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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标准由中国食用菌协会提出并归口，标准名称为《灵

芝孢子粉水提取物》。 

（二）标准编制的背景、目的和意义 

我国灵芝产业虽然逐渐进入智能化、工厂化栽培，但灵

芝及孢子粉深层次的高端研究与与欧美、日本等发达国家相

比较，仍然落后不少。近年来，以灵芝孢子粉为原料，开发

出众许多保健食品，但大部分都是以灵芝破壁孢子粉和灵芝

孢子油为主或以灵芝破壁孢子粉为原料进行配伍而成的其

他剂型产品。 

在这种大背景下，对灵芝孢子粉深入研究，经过水提取

灵芝孢子粉中的有效成分，为深入开发新的保健食品提供技

术支持。进一步促进灵芝行业的发展。 

（三）编制工作过程 

（1）项目启动 

2018 年 10 月-11 月，通过中国食用菌协会的团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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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修订工作程序进行立项，并正式成立标准起草组，确定标

准名称为《灵芝孢子粉水提取物》。 

（2）资料收集与标准草案确立 

 2018 年 10 月开始收集、整理与灵芝孢子粉水提取物生产

相关的标准化资料、专业文献等，为本标准的编制提供参考。

分析和参考的资料主要有：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 

——GB 47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GB 4789.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萄球菌检验 

——GB 478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霉菌和酵母计数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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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0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 

——GB 5009.2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多元素的

测定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12728-2006 食用菌术语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2005]年第 75 号《定

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 年版 

在上述资料研究的基础上，标准起草组对上述文献分析

工作，标准起草组形成了标准草案稿（V1.0）。通过内部相

关专家交流，起草组共同完成了对标准草案稿（V1.0）的修

改，最终形成标准草案稿（V2.0）。 

2018 年 10 月 23 日-10 月 26 日，就标准草案稿 1 稿

（V2.0），起草组一行在江西庐山、浙江武义进行了内容讨论

和交流，相关单位积极反馈并形成一些修改意见。同时，起

草组相关人员也结合讨论意见不断对标准内容进行修改，通

过次反馈形成了草案稿 2 稿（V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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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18 年 12 月 3 日，起草组通过多种信息化方式，进

行了标准研讨，对标准内容进行了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1 稿（V1.0）。 

2018 年 12 月 8 日，由中国食用菌协会组织，在北京召

开了标准征求意见会，来自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环境

保护研究所食用菌研究室、吉林农业大学、江苏香如生物科

技股份有限公司、上海雪榕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等专家及

起草单位代表对标准内容逐条进行了讨论，并形成关键修改

意见 12 条。会后，起草组按照会议讨论意见对标准文本进

行了修改，形成了征求意见稿 2 稿（V2.0）。 

2019 年 1 月至 7 月，由中国食用菌协会组织，起草组

内部针对专家意见再次进行了全面修改，最终形成了征求意

见稿（V3.0）。 

三、团体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研制是以能够真正对灵芝孢子粉水提取物生

产起到指导作用为目的。 

本标准的编制是按照 GB/T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和规定开展的。 

本标准应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同时应充分考虑到现阶

段灵芝孢子粉水提取物生产技术发展情况和趋势等方面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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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可行性和需求，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四、标准主要内容 

（一）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灵芝孢子粉水提取物的技术要求、试验方

法、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灵芝孢子粉水提取物。 

（二）技术要求 

为了更好的控制灵芝孢子粉水提取物的质量。本章节主

要是结合相关标准规范从原辅料、感官、理化、安全、含量

等方面来进行要求的。 

（三）试验方法 

对于实现灵芝孢子粉水提取物的质量检验所需的试验

方法。本标准通过从感官、杂质、水分、灰分、多糖、微生

物等方面提出了一系列检验要求。 

（四）检验规则 

对于灵芝孢子粉水提取物的产品检验是一项重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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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制工作。本部分对于出厂检验、型式检验、组批、抽样方

法和抽样数量、判定规则进行了要求。  

（五）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结合灵芝孢子粉水提取物生产全流程，以可操作、可实

施为目标，对各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提出一些具体要求。 

五、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本标准为首次自主制定，不涉及国际国外标准采标情况。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和强制性国家标

准的要求，本标准有助于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GB 4789.3 《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计数》、GB 4789.4 《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GB 

4789.1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金黄色葡

萄球菌检验》、GB 478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

物学检验 霉菌和酵母计数》、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GB 500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中灰分的测定》、GB 5009.2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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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多元素的测定》、GB 5749《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等强制

性国家标准的实施。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八、贯彻团体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针对灵芝孢子粉水提取物制定的团体标准，

建议率先在参与标准制定的企业中依据本标准进行应用实

施，再逐渐推广到协会内其他相关企业,并将实施过程中出现

的问题和改进建议反馈起草组，以便对本标准进行修改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