A=车间容积，m³；V=测得风口平均风速，m/s。

2.延长或缩短监控频次前，生产企业应进行效果确认，并提供确认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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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产品应分区存放。清洁剂、消毒剂等应采用适宜的器具妥善保

存，包装标识完整，应与原料、半成品、成品、包装材料等分隔

放置。

食品添加剂及食品营养强化剂应由专人负责管理，设置专库

或专区存放，并使用专用登记册（或仓库管理软件）记录食品添

加剂及营养强化剂的名称、进货时间、进货量和使用量等。

第三章 设备设施

第十五条 配备的生产设备和设施应与生产品种、数量相适

应，设备的性能和精度应能满足生产加工的要求。

固态（粉末）运动营养食品生产设备一般包括：原料处理设

备设施、混合配料设备、杀菌（浓缩）设备、干燥脱水成型设备、

自动包装设备、金属检测设备、自动喷码设备等。

固态（块/粒状）运动营养食品生产设备一般包括：原料前

处理设备设施、配料设备、熬煮设备、成型设备、焙烤设备、自

动包装设备、金属检测设备、自动喷码设备等。

液态和半固态运动营养食品生产设备一般包括：水处理设备

设施、原料处理设备设施、配料投料设备、溶胶/煮料设备、混

合调配设备、过滤澄清设备、均质设备、杀菌设备、生产设备清

洗消毒设施、自动灌装封盖（口）设备、自动喷码设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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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条 生产设备、供排水设施、清洁消毒设施、废弃物

存放设施、个人卫生设施、通风设施、照明设施、检验设备设施

等应当符合GB14881和《审查通则》等相关要求。

第十七条 个人卫生设施应当符合《审查通则》的相关要求

及下列要求：

（一）更衣室及洗手消毒室应设在车间入口处，洗手消毒室

内应配置足够数量的非手动式带冷热水洗手设施、消毒设施和感

应式干手设施。

（二）清洁作业区的入口应设置二次更衣室，更衣室的空气

洁净度应达到清洁作业区的要求，更衣室对应不同洁净区两边的

门应防止同时被开启。应设置阻拦式鞋柜、独立洁净服存放柜、

洗手消毒设施等。

（三）清洁作业区的员工工作服应为连体式或一次性工作

服，并配备帽子、口罩和工作鞋，要保持工作服使用前后相互分

离。准清洁作业区、一般作业区的员工工作服应符合相应区域卫

生要求，并配备帽子和工作鞋。

第十八条 与原料、半成品、成品直接接触的设备与工器具，

应使用无毒、无味、抗腐蚀、不易脱落的材料制成。设备、工器

具等与食品接触的表面应光滑、无吸收性、易于清洁保养和消毒，

在正常生产条件下不会与食品、清洁剂和消毒剂发生反应，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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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持完好无损。

第十九条 生产加工过程产生的废弃物应使用专用设施存

放，清洁作业区内的废弃物应经独立通道密闭运送。

第二十条 企业自行检验的，出厂检验设备应当符合《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运动营养食品通则》（GB24154）或企业标准的

检测要求。

第四章 设备布局与工艺流程

第二十一条 生产设备的布局应符合生产工艺、清洗、消毒、

维护的需要，避免交叉污染。产品工艺流程应科学合理，并符合

相关规定。

第二十二条 应当明确生产过程中的食品安全关键环节，进

行有效监控，制定操作规程并记录各项控制指标。

固态类（湿法工艺）运动营养食品的关键控制环节一般为：

原料验收、配料、杀菌、成型、包装工序。

固态类（干法工艺）运动营养食品的关键控制环节一般为：

原料验收、称量、混料工序。

半固态、液态类运动营养食品的关键控制环节一般为：原料

验收、 配料、调配、均质、杀菌冷却、灌装封口工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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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人员管理

第二十三条 企业应当配备与生产运动营养食品相适应的食

品安全管理人员、食品安全技术人员和生产操作人员，明确岗位

职责，落实人员责任，除符合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标准和有关规

定外，还应符合下列要求：

（一）应设置独立的食品质量安全管理机构，按照《企业落

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监督管理规定》的要求配备食品安全总监、

食品安全员等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并明确相关岗位职责。

（二）企业负责人和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应具有3年以上食

品工作经历，掌握运动营养食品的质量安全知识，知晓应承担的

责任和义务。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应有食品或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

历，并经过培训和考核，经考核不具备食品安全管理能力的，不

得上岗。企业主要负责人应当组织落实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对本

企业的食品安全工作全面负责。食品安全管理人员应确保每批产

品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承担原辅

料进厂查验和成品出厂的放行责任。

（三）生产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应有食品或相关专业专科以

上学历，或具有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生产操作人员应掌握生

产工艺操作规程，熟练操作生产设备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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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研发人员应有食品或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掌握食

品生产工艺、营养和质量安全等相关专业知识。

（五）从事检测的人员应具有食品、化学或相关专业专科以

上的学历，或者具有10年以上食品检测工作经历，应经专业培训

合格，持证上岗。实验室负责人应具有食品、化学或相关专业本

科以上学历，并具有3年以上相关工作经历。

第二十四条 企业应当建立培训与考核制度，制定培训计划，

培训的内容应与岗位的要求相适应，并有相应记录。食品安全管

理、检验等与质量相关岗位的人员应定期培训考核，不具备能力

的不得上岗。

第二十五条 企业应建立食品加工人员健康管理制度，食品

加工人员每年应当进行健康检查，取得健康证明后方可从事食品

加工。建立人员健康检查记录，保证食品加工人员患有法律法规

规定的有碍食品安全的疾病时，应调整到其他不影响食品安全的

工作岗位。

第六章 管理制度

第二十六条 进货查验记录制度应当符合《审查通则》的相

关要求。企业应建立食品添加剂使用管理制度。运动营养食品中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参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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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GB2760）中相同或相近食品类别允许使用的添加剂种

类和使用量。

第二十七条 企业应当设立下列原辅料及包材控制要求：

（一）运动营养食品生产所需的原辅料及包材应符合相应的

法律法规、标准及相关部门公告的要求。所用原料不得使用世界

反兴奋剂机构禁用物质，使用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新食

品原料的，要对供应商的原料、生产环境和生产工艺可能带入的

风险进行评估与控制。

（二）建立原料供应商的管理和审核制度。对乳清蛋白、大

豆蛋白、肽类等主要原料及食品营养强化剂供应商的审核内容至

少包括：资质证明文件、质量安全标准、检验报告。采用进口原

料的，应审核供应商的资质证明文件及每批原料由出入境检验检

疫部门出具的相关合格证明材料。

（三）建立原辅料的采购管理制度，保证原辅料符合国家法

律法规和标准要求，并经企业质量安全管理机构批准后方可采

购。主要原辅料供应商应相对固定并签订质量协议，在协议中应

明确双方所承担的质量责任。运动营养食品可添加的营养强化剂

来源应符合GB14880的相关要求。

（四）建立原料贮存管理制度。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

品相关产品应当在规定的贮存条件下保存，避免太阳直射、雨淋

以及强烈的温度、湿度变化与撞击等，并标明相关物料信息和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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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状态，并与进货查验信息相对应，确保其使用情况可进行有效

追溯。应定期检查和及时清理变质或超过保质期的食品原料、食

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

（五）制定领料控制要求。应当建立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

和食品相关产品领用记录，领用时应遵照“先进先出”或“近有效

期先出”的原则。

（六）保存食品原料、食品添加剂和食品相关产品的采购、

验收、贮存和出入库记录。

（七）制定生产用水控制要求。食品加工用水的水质应符合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5749）的规定，对加工用水水质

有特殊要求的，应根据产品的特点制得（如去离子法、离子交换

法、反渗透法或其他适当的加工方法），以确保满足产品质量和

工艺的要求。食品加工用水与其他不与食品接触的用水应以完全

分离的管路输送，避免交叉污染。

第二十八条 企业应当建立生产过程控制要求：

（一）控制空气的洁净度。应定期对清洁作业区、准清洁作

业区的空气洁净度进行监测并保存监测记录。

（二）建立微生物监控计划。按照GB14881附录A的要求，

结合生产实际，制定微生物监控计划，确保清洁作业区微生物得

到有效控制。

（三）建立设备设施管理制度。设备设施档案应保管齐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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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设备设施使用、清洁、维护和维修的操作规程，并保存相应

记录。

（四）建立人员卫生控制要求。进入食品生产区的人员应整

理个人卫生，进入清洁作业区的人员应进行定期或不定期的体表

微生物检查。进入生产区应规范穿着相应区域的工作服，并按要

求洗手、消毒。

应制定工作服和工作鞋清洁消毒程序，生产中应注意保持工

作服和工作鞋干净完好，必要时及时更换。生产人员在手部未消

毒和未更换工作服前，不得进行生产。清洁作业区工作服和工作

鞋应单独清洗、消毒、存放，定期检查，确保符合清洁作业区使

用要求。

（五）建立产品防护管理要求。有效防止生产加工中运动营

养食品污染、损坏或变质，确保采购的不合格原料、加工中发现

的风险因素、出厂检验发现的不安全食品等情况得到有效控制。

（六）建立清场管理制度。各生产工序在生产结束后、更换

品种或批次前，应对现场进行清场，检查清场结果并记录。清场

工作包括剩余物料的处理，半成品、成品的处理，废弃物的处理，

生产用具的处理，外包工序的清场。记录内容包括：工序、品名、

生产批次、清场时间、检查项目及结果等，清场负责人及复查人

应当在记录上签名。

（七）建立清洁消毒管理制度。应根据原料、产品和工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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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点，选择适合的清洁剂、消毒剂，并针对生产设备设施和环境

制定有效的清洁消毒制度（包括清洁和消毒计划、操作规程及监

督流程），并做好相关记录，保证生产场所、设备和设施等的清

洁卫生。清洁剂、消毒剂的配制、使用方法应符合相关规定。

第二十九条 企业应当建立检验管理制度，规定原料检验、

半成品检验、产品出厂检验的管理要求。产品出厂检验应依据产

品执行标准规定的所有检验项目进行逐批检验。

第三十条 企业应当建立研发管理制度，应建立研发机构，

并配备研发人员。

研发机构应具备研发能力并制定完善的研发制度及流程。研

发机构对新产品的研发，应包括对产品合规性、产品配方、生产

工艺、质量安全和营养方面的综合论证，产品配方应能保证运动

营养人群的安全，满足营养需要，并保留完整的配方设计、论证

文件等资料。

企业应当建立产品配方管理制度，对产品配方中营养素的均

匀性、稳定性、安全性进行跟踪评价并提供相应评价报告；列明

配方中使用的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依据和规定使用

量；所使用的食品添加剂、食品营养强化剂应当符合相应产品标

准及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相关公告的规定。

第三十一条 企业应当建立产品贮存和运输要求。产品的贮

存应符合产品标签所标识的贮存条件，定期检查库存产品，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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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温度和湿度进行记录。不得将原料、半成品、成品与有毒有

害物品一同运输，运输条件应符合产品的贮存要求（温、湿度等）。

第三十二条 企业应当按照《审查通则》的相关要求建立不

安全食品召回制度及不合格品管理制度：

（一）应当建立产品召回制度。当发现产品不符合食品安全

标准或者有证据证明可能危害人体健康的，应当立即停止生产，

并按照国家相关规定启动产品召回程序。

（二）应当建立不合格品管理制度，对发现的食品原料、食

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品以及半成品、成品中的不合格品进行标

识、贮存、管理和处置，保存不合格品处理记录。

第三十三条 企业应当按照《审查通则》的相关要求建立食

品安全自查制度和食品安全事故处置方案，定期对质量管理体系

的运行情况进行自查，保证其有效运行。

第三十四条 企业应当根据食品安全相关法律法规、标准和

有关规定建立食品安全管理制度，包括但不限于下列管理制度和

要求：

（一）建立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等风险管控制度。企业

应当建立基于食品安全风险防控的动态管理机制，主动收集相关

部门发布的运动营养食品原料、生产过程和成品的食品安全抽检

监测和评估信息，充分进行食品安全风险分析，建立并不断完善

食品安全风险管控清单。每半年对产品安全状况、潜在的风险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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患进行整体分析评价，根据评价结果采取相应的处置措施。应有

对消费者提出的意见、投诉的处置程序，企业食品质量安全管理

机构应对意见、投诉进行记录并查找原因，妥善处理。

（二）建立验证方案。企业应根据实际情况，制定验证方案，

定期对工艺操作规程及关键生产设备的工艺参数开展工艺验证

并形成验证报告，以确保所采用的生产工艺能够生产出符合要求

的产品。

（三）建立产品留样制度。每批产品均应留样，留样数量应

满足复检要求，产品留样应保存至保质期满，并有记录。贮存产

品留样的场所应满足产品贮存条件要求。

（四）建立文件管理制度。文件应分类归档、保存，分发和

使用应为批准的现行有效文本。已废除或失效的文件除留档备查

外，不应在工作现场出现。

（五）建立记录管理制度。确保产品从原料采购、生产加工、

出厂检验到出厂销售都有记录，保障各个环节可有效追溯，并确

保记录内容完整、真实、准确。记录和凭证保存期限不得少于产

品保质期满后6个月；没有明确保质期的，保存期限不得少于2

年。

第三十五条 鼓励建立产品信息网站查询系统，提供标签、

外包装、质量标准、出厂检验结果等信息，方便消费者查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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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试制产品检验

第三十六条 企业应当按申请类别及执行标准提供试制产品

全项目检验合格报告，检验项目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运动

营养食品通则》（GB24154）标准以及企业标准、法律法规及相

关部门公告规定的全部项目。企业应对提供的检验报告真实性负

责。

第八章 标签标识

第三十七条 运动营养食品的标签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预包装特殊膳食用食品标签》（GB13432）的规定。同时标

签中应在主要展示面标示“运动营养食品”及所属分类，并在标签

中按照GB2760的分类，详细注明使用的食品添加剂参照的食品

类别/名称，如：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参照固体饮料。如果有不适

宜人群，应在标签中标识；对于添加肌酸的产品应在标签中标示

“孕妇、哺乳期妇女、儿童及婴幼儿不适宜食用”。

第九章 附 则

第三十八条 本细则由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负责解释。

第三十九条 本细则自2024年11月1日起施行，有效期5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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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十条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制定并实施运动营养食品

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后，本细则自行作废。



抄送：驻局纪检监察组、食品安全生产处。

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4年 8月 9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