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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1任务来源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下发 2021年度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

1.2编制标准的可行性

1.2.1 编制标准的法规依据

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关于对党参等 9 种物质开展

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卫食

品函〔2019〕311号）中，将黄芪列为试点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

药材的物质名单，要求省级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局（厅、委）提

出试点的食药物质种类、风险监测计划和配套监管措施等，报请省级

人民政府同意后，报国家卫生健康委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核定。2020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陕西省开展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

药材的物质管理试点意见的函》（国卫办食品函〔2020〕472号）同

意陕西省对黄芪开展食药物质试点的风险监测方案；2021年国家市

场监督管理总局办公厅《市场监督总局办公厅关于陕西省开展黄芪按

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物质管理试点的复函》（市监特食函

〔2021〕1766号）同意陕西省对黄芪开展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

药材物质管理试点的生产经营监督管理方案。

目前黄芪作为食品原料使用尚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因此，为规范陕西省食品原料黄芪及相关产品生产、进入消费市场，

在一定程度上指导和规范我省特色食品企业的生产和监督管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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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健康和食品安全，根据《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征集 2021

年度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项建议的通知》要求，由子洲县人民政府、

陕西省天芪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提出，由陕西省天芪生物科技有限

责任公司、子洲县产业发展投资有限公司成立制标项目组，提出立项

建议，经多方论证后本标准被列入 2021年度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定

计划。

1.2.2 黄芪的定义

黄芪，又名绵芪，属被子植物门（Angiospermae）、双子叶植物

纲（Dicotyledons）、原始花被亚纲（Archichlamydeae）、蔷薇目（Rosales

Bercht）、豆科（Leguminosae）、黄芪属（Astragalus），为多年生

草本植物。高 50-100厘米，主根肥厚，木质，常分枝，灰白色，茎

直立，上部多分枝，有细棱，被白色柔毛，羽状复叶 13-27片，长 5-10

厘米，小叶椭圆形，长 5-10毫米，宽 3-5毫米，先端钝圆，基部圆

形。荚果薄膜质，半椭圆形，长 20-30毫米，宽 8-12毫米，顶端具

刺尖，无毛，种子 3-8颗。

1.2.3 子洲黄芪的定义

子洲黄芪，采自春、秋二季的陕西省榆林市子洲县行政区域及相

邻周边地区的、质量优良的蒙古黄芪（Astragalus membranaceus

（Fisch.） Bge. var. mongholicus （Bge.）Hsiao）的根部，经去杂、

清洗、干燥制成。

1.2.4 子洲黄芪的食用历史

黄芪在汉代就有食用传统。黄芪食用记载最早见于汉代所著《神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9F%E5%A7%8B%E8%8A%B1%E8%A2%AB%E4%BA%9A%E7%BA%B2/1014156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4%B7%E8%96%87%E7%9B%AE/728645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1%86%E7%A7%91/36721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D%9A%E6%9E%9C/582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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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本草经》，《神农本草经》记载：“黄耆，味甘微温。主痈疽久败

创，排脓止痛，大风，癞疾，五痔，鼠瘘，补虚，小儿百病。一名戴

糁。生山谷。”并将其列为“上品”。早在 1000多年前，梁代药学

家陶弘景《本草经集注》记载：“秦北黄芪尤佳，色黄白，味甜美，

有补气升阳、益固表，利水消肿，托疮生肌”之功效；宋代《本草图

经》记载：“黄芪，陕西州郡多有之，根长二三尺以来，独茎，或作

丛生，杆去地二三寸，其叶扶疏作羊齿状，又如蒺藜苗。七月中开黄

紫花，其实作荚子，长寸许。八月中采根用。”；《中华本草》记载：

“黄芪以秦北品位最佳”。说明子洲黄芪在梁代就有记载。

《子洲县志》记载：“子洲黄芪生于林缘、灌丛或疏林下，亦见

于山坡草地或草甸中。境内农民栽植黄芪有久远的历史。”子洲黄芪

作为食品生产并大量种植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80年代初期，

具有三十年以上的生产销售历史。调研发现，当地老百姓家家都有食

用黄芪的习惯，距今已有 30年以上历史，每到秋季，特别是在黄芪

采收季节，刚采挖回来的黄芪经过自然晒干后，用来泡水、煲汤或者

搭配菊花、茯茶、枸杞等一块煮茶喝，独特浓郁的新鲜豆腥味深受人

们喜爱，已成为当地老百姓的一种日常生活习惯。其中泡水以黄芪干

片为主，每次用 2g~3g，泡 2~3水为宜；煲汤以黄芪干棍为主，每次

用 7g左右为宜；煮茶以黄芪干片为主，每次 3g~4g，煮 40分钟左右

为宜，其食用安全性已经得到了市场的长期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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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5 子洲黄芪的产业现状

子洲县地处北纬 37度 15分至 38度 50分、东经 109度 29分至

110度 07分之间，位于陕西省北部，黄土高原腹地，地跨暖温带与

中温带，因其独特的自然气候条件，非常适合种植黄芪。其独有的土

壤环境优势、仿野生种植优势和道地品质优势，使得子洲黄芪色鲜、

味浓、质优，素有“东北参、子洲芪”的美誉。黄芪在子洲县的种植

历史追溯于上世纪 80年代，1983年子洲县始建以种植黄芪为主的基

地。子洲黄芪甲苷含量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近 2倍（子洲黄芪甲苷含量

为 0.093%，甘肃芪 0.06%，山西芪 0.056%，河北芪 0.062%，山东芪

0.071%，全国平均水平为 0.05%），是中国唯一仿野生种植形态，也

是国家六大中药材基地中唯一符合出口标准的产品，市场认可度非常

高，畅销国内，远销日本、韩国等东南亚国家。而且近年来子洲黄芪

市场口碑极佳，已形成稳定的销售市场。目前，子洲县黄芪种植遍布

全县 11 个乡镇，全县现有黄芪保存面积 15万亩，占总耕地面积的

16%，野生黄芪存量为 3000 亩~4000 亩左右，为人工栽培品种的

2%~3%左右，年产鲜黄芪 12000吨，产值 2.4亿元，平均亩产 80公

斤，产值 1600元。

2008年 05月 07日，原国家质检总局批准对“子洲黄芪”实施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近年来，子洲县子洲黄芪生产企业相继增多，开

发出种类多样的子洲黄芪产品，先后开发出“子洲黄芪面膜”“子洲

黄芪眼贴”“子洲黄芪牙膏”“子洲黄芪抗菌液”“子洲黄芪袋泡茶”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6%B8%A9%E5%B8%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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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洲黄芪提取物”“子洲黄芪超微粉”等多种形态产品，受到消费

者的青睐。

为贯彻中共中央、国务院、陕西省关于中医药产业发展的决策部

署，进一步推进子洲黄芪产学研一体化建设进程与品牌塑造，推动子

洲黄芪产业结构调整与产业转型升级，2021年 4月 24日，在国家卫

健委扶贫办、国家卫健委食品司、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科技司、中共榆

林市委、榆林市人民政府的指导下，由中共子洲县委、子洲县人民政

府主办，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中国中药协会中药材种植

养殖专业委员会、陕西省天芪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协办，以“创优

子洲黄芪 赋能乡村振兴”为主题的 2021中国·子洲黄芪产业发展大

会在子洲县召开，近 200名嘉宾学者齐聚一堂，共话子洲道地药材，

共商黄芪发展大计。采取“线上+线下”“开幕式+现场观摩”的融合

模式，旨在通过交流与合作，探寻子洲黄芪可持续、高质量发展之路。

中国工程院院士、中国农业大学营养与健康研究院院长任发政，

国际食品科学院院士、南昌大学食品科学与技术国家重点实验室主任

谢明勇，国家卫健委财务司副司长、一级巡视员樊挚敏，国家市场监

管总局特殊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司副司长樊红平，榆林市委常委、统战

部部长郭培才，榆林市政府副市长马秀岚，及其他中省市县各级政府

部门、行业协会、科研院所、高校、中药企业、食品企业负责人和代

表出席会议。子洲县委书记贺利贵致辞，县长李超鲲主持开幕式，县

政协主席刘晓红等全体在家县级领导，县级相关部门负责人，县内中

药材龙头企业、合作社、种植大户代表等参加会议。



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子洲黄芪》编制说明

6

贺利贵在致辞中指出，子洲黄芪有历史、有传承，有品位、质量

优，前景好、潜力大。“十四五”时期，子洲县将举全县之力打造以

黄芪为主的中药材产业链，将此作为产业强县的重大战略举措之一，

按照环境最优化、品质独特化、资源产品化、技术专利化、生产标准

化、质量追溯化、管理国际化、产品品牌化的思路，构建以种子选育、

标准化种植示范为主体的中药材种植体系和以产地加工、大健康产品

开发为主的生产体系，推动中药材产业与旅游、文化、养生等融合发

展，到 2025年，全县中药材保存面积将达到 25万亩，中药材产业产

值达到 15.75亿元，子洲将建设成为全国优质黄芪标准化生产基地。

1.2.6 子洲县的现状

子洲县位于陕北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腹地，榆林市南缘。县域总

面积 2042平方千米，总耕地面积 92.20万亩。全县辖 11镇 1乡 1个

街道办事处，279个行政村，11个居民委员会。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

数据，截至 2020年末，全县共有 11万户，总人口 29万人。2020年

2月 27日，陕西省人民政府批准退出贫困县序列。2020年 4月，被

中共陕西省委平安陕西建设领导小组授予“2019年度平安县”荣誉

称号。2020年 7 月 29日，入选 2019 年重新确认国家卫生乡镇（县

城）名单。2021年 8月，被陕西省确定为“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

1.3编制标准的必要性

1.3.1 是贯彻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政策法规的具体体现

目前尚没有统一的黄芪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按照《食品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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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九条规定：“对地方特色食品，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制定并公布食品安全地方

标准，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备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定后，该地

方标准即行废止”。子洲黄芪作为具有 30年以上传统食用习惯的食

品原料，我省目前《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子洲黄芪》尚属空白，为实

现子洲黄芪作为食品原料生产有标可依，产品流通规范有序，有必要

制定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子洲黄芪》。

1.3.2 是子洲黄芪产业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

子洲县地处陕北高原腹地，处于中温带与暖温带之间的半干旱地

区，属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日照充分，昼夜温差大，年平均气温

9.2℃、降雨量 427.5 毫米、日照 2543.3小时、无霜期 170天。境内

以土质疏松、土层深厚，其中黄土性土壤占县域土壤总面积的

89.97%，有机质含量高，生产性能好，土壤中无重金属和工矿业污染。

子洲黄芪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区位于榆林市南部，地处陕北黄土高原丘

陵沟壑区腹地，无定河流域，东西宽 47千米，南北长 59千米，全县

海拔 900—1400米，最高海拔 1402米。这些优越的条件特别适宜黄

芪生长。大力发展具有地方特色的子洲黄芪产业，是生态环境保护、

培育农业支柱产业、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战略需要。因此，为子洲黄

芪质量安全保驾护航，为产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技术支持，有必要制

定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子洲黄芪》。

1.3.3 是维护子洲黄芪产品质量安全的需要

据研究表明，黄芪皂苷类和黄酮类成分为黄芪抗氧化的主要活性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99%95%E5%8C%97%E9%AB%98%E5%8E%9F/90243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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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分，目前国内销售的黄芪主要是用于加工中药饮片后供临床配方、

中成药生产或经提取加工成提取物后作为保健食品原料。但随着经济

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人类的预防、保健意识日益加强，黄

芪除了做药用和各种保健食品外，近年来在我国华东地区和东南亚地

区人们已经开始把黄芪作为日常调理保健膳食，黄芪已直接进入人们

的日常生活。

2019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的《关于对党参等 9 种物质开展

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卫食

品函〔2019〕311号）中，将黄芪列为试点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

药材的物质名单，打开了更加广阔的市场空间。可以预见，在未来的

食品领域、大健康营养食品领域，黄芪的需求量会逐步增长。

随着市场认知度的不断提高，子洲黄芪将被更多的消费者认可，

国内外研究资料表明，子洲黄芪安全无毒，长期食用有利于人体健康，

但因没有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企业生产没有法规依据。因此，为进

一步加强对子洲黄芪的质量指标、污染物限量以及农药残留限量的检

测监管，对子洲黄芪种植、加工、包装、运输过程的安全监管监控，

从源头上切除安全隐患，维护子洲黄芪的质量安全，有必要制定陕西

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子洲黄芪》。

1.3.4 是企业发展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需要

子洲黄芪为子洲地方特色产品。子洲县已有很多子洲黄芪生产销

售企业，而且在全国流通市场占有份额较大。众多子洲黄芪加工企业

需要统一的执行标准和产品质量规范。同时，广大消费者在购买子洲



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子洲黄芪》编制说明

9

黄芪产品时，也需要有标可依，维护自己的消费权益。

1.4编制标准的意义

1.4.1 填补子洲黄芪作为食品原料无标可依的空白

目前国内销售的黄芪主要是用于加工中药饮片后供临床配方、中

成药生产或经提取加工成提取物后作为保健食品原料，尚没有统一的

黄芪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我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子洲黄芪》尚

属空白，制定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子洲黄芪》，对于实现子

洲黄芪作为食品原料生产有标可依，产品流通规范有序具有重大意

义。

1.4.2 有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子洲县作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定点帮扶贫困县，2019 年，在国家

卫健委大力支持下，县扶贫产品黄芪成功在京东、淘宝等网络平台销

售。同时，子洲黄芪作为陕西省唯一品牌获得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精准

扶贫公益广告品牌推广。同年，国家卫生健康委为子洲县引入黄芪深

加工扶贫项目，委扶贫办对接陕西煤业化工集团公司，于 2019年 1

月与榆林合力产业扶贫开发公司合作，推动子洲县政府与陕煤集团共

同投资 2.8亿元，成立天芪生物科技公司。项目启动后，天芪生物科

技公司建成一条年产 5000吨高品质黄芪药材的生产线，一条年产黄

芪多糖 300吨、黄芪甲苷 200吨的生产线，以及一条黄芪大健康食品

生产线，推出包含黄芪饮片、礼品、保健品等在内的自有品牌“天芪”

系列产品，与中国中药协会、中国保健协会和相关知名院校共同建立

中国黄芪研究院。以产业扶贫为抓手，推出“采购扶贫、培训扶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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微商扶贫、就业扶贫、种源和仓储扶贫、旅游扶贫、金融扶贫”等七

项带贫利益联结机制，带动了当地 4000多户贫困户和 16500多户非

贫困户通过种植黄芪受益，以产业开发带动劳动力就业，将子洲县的

生态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品牌优势、发展优势，增强扶贫效果的可

持续性。2020年 2月 27日，在社会各界的支持下，子洲县获陕西省

人民政府批准退出贫困县序列。并于 2021年 8月，被陕西省确定为

“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

子洲黄芪产业在助力脱贫攻坚方面展现了独特的产业优势，陕西

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子洲黄芪》的制定，为子洲黄芪作为食品原

料提供标准依据，将有利于企业扩大生产范围、扩大种植户原料销路，

增加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

1.4.3 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

人文厚土，魅力子洲。红色子洲，绿养神州。子洲县文化底蕴深

厚，民风淳朴，钟灵毓秀，人杰地灵。境内沟壑纵横，梁峁起伏，地

势西高东低。境内地下石油、天然气资源丰富。大理河、淮宁河从西、

南部穿境而过，两川道素有“米粮川”之称。佛殿堂生态建设示范园、

“四大名山”、南丰寨、黄土洼湫滩等景观奇美怡人。谚语云：“米

脂的婆姨绥德的汉，清涧的石板瓦窑堡的炭”，子洲兼而有之。因子

洲县独特的自然气候条件，非常适合种植黄芪。种植子洲黄芪，可有

效防止水土流失、生态环境劣变的弊端。

1.4.4 有利于保护水源地

子洲县境内，大理河、淮宁河从西、南部穿境而过，两川道素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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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粮川”之称，为了确保水源清洁，防止发展工业对于水源地的生

态环境带来破坏，子洲县不能发展工业经济。子洲黄芪作为子洲农业

支柱产业，发展子洲黄芪产业对于水源地的保护以及当地经济发展起

到非常重要的作用。

1.5编制标准的过程

根据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征求将党参等 9种物质作为按照

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物质管理意见的函》（国卫办食品函

﹝2018﹞278号）《关于对党参等 9种物质开展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

是中药材的物质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国卫食品函﹝2019﹞311号）

以及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征集 2021年度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立项建议的通知》精神，由陕西省天芪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组织立

项，成立标准编写组。

本标准内容的研究始于 2020年初，成立标准编制组后，编制组

成员前期收集大量国内外相关标准及文献资料，经过多次会议形成实

施方案。结合子洲黄芪的产品检验数据以及与相关标准进行比对分

析，并在子洲黄芪生产加工设施完备、经验丰富的企业进行调研，广

泛征求有关专家、企业意见建议后，形成了《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

准立项建议书》以及《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子洲黄芪>立项报

告》初稿，于 2021年 2月上报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食品安全标准科。

2021年 6月 4日在陕西西安组织相关专家召开了标准立项论证会，

会上专家通过激烈的讨论，最终达成一致，肯定了陕西省《食品安全

地方标准 子洲黄芪》立项的必要性，并对立项建议书和立项报告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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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了修改建议，根据专家的意见，项目组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了《陕

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项建议书》以及《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

准 子洲黄芪>立项报告》终稿，上报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食品安全标

准科，列入 2021年度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定计划；项目组组织成员

第一时间研究编写形成《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子洲黄芪》标准文本和

编制说明初稿，上报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并于 2021年 10月 13日

在陕西西安组织相关专家召开首次标准评审会，会上专家就标准文本

和编制说明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会后项目组根据修改意

见逐一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标准评审稿和标准编织说明，上报省卫生

健康监督中心，并于 2022年 1月 19日在线上召开二次标准评审会，

会上专家就标准评审稿和标准编制说明展开了激烈讨论，最终一致认

为：子洲黄芪食品安全地方标准设计严谨，指标合理，依据充分，数

据详实，标准实施有利于子洲黄芪产业健康发展，建议按照专家意见

完善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后呈报省卫生健康委批准发布。

2 标准制定的原则、主要内容及依据

2.1标准制定的原则

编制本食品安全地方标准遵循以下原则：

（1）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规定进行编写。

（2）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遵循“安全、适用、可行”的原则，

充分考虑标准的安全性、适用性和可行性，所包含的内容结构合理、

层次清晰，内容科学可靠，文字表述准确，通俗易懂，有利于生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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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可操作性强，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2.2 标准的主要内容及依据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子洲黄芪》为强制性标准，其主要内容包

括：（1）封面；（2）前言；（3）标准主体内容：范围、术语和定

义、技术要求、其他。

2.2.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子洲黄芪。

2.2.2 术语和定义

蒙 古 黄 芪 （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Fisch.) Bge. var.

mongholicus (Bge.) Hsiao），属被子植物门（Angiospermae）、双子

叶植物纲（Dicotyledons）、原始花被亚纲（Archichlamydeae）、蔷

薇目（Rosales Bercht）、豆科（Leguminosae）、黄芪属（Astragalus），

为多年生草本植物。其全草包括根、茎、龙须和叶片，高 50-100厘

米，主根肥厚，木质，常分枝，灰白色。茎直立，上部多分枝，有细

棱，被白色柔毛，羽状复叶 13-27片，长 5-10厘米，小叶椭圆形，

长 5-10毫米，宽 3-5毫米，先端钝圆，基部圆形。荚果薄膜质，半

椭圆形，长 20-30毫米，宽 8-12毫米，顶端具刺尖，无毛，种子 3-8

颗。

子洲黄芪是指采自春、秋二季的陕西省榆林市子洲县行政区域及

相邻周边地区的蒙古黄芪（ Astragalus membranaceus (Fisch.)

Bge.var.mongholicus (Bge.) Hsiao）的根部，经去杂、清洗、干燥制成。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E%9F%E5%A7%8B%E8%8A%B1%E8%A2%AB%E4%BA%9A%E7%BA%B2/1014156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4%B7%E8%96%87%E7%9B%AE/728645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94%B7%E8%96%87%E7%9B%AE/7286458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B1%86%E7%A7%91/367219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8%8D%9A%E6%9E%9C/58225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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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3 技术要求

2.2.3.1原料要求

应具有子洲黄芪特有的形态特征及固有的气味、滋味，无腐烂、

无霉变、无异味、无虫蛀。

2.2.3.2感官要求

经过大量的市场调研，根据子洲黄芪的实际情况确定感官要求。

2.2.3.3理化指标

子洲县种植子洲黄芪主要涉及 11个乡镇，总面积约 15万亩，为

保证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子洲黄芪》中各项指标设定科学严

谨，按照种植面积比例从子洲县域内种植子洲黄芪的 11个乡镇中分

别抽取样品（见附件 17），共计抽取 30份样品进行指标验证。

（1）水分指标

采用 GB 5009.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规定的方法测定子洲黄芪的水分。据检验结果显示，抽取的 30份子

洲黄芪样品中，水分检测结果为 5.65g/100g~7.15g/100g。经调研发现，

因南北气候的差异，子洲黄芪的水分在运输和销售时会有波动，但子

洲黄芪水分过高时，不易于运输和保存，因此，为确保子洲黄芪产品

质量以及市场流通质量的稳定，标准制定子洲黄芪水分≤10.0g/100g。

（2）总灰分指标

采用 GB 5009.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

规定的方法测定子洲黄芪的总灰分，据检验结果显示，抽取的 30份

子洲黄芪样品中，总灰分检测结果为 2.5g/100g~4.1g/100g。经调研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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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子洲黄芪在采收过程中因根深入地下，周围泥沙含量较大，加之

子洲黄芪微量元素含量较高，导致部分样品总灰分检测值偏高。为保

证子洲黄芪作为食品原料的洁净及安全，本标准规定子洲黄芪总灰分

≤5.0g/100g。

（3）子洲黄芪有效成分指标

因子洲县地处陕北黄土高原腹地，长期以来，在中生代地层及新

生代晚第三纪红土层所构成的古地形上，广泛覆盖了一层 10～30米

厚的黄土，区别于其他省份一年生黄芪，子洲黄芪为四年生及以上。

因此，独特的地域环境及种植方式造就了子洲黄芪的黄芪甲苷含量较

高。采用 2020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黄芪项下规定的方法

测定子洲黄芪的黄芪甲苷含量，据检验结果显示，抽取的 30份子洲

黄芪样品中，黄芪甲苷含量（以干基计）均≥0.09g/100g，具体为

0.11g/100g~0.26g/100g。因此，结合子洲县地域性的实际情况以及检

测结果分析，标准中制定了子洲黄芪的黄芪甲苷含量为≥0.09g/100g。

2.2.3.4制定本标准时，涉及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子洲黄芪所属类别

的说明

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以

下简称 GB 2760）、GB 2761-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

毒素限量》（以下简称 GB 2761）、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以下简称 GB 2762）、GB 2763-2021《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以下简称 GB 2763）

所属产品类别中均没有子洲黄芪。在制定本标准时，主要考虑子洲黄

https://baike.baidu.com/item/%E4%B8%AD%E7%94%9F%E4%BB%A3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7%94%9F%E4%BB%A3/1679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6%96%B0%E7%94%9F%E4%BB%A3/167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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芪作为食品原料使用时，流通在市场上的终产品使用形式类似于干制

的根茎类蔬菜，因此，本标准在制定食品安全指标时，主要参考各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对干制根茎类蔬菜类别的要求进行。

2.2.3.5污染物限量

参照 GB 2762对干制根茎类蔬菜的规定，本标准设置了子洲黄芪

的铅、镉、总汞、总砷 4个污染物指标。子洲黄芪属于干制品，按照

GB 2762中 3.5规定“限量指标对制品有要求的情况下，其中干制品

中污染物限量以相应新鲜食品中污染物限量结合其脱水率或者浓缩

率折算......”，据调研发现，子洲黄芪脱水率一般在 50%~60%，因此

按照 GB 2762的规定以及从严原则，子洲黄芪的污染物指标限量值制

定为 GB 2762中对根茎类新鲜蔬菜要求的 2倍，具体见表 2。

表 2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子洲黄芪》中污染物限量

项 目 指 标

铅（以 Pb计），mg/kg ≤ 0.4

镉（以 Cd计），mg/kg ≤ 0.2

总汞（以 Hg计），mg/kg ≤ 0.02

总砷（以 As计），mg/kg ≤ 1.0

采用 GB 5009.1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15-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GB

5009.17-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汞的测定》、GB

5009.11-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砷的测定》规定的方法分别

测定子洲黄芪的铅、镉、总砷和总汞，据检验结果显示，在所抽检的

30份样品中，铅的检测结果为未检出（定量限 0.04mg/kg）~0.14mg/kg、

镉的检测结果为未检出（定量限 0.003mg/kg）~0.020mg/kg、总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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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均为未检出（定量限 0.010mg/kg）、总砷的检测结果为

0.093mg/kg~0.14mg/kg。另据陕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在黄芪风险监

测 中 的 数 据 显 示 ， 78 份 子 洲 黄 芪 样 品 铅 检 测 结 果 为

0.0782mg/kg~0.578mg/kg，平均值 0.156mg/kg，仅一份样品的铅检测

结果超过了 0.4mg/kg（具体为 0.578mg/kg）；78份样品镉检测结果

为 0.0033mg/kg~0.020mg/kg，平均值 0.0095mg/kg；78份样品总汞检

测结果为 0.0005mg/kg~0.0244mg/kg，平均值 0.0026mg/kg；78 份样

品总砷检测结果为 0.0881mg/kg~0.495mg/kg，平均值 0.192mg/kg。

2.2.3.6农药残留限量

农药残留限量应符合 GB 2763中根茎类蔬菜的规定。

2.2.3.7其他

（1）最大食用量

黄芪作为食品原料使用时无相关的国家标准和法规公告，因此本

标准在设定子洲黄芪最大食用量时，经多次研究讨论，确定子洲黄芪

最大食用量的设定原则参考中药材作为保健食品原料时的用量原则

来考量。《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版）一部黄芪项下用法与

用量写到：9～30g，以不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版）

规定的最大治疗剂量与最小剂量中位数的 1/3原则计算，子洲黄芪每

日食用量不应超过 6.5g。另据调研发现，子洲当地老百姓传统食用黄

芪的方式主要为泡水、煲汤、煮茶等，泡水每次用 2g~3g，煲汤每次

用 7g左右，煮茶每次用 3g~4g，经计算子洲黄芪按照传统方式食用

时叠加量为 12g~14g。因此，为确保食用安全，本标准确定子洲黄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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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食品原料的最大食用量为：每日食用量不超过 6.5g。

（2）不适宜人群

由于黄芪中含有黄芪甲苷、多糖类化合物等，故不推荐孕妇、哺

乳期妇女及 14周岁以下儿童食用。

2.2.3.8关于二氧化硫残留量和黄曲霉毒素 B1指标的说明

目前，我国发布的黄芪相关食品安全标准为：DBS62/ 002-2021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黄芪》、DBS63/ 00015-2021《食品安全地方标

准 黄芪》，标准中均规定了二氧化硫残留限量及黄曲霉毒素 B1指标，

本标准未制定此两项指标的缘由阐述如下：

（1）关于二氧化硫残留量指标，据调研发现，其他地区的黄芪

一般为一年生，生产过程必须经过硫熏保证黄芪的品相，参照 GB

2760中对干制蔬菜的规定，黄芪可使用硫磺熏蒸，其最大使用量为

“以二氧化硫残留量计 0.2g/kg”，因此，DBS62/ 002-2021《食品安

全地方标准 黄芪》中规定其黄芪的二氧化硫残留量（以 SO2计）为

≤100mg/kg、DBS63/ 00015-2021《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黄芪》规定其

黄芪的二氧化硫残留量（以 SO2计）为≤50mg/kg。而子洲黄芪是四

年生及以上的蒙古黄芪，在春、秋二季采收后，经过去杂、清洗、干

燥制成，生产过程无需使用硫熏即可保证子洲黄芪的品相。考虑到生

产不使用食品添加剂，则不需要设定食品添加剂指标，只需要按照食

品添加剂带入原则处理，假如设定了指标，反而会放宽食品添加剂限

量，因此，本标准未制定二氧化硫残留量指标。

（2）关于黄曲霉毒素 B1指标，GB 2761对于根茎类蔬菜的黄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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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毒素 B1并没有进行规定，同时根据往年子洲黄芪的检测结果可见，

子洲黄芪的黄曲霉毒素 B1检测结果均为未检出（定量限为 0.1μg/kg），

因此，为了避免检验资源的浪费，本标准未规定黄曲霉毒素 B1指标。

3 采用国际标准、国外标准先进程度有关情况说明

尚未见到有关黄芪的国际标准和国外标准。

4 子洲黄芪食用安全性的风险评估

4.1查阅相关资料，文献记载证明黄芪具有长期的食用历史

宋代苏颂《图经本草》云“根长二三尺已来；独茎，或作丛生，

枝干去地二三寸；其叶扶疏作羊齿状个，又如蒺藜苗。七月中开黄紫

花；其实作荚子，长寸许。八月采根用。”“今河东陕西州郡多有之，……

其皮折之如绵，谓之绵黄耆，然有数种，有白水耆，有赤水耆，有木

耆，功用并同而力不及白水者，木耆短而理横。……黄耆至柔韧皮微

黄褐色，肉中白色。”《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引有“陶隐居

云……第一出陇西，洮阳，色黄白，甜美，今亦难得；次用黑水，宕

昌者，色白，肌理粗，新者亦甘而温补。又有蚕陵白水者，色理胜蜀

中者而冷补。又有赤色者，可作膏贴，俗方多用，道家不须。”并附

“宪州黄耆”图（见附件 1）、明代朱橚著《救荒本草》载“黄耆叶

似槐叶微尖小，又似蒺藜叶，阔大而青白色，开黄紫花，如槐花大，

结小尖角，长寸许。”（见附件 2）、明代李时珍著《本草纲目》（见

附件 3）、《子洲县志》（见附件 4）等资料，文献记载证明陕西省

子洲县所处的陕北地区是子洲黄芪质量最好的区域，在饥馑年代，民

间采嫩叶食用充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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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经多次食品相关专家论证，证明子洲黄芪食用历史久远，食用安

全

2021年 6月、2021年 10月先后两次（分别见附件 7、附件 8、

附件 9、附件 10、附件 11、附件 12）在西安邀请陕西省卫生健康监

督中心、陕西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陕西省微生物研究所、陕

西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陕西中医药研究院、西安交通大学、西安市

血液中心等高等院校食品相关专家对子洲黄芪食用安全性进行评估，

一致认为子洲黄芪食用历史久远，对人体健康有益，可以列入地方特

色食品管理并制定技术标准。

5 与现行法律、法规、国家相关标准和产业政策的协调情况

无。

6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2022年 1 月 19日上午召开的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子洲

黄芪》评审会上，与会专家对于子洲黄芪最大食用量的确定原则上有

意见分歧。3位专家认为应具体参照“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规定的治疗剂量，以示与药品的区别，这同时也是新资源食品公告人

参（人工种植）的设定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人参的用

法与用量为“3～9g，另煎兑服；也可研粉吞服，一次 2g，—日 2次。”，

原国家卫生部 2012年第 17号公告《关于批准人参（人工种植）为新

资源食品的公告》中规定，人参（人工种植）作为新资源食品，其食

用量≤3克/天，确定子洲黄芪每日食用量不应超过 9g。”；4位专家

认为应参照“中药材作为保健食品原料时的用量原则来考量，《中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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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版）一部黄芪项下用法与用量写到：9～30g，

以不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版）规定的最大治疗剂量

与最小剂量中位数的 1/3 原则计算，子洲黄芪每日食用量不应超过

6.5g。”。经过讨论和论证，最终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了子

洲黄芪的最大食用量为：每日食用量不超过 6.5g。

7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子洲黄芪》正式发布后，将及时做好标准

的宣贯和培训工作。在今后标准实施的过程中，掌握实施动态，及时

跟进完善，为今后标准修订提供科学依据。

标准实施后子洲黄芪以地方特色食品型态进入市场，要求生产销

售企业明确标准产品名称、推荐摄入量、不适用人群，应定期进行生

产销售环节监督和市场调查，这对子洲黄芪将起到积极的保护作用。

标准实施后，将进一步规范产品质量、推进销售市场有序发展。

8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为统一子洲黄芪产品的安全性要求，为制定企业标准提供食品安

全依据，本标准为强制性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9 主要参考标准及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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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
药典》2020版 黄芪含量检测 黄芪甲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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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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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重修政和经史证类备用本草》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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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救荒本草》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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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本草纲目》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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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子洲县志》摘录



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子洲黄芪》编制说明

33



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子洲黄芪》编制说明

34



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子洲黄芪》编制说明

35



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子洲黄芪》编制说明

36

附件 5

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陕西省开展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

材的物质管理试点意见的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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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市场监督总局办公厅关于陕西省开展黄芪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

药材物质管理试点的复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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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征集2021年度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项

建议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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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陕西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关于举办《黄芪》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项论

证会的通知



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子洲黄芪》编制说明

42



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子洲黄芪》编制说明

43



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子洲黄芪》编制说明

44

附件 9

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黄芪》立项论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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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0

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项论证会纪要



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子洲黄芪》编制说明

46

附表 1 首次标准评审会审定纪要及立项建议书修改情况对照表

序

号
审定意见 标准修改情况

1

立项报告中增加可行性章节，主

要包括：历史文献及县志等关于

子洲黄芪食用情况记载，搜集当

地食用习惯，如食品生产历史等。

按照建议进行了修改完善。

2
补充种植管理（主要是农药使用

及污染物限量）相关情况。
按照建议对相关内容进行具体补充。

3
子洲黄芪人工种植产量、产值、

就业情况，对当地巩固脱贫攻坚

成果的贡献。

按照相关资料进行具体补充。

4
科学设置不适宜人群及每日限

量。

通过查询文献资料以及调研结果，确定子洲黄芪推

荐食用量为：每日食用量不超过 9 克；不适宜人群：

孕妇、哺乳期妇女及 14 周岁以下儿童。

5
科学设定标志性成分的含量指

标，应该以范围值表示。

标志性成分的含量指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并结合子洲黄芪的实际情况进行范围值的设

定。

6
明确子洲黄芪的植物学分类，应

该与药典保持一致。
按照建议进行修改完善。

7
增加子洲黄芪独特地理自然环境

方面资料。
按照建议进行了修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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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关于下发 2021年度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修订项

目计划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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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2

陕西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关于举办《子洲黄芪》食品安全地方标准评

审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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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3

《子洲黄芪》食品安全地方标准首次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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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子洲黄芪》首次评审会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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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2 标准评审会审定纪要及标准修改情况对照表

序号 审定意见 标准修改情况

1
地方标准前言删除 GB1.1、提出单

位、起草单位内容。依据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版式规范格式。

按照建议进行了修改完善。

2
修改范围、删除规范性引用文件、完

善术语定义、修改原料要求。
按照建议对相关内容进行具体补充。

3 删除微生物指标。 按照相关资料进行具体补充。

4

重新调整污染物限量编排位置，并按

照GB2762查找依据。删除农残指标，

按照 GB2763中根茎类食品类别兜

底。删除二氧化硫残留指标。

按照建议对相关资料进行具体补充。

5 别除第五~第八章内容。 按照建议删除。

6
本标准属于新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

准，不是拟修订的既有标准，通篇应

该调整思路井修改相应描述内容。

编制说明修改，通过查询文献资料以及调

研结果，确定子洲黄芪推荐食用量为：每

日食用量不超过 9 克；不适宜人群：孕妇、

哺乳期妇女及 14周岁以下儿童。

7

增加子洲黄芪作为食品的食用历史、

县志及历史文献记载等内容。增补子

洲黄芪食用历史、种植过程、农药使

用、环境污染等情况调研数据。

编制说明修改：标志性成分的含量指标，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并结合子

洲黄芪的实际情况进行范围值的设定。

8

增补子洲黄民的产业集中度（包括占

全省、全国的产量产值）、种植面积

（包括 145 规划种植面积）、产量产

值、就业人口等数据。

编制说明修改：按照建议进行修改完善。

9
增加子洲县的独特自然环境（包括地

理环境、土壤环境、气候环境等）

说明。

编制说明修改：按照建议进行增加补充修

改完善。

10
指标设定的依据是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及检验数据、调研报告，而不是中

药材的相关标准，应该详细说明。

编制说明已按照建议修改完善.

11
通篇应该避免中药材的文字描述，并

避免宣传保健功能及疗效。

编制说明修改：按照建议进行了修改完

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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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5

陕西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关于举办《子洲黄芪》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二

次评审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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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6

《子洲黄芪》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二次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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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7

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子洲黄芪》二次评审会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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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8

子洲县种植子洲黄芪的现状

绿色生态的子洲黄芪种植地

初加工生产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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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原药材仓储库

标准化成品仓储库



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子洲黄芪》编制说明

62

配备专业的人才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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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9

子洲黄芪样品采集信息表及检测结果汇总表

附表 3 子洲黄芪样品采集信息表

序号 采样地址 样品编号

1 子洲县李孝河乡 SS2022020032

2 子洲县李孝河乡 SS2022020033

3 子洲县三川口镇 SS2022020034

4 子洲县三川口镇 SS2022020035

5 子洲县三川口镇 SS2022020036

6 子洲县槐树岔乡 SS2022020037

7 子洲县槐树岔乡 SS2022020038

8 子洲县槐树岔乡 SS2022020039

9 子洲县马蹄沟镇 SS2022020040

10 子洲县马蹄沟镇 SS2022020041

11 子洲县马蹄沟镇 SS2022020075

12 子洲县驼耳巷乡 SS2022020076

13 子洲县驼耳巷乡 SS2022020077

14 子洲县苗家坪镇 SS2022020078

15 子洲县苗家坪镇 SS2022020079

16 子洲县苗家坪镇 SS2022020080

17 子洲县电市镇 SS2022020081

18 子洲县电市镇 SS2022020082

19 子洲县双湖峪镇 SS2022020083

20 子洲县双湖峪镇 SS2022020084

21 子洲县双湖峪镇 SS2022020085

22 子洲县瓜园则湾乡 SS2022020086

23 子洲县瓜园则湾乡 SS2022020087

24 子洲县瓜园则湾乡 SS2022020088

25 子洲县周家硷镇 SS2022020089

26 子洲县周家硷镇 SS2022020090

27 子洲县周家硷镇 SS2022020091

28 子洲县淮宁湾镇 SS2022020092

29 子洲县淮宁湾镇 SS2022020093

30 子洲县淮宁湾镇 SS20220200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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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4 30份子洲黄芪样品感官检验结果汇总表

序号 样品编号

检验结果

感官要求

色泽

（外表皮黄白色至淡棕褐

色，切面皮部呈淡黄色，

木部淡黄色至棕黄色）

气味、滋味

（气微，口感微甜，嚼

之微有豆腥味，无异味）

组织形态

（原枝外表有不规则的纵沟

纹或抽缩皱纹，呈圆柱形，质

硬而韧，不易折断，断面纤维

性强，并显粉性。切面有放射

状纹理及裂隙，老根中心偶呈

枯朽状）

杂质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1 SS2022020032
外表皮淡棕褐色，切面皮

部呈淡黄色，木部淡黄色

气微，口感微甜，嚼之

微有豆腥味，无异味
切面有放射状纹理及裂隙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2 SS2022020033
外表皮淡棕褐色，切面皮

部呈淡黄色，木部淡黄色

气微，口感微甜，嚼之

微有豆腥味，无异味
切面有放射状纹理及裂隙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3 SS2022020034
外表皮淡棕褐色，切面皮

部呈淡黄色，木部淡黄色

气微，口感微甜，嚼之

微有豆腥味，无异味
切面有放射状纹理及裂隙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4 SS2022020035
外表皮淡棕褐色，切面皮

部呈淡黄色，木部淡黄色

气微，口感微甜，嚼之

微有豆腥味，无异味
切面有放射状纹理及裂隙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5 SS2022020036
外表皮淡棕褐色，切面皮

部呈淡黄色，木部淡黄色

气微，口感微甜，嚼之

微有豆腥味，无异味
切面有放射状纹理及裂隙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6 SS2022020037
外表皮淡棕褐色，切面皮

部呈淡黄色，木部淡黄色

气微，口感微甜，嚼之

微有豆腥味，无异味
切面有放射状纹理及裂隙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7 SS2022020038
外表皮淡棕褐色，切面皮

部呈淡黄色，木部淡黄色

气微，口感微甜，嚼之

微有豆腥味，无异味
切面有放射状纹理及裂隙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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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SS2022020039
外表皮淡棕褐色，切面皮

部呈淡黄色，木部淡黄色

气微，口感微甜，嚼之

微有豆腥味，无异味
切面有放射状纹理及裂隙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9 SS2022020040
外表皮淡棕褐色，切面皮

部呈淡黄色，木部淡黄色

气微，口感微甜，嚼之

微有豆腥味，无异味
切面有放射状纹理及裂隙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10 SS2022020041
外表皮淡棕褐色，切面皮

部呈淡黄色，木部淡黄色

气微，口感微甜，嚼之

微有豆腥味，无异味
切面有放射状纹理及裂隙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11 SS2022020075
外表皮淡棕褐色，切面皮

部呈淡黄色，木部淡黄色

气微，口感微甜，嚼之

微有豆腥味，无异味
切面有放射状纹理及裂隙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12 SS2022020076
外表皮淡棕褐色，切面皮

部呈淡黄色，木部淡黄色

气微，口感微甜，嚼之

微有豆腥味，无异味
切面有放射状纹理及裂隙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13 SS2022020077
外表皮淡棕褐色，切面皮

部呈淡黄色，木部淡黄色

气微，口感微甜，嚼之

微有豆腥味，无异味
切面有放射状纹理及裂隙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14 SS2022020078
外表皮淡棕褐色，切面皮

部呈淡黄色，木部淡黄色

气微，口感微甜，嚼之

微有豆腥味，无异味
切面有放射状纹理及裂隙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15 SS2022020079
外表皮淡棕褐色，切面皮

部呈淡黄色，木部淡黄色

气微，口感微甜，嚼之

微有豆腥味，无异味
切面有放射状纹理及裂隙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16 SS2022020080
外表皮淡棕褐色，切面皮

部呈淡黄色，木部淡黄色

气微，口感微甜，嚼之

微有豆腥味，无异味
切面有放射状纹理及裂隙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17 SS2022020081
外表皮淡棕褐色，切面皮

部呈淡黄色，木部淡黄色

气微，口感微甜，嚼之

微有豆腥味，无异味
切面有放射状纹理及裂隙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18 SS2022020082
外表皮淡棕褐色，切面皮

部呈淡黄色，木部淡黄色

气微，口感微甜，嚼之

微有豆腥味，无异味
切面有放射状纹理及裂隙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19 SS2022020083
外表皮淡棕褐色，切面皮

部呈淡黄色，木部淡黄色

气微，口感微甜，嚼之

微有豆腥味，无异味
切面有放射状纹理及裂隙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20 SS2022020084
外表皮淡棕褐色，切面皮

部呈淡黄色，木部淡黄色

气微，口感微甜，嚼之

微有豆腥味，无异味
切面有放射状纹理及裂隙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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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SS2022020085
外表皮淡棕褐色，切面皮

部呈淡黄色，木部淡黄色

气微，口感微甜，嚼之

微有豆腥味，无异味
切面有放射状纹理及裂隙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22 SS2022020086
外表皮淡棕褐色，切面皮

部呈淡黄色，木部淡黄色

气微，口感微甜，嚼之

微有豆腥味，无异味
切面有放射状纹理及裂隙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23 SS2022020087
外表皮淡棕褐色，切面皮

部呈淡黄色，木部淡黄色

气微，口感微甜，嚼之

微有豆腥味，无异味
切面有放射状纹理及裂隙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24 SS2022020088
外表皮淡棕褐色，切面皮

部呈淡黄色，木部淡黄色

气微，口感微甜，嚼之

微有豆腥味，无异味
切面有放射状纹理及裂隙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25 SS2022020089
外表皮淡棕褐色，切面皮

部呈淡黄色，木部淡黄色

气微，口感微甜，嚼之

微有豆腥味，无异味
切面有放射状纹理及裂隙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26 SS2022020090
外表皮淡棕褐色，切面皮

部呈淡黄色，木部淡黄色

气微，口感微甜，嚼之

微有豆腥味，无异味
切面有放射状纹理及裂隙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27 SS2022020091
外表皮淡棕褐色，切面皮

部呈淡黄色，木部淡黄色

气微，口感微甜，嚼之

微有豆腥味，无异味
切面有放射状纹理及裂隙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28 SS2022020092
外表皮淡棕褐色，切面皮

部呈淡黄色，木部淡黄色

气微，口感微甜，嚼之

微有豆腥味，无异味
切面有放射状纹理及裂隙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29 SS2022020093
外表皮淡棕褐色，切面皮

部呈淡黄色，木部淡黄色

气微，口感微甜，嚼之

微有豆腥味，无异味
切面有放射状纹理及裂隙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30 SS2022020094
外表皮淡棕褐色，切面皮

部呈淡黄色，木部淡黄色

气微，口感微甜，嚼之

微有豆腥味，无异味
切面有放射状纹理及裂隙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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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5 30份子洲黄芪样品理化指标检验结果汇总表

序号 样品编号

检验结果

理化指标

水分/（g/100g）≤10.0 总灰分/（g/100g）≤5.0 黄芪甲苷（以干基计）/（g/100g）
≥0.09

1 SS2022020032 5.88 2.7 0.16

2 SS2022020033 6.41 3.0 0.14

3 SS2022020034 6.44 4.1 0.11

4 SS2022020035 6.07 3.0 0.20

5 SS2022020036 6.85 2.8 0.20

6 SS2022020037 7.15 2.7 0.23

7 SS2022020038 6.76 2.6 0.21

8 SS2022020039 5.65 2.8 0.21

9 SS2022020040 6.24 2.9 0.26

10 SS2022020041 6.55 2.8 0.20

11 SS2022020075 6.66 3.0 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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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SS2022020076 6.35 2.7 0.17

13 SS2022020077 6.35 2.9 0.15

14 SS2022020078 6.55 2.8 0.24

15 SS2022020079 6.43 2.5 0.15

16 SS2022020080 6.55 2.6 0.19

17 SS2022020081 6.47 2.7 0.19

18 SS2022020082 6.10 2.8 0.21

19 SS2022020083 6.83 2.6 0.21

20 SS2022020084 6.29 2.7 0.22

21 SS2022020085 6.62 2.8 0.20

22 SS2022020086 6.71 2.7 0.20

23 SS2022020087 6.39 3.2 0.21

24 SS2022020088 6.43 2.8 0.14

25 SS2022020089 6.61 3.0 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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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SS2022020090 6.53 2.6 0.19

27 SS2022020091 6.18 2.8 0.20

28 SS2022020092 6.35 2.9 0.19

29 SS2022020093 6.36 2.8 0.19

30 SS2022020094 5.78 2.8 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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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表 6 30份子洲黄芪样品污染物限量检验结果汇总表

序号 样品编号

检验结果

污染物限量

铅（以 Pb 计）/(mg/kg)
≤0.4

镉（以 Cd 计）/(mg/kg)
≤0.2

总汞（以 Hg计）/(mg/kg)
≤0.02

总砷（以 As计）/(mg/kg)
≤1.0

1 SS2022020032 0.09
未检出

（定量限 0.003mg/kg）
未检出

（定量限 0.010mg/kg）
0.11

2 SS2022020033 0.11 0.006
未检出

（定量限 0.010mg/kg）
0.10

3 SS2022020034 0.11 0.011
未检出

（定量限 0.010mg/kg）
0.11

4 SS2022020035 0.14
未检出

（定量限 0.003mg/kg）
未检出

（定量限 0.010mg/kg）
0.11

5 SS2022020036 0.091
未检出

（定量限 0.003mg/kg）
未检出

（定量限 0.010mg/kg）
0.10

6 SS2022020037 0.11
未检出

（定量限 0.003mg/kg）
未检出

（定量限 0.010mg/kg）
0.11

7 SS2022020038 0.11 0.0064
未检出

（定量限 0.010mg/kg）
0.10

8 SS2022020039 0.12 0.0053
未检出

（定量限 0.010mg/kg）
0.12

9 SS2022020040 0.12 0.011
未检出

（定量限 0.010mg/kg）
0.14

10 SS2022020041 0.11
未检出

（定量限 0.003mg/kg）
未检出

（定量限 0.010mg/kg）
0.0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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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SS2022020075
未检出

（定量限 0.04mg/kg）
0.0051

未检出

（定量限 0.010mg/kg）
0.10

12 SS2022020076 0.047 0.0079
未检出

（定量限 0.010mg/kg）
0.093

13 SS2022020077 0.060 0.0080
未检出

（定量限 0.010mg/kg）
0.11

14 SS2022020078
未检出

（定量限 0.04mg/kg）
0.020

未检出

（定量限 0.010mg/kg）
0.10

15 SS2022020079
未检出

（定量限 0.04mg/kg）
0.0086

未检出

（定量限 0.010mg/kg）
0.10

16 SS2022020080
未检出

（定量限 0.04mg/kg）
0.0098

未检出

（定量限 0.010mg/kg）
0.10

17 SS2022020081 0.081
未检出

（定量限 0.003mg/kg）
未检出

（定量限 0.010mg/kg）
0.11

18 SS2022020082 0.047
未检出

（定量限 0.003mg/kg）
未检出

（定量限 0.010mg/kg）
0.11

19 SS2022020083
未检出

（定量限 0.04mg/kg）
未检出

（定量限 0.003mg/kg）
未检出

（定量限 0.010mg/kg）
0.11

20 SS2022020084 0.058
未检出

（定量限 0.003mg/kg）
未检出

（定量限 0.010mg/kg）
0.12

21 SS2022020085
未检出

（定量限 0.04mg/kg）
未检出

（定量限 0.003mg/kg）
未检出

（定量限 0.010mg/kg）
0.11

22 SS2022020086
未检出

（定量限 0.04mg/kg）
0.016

未检出

（定量限 0.010mg/kg）
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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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SS2022020087
未检出

（定量限 0.04mg/kg）
未检出

（定量限 0.003mg/kg）
未检出

（定量限 0.010mg/kg）
0.11

24 SS2022020088
未检出

（定量限 0.04mg/kg）
未检出

（定量限 0.003mg/kg）
未检出

（定量限 0.010mg/kg）
0.11

25 SS2022020089
未检出

（定量限 0.04mg/kg）
未检出

（定量限 0.003mg/kg）
未检出

（定量限 0.010mg/kg）
0.10

26 SS2022020090
未检出

（定量限 0.04mg/kg）
未检出

（定量限 0.003mg/kg）
未检出

（定量限 0.010mg/kg）
0.11

27 SS2022020091
未检出

（定量限 0.04mg/kg）
未检出

（定量限 0.003mg/kg）
未检出

（定量限 0.010mg/kg）
0.10

28 SS2022020092
未检出

（定量限 0.04mg/kg）
未检出

（定量限 0.003mg/kg）
未检出

（定量限 0.010mg/kg）
0.11

29 SS2022020093 0.092
未检出

（定量限 0.003mg/kg）
未检出

（定量限 0.010mg/kg）
0.11

30 SS2022020094
未检出

（定量限 0.04mg/kg）
未检出

（定量限 0.003mg/kg）
未检出

（定量限 0.010mg/kg）
0.11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子洲黄芪》标准编写小组

二⃝二二年三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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