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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标准
我国粮食食品安全标准的整合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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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确定我国粮食产品安全标准的整合修订思路" 方法"采取资料比较分析法和专家座谈调研法!对

比我国与国际食品法典现行粮食产品标准!并对粮食产品安全相关的重点指标进行研讨!明确我国现行粮食产品

标准已有的指标类型" 结果"根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定位!确定粮食产品安全国家标准整合修订的思路是充分考

虑粮食产品特殊性#紧扣粮食产品安全指标!清理整合现行粮食国家标准!结合我国粮食相关政策实际!提出保障

消费者健康的粮食产品强制性标准" 结论"我国粮食标准的体系框架中强制性的粮食安全产品标准应紧紧围绕

粮食产品的安全性指标而不断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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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法, -!.第二十二条规定&国务院卫生
行政部门应当对现行的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标准)
食品卫生标准)食品质量标准和有关食品的行业标
准中强制执行的标准予以整合&统一公布为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修订+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产品
标准时也有此困惑&我国现行有效的强制性粮食产
品标准共计 ) 项&在食品安全标准修订时如何整合&
如何找准食品安全标准的定位是需要慎重考虑的*
粮食产品具有其特殊性&其质量安全不仅关系到消
费者的健康和产业发展&还关系到国家战略储备粮
的收购和国际贸易的开展&事关国民粮食安全和社
会稳定的大局* 我国粮食产品安全标准必须在对

比分析和研究现行标准体系与国际食品法典相关
标准的基础上&以食品安全指标为中心&同时综合
考虑粮食产品的特殊性和我国实际情况&进行整合
修订*

!"资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

以我国现行粮食国家卫生标准和国家质量标
准)YJ$)*$!$#!$+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
染物限量, -$. )YJ$)*!!$#!!+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等食品安全国家基础标
准&以及国际食品法典 #=,=$粮食产品标准为研
究对象*
!’$"研究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取资料比较分析法和专家座谈
调研法&将资料比较分析结果和专家提供的市场现
状相结合&开展分析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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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与分析
$’!"我国与 =,=粮食产品标准现状

我国粮食主要包括谷物)豆类)薯类及其初级
加工产品 --. * 根据该定义&表 ! 中列出了我国现
行粮食产品国家标准&共计 $0 项* 其中国家卫生
标准有 ! 项&国家质量标准有 $+ 项* 表 ! 中同时
列出了 =,=的粮食产品标准&共计 !& 项* =,=粮
食产品标准的数量要少于我国&这主要有 / 方面
原因%!国际贸易的需求决定了是否需要制定
=,=产品标准""国际食品法典标准更加注重横

向基础标准&基础标准可以满足的时候不设置食
品产品标准"#国际食品法典的食品产品标准主
要规定食品产品的一般性质&侧重基本特性&避免
规定过细而引起不必要的贸易限制 -&. * 因此&
=,=粮食产品标准涉及的粮食种类与我国粮食产
品标准有差别&我国有荞麦)黍等产品标准&但
=,=未涉及&这与这些粮食产品国际贸易量较少
有关"=,=设置了木薯和燕麦类的产品标准&但由
于这两类产品在我国较少作为粮食食用&因此我
国未涉及*

表 !"我国及 =,=现行的粮食产品标准项目比较
Z<MAB!",AA?6B4:CCB;?G?<;D<CDG@5KC<>;G>; =6>;<<;D =,=

序号 中国粮食产品标准 序号 =,=粮食产品标准
! YJ$)!&!$##& 粮食卫生标准 ! =TWReEZ,8!&! 木薯茎粉
$ YJ!/&#!$##0 稻谷 $ =TWReEZ,8!00 小麦和硬质小麦
/ YJ!/&!!$##+ 小麦 / =TWReEZ,8!&$ 小麦粉
- YJ!/&$!$##0 大豆 - =TWReEZ,8!)+ 硬质小麦粗粉和硬质小麦粉
& YJ!/&/!$##0 玉米 & =TWReEZ,8!&/ 玉米
* YJ!/&-!$##0 大米 * =TWReEZ,8!&- 全玉米粉
) YJ!/&&!!0+* 小麦粉 ) =TWReEZ,8!&& 脱胚玉米粉和玉米渣
+ YJ1Z+$/!!$##) 高粱 + =TWReEZ,8!*0 小米及脱壳小米
0 YJ1Z+$/$!$##+ 粟 0 =TWReEZ,8!)# 小米面
!# YJ1Z!#-&+!$##+ 荞麦 !# =TWReEZ,8!)$ 高粱米
!! YJ1Z!!)*#!$##+ 裸大麦 !! =TWReEZ,8!)/ 高粱粉
!$ YJ1Z!!)**!$##+ 小米 !$ =TWReEZ,8!0+ 大米
!/ YJ1Z!//&&!$##+ 黍 !/ =TWReEZ,8!)* 食用木薯粉
!- YJ1Z!//&*!$##+ 黍米 !- =TWReEZ,8$#! 燕麦
!& YJ1Z!//&)!$##+ 稷 !& =TWReEZ,8!)! 特种豆类
!* YJ1Z!//&+!$##+ 稷米
!) YJ1Z!//&0!$##+ 莜麦
!+ YJ1Z!//*#!$##+ 莜麦粉
!0 YJ1Z!#-*/!$##+ 玉米粉
$# YJ1Z!)+0!!!000 优质稻谷
$! YJ1Z!)+0$!!000 优质小麦强筋小麦
$$ YJ1Z!)+0/!!000 优质小麦弱筋小麦
$/ YJ1Z$$/$*!$##+ 糯玉米
$- YJ1Z$$&#/!$##+ 高油玉米
$& YJ1Z$$-0*!$##+ 玉米糁
$* YJ1Z!#-&0!$##+ 蚕豆
$) YJ1Z!#-*#!$##+ 豌豆
$+ YJ1Z!#-*!!$##+ 小豆
$0 YJ1Z!#-*$!$##+ 绿豆

$’$"我国与 =,=粮食产品标准中内容的对比
我国 YJ$)!&!$##&+粮食卫生标准, -*.主要规

定了粮食的热损伤粒)霉变粒)污染物)农药残留等
粮食安全指标* YJ!/&#!$##0+稻谷, -).等质量标
准则侧重杂质)容重)不完善粒含量)完整粒率)水
分等质量要求* 而 =,=粮食产品标准对于重金属)
真菌毒素)农药残留)卫生操作规范等内容都采用
原则性要求或引用通用标准等方式表述&如对于重
金属&其规定 ’大米中不得含有可致健康危害的重
金属("对于农药残留&其规定’大米应符合国际食

品法典委员会为这类产品制定的农药最大残留限
量的规定(* =,=粮食产品标准中具体指标规定的
较少&一般为水分)杂质及特有物质含量指标* 同
时将分类)色泽)蛋白质)脂肪)粒度)灰分)缺陷度
等质量要求以标准附录的形式列出&并不作为标准
正文内容* =,=所制定的标准主要是出于为公平
贸易服务的角度&因此对于用于定价的质量指标并
不过多规定* 表 $ 以大米产品标准为例&列出了
=,=和我国粮食卫生标准以及大米质量标准的主
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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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我国及 =,=的大米产品标准中内容的对比分析
Z<MAB$"=@IL<C>G@; @5?6B4@;?B;?>; ?6B=,=C>4BG?<;D<CD P>?6 ?6BC>4BG?<;D<CDG>; =6>;<

标准 内容
YJ$)!&!$##& 热损伤粒)

霉 变 粒 等
感官要求

有 毒 有 害
菌类)植物
种子指标

污染物 真菌毒素 农药残留 食 品 添 加
剂 # 引 用
YJ$)*#$

成品粮操
作规范

包 装)
标识

贮存及
运输

检验
方法

YJ!/&-!$##0 大米分类 不完善粒)
杂 质 等 定
等指标

水分)黄粒
米 等 质 量
指标

卫 生 指 标
#引 用 YJ
$)!&$

加 工 生 产
过 程 中 的
卫生要求

检验方法 检验规则 包装和
标签

储存和
运输

=TWReEZ,8!0+ 水分)杂质 重金属 农药残留 卫生要求 标识 包装 分析和采
样方法

附录

$’/"粮食产品安全标准的修订思路
$’/’!"充分考虑粮食产品特殊性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国家粮食局)财政部)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修订的+关于执行粮油
质量国家标准有关问题的规定, #国粮发2$#!#3!)+

号$ -+.中 $’$ 规定’收购和销售的粮油不符合粮油
质量国家标准的应当整理达到标准&整理后仍未达
到标准的&可采取降等)扣量等办法处理* 不符合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粮油&不得作为食用粮油及饲
料用粮油收购和销售(&该规定更加凸显了粮食安
全标准的重要性*

但粮食的质量安全受气候)环境等自然条件影
响较大&如将产品质量标准全部制定为安全标准&

在粮食收购实际工作中难以执行* 特别是对于一
些不完善粒)杂质等定价指标&如列为强制性要求&

对消费者健康保护的改善效果收效甚微* 因此&在
不会出现以次充好)不影响市场秩序的情况下&对
于可依质论价&通过市场手段自由选择的质量指标
则无需强制限定&允许市场产品的多样性&为消费
者提供更多的选择* 如果行业出于引导发展方向
的角度&可以在推荐性标准中考虑这类指标&从而
起到引导农民选用良种)科学种植来提升粮食质量
的作用&而不会造成一刀切而影响粮食供应*
$’/’$"紧扣粮食产品安全指标

食品安全法要求除食品安全标准外&其他食品
标准不得作为强制性标准* 目前现行的 ) 项粮食强
制性国家标准&今后随着粮食产品安全标准出台&

或被新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替代或转为推荐性国家
标准&其中如有与粮食产品安全相关的指标都将整
合到安全标准中* 因此&需在粮食产品安全标准制
修订过程中充分讨论与粮食产品安全相关的各项
指标&以确保安全指标设置无缺失*

粮食产品具有其特殊性&其强制性标准的制修
订需立足国情&充分考虑成本.效益的问题* 强制性
标准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唯一途径&食品产品安全
的管理应该多管齐下* 应充分听取业内专家的意
见&如管理部门已建立了日常监测的程序以及相应

的管理措施&则强制性指标并非一定必须设置*
根据粮食卫生标准和粮食质量标准所侧重的

指标特性&粮食产品安全标准制修订工作主要以 YJ
$)!&!$##&+粮食卫生标准,为基础开展&对食用农
产品质量安全标准)食品质量标准和行业标准中与
粮食产品安全相关的指标进行整合* 在充分梳理
分析国内标准和国内粮食政策精神的基础上&借鉴
参照国际食品法典标准&紧扣安全性指标&解决现
行粮食产品标准中与安全相关指标的重复)矛盾)

缺失等问题&以期更好地保障消费者健康*
$’/’/"不重复设置管理要求

例如&在粮食仓库存储环节&已有+粮油仓储管
理办法,#发展改革委令第 & 号$ -0. )VE !$!$!$##+

+储粮化学药剂的管理和使用规范 , -!#. )YJ1Z

$$-0)!$##++粮油储藏 熏蒸剂使用准则, -!!.等管
理办法及规范类标准&在修订粮食产品安全标准时
对于可以通过这些规定予以合理管理的风险&不应
重复设定抽检指标&避免增加无效的监管成本*
$’-"粮食产品安全标准中重点指标的考量
$’-’!"污染物)真菌毒素)农残等指标直接引用基
础标准

根据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体系的构建思路&

食品产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重点是基础性安全标准
不能涵盖的其他健康危害因素 -!$. &对于基础标准已
涵盖的指标&产品标准直接引用&而不再单独制定
或重复列出基础标准已涵盖的内容* 这与 =,=标
准的构建思路也是一致的&并且可以避免再出现同
一层级标准中同一指标的交叉重复矛盾问题* 而
且&目前我国对于非人为施用或添加带来的危害物
质的限量指标都已整合在 YJ$)*$!$#!$ +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及 YJ$)*!!$#!!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中"而对
于农业施用的药剂残留规定目前都统一在 YJ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
留限量,中"对于粮食产品生产时使用的食品添加
剂及营养强化剂&则在 YJ$)*#!$#!-+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及 Y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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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中
有所规定 -!/. *

可见&+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中的污染物)
真菌毒素)农残等指标无需重复制定&可直接引用
相应的基础标准* 为更好的探讨引用相应基础标
准后粮食中安全指标的差异&以污染物指标为例&
表 / 列出了 YJ$)!&!$##& 中污染物限量要求与

YJ$)*$!$#!$ 对粮食中污染物的限量要求清单*
从表 / 中可见&YJ$)*$!$#!$ 所规定的粮食中污
染物种类要多于 YJ$)!&!$##&&涵盖的粮食种类
也更加广泛&同时对个别粮食的污染物限量数值也
有所调整* 整体上看&直接引用污染物基础标准
后&我国粮食中污染物限量要求是更加严格了&有
助于更好的确保粮食产品的安全卫生*

表 /"YJ$)!&!$##& 污染物指标与 YJ$)*$!$#!$ 相应指标的比较
Z<MAB/"=@IL<C>G@; @54@;?<I>;<;?GA>I>?GABOBAMB?PBB; YJ$)!&.$##& <;D YJ$)*$.$#!$

污染物
YJ$)!&!$##& YJ$)*$!$#!$

种类 限量值1#IK1HK$ 种类 限量值1#IK1HK$

铅

镉

汞

砷

铬

苯并#<$芘

粮食 ’#’$

稻谷)大米)麦类)小麦粉)豆
类)玉米及其他粮食

’#’$

粮食 ’#’#$

小麦粉#无机砷$ ’#’!

其他粮食#无机砷$ ’#’$

无 无

无 无

谷物及谷物碾磨加工品)豆类)薯类! ’#’$

谷物及谷物碾磨加工品 #稻谷)糙米)大米除外 $ )
薯类! ’#’!

稻谷)糙米)大米)豆类 ’#’$

稻谷)糙米)大米)玉米)玉米面#渣)片$ )小麦)小麦粉 ’#’#$

薯类! ’#’#!

谷物及谷物碾磨加工品 #稻谷)糙米)大米除外$ )薯
类! #总砷$

’#’&

稻谷)糙米)大米#无机砷$ ’#’$

谷物及谷物碾磨加工品 ’!’&

薯类! ’#’&

稻谷)糙米)大米)玉米)玉米面#渣)片$ )小麦)小麦粉 ’&’#

注%!薯类干制品#薯类干粉等产品$应按照 YJ$)*$!$#!$ 中 /’& 条规定执行限量要求&表格中所列为鲜薯类的污染物限量指标

$’-’$"增设某些作物本身特有的有害物质
经对国内粮食标准的逐项梳理&发现我国粮食

产品质量标准中卫生要求多数都直接引用 YJ
$)!&!$##&&仅 YJ1Z+$/!!$##)+高粱, -!-.中单宁
指标是我国粮食卫生标准未能涵盖的粮食产品安
全指标* 同时&对照 =,=高粱米和高粱粉产品标
准&其标准中也对高粱及高粱粉提出了单宁限量要
求* 粮食产品安全标准可参照国内外已有标准&对
高粱类产品增加单宁的限量要求* 但需注意高粱
有作为粮食食用和酿酒两种用途&且酿酒时要求高
粱单宁达到一定含量才能满足生产需求&因此仅控
制高粱米和高粱粉的单宁含量&即可确保消费者健
康&又避免影响酿酒行业正常生产*

木薯是世界三大薯类之一&目前泰国和越南是
主要的出口国 -!&. &而我国自 $##/ 年以来一直是世

界上最大的木薯进口国 -!*. * 但我国木薯方面的食
品标准一直未受到重视* =,=主要有两个与木薯
有关的产品标准&即 =TWRe EZ,8!&! +木薯茎
粉, -!).及 =TWReEZ,8!)*+食用木薯粉, -!+. &其中
氢氰酸是木薯类产品的特征性安全指标* 鉴于我
国木薯贸易和加工主要集中在木薯干和木薯淀粉
方面&粮食产品安全标准可参照 =,=的食用木薯粉
标准&增加食用木薯粉中总氢氰酸的限量要求* 直
接参照 =,=标准要求&可在保障木薯产品食用安全
性的同时避免对国际贸易造成阻碍*

近年来&我国开始大力推进马铃薯主粮化战
略 -!0. &标准修订过程中也有专家提出考虑马铃薯中

龙葵素的安全风险* 有研究表明 -$#. &成熟的马铃薯
中龙葵素的含量一般为 ) _!# IK1!## K&食用是安
全的* 当马铃薯由于贮存不当而变绿或发芽时&会
产生大量的龙葵素&当龙葵素的含量超过 $# IK1
!## K时&人服用后可能会导致中毒甚至死亡* 但鉴
于目前粮食储存已有一系列的管理要求&专门针对
粮食储运的强制性规范标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
食储运卫生规范,目前也已立项修订 -$!. &而且变绿
或发芽马铃薯从感官上也可识别* 因此&目前暂不
考虑制定马铃薯中龙葵素限量要求*
$’-’/"动物源性杂质指标的取舍

在该标准工作初期&起草组曾参照 =,=相关标
准提出增加粮食中动物源性杂质指标的设想&但随着
对我国粮食收购现状以及我国口岸粮食贸易管理现
状的深入调研&了解到如增加该指标可能会有增加农
民卖粮负担)加大杀虫剂使用)增加抽检成本等问题*

因此&在我国粮食供需将长期处于紧平衡状态-$$.的
情况下&需慎重考虑该指标增加的必要性*

据不同领域专家反馈&我国推荐性粮食产品标
准已设置了杂质指标&而我国粮食收购)贮存等各
个环节为了更好地控制粮食中杂质已采取了相应
措施* 在粮食收购和贮存环节&国内粮食收购入库
前粮库都会对粮食进行筛选整理&而且粮库储存时



! 0+""" !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7Q8RER9TU%8,VT((TTW7XYQR8R $#!* 年第 $+ 卷第 ! 期

也会通过适度的化学熏蒸控制害虫滋生&这些控制
措施同时可起到控制粮食中动物源性杂质危害的
目的* 在粮食加工环节&粮食加工企业会在粮食销
售前进行除杂)去霉)去黄米等一系列处理&这些处
理措施也会对动物源性杂质危害有所控制* 在粮
食贸易环节&粮食国际贸易的运输条件已有较大提
高&船舱基本是密封仓储状态且都会经过熏蒸杀
虫&口岸上粮食装卸也基本是机械全自动操作&不
会对粮食有人为的污染* 并且我国口岸一直对粮
食进行污秽物检验&可以及时发现粮食中动物源性
杂质污染的问题并采取相应处理措施* 在这样的
行业现状下&再增设动物源性杂质强制性指标造成
的新成本很可能会高于该指标带来的消费者健康
效益&可见设置强制性限量指标并不是控制该危害
因素的最佳手段*

/"小结
粮食产品标准在粮食收购)销售)调运)储存)

加工等流通环节都有举足轻重的作用&粮食产品标
准的体系构建&应是强制性的安全标准和推荐性的
质量标准并行 -$/. * 粮食标准的清理整合工作中充
分了解现行国内外粮食标准现状&结合我国粮食相
关政策&提出了适宜的粮食产品强制性标准&来保
障消费者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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