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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概述了中国)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SGS

#)澳大利亚新西兰!简称澳新#)欧盟的婴幼儿食品标准框架$重

点分析了各国!组织#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的营养指标%分析发现$中国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的标准

与其他各国!组织#标准基本一致$这将有助于中国研究开发的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更快地进入国际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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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了解$中国每年新出生婴儿约
%#$$

万$其中部分婴儿由于各种疾病影响$不能喂养母乳或普通婴

儿配方食品%最常见的主要有牛乳蛋白过敏)乳糖不耐受及早产儿%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就是这



些婴儿生命早期或相当长时间内赖以生存的主要食物来源%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是指针对患有特殊紊乱)疾病及医疗状况等特殊医学状况的婴儿对营养

需求而设计制成的粉状或液态配方食品*

%

+

%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的指导下$单独食用或与其他食物配合

食用时$其能量和营养成分能够满足
$

"

"

月龄特殊医学状况婴儿的生长发育要求*

%

+

%常见的
#

种特殊

医学状况包括乳糖不耐受)乳蛋白过敏高风险)食物蛋白过敏)早产&低出生体重儿)氨基酸代谢障碍%

本研究拟从各国!组织#的婴幼儿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架构中$对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指标进行

比较分析$并针对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市场导向等几个方面展开分析讨论$希望能够给特殊医学用

途配方食品的生产企业及患有特殊医学状况的婴儿喂养提供指导%

9

!

各国#组织$婴幼儿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架构

$

"

B

周岁的婴幼儿是人的一生中身心健康发展的重要时期$因此$婴幼儿的合理营养对其一生的体

格和智能的发展极为重要*

!

+

%与普通食品相比$婴幼儿配方食品的营养素要求)污染物限量)真菌毒素限

量)微生物限量等都必须有更严格的要求$并符合相应的法律法规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规定$这样才能

保障婴幼儿配方食品的质量安全$满足婴幼儿的生长需求%

以下主要概括介绍中国)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SGS

#)澳大利亚新西兰!简称澳新#)欧盟的婴幼儿食

品安全标准体系的架构%

9?9

!

中
!

国

远有
!$$&

年阜阳4大头娃娃5事件$近有
!$$F

年4三聚氰胺5事件$一个个痛心疾首的案例将婴幼儿

食品安全推到了风口浪尖%相关部门对乳品)婴幼儿配方食品的营养需求和质量安全给予了高度重视%

自
!$%$

年
&

月
!!

日原卫生部!现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简称卫计委#发布修订了
""

项乳品安全国家

标准!其中涉及婴幼儿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有
&

项产品标准)

%

项生产规范)

B#

项方法标准)

%$

项微生物检

验标准#起$卫生部!现卫计委#又陆续修订发布了
Ka!D"$

"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

食品添加剂使用

标准=)

Ka%&FF$

"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为食品添加剂与营养强化剂的

使用提供更加科学的标准依据'

Ka!D"%

"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Ka!D"!

"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Ka!D"B

"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

留限量=等为食品安全保驾护航%

现与婴幼儿食品有关的标准法规体系如图
%

所示%

图
9

!

中国针对婴幼儿食品的法规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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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K6K

$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SGS

#是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

ZGA

&

bLA

#联合组成的协调国际

食品法典标准的国际组织$于
%C"%

年
%%

月在粮农组织大会第十一届会议通过决议%

SGS

下属的营养

和特殊膳食用食品法典委员会!

SS@Z:J5

#主要负责与婴幼儿配方食品有关的法典标准的制修订工作%

目前$

SGS

公布的关于婴幼儿食品的法典标准已形成了一个相对较完善的法规体系$具体如图
!

所示%

图
<

!

SGS

针对婴幼儿食品法规标准体系

:#

2

;<

!

:

9

781Q(.3+.,+8.((<778,+<,*<73+S(<1YG-3Q1+8,*3)7S(QQ3773(+

!

SGS

#

9?=

!

澳大利亚新西兰

澳新食品标准局!

Z:G@/

#的雏形最初于
%CC%

年
"

月
!D

日成立$当时名为国家食品局!

@ZG

#'与此

同时$国会审议通过了国家食品法$并在堪培拉建立了一个
@ZG

办公室%

!$$!

年
D

月
%

日$

Z:G@/

正

式成立%

Z:G@/

是一个两国政府机构$主要负责制订和管理澳新食品标准法典%这个法典规定了配料)加工

助剂)着色剂)添加剂)维生素和矿物质的使用原则%这个法典还对部分食品的组成进行了规定$例如乳

制品)肉类和饮料)一些新技术产品!如转基因食品#%同样制订了预包装食品与散装食品的标签法规$包

含强制性标示与建议标示内容%

新制订或修订的标准经
Z:G@/

委员会审查后将报告给澳新食品法规部长理事会!简称理事会#$该

理事会由澳大利亚联邦政府)各州领地及新西兰卫生部长及其他对食品供应和食品管理体系!例如农业#

等方面有相关利益的部长组成$理事会可以要求
Z:G@/

对标准进行审查并修改$最终通过)或者经过

!

轮审查后进行修订)或者不通过$如果理事会通过新制订的标准或对标准进行了修改$他们将在官方公

报上刊登%经过这样的过程后$这些标准就成为澳新食品标准法典的一部分*

B

+

%

目前$澳新食品标准法典关于婴幼儿的标准已经形成了一套较为完善的体系$具体如图
B

所示$其中

:8,+<,*<!?C?%

中含有特殊医学婴儿配方奶粉的标准要求%

9?>

!

欧
!

盟

欧盟具有较为完善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体系$尤其是乳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涵盖了4从农田到餐

桌5的整个过程%该体系采用政府)企业)科研机构)消费者共同参与$统一管理的监管模式$并依靠一套

系统和完善的乳制品条例和指令$对乳制品实行从4农田到餐桌5的整个生产链的全程监管*

&

+

%

欧盟乳制品质量安全管理机构主要有决策机构!欧盟理事会)欧洲议会#)执行机构!欧盟委员会)食

品与兽医办公室#)咨询机构!欧盟食品安全局#$在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和服务不同阶段中分别发挥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中欧盟食品安全局的作用巨大$主要工作有风险评估及风险信息交流$为欧盟委

B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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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

!

澳新针对婴幼儿食品法规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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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

!

:

9

781Q(.3+.,+8.((<778,+<,*<73+G)78*3,+,+<@1T/1,-,+<

员会及各个成员国的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提供科学依据$对欧盟相关标准的制订修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欧盟为保障成员国的乳制品安全出台了动植物疾病控制)药物残留控制)食品生产卫生规范)进口食

品准入控制)食品的官方监控等一系列相对完善和配套的技术法规$包括条例!

\1

4

)-,83(+

#和指令

!

J3*1;8361

#$用于规范乳制品的生产)加工)流通和消费$均强制执行*

&

+

%欧盟对于婴幼儿配方食品的法

律法规体系框架如图
&

所示$其中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包括在特殊医学用途膳食食品法规

S(QQ3773(+J3*1;8361%CCC

&

!%

&

RS

中%

图
>

!

欧盟针对婴幼儿食品法规标准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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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
&

个国家!组织#的婴幼儿食品法规标准体系的描述可以看出(中国高度重视特殊医学用途

婴儿配方食品$单独制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其各项营养素指标等%

<

!

各国#组织$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营养指标要求

各国!组织#对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都有相关的法律法规标准用以规范其生产$保证产品能够

满足特殊医学状况婴儿的营养需要$标准中的各个营养素指标要求对比如下%

<?9

!

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合物

人体在生命活动中都需要能量$如物质代谢的合成和分解反应)心脏跳动)肌肉收缩)腺体分泌等*

#

+

%而这

些能量来源于食物%婴儿的食物主要是母乳或&和婴儿配方食品%食物中所含的营养素可分为脂类)蛋白质)

碳水化合物)维生素和矿物质五大类$加上水就是六大类%其中脂类)碳水化合物和蛋白质经体内代谢可释放

能量$三者统称为4产能营养素5或4能源物质5

*

#

+

%表
%

是对标准中能量及三大产能营养素的对比分析*

%

$

"EF

+

%

表
9

!

能量及三大产能营养素对比分析

L-/')9

!

S(+8*,78(.1+1*

49

,+<Q,

2

(*+)8*383(+3+<3..1*1+87

9

781Q7

国家!组织#

能量&

!

U'

6

%$$QI

^%

#

蛋白质%

#

&

!

4

6

%$$U'

^%

#

脂肪&

!

4

6

%$$U'

^%

#

亚油酸&

!

4

6

%$$U'

^%

#

*

E

亚麻酸&

!

Q

4

6

%$$U'

^%

#

亚油酸
l

*

E

亚麻酸

碳水化合物&

!

4

6

%$$U'

^%

#

中国
Q3+ !#$ $?&# %?$# $?$D %! #l% !?!

Q,Y !C# $?D$ %?&$ $?BB @?:?

!

#

%#l% B?B

SGS

Q3+ !#$ $?&# %?$# $?$D %! #l% !?!

Q,Y !C# $?D$ %?&

!

"

@?:? %#l% B?B

K5I

B

#

" " "

$?BB

" " "

欧盟&

#

Q3+

" " " " " " "

Q,Y

" " " " " " "

澳新
Q3+ !#$ $?&# %?$# C]

总脂肪酸
%?%]

总脂肪酸
#l%

未作要求

Q,Y B%# $?D$ %?#

!

!"]

总脂肪酸
&]

总脂肪酸
%#l%

未作要求

!!

注(

%

#蛋白质含量的计算$中国和
SGS

为
@_"?!#

$澳新为
@_"?BF

!牛奶蛋白和部分水解牛乳蛋白#)

@_"?!#

!其他形式#'

!

#

@?:?

为没有特别说明'

B

#

K5I

!

4

)3<,+;1)

WW

1*-161-

#为指导上限'

&

#欧盟法规中对这些指标没有进行规定%

由表
%

可以看出(能量$澳新的能量上限值较高$为
B%#U'

&

%$$QI

$

B

个国家!组织#的能量下限值相

同'蛋白质)脂肪)亚油酸与
*

E

亚麻酸比值$中国)

SGS

与澳新上下限值相同$无差异'亚油酸)

*

E

亚麻酸$

澳新的限值是以总脂肪酸的质量分数计算的$其余
!

个国家!组织#上下限无差异'碳水化合物$澳新没有

明确要求$其余
!

个国家!组织#无差异%

<?<

!

维生素

维生素是人体维持正常生命活动所必需的一类有机化合物$在体内含量极其微少$但在机体代谢)生

长发育等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维生素摄入量必须遵循4合理5原则$不宜盲目增大剂量%因为维生素

摄入过多时$水溶性维生素常以原形从尿中排出体外$几乎无毒性$但摄入过大!非生理#剂量时$常干扰

其他营养素的代谢'脂溶性维生素大量摄入时$由于排出较少$可致体内积存超负荷而造成中毒*

#

+

%表
!

为各国!组织#维生素限值要求*

%

$

"EF

+

%

从表
!

可以看出$中国与
SGS

标准要求基本无差异'欧盟标准与中国标准相比$差异较明显$如叶酸

限量范围值为
%

"

"

(

4

&

%$$U'

'澳新标准与中国标准相比$差异较大$许多营养素指标上限未作要求$如

维生素
c

%

等%

<?=

!

矿物质

人体内含有的
"$

多种元素中$对维持机体正常生理功能所必需的元素$称为必需元素$共有
!$

多

种$体内含量较多的有氢)碳)氧)氮)磷)硫)氯)钠)镁)钾)钙等$约占体质量的
CC?C#]

*

#

+

%这些生命必

需元素中$除碳)氢)氧)氮主要以有机物质形式存在外$其余各元素均以无机矿物质形式存在*

#

+

%表
B

为

各国!组织#矿物质限量要求*

%

$

"EF

+

%

#DB

第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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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

维生素对比分析

L-/')<

!

=01;(+8*,78(.638,Q3+3+<3..1*1+87

9

781Q7

国家!组织#

维生素
G

&

!

(

4

\R

6

%$$U'

^%

#

维生素
J

&

!

(

4

6

%$$U'

^%

#

维生素
R

&

!

Q

4*

E=R

6

%$$U'

^%

#

维生素
c

%

&

!

(

4

6

%$$U'

^%

#

维生素
a

%

&

!

(

4

6

%$$U'

^%

#

维生素
a

!

&

!

(

4

6

%$$U'

^%

#

维生素
a

"

&

!

(

4

6

%$$U'

^%

#

中国
Q3+ %& $?!# $?%! %?$ %& %C F?#

Q,Y &B $?"$ %?!$ "?# D! %%C &#?$

SGS

Q3+ %& $?!# $?%! %

!

%& %C F?#

Q,Y &B $?"

" " " " "

K5I

" "

%?! "?# D! %%C

!

&#

!!!

欧盟
Q3+ %& $?!# $?#

!

%

!

%$ %&

!!

C

!!!

Q,Y &B $?D# $?D# #

!

D# %$$

!

D#

!!!

澳新
Q3+ %& $?!# $?%% %

!

%$ %&

!!

C

!!!

Q,Y &B $?"B %?%

未作要求 未作要求 未作要求
!

B"

!!!

国家!组织#

维生素
a

%!

&

!

(

4

6

%$$U'

^%

#

烟酸!烟酰胺#&

!

(

4

6

%$$U'

^%

#

叶酸&

!

(

4

6

%$$U'

^%

#

泛酸&

!

(

4

6

%$$U'

^%

#

维生素
S

&

!

Q

4

6

%$$U'

^%

#

生物素&

!

(

4

6

%$$U'

^%

#

中国
Q3+ $?$!# D$ !?# C" !?# $?&

Q,Y $?B"$ B"$ %!?$ &DF %D?$ !?&

SGS

Q3+ $?$!# D$ !?# C" !?# $?&

Q,Y

" " " " " "

K5I $?B" B"$ %! &DF %D !?&

欧盟
Q3+ $?$!# $?!Q

4

@R

!

%

!!

D$ %?C $?&

Q,Y $?%! $?D#Q

4

@R

!

"

!!!

#$$ " #

澳新
Q3+ $?$!# %B$

!

!

!!

D$ %?D

!

$?B"

Q,Y

未作要求 未作要求 未作要求 未作要求 未作要求 未作要求

!!

注(

%

#

\R

!

*183+(-1

N

)36,-1+87

#为维生素
G

计量单位'

!

#

*

E=R

!

*

E8(;(

W

01*(-1

N

)36,-1+87

#为维生素
R

含量的计量单位'

B

#烟酸的含量用烟酸当量!

@R

#表示%

表
=

!

矿物质对比分析

L-/')=

!

S(+8*,78(.Q3+1*,-3+<3..1*1+87

9

781Q7

国家!组织#

钠&!

Q

4

6

%$$U'

^%

#

钾&!

Q

4

6

%$$U'

^%

#

铜&!

(

4

6

%$$U'

^%

#

镁&!

Q

4

6

%$$U'

^%

#

铁&!

Q

4

6

%$$U'

^%

#

锌&!

Q

4

6

%$$U'

^%

#

锰&!

(

4

6

%$$U'

^%

#

钙&!

Q

4

6

%$$U'

^%

#

中国
Q3+ # %& F?# %?! $?%$ $?%! %?! %!

Q,Y %& &B !C?$ B?" $?B" $?B" !&?$ B#

SGS

Q3+ # %& F?# %?! $?%

!

$?%!

!

$?!# %!

Q,Y %& &B

" " " " " "

K5I

" "

!C B?"

"

$?B" !& B#

欧盟
Q3+ # %# &?F %?! $?%! $?%! %!

!!

%!

Q,Y %& B# !C B?" $?# $?" #$

!

"$

澳新
Q3+ # !$ %&

!!

%?! $?!

!

$?%!

!

$?!& %!

Q,Y %# #$ &B

!!

&?$ $?# $?&B !&?$

"

国家!组织#

磷&!

Q

4

6

%$$U'

^%

#

钙磷比
碘&!

(

4

6

%$$U'

^%

#

氯&!

Q

4

6

%$$U'

^%

#

硒&!

(

4

6

%$$U'

^%

#

氟化物&!

(

4

6

%$$U'

^%

#

锌铜比

中国
Q3+ "

!

%l% !?# %! $?&F

" "

Q,Y !& !l% %&?$ BF %?C$

" "

SGS

Q3+ "

!

%l% !?# %! $?!&

" "

Q,Y

"

!l%

"

!!

BF

"

!&

"

K5I !&

!

"

%&

!

"

!?!

!

"

!

"

欧盟
Q3+ " %?!l% %?! %! $?!#

" "

Q,Y !!

!

!l% F?& !C $?D !#

"

澳新
Q3+ " %?!l% %?! %! $?!#

" "

Q,Y !#

!

!l% %$ B# %?%C %D %#l%

"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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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B

可以看出$中国对于矿物质的限量标准与
SGS

标准的限量要求基本相同'与欧盟和澳新的标

准差异较大的是(例如欧盟与澳新标准对钙磷比的下限要求均提高至
%?!l%

$与此同时$澳新标准增加

了锌铜比值的规定等%另外在标准文本中$除中国外$其余各个国家!组织#标准文本中均有对氟化物的

限量要求%

<?>

!

其他营养素指标要求

除上述必需添加的维生素与矿物质外$还有一些可以选择性添加的营养素指标或者特殊医学状况婴

儿必需添加的营养素$见表
&

和表
#

%

表
>

!

其他营养素指标对比分析!一#

L-/')>

!

S(+8*,78(.(801*+)8*383(+3+<3..1*1+87

9

781Q7

!

(+1

#

国家!组织#

铬&

!

(

4

6

%$$U'

^%

#

钼&

!

(

4

6

%$$U'

^%

#

胆碱&

!

Q

4

6

%$$U'

%̂

#

肌醇&

!

Q

4

6

%$$U'

%̂

#

牛磺酸&

!

Q

4

6

%$$U'

%̂

#

左旋肉碱&

!

Q

4

6

%$$U'

^%

#

中国
Q3+ $?& $?& %?D %?$ @?:? $?B

Q,Y !?& !?& %!?$ C?# B @?:?

SGS

Q3+ F?G F?G H?I H

!

@?:? F?J

Q,Y

" " " "

B 0KDK

K5I L?G L?G HL

!!

M?N

" "

欧盟
Q3+

" " " " " "

Q,Y L?N L?N

" " " "

澳新
Q3+

!

F?JN

!

F?JO %?D %?$ $?F $?!%

Q,Y L?F J?F D?% C?# B $?F

!!

注(斜体部分代表该国家!组织#要求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必须含有该营养素$且其含量应在此范围内%

由表
&

可以看出(

%

#铬)钼(

SGS

)欧盟与澳新标准都对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的铬与钼指标作了规定'中国标准

将这
!

个指标列为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可选择性添加的成分$这在
Ka%$D"#

"

!$%$

<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婴儿配方食品=中并未体现%

!

#

SGS

将胆碱)肌醇)左旋肉碱列为婴儿配方食品与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必须含有的营养成

分'中国将此三者均列为可选择性添加的营养成分%

B

#除欧盟外的
B

个国家!组织#均将牛磺酸列为可选择性添加的营养成分%

表
?

!

其他营养素指标对比分析!二#

L-/')?

!

S(+8*,78(.(801*+)8*383(+3+<3..1*1+87

9

781Q7

!

8T(

#

国家!组织#

菊粉来源

的糖类!低

聚果糖#&

!

Q

4

6

%$$U'

^%

#

低聚半

乳糖&

!

Q

4

6

%$$U'

^%

#

总核

苷酸&

!

Q

4

6

%$$U'

^%

#

#X

腺苷酸&

!

Q

4

6

%$$U'

^%

#

#X

胞苷酸&

!

Q

4

6

%$$U'

^%

#

#X

鸟苷酸&

!

Q

4

6

%$$U'

^%

#

#X

尿苷酸&

!

Q

4

6

%$$U'

^%

#

#X

肌苷酸$

!

Q

4

6

%$$U'

^%

#

叶黄素

中国

Q3+

Q,Y

单独或混合使用$该类物

质总量不超过
"f&#

4

%!Q

4

&

%$$

4

" " " " "

B$

(

4

&

%$$

4

#F

" " " " "

!$$

(

4

&

%$$

4

SGS

Q3+

Q,Y

K5I

未作具体要求 由国家官方确定相应的水平 "

"

"

"

欧盟
Q3+

Q,Y

"

" " " " " " "

" " " " " " "

澳新

Q3+

" " "

$?%& $?!! $?$& $?%B $?$F

%?#

(

4

&

%$$U'

Q,Y %%$ !C$

%

B?F $?BF $?" $?%! $?&! $?!&

#

(

4

&

%$$U'

!!

注(

%若是二者的混合物$则总量不能超过
!C$Q

4

$菊粉来源的糖类不能超过
%%$Q

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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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

可以看出(

%

#低聚糖类物质(中国)澳新标准中均有体现$

SGS

对此未作具体要求%中国仅对低聚糖类物质总

量进行了限量'澳新标准对单独的低聚糖也规定了限量要求'国外有许多文献报道低聚半乳糖与低聚果

糖添加量比例为
Cl%

时具有最优的临床效果*

CE%$

+

$但上述任一标准中均未体现%

!

#总核苷酸(中国)澳新标准中均作了规定$

SGS

对此未作具体要求%另外$澳新标准对单体核苷酸

的添加量也作了具体规定%

B

#叶黄素(中国与澳新标准对此作了添加量规定$

SGS

与欧盟标准未作具体规定%

综上
&

个方面对比$可以看出中国标准中的各项指标不低于
SGS

标准中的对应指标规定$但与澳新

标准差异略大*

CE%$

+

%

SGS

制订营养强化原则$各国家及地区相应机构!如(欧盟)澳新标准$中国疾病繁育

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根据所在地区人群该营养素的营养状况制订该国家或地区人群的膳食推

荐摄入量$因此$各国产品标准制订的指标部分存在差异%

=

!

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市场导向

在中国$此类配方食品必须遵循
Ka!##C"

"

!$%$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通

则=及4<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通则=!

Ka!##C"

"

!$%$

#问答5的规定%其中规定(4特殊医学用途婴

儿配方食品的配方应以医学和营养学的研究结果为依据$其安全性)营养充足性及临床效果均需要经过

科学证实$单独或与其他食物配合使用时可满足
$

"

"

月龄特殊医学状况婴儿的生长发育需求5$而且标

准中还指出需在产品标签上明确(4请在医生或临床营养师的指导下使用5$这对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

食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确保患有特殊医学状况的婴儿得到安全)营养充足的科学喂养%

目前$市场上的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多为外资品牌$本土自主研发产品寥寥无几%市面上的

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也以针对牛乳蛋白过敏)乳糖不耐受及早产儿开发的产品居多$主要有乳蛋

白部分水解配方奶粉)豆基配方奶粉)乳蛋白深度水解配方奶粉)早产儿配方奶粉等%

>

!

结
!

语

综上所述$中国已经形成了较为完善的婴幼儿食品安全标准体系'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奶粉标准规

定的营养素指标与
SGS

标准高度一致$并且不低于欧盟)澳新标准'特殊医学用途婴儿配方食品的生产有标

准可依$市场愈来愈规范$为患有特殊医学状况的婴儿的喂养提供了安全保障$消费者可以放心选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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