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稻米质量安全管理与溯源技术规范》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大米消费量占我国谷物消费总量的 60%以上，是我国最重要的主食原料，其质

量安全会严重影响国民健康水平，因而受到广泛关注。项目建立稻米全产业链质量

安全信息管理规范、质量安全智能管控规范、质量安全在线危害分析、风险评估与

双向溯源规范，构建稻米食品质量安全现代管理体系，为我国稻米主食的质量安全

提供可靠保障。根据中国粮油学会 2019 年度下达的团体标准立项公告，国粮武汉

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组织逐步开展《稻米质量安全管理与溯源技术规范》团体

标准的编制工作。 

1.2 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 

国内外对建立的相关标准主要集中在对稻米质量进行规范，但是缺少系统性稻

米质量安全管理技术指导性规范。如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在 ISO7301 中第一部分

对稻米品质标准进行系统描述，而食品法典委员会（CAC）规范标准中大米标准与

ISO 的标准基本类似，针对最能代表稻米质量特征的指标设置合理限值，进行强制性

执行。国内对稻米质量安全的管理主要是通过分别对稻米种植、仓储、加工、流通

等过程具体指标进行要求量化的单个标准，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1.3 标准主编单位和参编单位、人员及分工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国粮武汉科学研究设计院有限公司。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华中农业大学、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供销粮油

有限公司、福娃集团有限公司、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湖北金银丰粮食储备

有限责任公司、东港市五四农场米业有限公司、吉林裕丰米业股份有限公司、黑龙

江省北大荒米业集团有限公司、舒兰市吉米粮食有限责任公司。 

表 1 标准起草人员及分工 

姓名 单位 分工 

赵思明 华中农业大学 标准整体框架搭建、标准编制及相关实验的设计和组织

管理工作；本标准主编。 

谢健 国粮武汉科学研究设计院 参与整体框架搭建、标准编制及相关实验的设计和组织



有限公司 管理。 

张宾佳 华中农业大学 参与标准术语和定义、大米生产全产业链节点、风险评

估、溯源等部分的编制。 

程科 国粮武汉科学研究设计院

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术语和定义、大米生产全产业链节点及数据、

风险评估、溯源等部分的编制。 

林利忠 金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产业链节点设定、溯源等部分的编制。 

贾才华 华中农业大学 参与标准术语和定义部分、风险评估、溯源、管理软件

等部分的编制。 

陈静波 中国供销粮油有限公司 参与术语和定义、大米生产全产业链节点及数据等部分

的编制。 

杨喜华 国粮武汉科学研究设计院

有限公司 

参与大米生产全产业链节点及数据部分的编制。 

牛猛 华中农业大学 参与标准风险评估、溯源、管理系统、管理软件部分的

编制。 

慕容政 中国供销粮油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术语和定义部分的编制。 

柳会龙 福娃集团有限公司 参与标准术语和定义部分的编制。 

聂蓬勃 湖南粮食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参与大米生产全产业链节点部分的编制。 

蒋修清 湖北金银丰粮食储备有限

责任公司 

参与大米生产全产业链节点部分的编制。 

丛卓林 东港市五四农场米业有限

公司 

参与大米生产全产业链节点部分的编制。 

刘宏权 吉林裕丰米业股份有限公

司 

参与大米生产全产业链节点部分的编制。 

刘咏梅 黑龙江省北大荒米业集团

有限公司 

参与大米生产全产业链节点部分的编制。 

蔡雪 舒兰市吉米粮食有限责任

公司 

参与大米生产全产业链节点部分的编制。 

1.4 主要工作过程 

在本规范研制过程中，召开多次工作组内研讨会，并邀请食品质量安全管理、

企业信息化、人工智能、风险评估、溯源系统等方面的专家和企业对规范进行技术

指导。在华中农业大学组织下召开征求意见会，邀请行业专家针对规范内容提出相

关的修改建议。之后规范起草组后将对标准内容进行修改和完善，形成《稻米质量

安全管理与溯源技术规范》文件。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的主要内容的论据 

2.1 编制原则 

本规范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

要求和规定编写本规范内容。本规范应具有科学性、先进性。同时应充分考虑现阶

段我国稻米质量安全管理的实际情况和描述需求，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2.2 标准的主要内容的论据 

2.2.1 技术指标、参数设置 

根据稻米全链条关键节点的信息设置相关检测指标及其采集周期。种植和田间

管理节点的技术指标设置依据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

标准、GB/T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等国家标准；收

储、干燥环节的技术指标依据 GB 1350 稻谷、GB/T 21015 稻谷干燥技术规范等，

并且仓储规章制度应符合 GMP 规范；加工节点应依据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1488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GB 

968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用添加剂使用标准，成品米还应符合

GB/T 1354 大米中规定的指标，此外，加工规章制度应符合 GMP、HACCP、ISO、

SSOP 规范。 

2.2.2 风险评估 

大米质量安全的风险评估算法依据相对风险值、风险指数和综合风险指数来评

价，进而确定风险等级，做出相应的应对措施。 

（1）单项指标的相对风险值为：Pji=
a

b
 

式中：Pji—第 j 个节点第 i 个指标的相对风险。 

a—指标关键限值；b—为实测值；j—第 j 个节点；j=1,2,3,…,m。m 为节点个数；

i—第 j 个节点的第 i 个指标；i=1,2,3,……,n。n 为指标个数。 

当 Pji﹤1 时，该单项指标检测合格；当 Pji≥1 时，该单项指标检测超标。 

（2）节点的风险指数，采用最大值法：Fj=[Pji]max 

Fj—第 j 个控制点的风险指数；Pji—第 j 个节点第 i 个指标的相对风险。 

（3）全链条的综合风险指数，采用最大值法：F=[Fj]max 

Fj—第 j 个控制点的风险指数；F—全链条的综合风险指数。 



风险等级的确定根据公式 D=0.4A+0.2B +0.4C，其中 A、B、C、D 代表的含义

具体见表 2，且 A、B、C、D 分值依据相对风险值确定。最后可将风险等级划分为 1

级、2 级、3 级和 4 级，风险等级及其描述如表 3 所示。 

表 2 风险状态描述表 

分

值 

危害程度，

A 
发生频率，B（次/年） 毒理学风险，C (分值见附录)  

高 ≥0.9 已知会发生；经常发生。≥1 
急性、亚急性或慢性危害后果。

≥0.9 

中 0.7~0.9 可能发生；曾经报道过。0.6~1.0 

导致较轻微的疾病或健康隐患；

导致产品召回或顾客投诉。

0.7~0.9 

低 ≤0.7 
几乎不可能发生；不应该发生。

≤0.6 
微不足道的，最小的影响。≤0.7 

注：节点的危害程度 A 为该节点的风险指数 Fj；成品的危害程度 A 为综合风险指数。 

表 3 风险等级及其描述表 

风险等级 4 级 3 级 2 级 1 级 

风险描述 低风险 中等风险 高风险 极高风险 

风险得分 D < 0.7 0.70~0.79 0.80~0.89 ≥0.90 

其他条件 A < 0.8 A< 0.9 A≥0.9，B≥1 B≥2，或 A≥1，或 D≥0.8 且 C≥0.9 

2.2.3 编码设计和溯源 

根据目前溯源技术的不断完善，首先，将稻米全链条或各节点的信息编制成标

准化代码，进行产品相关的编码设计，通过“大米质量安全管理与溯源系统”平台，

实现“一物一码” (或“一批一码”)正向溯源和反向溯源。其中溯源包括产品编码(二维

码、FRID 码)、追溯信息(质量安全信息)、产品路径(产业链节点)、追溯工具(电子阅

读器、手机)等要素。并且，溯源效果评估应包括溯源指标的数量（至少包括安全性、

营养性、环境、工艺、管理等 5 类信息）；产业链信息节点的数量（至少包括全产业

链原料、仓储、加工、流通、消费等 5 个以上主节点）；产业链信息节点的密集程度

或者节点间的距离，以及采样频率（据实际情况确定）；溯源准确度（95%以上）等

指标。 



2.2.4 管理系统 

在区块链、物联网、云计算等先进技术的基础上，实现全产业链节点数据的采

集、分析与应用，进而构建“云管端”，即在“端”(现场)采集原始数据，具有手工、智

能传感器的等输入方式，并存储于本地；在云端进行数据处理和智能计算，包括数

据的多源数据共享与异构数据的融合等；在“管”(管理端)进行企业管理。最终，通过

互联网进行区块链数据存储，建立“大数据云平台”，实现风险多级评估、预测预警

预报、追踪溯源、质量安全事件处置等。并且大米质量安全管理与溯源系统已在金

健米业股份有限公司、福娃集团有限公司等骨干大米企业试应用。 

三、主要试验（验证）的分析、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项目组开发全链条食品质量安全智能管控、食品安全大数据、食品生产全产业

链安全风险综合评估等创新技术，开发基于食品安全大数据和互联网的一体化食品

安全管控云平台，取得了系列成果。关于数据采集，大米质量安全全产业链各个节

点的相关指标的部分采集可进行自动化采集上传，已经可通过相关传感器实现，数

据自动采集率达到 30%（各节点的平均值）；风险评估算法的分析与验证，基于实验

室硕士研究课题“大米全链条质量安全风险评估与溯源技术研究”进行大米风险评估

算法合理性验证，采用实验模拟数据，对比大米风险评估风险指数和综合风险指数

取最大值和平均值的实验结果，通过风险指数概率图发现采用最大值算法可以进行

可靠的风险评估与预警，虽然采用最大值算法可能会提高管理成本，但是可以最大

程度上保证大米产品的安全性。 

目前国内外通过建立相关的食品质量安全管理机构、指导企业建立现代化质量

管控系统、溯源系统等信息化手段实现对食品质量安全的监督与控制。然而，高价

值信息被少数机构掌控，选择性的公开、屏蔽或篡改信息等行为造成的信息不对称，

现有技术无法准确高效地实现食品安全事件的预测与溯源，食品安全事件仍时有发

生。随着区块链、人工智能、互联网等技术的发展和应用，建立大米质量安全体系

和技术规范，以克服现有技术、系统或方案的不足，满足社会需求。 

建立大米质量安全管理与溯源系统的有关技术规范：通过设计大米全产业链信

息采集系统，建立大米全产业链质量安全数据管理规范；建立大米质量安全管控的

“云管端”构架规范；建立大米双向溯源技术及溯源平台建设的规范。基于此实现大

米质量安全的高效的管控目标，通过优化信息结构、建立全息数据库、实施管理自

动化，不断完善和提高大米质量安全体系，促进稻米产业的健康发展。在大米加工



企业应用示范，能够形成一批具有国际先进水平和广泛影响力的大米质量安全管控

成果，对保障大米质量安全、提高人民健康水平、促进大米产业发展等具有重要意

义。此外，通过规范质量安全管理制度，提高了生产管理效率，降低了生产管理成

本，提高了大米食品安全信用，增强了消费者的食品安全信心。 

四、标准涉及的相关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知识产权归研制单位所有，没有知识产权争议。 

五、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相关内容。目前我国还没有制定大

米全产业链质量安全技术规范，但颁布有关于稻米种植、加工、运输等方面的技术

规范。且本规范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的国家标准。有助于《食品安全法》

等相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执行。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为首次针对大米全产业链质量安全管理与溯源技术规范制定，为推荐标

准，可先在一些示范性企业中推行，并逐渐带到行业内其他大米生产企业积极实施

本规范。将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改进一年反馈起草单位进而对该规范进行修订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