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辣木叶粉》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1工作简况 

1.1任务来源 

《辣木叶粉》行业标准制定项目是 2016年国家粮标准委下达的工作任务，负责起草

单位为昆明市粮油饲料产品质量检验中心（云南省粮油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站），标准起

草负责人为李维香，标准的共同起草单位还有云南省热带作物科学研究所、云南天佑科

技开发有限公司。 

1.2项目的目的意义 

辣木(Moringa oleifera Lam.)为辣木科辣木属植物，属小乔木植物，常绿或半绿叶，

原产印度和非洲东北部。我国引种辣木已有 100 多年历史，主要引种栽培的有印度传统

辣木、印度改良辣木和非洲辣木三个品种，主要分布在云南、贵州、广东、广西、海南

和台湾等省区。作为具有独特价值的热带作物，辣木的功能不断被人们认识、开发、应

用，并在世界范围内推广。 

中国辣木种植面积近 4万亩，排名全球第三，其中云南约 23000亩，为全国最大, 四

川约 3000亩，广东约 2000亩，福建约 1800亩。云南省辣木种植主要分布在楚雄、红河、

西双版纳、德宏、普洱、临沧、保山、丽江等州市的 30余个县市。目前，全省从事辣木

种植和开发的企业和合作社共有 30余个。同时，辣木产品繁多，主要包括辣木蔬菜、辣

木叶粉、辣木茶、辣木籽、辣木籽油、辣木面条、辣木含片、辣木咀嚼片、辣木面包、

辣木微丸、辣木营养豆腐、辣木营养饮料、辣木营养饼干、辣木营养奶粉等。目前，多

项研究已明确辣木在保健和药效方面的作用，其中功效成分已发现几十种。新型的保健

食品强调的是营养性与功能性，辣木的营养价值与保健功能正是这一特点的体现，而这

一特性在被人们了解、接受后逐渐发展成为热点并受到人们的追捧。辣木应用在保健食

品的深加工生产中，在为消费者提供一种全新保健品的同时，也为云南热区辣木产业的

发展提供了原料再生产，扩大了辣木原料的使用范围，增加农民收入，并带动其他食品、

医药、养殖业、农林等相关产业的综合发展。 

    辣木叶粉的用途非常广泛，可以作为营养补充物质直接食用，在医药上作为一些疾

病（高血压、高血糖、脚气等）的辅助治疗，还可以作为原料开发为上述提到的很多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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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产品，还可以用来制作饲料。我国有 13亿多人口，保障粮食的有效供给向来是我国政

府关注的焦点问题。尽管近年来，我国粮食实现“十连增”，但伴随着我国人口增长、

消费需求升级及环境污染等带来的粮食问题也日益突出。开发新资源食品是解决我国粮

食安全问题的出路之一。据营养学家测算，每人每天吃 25克左右的辣木叶粉（75克鲜叶），

可以基本满足人体一天的营养需求，可获取推荐标准的 42%蛋白质、125%钙、61%镁、41%

钾、71%铁、272%维生素 A和 22%维生素 C。按照我国人口需求来说，每年需辣木鲜叶 3510

万吨，约需种植面积 3500多万亩。 总之，辣木产品市场广阔，潜力巨大。 

同时，我国优质蛋白质饲料资源匮乏，严重制约着我国畜牧业的发展，而开发新型

植物性蛋白质饲料是解决此问题的有效途径之一。辣木是一种速生、高产、多功能且符

合优质蛋白质饲料标准的植物，在国外已广泛应用于反刍动物、单胃动物饲料中，其作

为畜禽饲料蛋白或饲料添加剂均能显著提高鸡、猪、牛、羊的总增重、平均日增重和饲

料转化率，进而提高了畜禽的生长速度，缩短了出栏时间，饲喂成本显著降低；同时，

辣木叶粉还有利于改善肌肉脂肪酸的含量，降低肉脂质氧化程度，提高瘦肉率，降低胆

固醇，肉、蛋、奶产量和品质明显改善。辣木叶粉不仅能提高干物质采食量，还可改善

畜禽的血液生理生化指标并保持氮平衡，辣木籽粗提物（粕）可以改善瘤胃发酵功能，

降低了瘤胃酸中毒的可能性，提高畜禽肌体的代谢能力，增强免疫力和抗病能力。辣木

叶对高血压、高血脂、糖尿病等有很好的辅助治疗效果，是三高患者辅助食疗食品。辣

木叶粉中含有多种氨基酸、矿物质及维生素，可以修复组织和机体损伤，纠正细胞功能，

对儿童成长非常有利。因此，辣木叶的开发与应用不仅能缓解蛋白质饲料资源紧缺的现

状，提高畜禽动物产品的产量和品质，还可以开发作为粮食、保健食品等资源使用，前

景广阔。 

作为新资源食品，辣木叶的开发和利用还有待进一步加强，产品质量也层次不齐，

加大以辣木叶粉为原料的产品开发，大力发展辣木产业，将会在解决生态安全、农村劳

动力和农民收入等方面产生一系列的关联效应，具有重大的社会意义。目前国内辣木叶

粉的销售处于粗放型，缺少统一标准，由于缺少质量评价，不利于辣木叶粉的后续开

发、利用。鉴于以上情况，制定《辣木叶粉》行业标准，有利于提高其产品质量，从而

推动整个辣木产业的良性发展。 

1.3本标准主要工作过程 

该标准制定任务下达后，即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明确了项目负责人及分工，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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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和制定了标准制订的工作方案，开展本标准起草的各项工作，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资料查阅→前期调研→样品采集→ 样品检测、数据验证→标准的起草制定→征求意见

→标准的完善修改→评审和研讨 

1.3.1资料查阅。 

为了保证标准的权威性，标准起草工作组查阅了大量的国内外科技文献和国际、国内

最新的标准目录，辣木叶粉有关方面的国际和国内标准的制修订情况，并对搜集到的辣木

叶相关方面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研究等，为本标准提供参考和依据。目前，查到一个行

业标准《辣木叶质量等级》标准号为 GH/T 1142-2017，但还下载不到相应的文本。查阅

到的部分有关辣木叶的相关文献如下： 

[1]刘忠妹，李海泉，许木果等. 3种辣木中氮、磷、钾、钙和镁元素含量的比较[J]. 热

带作物学报, 2016, 37(3):461-465. 

[2] 李嘉，胡诗羲，王荣香等. 不同辣木种质资源叶片营养元素含量分析[J]. 热带作物

学报, 2018, 39(1):034-039. 

[3] 刘忠妹，许木果，丁华平等. 不同品种辣木中微量元素的分布特征[J]. 中国农学通

报, 2016, 32(10):85-89. 

[4] 胡文涛，张晶，黄菊. 充分利用区位优势推进辣木产业整体进程[J]. 吉林农业, 2015, 

(24):19. 

[5] 孟相喊. 德宏州辣木产业发展现状、问题及对策[J]. 安微农学通报, 2015, 

21(2):49. 

[6] 郭刚军，龙继明，黄艳丽等. 多油辣木不同部位营养成分分析及评价[J]. 食品工业

科技, 2016, 37(22) :354-364. 

[7] 王和平，郑家概，张飞等.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辣木叶中的维生素 A[J]. 山东化工, 

2017, 46(2):61-63. 

[8] 矫健，陈伟忠，穆钰等.国内外辣木产业发展现状及思考[J]. 世界农业, 2015, 

(5):126-128. 

[9]杨东顺，樊建麟，邵金良等. 辣木不同部位主要营养成分及氨基酸含量比较分析[J]. 

山西农业科学，2015,43(9):1110-1115. 

[10] 董小英，唐胜球 .辣木的营养价值及生物学功能研究 [J]. 广东饲料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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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17(9):39-41. 

[11] 王小安，潘少霖，高敏霞等. 辣木嫩梢营养成分测定与分析[J]. 东南园艺, 

2016,(4):11-13. 

[12] 苏科巧，陶亮，黄艾祥. 辣木食品研究进展[J]. 农产品加工, 2015, (1):72-74. 

[13] 罗晓波，汪开毓，吉莉莉等.辣木叶的价值及其开发利用研究进展[J]. 资源开发与

市场, 2016, 32(11): 1362-1366. 

[14] 段丽丽，贾洪峰，赵美丽等. 辣木叶粉在曲奇饼干中的应用[J]. 粮食与油脂，2018, 

31(1):38-41. 

[15] 陈逸鹏，梁建芬. 辣木叶功效及相关成分研究进展[J]. 2016, 37(14):201-205. 

[16] 朱宝生，陈军，余远江等.辣木有效成分及其开发利用研究进展[J]. 轻工科技，2018, 

34(7):19-23. 

[17] 刘凤霞，王苗苗，赵有为等.辣木中功能性成分提取及产品开发的研究进展[J]. 食

品科学，2015, 36(19):282-286. 

[18] 樊建麟，邵金良，叶艳萍. 辣木籽营养成分含量测定[J].  中国食物与营养，2016, 

22(5):69-72. 

[19]吴頔，蔡志华，魏烨昕. 辣木作为新型植物性蛋白质饲料的研究进展[J].  动物营

养学报, 2013, 25(2):503-511. 

[20] 彭磊，田洋，解静等. 世界辣木发展现状及市场前景分析[J]. 世界农业, 2015, 

(9)：143-146. 

[21] 刘子记，孙继华，刘昭华等. 特色植物辣木的应用价值及发展前景分析[J].  热带

作物学报, 2014, 35(9):1871-1878. 

[22] 黄丽娜，程世敏，赵增贤等. 我国辣木产业发展的现状与前景[J]. 贵州农业科学，

2016, 44(7):104-107. 

[23] 初雅洁，符史关，龚加顺. 云南不同产地辣木叶成分的分析比较[J]. 食品科学, 

2016, 37(02):160-164. 

1.3.2前期调研。 

1、辣木的种植情况 

中国辣木种植面积近 4万亩，排名全球第三，其中云南约 23000亩，为全国最大, 四

川约 3000亩，广东约 2000亩，福建约 1800亩。云南省辣木种植主要分布在楚雄、红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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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双版纳、德宏、普洱、临沧、保山、丽江等州市的 30余个县市。目前，全省从事辣木

种植和开发的企业和合作社共有 30 余个，可查询到的辣木叶粉企业标准制作单位 20 余

个。同时，辣木产品繁多，主要包括辣木蔬菜、辣木叶粉、辣木茶、辣木籽、辣木籽油、

辣木面条、辣木含片、辣木咀嚼片、辣木面包、辣木微丸、辣木营养豆腐、辣木营养饮

料、辣木营养饼干、辣木营养奶粉等。 

2、综合开发利用辣木的企业情况 

（1）云南天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辣木科研、种植、收购、加工、销售为一体的

省级龙头企业、州级重点龙头企业。2016年与四川峨眉山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深度合作，

加速了云天佑辣木产业的布局和发展步伐。公司与德宏州政府、云南农业大学、云南省

高原特色农业产业研究院、中国-古巴辣木科技合作中心、共同打造《辣木绿色生态栽培

技术示范试验基地》1000余亩、发展农民合作社 1000余亩以满足公司原料需求，在芒市

帕底工业园区获工业用地 23.8亩，建设厂房 6900平方米，辣木科研工程中心 1600平方

米。 目前有 3大系列数十种辣木产品：辣木功能养生系列，有辣木睡片、辣木酵素、等；

辣木素食系列：有辣木面条，辣木高钙面，辣木功能面，辣木营养均衡剂，辣木素食补

充剂等；辣木伴手礼系列，有辣木茶，辣木普洱茶，辣木清肠茶，辣木酒，辣木鲜花饼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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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云南天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厂区 

 

图 2 云南天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辣木茶加工车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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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云南天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辣木叶粉加工车间 

 

图 4 云南天佑科技开发有限公司辣木产品展示间 

（2）云南熊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辣木种植、加工、销售为一体的新型生物科技

公司，在云南楚雄州建有万余亩辣木种植基地。主要的产品主要包括：辣木叶粉、辣木

面条、辣木茶、辣木酒和辣木精华等。 

（3）北京辣木精灵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综合科技型企业，是国内最早一批专业从事辣木

开发的企业之一。公司拥有云南、广东、广西、四川、印度、缅甸、肯尼亚共计 10万多

亩合作开发的辣木种植基地。公司立足于全球辣木市场合理整合调度优势资源，具备辣

木种植、萃取、成品加工、原料进出口、OEM等综合能力。辣木精灵已经和多家国际营养

研究所、生物科学院达成合作研发项目，为不断推出丰富的辣木产品做准备。产品主要

有食用辣木籽、辣木茶、辣木精粉、辣木片剂、辣木根、多用途辣木油（中国第一款辣

木油）等；即将上市的还有辣木生物净水机、辣木饲料、辣木营养饮料、辣木代餐粉、

辣木生物柴油等惠民产品。 

（4）海南木辣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辣木科研、种植、生产、经营为主的现代

http://www.mldswkj.com/
http://www.mldswkj.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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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高科技企业。公司建设有辣木种植示范基地，开展辣木种植资源的筛选、栽培技术的

研究，并以市场为导向研究开发辣木产品。辣木种质圃 10余亩，培育世界辣木资源品种

40余种，辣木种植合作示范基地 120亩，拟带动农户种植 2万亩。目前开发的产品主要

有辣木籽、辣木营养细面条儿童营养好消化面、辣木营养面条、辣木酵素饮液和辣木元

片等。 

（5）河南省国礼辣木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种植、加工与销售为一体的综合科技型公司，

是我国最早一批从事辣木开发的企业之一。如今拥有方城、南召二个直营种植基地及云

南、广西、印度、肯尼亚等多个合作开发的辣木种植基地。公司立足于全球辣木市场合

理整合调度优势资源，具备辣木种植、萃取、成品加工、原料进出口、OEM等综合能力。

目前公司自主研发上市的产品有食用辣木籽、辣木茶、辣木精粉、辣木片剂、辣木根、

多用途辣木油等；即将上市的还有辣木生物净水机、辣木饲料、辣木营养饮料、辣木代

餐粉、辣木生物柴油等惠民产品。 

（6）河南金辣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5 年，是一家从事以辣木产业为主体经营

业务的公司。目前公司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开展深度合作，力图在

辣木品种选育、种植推广、产品研发及深加工、市场营销等各环节打造集产学研、科工

贸为一体的辣木全产业链复合型生物科技公司。 

（7）广州天来宝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 2013年 3月，组建了在辣木种植、辣木特殊

医学用途配方食品的研发、辣木中草药创制、企业管理、市场营销等领域的专家、学者、

教授等 10余人的专家团队，联合广州万松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机构，对辣木产业上、

中、下游产业链进行了深度融合，通过结合互联网与实体平台的优势，将辣木产品推向

了全国各大中城市。目前已经上市的热销产品有辣木养生茶、辣木高钙全营养素、辣木

酵素、辣木陨石酒等全球独创产品，先后申请 4项与辣木产品研发有关的专利，并获得

授权 3项。公司在广东肇庆的封开县开辟了 1000多亩的辣木有机种植园，并建立辣木产

业化研究和示范基地，利用 3-5年的时间将该基地打造成新资源食品的国家产业基地和

有机食品交易中心，未来将在广东省从化市、湛江市、肇庆市等地区开发辣木综合产业

园、旅游观光养老及休闲养生等项目，以形成完整的辣木生态农业产业链。 

（8）红河谷辣木产业有限公司是 2014年 10月云南省政府在泛珠会招商引资注册成立，

集农林种植、生态养殖及生物产品研发生产为一体的新型集约化企业。现已被评为州级

农业重点农头企业、省级林业龙头企业。公司已在红河干热谷种植辣木 8000亩，年内达

万亩。公司按照“科学种植、有机种植”的原则，与印度泰米尔纳都农业大学以及中－

http://www.mldswkj.com/show.asp?id=1161
http://www.mldswkj.com/show.asp?id=1062
http://www.mldswkj.com/show.asp?id=1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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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辣木科技中心和云南热作所等国内科研院所合作，精心培育出“红河 1号”优质品种，

各项指标达到甚至超过原产地，已被省认定为“优良家系”和“优质种业基地”。公司

与古巴辣木专家友好往来，公司基地已作为“中——古辣木科技合作中心”红河谷实验

园。目前产品主要包括辣木籽、辣木籽油、辣木叶、辣木种子、辣木果胚油等。 

（9） 云南洪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是一家集种植、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大型农业

生物企业，现注册品牌以“洪歌”辣木系列、紫山药系列产品为主。公司总投资 6000多

万元，第一期已经投资 3600多万元，开工建设厂房 13000多平方米，并于 2013年 8月

份正式投产，其中设备投资 600多万元，有辣木粉加工生产线一条，生产车间全部按照

国家 GMP要求标准建设，总共建设包括 9000多平方米的标准化厂房 、研发中心、辣木

加工车间、山药加工车间等。 

1.3.2 样品收集、检测和数据分析 

在我国的主要辣木种植地采集了不同产地的辣木叶粉样品 12份，样品信息见表 1。

对辣木叶粉样品的感官进行了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2。对辣木叶粉的水分、灰分、蛋白质、

钙、铁、钾、总膳食纤维等指标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见表 3 。同时对部分安全指标（重

金属、农残、真菌毒素、微生物）做了检测，检测结果见表 4。 

表 1辣木叶粉样品信息表 

序号 样品编号 产地 
样品数量

(g） 
生产时间 

1 201805001 四川省会东县 500 
2018年 5

月 

2 201805002 楚雄元谋池边 500 
2018年 5

月 

3 201805003 德宏芒市 500 
2018年 4

月 

4 201805004 楚雄 500 
2018年 4

月 

5 201805005 丽江 500 
2018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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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样品编号 产地 
样品数量

(g） 
生产时间 

6 201805006 厦门 500 
2018年 4

月 

7 201805007 保山施甸 500 
2018年 4

月 

8 201805008 德宏西山 500 
2018年 4

月 

9 201805009 保山潞江 500 
2018年 4

月 

10 201805010 德宏盈江 500 
2018年 4

月 

11 201805011 临沧 500 
2018年 4

月 

12 201805012 四川攀枝花 500 
2018年 4

月 

 

表 2 12 个样品辣木叶粉的感官要求检测结果 

样品编号 
感官检测结果 

色泽 气味 组织形态 杂质 

201805001 浅绿色 

具有辣木叶粉应

有的气味，无异

味 

均匀粉末状，

无结块 

无肉眼可见的

外来杂质 

201805002 黄绿色 

具有辣木叶粉应

有的气味，无异

味 

均匀粉末状，

无结块 

无肉眼可见的

外来杂质 

201805003 绿色 

具有辣木叶粉应

有的气味，无异

味 

均匀粉末状，

无结块 

无肉眼可见的

外来杂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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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编号 
感官检测结果 

色泽 气味 组织形态 杂质 

201805004 绿色 

具有辣木叶粉应

有的气味，无异

味 

均匀粉末状，

无结块 

无肉眼可见的

外来杂质 

201805005 绿色 

具有辣木叶粉应

有的气味，无异

味 

均匀粉末状，

无结块 

无肉眼可见的

外来杂质 

201805006 绿色 

具有辣木叶粉应

有的气味，无异

味 

均匀粉末状，

无结块 

无肉眼可见的

外来杂质 

201805007 绿色 

具有辣木叶粉应

有的气味，无异

味 

均匀粉末状，

无结块 

无肉眼可见的

外来杂质 

201805008 绿色 

具有辣木叶粉应

有的气味，无异

味 

均匀粉末状，

无结块 

无肉眼可见的

外来杂质 

201805009 绿色 

具有辣木叶粉应

有的气味，无异

味 

均匀粉末状，

无结块 

无肉眼可见的

外来杂质 

201805010 绿色 

具有辣木叶粉应

有的气味，无异

味 

均匀粉末状，

无结块 

无肉眼可见的

外来杂质 

201805011 绿色 

具有辣木叶粉应

有的气味，无异

味 

均匀粉末状，

无结块 

无肉眼可见的

外来杂质 

201805012 绿色 

具有辣木叶粉应

有的气味，无异

味 

均匀粉末状，

无结块 

无肉眼可见的

外来杂质 

表 3 辣木叶粉样品理化指标检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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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 

编号 

蛋白质（干

基，%） 

灰分（干

基，%） 

水分

（%） 

总膳食纤维

含量（干

基，%） 

钙，

mg/kg 

钾，

mg/kg 

铁，

mg/kg 

201805001 29.2 11.0 9.4 28.9 7848 3141 440 

201805002 12.9 8.9 6.3 33.2 9219 2118 358 

201805003 32.5 12.1 5.1 33.4 9021 3625 261 

201805004 30.5 11.0 5.5 32.4 10300 2946 260 

201805005 31.0 11.9 4.9 20.6 10495 2051 318 

201805006 29.8 13.2 4.5 24.8 10939 2609 439 

201805007 30.4 11.0 6.3 19.5 11001 2266 143 

201805008 32.1 10.4 6.1 22.6 8061 3425 193 

201805009 33.0 12.9 3.9 21.3 11975 3345 284 

201805010 35.8 10.9 3.9 18.9 8879 3634 180 

201805011 24.9 10.7 4.6 19.0 9326 3012 143 

201805012 30.1 11.0 4.6 19.1 9444 2673 327 

 

表 4 辣木叶粉安全指标检测结果 

样品 

编号 

菌落总数

（CFU/g） 

沙门

氏菌 

金黄

色葡

萄球

菌 

黄曲霉

毒素B1

（μ g/k

g） 

呕吐

毒素

（μ g

/kg） 

铅

（m

g/k

g） 

镉

（m

g/k

g） 

铬

（mg/

kg） 

总砷

（mg/k

g） 

甲胺磷

（mg/k

g） 

敌敌畏

（mg/kg

） 

杀螟硫磷

（mg/kg） 

氯菊酯

（mg/k

g） 

氯氰菊

酯和高

效氯氰

菊酯

（mg/kg

） 

溴氰菊

酯

（mg/k

g） 

氰戊菊酯

和S-氰戊

菊酯

（mg/kg） 

多菌灵

（mg/kg

） 

20180500

1 
81000 

未检

出

/25g 

未检

出

/25g 

<0.03 <200 
0.0

30 

0.0

31 
0.34 0.058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20 

20180500

2 
6800 

未检

出

/25g 

未检

出

/25g 

<0.03 <200 
0.1

6 

0.0

39 
0.23 0.14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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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 

编号 

菌落总数

（CFU/g） 

沙门

氏菌 

金黄

色葡

萄球

菌 

黄曲霉

毒素B1

（μ g/k

g） 

呕吐

毒素

（μ g

/kg） 

铅

（m

g/k

g） 

镉

（m

g/k

g） 

铬

（mg/

kg） 

总砷

（mg/k

g） 

甲胺磷

（mg/k

g） 

敌敌畏

（mg/kg

） 

杀螟硫磷

（mg/kg） 

氯菊酯

（mg/k

g） 

氯氰菊

酯和高

效氯氰

菊酯

（mg/kg

） 

溴氰菊

酯

（mg/k

g） 

氰戊菊酯

和S-氰戊

菊酯

（mg/kg） 

多菌灵

（mg/kg

） 

20180500

3 
73000 

未检

出

/25g 

未检

出

/25g 

<0.03 <200 
<0.

01 

0.0

33 
0.52 0.80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20 

20180500

4 
40000 

未检

出

/25g 

未检

出

/25g 

<0.03 <200 
0.1

7 

0.0

66 
0.79 0.62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20 

20180500

5 
38000 

未检

出

/25g 

未检

出

/25g 

<0.03 <200 
0.2

6 

0.1

2 
0.84 0.53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20 

20180500

6 
45000 

未检

出

/25g 

未检

出

/25g 

<0.03 <200 
0.0

25 

0.0

76 
0.74 0.85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20 

20180500

7 
5400 

未检

出

/25g 

未检

出

/25g 

<0.03 <200 
0.0

97 

0.0

74 
0.67 0.17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20 

20180500

8 
99000 

未检

出

/25g 

未检

出

/25g 

<0.03 <200 
<0.

01 

0.0

33 
0.93 0.072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20 

20180500

9 
69000 

未检

出

/25g 

未检

出

/25g 

<0.03 <200 
0.0

24 

0.0

35 
1.1 0.14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20 

20180501

0 
54000 

未检

出

/25g 

未检

出

/25g 

<0.03 <200 
0.0

20 

0.0

51 
0.67 0.058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20 

20180501

1 
37000 

未检

出

/25g 

未检

出

/25g 

<0.03 <200 
<0.

01 

0.0

33 
0.74 0.10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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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 

编号 

菌落总数

（CFU/g） 

沙门

氏菌 

金黄

色葡

萄球

菌 

黄曲霉

毒素B1

（μ g/k

g） 

呕吐

毒素

（μ g

/kg） 

铅

（m

g/k

g） 

镉

（m

g/k

g） 

铬

（mg/

kg） 

总砷

（mg/k

g） 

甲胺磷

（mg/k

g） 

敌敌畏

（mg/kg

） 

杀螟硫磷

（mg/kg） 

氯菊酯

（mg/k

g） 

氯氰菊

酯和高

效氯氰

菊酯

（mg/kg

） 

溴氰菊

酯

（mg/k

g） 

氰戊菊酯

和S-氰戊

菊酯

（mg/kg） 

多菌灵

（mg/kg

） 

20180501

2 
4600 

未检

出

/25g 

未检

出

/25g 

<0.03 <200 
0.0

56 

0.0

41 
0.90 0.23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01 <0.20 

1.3.4 标准的起草制定及修改完善 

    本标准在以大量辣木叶粉样品检测研究汇总分析基础上，并参考相关文献资料和企

业标准，结合收集到的生产企业相关素材，于 2018 年 10 月份完成了该标准的征求意见

稿，为了充分说明该标准制定时对相关指标的制定依据，同时编制了该标准的编制说明，

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发给 30 余家相关的单位和企业进行了意见征求，收到意见反馈

40 余条，2018 年 10 月，对返回的征求意见进行汇总分析，经多次讨论形成采纳或不采

纳的意见和理由，并对标准文稿和编制说明进行了完善修改。 

2 标准的主要内容及制定依据 

2.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贯彻的总体原则是：以辣木产业的发展为目的，促进辣木产品加

工企业的发展。标准的制定遵守“安全性”、“适用性”、“可行性”、“前瞻性”、

“方便性”、“接轨性”等基本原则。 

辣木叶粉用来制作供人们食品的辣木制品的，所以，本标准首先考虑产品的“安全

性”；其次本标准的制定不仅要符合当前辣木相关产品市场状况，还须符合我国相关企

业的实际情况，具有“适用性”；第三，本标准满足不同发展水平的生产、流通企业检

测的“可行性”；第四，本标准充分考虑到企业、行业及国家经济的发展而应具有“前

瞻性”；第五，本标准考虑到执法部门质量监督、监测操作的“方便性”；第六，本标

准考虑企业参与国际市场竞争，国家标准与国际标准的“接轨性”等。 

本标准的结构、技术要素及表述方法是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GB/T 1.2-2002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部分：标准中规范

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规定的要求进行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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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标准主要内容 

2.2.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辣木叶粉的技术指标、质量分级、检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对标签、

包装、运输和贮存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以辣木的叶、芽及部分嫩枝条为原料，经分选、清洗、脱水、干燥、

粉碎、包装等工艺制成的辣木叶粉。 

2.2.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

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

于本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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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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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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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 5009.8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膳食纤维的测定 

GB 5009.9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铁的测定 

GB 5009.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钾、钠的测定 

GB 5009.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钙的测定 

GB/T 5490  粮油检验  一般规则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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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规定了辣木叶粉的定义。 

2.2.4 质量要求 

（1）质量指标 

根据文献查阅、企业调研及反馈的专家意见，我们将辣木叶粉的蛋白质作为主要定

等指标，将辣木叶粉分为两个等级。同时对灰分、水分、钙、钾、铁和总膳食纤维含量

等指标做出了限量规定。 

① 蛋白质 

“蛋白质”是反映辣木叶粉品质和营养的关键指标之一。因此，将辣木叶粉的粗蛋

白含量设定为定等指标。从表 3的结果中可以看出，蛋白质的检测结果平均值为 29.4%，

最大值为 35.8%，最小值为 12.9%。粗蛋白含量在 12.9~35.8%之间，其中我们认为 12.9

为异常值，因为除了 12.9%，其他最小的都是 24.9%。本标准中按粗蛋白含量设定了两个

等级，分别为一等：≥30.0%；二等：≥20.0%。辣木叶粉粗蛋白含量分布比例分别为：

≥30.0%占 66.7%，≥20.0%占到 91.7%，＜20.0%占 8.3%。 

② 水分 

通过企业调研了解到，辣木叶粉水分低于 8%时容易保存。同时，通过对所收集样品

进行检测发现，所收集的 12 个辣木叶粉样品的平均水分值为 5.4%，最大值 9.4%，最小

值 3.9%，除了第一个样品的水分 9.4%以外，所有的样品水分值≤8.0%。考虑到水分高的

样品不易保存，结合企业实际及调研情况，本标准将辣木叶粉的水分限定为≤8.0%。 

③ 灰分 

食品的总灰分含量是控制食品成品或半成品质量的重要依据，同时是评价食品是否

卫生，有没有污染、掺假及评价食品营养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辣木叶粉中总含有丰富

的各种元素，比如钙、铁、钾等，因此灰分含量相对较高。12个样本中，灰分含量在

8.9%-13.2%之间，平均值为 11.2%，除了其中一个样品的灰分含量为 13.2%以外，其余样

品的含量均在 13.0%以下，故把灰分设定限值小于等于 13.0%。 

④ 总膳食纤维含量 

膳食纤维是健康饮食不可缺少的，纤维在保持消化系统健康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同时摄取足够的纤维也可以预防心血管疾病、癌症、糖尿病以及其它疾病。经过我们前

期的调研、文献查阅以及实际样品检测分析，我们发现辣木叶粉含有较高的膳食纤维，

因此本标准将膳食纤维列为辣木叶粉的质量指标之一。根据 12个样品的检测结果，膳食

http://www.so.com/s?q=%E9%A3%9F%E5%93%81&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80%BB%E7%81%B0%E5%88%8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80%BB%E7%81%B0%E5%88%86&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B4%A8%E9%87%8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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纤维的含量范围在 18.9-33.4%之间，平均值为 24.5%，所有样品的结果均大于 15.0%，因

此本标准将总膳食纤维的含量设定为大于等于 15.0%。 

⑤ 钙、钾、铁 

通过我们前期的实际检测和文献查阅等方式发现，辣木叶粉中营养元素含量很丰富，

其中尤以钙、钾、铁最为突出。因此，本标准将辣木叶粉的这三种因素列在了其质量指

标中。在 12个样品中，钙的含量在 7848-11975mg/kg之间，平均值为 9709mg/kg，所有

样品的值均大于 8000mg/kg，因此本标准将钙的含量设置为大于等于 8000mg/kg。钾的含

量在 2051-3634mg/kg 之间，平均值为 2904mg/kg，所有结果均大于 2000mg/kg，因此本

标准将钾的含量设置为大于等于 2000mg/kg。铁的含量在 143-440mg/kg之间，平均值为

279mg/kg，所有结果均大于 130mg/kg，因此本标准将铁的含量设置为大于等于 130mg/kg。 

（2）感官要求 

根据我们对 12个样品的感官检测结果，将感官要求分为四个部分（色泽、气味、组

织形态、杂质），具体规定为具有产品应有的浅绿色或黄绿色、具有辣木叶粉应有的气

味，无异味、均匀粉末状，无结块、均匀粉末状，无结块，同时在标准文本中规定了检

验方法。 

2.3 食品安全要求 

我们对 12个样品的部分安全指标进行了检测，检测结果见表 4。通过企业调研了解

到，微生物指标是企业重点监控的指标之一。微生物是衡量食品卫生质量的重要指标之

一，也是判定被检食品能否食用的科学依据之一，同时通过食品微生物检验，可以判断

食品加工环境及食品卫生环境，能够对食品被细菌污染的程度做出正确的评价，为各项

卫生管理工作提供科学依据，提供传染病和人类，动物和食物中毒的防治措施。因此，

本行业标准根据我们的实际结果对菌落总数的限量值进行了规定。12个样品中，菌落总

数范围在 4600到 99000CFU/g之间，所有的结果均小于 100000CFU/g。因此将菌落总数限

定为小于等于 100000CFU/g。其它测定的所有指标均需符合 GB 29921、GB 2715、GB 2761、

GB2762和 GB 2763以及国家有关标准、规定。 

2.4 检验方法 

本标准规定了感官指标的检验方法，对其他指标的检验方法也做了明确规定，采用

的均是国家标准。 

2.5 检验规则 

本标准规定的检验规则包括检验的组批和抽样、出厂检验、型式检验、判定规则四个

http://www.so.com/s?q=%E9%A3%9F%E5%93%81%E5%8D%AB%E7%94%9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A3%9F%E5%93%81%E5%8D%AB%E7%94%9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8C%87%E6%A0%87&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A3%9F%E5%93%81&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9%A3%9F%E5%93%81%E5%8A%A0%E5%B7%A5%E7%8E%AF%E5%A2%83&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4%BC%A0%E6%9F%93%E7%97%85&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4%BA%BA%E7%B1%B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8A%A8%E7%89%A9&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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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内容都作了具体说明。 

2.6标志、标签、包装、贮存和运输的确定依据 

包装储运标志采用 GB/T 191的规定；产品标签采用 GB 7718和 GB 28050的规定。包

装材料、容器应清洁、无毒、无异味，应牢固、不产生撒漏，应符合相关食品安全标准

的规定。运输工具应清洁，不得与有毒、有异味、有腐蚀性、有污染性等有害物质混运。

防止日晒、雨淋、受潮、污染、挤压、碰撞和标签脱落。产品应贮存在阴凉、通风、干

燥的地方，防潮、防霉变、防虫蛀。严禁与有毒有害物质混贮、混放。 

3 技术经济论证及预期的经济效果 

（1）经济效益 

目前，全国辣木种植面积据不完全统计约有 4 万多亩，按平均亩产 1 吨估算，每年

的辣木鲜叶产量将达 4 万多吨。利用辣木鲜叶生产的叶粉是多种辣木产品加工的必备原

料，制定《辣木叶粉》行业标准，可以规范企业安全生产，提升产品品质，实现较高的

原料附加值，确保产品质量安全，提高消费者的认知度，促进辣木叶粉的规模化、标准

化生产，扩大市场份额，进而促进农民增收。因此，该标准的制定与应用实施对辣木产

业具有十分显著的经济效益。 

（2）社会效益 

我国地处热带、亚热带的地区，有云南、海南、广东、福建等部分地区适合种植辣

木。《辣木叶粉》行业标准的制定可以保证辣木叶粉产品质量，规范销售市场，辣木种

植者所获取的辣木鲜叶销售才有保障，才能提高种植者的生产积极性。该标准可为辣木

产品的开发与生产提供稳定的原料来源，进一步延长产业链，解决更多人员的就业问题，

促进增收，有利于促进我国辣木种植区的社会稳定与发展。因此，该标准的制定与实施

具有很好的社会效益。 

4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制定，与国家相关强制性标准无矛盾和冲突，符合国家的法律、法规。 

5 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定为推荐标准。 

6 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首先应在实施前保证文本的充足供应，让每个使用者都能及时得到文本。这是

保证新标准贯彻实施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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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发布后、实施前应将信息在媒体上广为宣传。  

（3）实施的过渡期宜定为 6个月。 

7 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 

                                        《辣木叶粉》行业标准起草工作组 

                                                  2018年 10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