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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绿素粉》行业标准编制说明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1-11 

 

一、 工作概况 

1、立项及任务来源 

本项目是根据《工业和信息化部 2020 年第三批行业标准制修订和外文版项

目计划》（工信厅科函〔2020〕263 号），计划编号为 2020-1308T-QB，项目名

称“麦绿素粉”，主要起草单位：杭州博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食品发酵

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江苏博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等，计划应完成时间 2022

年。 

2、主要工作进展 

（1）预研阶段 

2019 年 12 月，由杭州博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出项目需求，特殊膳食

标委会和杭州博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共同对行业情况、标准可行性、科学性

等方面进行研究。 

（2）起草（草案、论证）阶段 

2020 年 1 月-2021 年 12 月，特殊膳食标委会组建起草工作组，并开展了麦

绿素粉食品行业调研工作。通过此次调研工作，完成标准起草工作组组建工作，

并摸清我国麦绿素粉产业发展现状。 

2020 年 12 月至今，起草单位经过多次交流，就标准制定思路、标准框架、

工作分工进行了讨论，并形成标准制定工作方案，完成样品收集、数据测定和收

集、草案编写等工作。 

2021 年 4 月在北京召开麦绿素粉标准启动工作会议，会议重点讨论了麦绿

素粉的定义、分类、感官要求、理化指标等标准制定内容，并达成一致意见，并

对国内外样品进行分析检测。 

2021 年 5 月-11 月，起草组经过多轮电子邮件交流，形成标准草案。 

（3）征求意见阶段 

经标委会秘书处同意，2021 年 X 月 XX 日，发送到行业向有关单位广泛征

求意见。截止 2021 年 XX 月 XX 日，共发函 XX 个单位，收到 XX 个单位回函，

http://219.239.107.155:8080/TaskBook.aspx?id=QBCPZT155220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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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 XX 个单位提出了 XXX 条意见或建议，采纳 XX 条，未采纳 XX 条。 

（4）审查阶段 

2021 年 XX 月 XX 日，全国食品发酵标准化中心在北京组织召开大麦嫩苗

粉行业标准审定会，     。 

（5）报批阶段 

2021 年 XX 月，根据会审意见和建议，秘书处及工作组对标准“送审稿”作

进一步修改。形成完善的标准“报批稿”、编制说明及其他相关文件后上报，完

成报批工作。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作的工作等 

本标准由麦绿素粉标准工作组完成，主要单位成员包括 XXX，XXX，XXX。 

主要成员：  

所做的工作：XXX 任工作组组长，主持全面协调工作。XXX 为本标准主要

持笔人，负责本标准的起草、编写。XXX 为组员负责收集、分析国内外相关技

术文献和资料，并对生产现状和发展情况进行了全面调研。仇凯负责对各方面的

意见及建议进行归纳、分析。XXX 负责本标准其他材料的编制。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制订符合产业发展的原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

性的原则以及标准的目标、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原则来进

行本标准的修订工作。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主要按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

准的结构和编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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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编写。本标准制订过程中，主要参考了以下标准

或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478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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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铅的测定 
GB 5009.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GB/T 5009.171 保健食品中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的测定 
GB/T 6543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6740-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保健食品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2、 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2.1 国内外市场调研情况分析 

我国对大麦苗（叶）功能的发现和利用历史悠久，最早发现于明代李时珍的

《本草纲目》，其论述麦苗“气味辛寒、无毒。主治消酒毒、暴热，酒疸、目黄，

捣烂绞碎滤服之，又解盅毒；煮汁滤服，除烦闷，除时疾狂热，退胸膈热，利小

肠。作苗食，甚益颜色。大麦苗（叶）粉主要的作用是弥补日常蔬菜摄入量不足

所带来的问题，具体的就是纤维素、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一些植物营养素的缺乏

所带来的问题，例如便秘、易疲劳、抵抗力低下、机体氧化加快等。 

麦绿素由日本荻原义秀医药博士首先提出，并于 1991 年在美国华盛顿州建

成麦绿素生产基地。美国著名的医学和营养学专家史娥普博士，自麦绿素在美国

诞生之时就开始系统地对麦绿素进行了研究，发现麦绿素具有增强耐力和体力、

调节血脂、抗氧化、抗炎、抗过敏、降低胆固醇、降血糖、增强酒精耐受力等作

用，并著有《大自然神奇的返老还童剂--大麦的嫩苗》一书。由于麦绿素产品的

纯天然，迎合了人民回归自然的追求，所以很快就在北美、欧洲、东南亚、澳大

利亚和香港风靡起来，短短几年（至 1996 年），销售额就突破了 20 亿美元。 

麦绿素因其营养物质丰富，可以辅助治疗营养不良等问题，符合国家健康发

展纲要中指出的，还营养治疗于一线治疗，预防疾病而不是治疗疾病，让更多的

国民得到绿色天然的营养。随着麦绿素行业的发展，国家政策及国民对绿色天然

健康产品的需求，麦绿素在营养保健方面的作用越来越得到消费者的认可和喜爱，

麦绿素粉在中国的市场容量将突破百亿元人民币。主要生产企业包括中国麦绿素

创始公司——杭州博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江苏博可生物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北京博可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 

随着麦绿素行业的发展，消费者对于绿色天然产品的需求逐步增强，市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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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种类似于麦绿素的产品开始不断涌现。市面上出现的产品大部分为大麦苗（叶）

经脱水干燥、超微粉碎加工而成的产品，在脱水干燥的过程中，大麦苗（叶）中

活性酶、生物黄酮类物质、维生素等营养成分容易被破坏或流失。而麦绿素粉是

从大麦苗（叶）破壁榨取汁液得到的，这一工艺极大地减少了营养物质的损失，

与直接干燥的产品有很大区别。并且，市场充斥小麦苗粉以及非麦绿素生产标准

的大麦苗冒充麦绿素，更有其他不同形态的蔬菜粉合成色素调成绿色充当麦绿素

粉。这些造假都有可能对食品安全造成危害。 

本标准的制定重点解决麦绿素粉质量标准缺失问题，对麦绿素粉进行统一的

规范，保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保护人民健康，规范促进特殊膳食产业的发展，

推动麦绿素在植物营养领域的研究、发展和应用，帮助加快行业健康发展，规同

时为市场监管提供有力保障。 

麦绿素粉作为一种具有营养功能特性的食品，符合“2035 健康中国”战略和

“十四五”期间围绕大健康、大卫生和大医学的健康食品产业等提出的战略。同

时，《中国制造 2025》（国发〔2015〕28 号）中指出，加强标准体系建设，提

高国家制造业创新能力；健全产品质量标准体系、政策规划体系和质量管理法律

法规。此标准的制定有利于促进市场需求和产业发展，符合《中国制造 2025》

（国发〔2015〕28 号）中的方针。 

 

2.2  麦绿素粉主要生产工艺 

常温真空干燥是干燥技术领域中科技含量高、同时也是干燥方法中设备要求较高、

干燥成本较经济的一种方法 ，具有色泽好、营养成分损失少等优点。 

 

2.3  麦绿素粉定义 

本标准涉及的麦绿素粉指的是以新鲜大麦嫩苗为原料，经预处理、清洗，经

细胞破壁取之汁液，再经常温浓缩、喷雾干燥得到的深绿色粉末，用作食品加工

用原料。 

调研目前市场上的以麦绿素为原料制成的产品及配料见表 1。 

鲜麦
苗

挑选
除杂

清洗 破碎 榨汁 浓缩
喷雾
干燥

检验 包装 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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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市售麦绿素粉产品及配料表 

品牌 产品名称 产品配料表 

博可生物（中国） 博可牌麦记片 麦绿素粉（100%） 

纽维兹 纽维兹麦绿素片 越冬大麦苗提取物（麦绿素粉）、低聚木糖 

金巴开 金巴开麦绿素片 大麦嫩叶（麦绿素） 

绿手指 绿手指麦绿素片 100%鲜大麦嫩苗汁浓缩粉 

禾蓓 
禾蓓麦绿片麦绿

素咀嚼片 
麦绿素粉、低聚木糖 

麦绿宝 麦绿宝牌清乐片 
大麦苗、麦芽糊精、硬脂酸镁、羟甲基纤维

素钠 

Garbens 
Organic Barley 

Grass 
大麦苗粉（英文：Barley Grass Powder） 

MAGMA(美国） 
Green Magma 

Green Foods  
麦绿素粉、麦芽糊精、糙米粉 

BARLEY GREEN

（美国） 

Barley Green 

Premium 
麦绿素粉、麦芽糊精、糙米和巨藻提取粉 

 

2.4 感官要求 

起草组通过对比国内外样品感官要求对比分析研究，提出下列要求。 
项目 要 求 

色泽 呈深绿色 

滋味、气味 具有本品特有的滋气味、无异味 

组织形态 粉末状、细腻无结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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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质 无肉眼可见的外来杂质 

 

2.5 主要理化指标研究及制定 

起草组通过对国内外市场分析、生产质量控制调研、产品分析，通过设置水

分、灰分、蛋白质、SOD 活力和总黄酮为主要理化指标，其中水分、灰分作为产

品加工水平控制指标，蛋白质、SOD 活力和总黄酮作为产品质量特征性指标，反

应产品的营养质量品质。起草组针对上述指标对国内产品进行了调研、测试分析，

见表 2。 

表 2 麦绿素粉理化指标检测情况 

公司名称 
水 份

（%） 

灰 分

（%） 

蛋 白 质

（g/100g） 

SOD 活力 

（U/100g） 

总黄酮（以

芦 丁 计 ）

（ mg/100g

） 

企业 A 8.1 13.1 36.17 42633 1763 

企业 B 5.6 15.0 25 4628 1774 

企业 C 6.5 16.7 21 510 1356 

企业 D 7.5 18.9 29.3 5603 1200 

企业 E 8.0 17.1 22.20 57600 870 

企业 F 7.12 9.96 17.2 4106 510 

企业 G 6.55 9.83 16.2 5809 570 

 

2.6 食品安全要求 

执行我国通用安全标准的规定。污染物限量：应符合 GB 16740-2014中的

相关规定。微生物限量：应符合 GB 16740-2014中微生物限量“固态或半固态

产品”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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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分析方法和指标分析测试，所规定的技术要求已在长期的生产

实践中得到验证，因此标准技术内容合理、可行，具有较强的适用性。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开展了国内外样品核心指标的对比研究工作，主要工作

情况如下： 

产品名称 
水 份

（%） 

灰 分

（%） 

蛋 白 质

（g/100g） 

SOD 活力 

(u/100g) 

总黄酮 (以

芦丁计），

mg/100g 

企业 A 8.5 13.3 35.2 30600 1875 

企业 H 8.7 15.6 30.1 8764 1145 

企业 I 7.9 14.7 26.7 5625 1763 

企业 J 9.6 18.4 22.1 7855 1254 

企业 K 5.7 16.9 21.3 4169 998 

企业 L 7.1 14.0 29.3 6978 1012 

 企业 E 8.0 17.1 22.20 57600 870 

企业 G 6.66 9.96 16.0 6103 500 

企业 G 6.67 9.94 16.1 6025 600 

企业 G 6.31 9.58 16.4 5300 610 

企业 M 7.41 10.33 17.4 4178 490 

企业 M 7.01 9.90 17.2 4155 530 

企业 M 6.95 9.64 16.9 3987 5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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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麦绿素粉杭州博可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取得了发明专利，但现在专利已到

期，新专利在申请过程中。 

五、 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我国对大麦嫩苗（叶）功能的发现和利用历史悠久，最早发现于明代李时珍

的《本草纲目》，其论述麦苗“气味辛寒、无毒。主治消酒毒、暴热，酒疸、目

黄，捣烂绞碎滤服之，又解盅毒；煮汁滤服，除烦闷，除时疾狂热，退胸膈热，

利小肠。作苗食，甚益颜色。大麦嫩苗（叶）粉主要的作用是弥补日常蔬菜摄入

量不足所带来的问题，具体的就是纤维素、维生素、矿物质以及一些植物营养素

的缺乏所带来的问题，例如便秘、易疲劳、抵抗力低下、机体氧化加快等。 

日本最先将大麦嫩苗（叶）粉用于食品中来补充蔬菜摄入不足的问题，主要

的品牌有山本汉方、ISDG（医食同源）、ITOH（井藤汉方）、ASAHI（朝日）、

Yakult（养乐多）等等。关于市场容量，以山本汉方为例，2017 年全年销售额为

75 亿 2 百万日元，按 2019 年 3 月份汇率，约等于 4.52 亿人民币，终端零售额约

40 亿元人民币。大麦嫩苗（叶）粉全球的市场容量约为 200 亿美元，主要是日

本，澳大利亚和美国。2016 年全年中国大麦嫩苗（叶）粉的生产量约 4 万吨，大

部分作为原料出口到日本、澳大利亚、美国等国家。 

随着人们对大麦苗（叶）在营养方面的研究越来越多，认识越来越深入，麦

绿素粉市场也发展起来，全球的市场容量约为 200 亿美元，主要是日本、美国、

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等。目前日本、欧美均已形成产业优势品牌，并向中国市场销

售。中国在产业链条中主要开展前端原料生产，国内少量骨干企业进行成品的研

发和销售。麦绿素粉在中国的市场容量约为 80 亿元人民币。2016-2020 年全年中

国麦绿素粉的年生产量约 10 万吨，大部分出口到国外。 

目前，我国市场上的以麦绿素为基础原料的产品有麦绿素片、麦绿素压片糖

果，乳酸菌麦绿素粉末，酵素麦绿素粉末、益生菌麦绿素粉末、麦绿素青汁豆奶、

麦绿素青汁牛奶、麦绿素青汁酸奶等。 

 

本标准的制定重点解决麦绿素质量标准缺失问题，并推动我国该领域在一带

一路沿线国家的发展，推动麦绿素在植物营养领域的研究、发展和应用，帮助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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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行业健康发展，规范市场竞争秩序，维护消费者权益，为中国消费者提供高品

质麦绿素产品。 

目前我国尚未制定麦绿素粉相关标准，目前该方向还处于引导发展期，该标

准的制定为行业提供了规范市场的依据，使市场从无序发展到有法可依转变，必

将促进行业的进一步集中。本标准发布后，将对麦绿素粉企业质量控制到重要的

作用。 

六、 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七、 在标准体系表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

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专业领域的标准体系框架如图。 

 
本标准属于“特殊膳食食品”组，“其他”系列。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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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行业标准。 

十、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 

十一、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执行我国通用安全标准的规定。污染物限量：应符合GB 16740-2014中的相关规定。微生物限量：应符合GB 16740-2014中微生物限量“固态或半固态产品”的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