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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1.1 百余年的传统食用习惯

2016年初，央视《舌尖上的美食》栏目中播出非物质文化遗产美食山阳神

仙叶凉粉，因具有水分高、膳食纤维丰富的特点，符合低热量饮食的需求，引起

老百姓的广泛青睐，全国各地消费者不惜驱车百里来尝鲜。2021年 7月，项目

组成员到访陕西省山阳县及相邻区域，发现山阳县百余餐饮与 50余小作坊前，

一到饭点客人就排起长队，门庭若市。随即与百余位老人交流，获得了山阳县人

民世代热爱食用神仙叶凉粉的证言证词。在当地政府的帮助下，我们查阅了《山

阳县志》，发现了山阳神仙叶凉粉为陕南特色食品，具有 300余年的食用历史：

明崇祯年间，秦、楚、晋、豫连年遭受旱、涝、蝗虫灾害，赤地千里，饿殍遍地，

一种灌木叶制作成晶莹、味道鲜美的凉粉救活了百姓人家。传统神仙叶凉粉制作

技艺已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被收录在山阳县政府文化馆中。随着历史沿革，

现代化加工工艺（挑选、过筛、清洗、复水、高温打浆、过滤、灌装、杀菌、包

装）使得山阳神仙叶凉粉销往万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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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神仙叶凉粉《山阳县志》记载

图 2 山阳县神仙叶凉粉食用习惯及制作技艺证明

图 3 商洛市“神仙叶凉粉制作技艺”非物质文化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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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产业发展现状

传统的山阳神仙叶凉粉主要以手工作坊形式生产，产量低，主要的盈利环节

为采摘环节，当地采摘农户年收入 0.3万元，规模化销售商旺季可获 8万元利润。

相较于周边山区，该地域百姓因此受利，从事相关产业的农户数量逐渐增加。随

着山阳神仙叶凉粉销量大规模提高，山阳县人民政府以此为契机，大力发展山

阳神仙叶凉粉产业。2018年成立了国内首家以神仙叶为原料的龙头生产企业—

陕西秦巴神仙叶食品有限公司，2020 完成生产线安装、投产后，取得食品生产

许可证，山阳神仙叶凉粉产品正式上市，年产神仙叶凉粉 400 万盒，综合产值

4000余万元。目前山阳神仙叶凉粉总产值约占到全市的 95%，陕南的 90%，全

省的 85%以上。

随着国际产业结构调整与全球价值链重构，并受中美贸易战影响，国家发改

委会同有关部门多措并举，碳达峰碳中和要求协同建设，重点支持民营经济发展，

将各项“惠企纾困”政策落到实处。为进一步支持国家和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

县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我省乡村振兴局等 12个省级部门联合制定出台《关

于支持国家和省级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实施意见》：“要求持续发展壮大产业，

培育和壮大特色优势产业并逐年提高资金占比”。在此契机下，山阳县围绕山阳

神仙叶凉粉打造系列绿色产品，积极带动上百户农民脱贫致富。

1.3 产业革新推动野生采摘转向人工种植

随着大量神仙叶野生采摘，不仅与绿水青山的理念相悖，也带来了可持续

发展的困境。山阳县地处秦岭南麓、商洛市南部，因县域北有流岭、中有鹃岭、

南有郧岭，遂有“三山夹两川”之称。山阳县土壤环境以山地为主，占总面积的

82%，境内群山绵亘，平均海拔 1100米。山阳县气候温和，四季分明，属北亚

热带向暖温带过渡的季风性半湿润山地气候，境内森林面积 373万亩，森林覆盖

率 62.9%。通过对相关区域林业、农业食药监等相关政府部门走访和实地调研，

陕西省野生神仙叶面积和人工培育种植面积总结如表 1所示。山阳县是目前国内

神仙叶种植和野生面积最多的县域，野生神仙叶面积近 40万亩，占全省野生面

积的 90%。



第 4页

表 1 陕西省野生神仙叶面积和人工培育种植面积

区别 区域 镇安 洛南 山阳 商南 蓝田 柞水

野生面积（占比/%） 1% 1% 90% 2% 2% 1%

种植面积（亩） 0 0 4800 0 0 0

为保护生态及南水北调水源涵养地，保障“一江清水送北京”，实现可持续

发展。山阳县辖区照川、户塬、龙山、杨地、板岩、漫川等 17个村镇地人工种

植面积达 4800余亩，年产叶量 1600吨左右，占全国神仙叶人工种植面积 100%，

通过前期调研，人工种植亩产收入为 6000-8000 元。计划到 2025年，山阳县全

县神仙叶人工引种栽植高产示范园 20万亩，实施野生抚育 10万亩，树叶年采收

量达到 50000吨，带动 2000多人就业，实现综合产值 15亿元，该规划已经通过

政府文件形式下达。因此，推动山阳神仙叶凉粉现代化加工产业，使得乡村振兴

与绿水青山理念高效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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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山阳县林业局神仙叶产业“十四五”规划

1.4 拟解决的食品安全问题及意义

依据国卫办食品函〔2017〕 502号《食品安全标准管理办法》中第四十三

条和国卫办食品函〔2019〕 556号《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食

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工作的通知》的规定，山阳神仙叶凉粉属于陕南特色传统食

品，食用历史已有 300余年，原料神仙叶为山阳县特有且神仙叶凉粉制作技艺被

收录为商洛市非物质文化遗产。由于目前还没有关于“神仙叶凉粉”的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导致神仙叶种植产业链相对较短，限制了神仙叶凉粉产

业健康发展，因此山阳神仙叶凉粉满足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硬性”条件。

该标准的颁布和实施：（1）可解决“山阳神仙叶凉粉”这一中华传统美食的

法定身份，促进从农户家庭手工制作、小摊小卖向产业化与商品化发展，并作为

陕西美食名片推广至全国各地，助力乡村振兴；（2）促使“山阳神仙叶凉粉”原

料神仙叶由野生采摘转向人工大量种植，有利于保护我省野生植物资源，保护生

态及南水北调水源涵养地，保障“一江清水送北京”，贯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

银山”的理念，实现可持续发展。（3）为山阳神仙叶凉粉规模化生产的工艺优化

提供科学依据，有利于政府主管部门对山阳神仙叶凉粉生产进行食品安全生产监

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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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简况

2.1 任务来源

根据国务院扩大内需，激活市场，刺激消费的精神，为了从源头开始提高食

品监管，维护山阳县等地“神仙叶凉粉”食用民众的饮食安全，陕西科技大学于

2018年 12月初递交了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神仙叶凉粉》立项申请，以填补陕西

省尚无山阳县“神仙叶凉粉”的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空白，满足给山阳县“神仙

叶凉粉”“验明正身”的发展之需。2018年 12月 27日陕西省卫生和计划生育监

督中心组织专家召开《神仙叶凉粉》研讨会，与会专家建议以地方特色食品“神

仙叶凉粉”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项。

2019年 2月 22日陕西省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中心组织专家召开陕西省食品

安全地方标准《神仙叶凉粉》立项论证会，同意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神仙

叶凉粉》立项。2019年 4月 28日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关于同意神仙叶凉

粉立项 2019年 6月 10日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将《神仙叶凉粉》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纳入陕西省 2019-2020年度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修订项目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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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陕西省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中心和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对神仙叶凉粉食品

安全地方标准立项的批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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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标制定项目由陕西科技大学牵头，陕西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陕

西秦巴神仙叶食品有限公司、山阳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站、山阳县林业局、山阳县

高新技术产业管理委员会、山阳县农业局共同参与。标准起草人为樊成、贾玮、

王维耀、杜安、邸晨娜、程晓明、张林忠、郑孔河、兰萌、刘运良、张军、王诗长、

毛浓翔。

2.2 项目单位

1）陕西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

陕西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是通过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中国

合格评定国家认可委员会认定、认可的实验室。现有实验室面积约 3000平方米，

拥有国际各种先进水平的检测仪器。通过实验室资质认证的产品有 426个，参数

有 2285个，是以产品检验为主，标准化、质量体系、检验技术人员培训与检验

技术服务相结合的综合型、公益性技术机构，具备神仙叶凉粉食品安全测定绝大

部分相关实验的仪器设备和条件。主持标准编写组的工作，负责标准编写计划的

制定；负责标准编写技术路线的设计、标准框架的起草、格式把关工作；负责感

官要求、理化指标的设计与确定；负责标准的讨论、修改工作。

2）陕西科技大学食品质量与安全团队

陕西科技大学食品质量与安全团队持续获得了色谱质谱相关设备购置项目

资助，已配置全二维气相色谱-飞行时间质谱、600 MHz 布鲁克核磁共振波谱仪

等大型设备。本团队多次参与食品安全质量标准的制定，包括参与承担食品安全

检测评价工作并制定《供给十四运食品快速检测产品评价通用技术规范》等供给

十四运食品质量安全标准 6项，参与制定食品安全国际标准 1项与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2项。以上条件为本项目研究开展提供了坚实的实验基础，可确保目标的顺

利实现。主要负责标准编写技术路线的设计、标准框架的起草工作；负责实地调

研、送样工作；负责标准的讨论、修改工作。

3）陕西秦巴神仙叶食品有限公司

陕西秦巴神仙叶食品有限公司是商洛市山阳县具备神仙叶种植及加工、销售

于一体的综合性神仙叶生产加工企业，为本次神仙叶凉粉地标制定的企业参与者

和样品提供者之一，为本标准的具体使用单位。

4）山阳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站、山阳县林业局、山阳县高新技术产业管理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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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会

山阳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站、山阳县林业局、山阳县高新技术产业管理委员会

负责提供本次商洛市山阳县山阳神仙叶种植规模、种植计划、山阳神仙叶凉粉的

加工销售、产业规模等基础性

2.3 标准主要起草人

樊成，项目负责人，正高级工程师，现任陕西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农

副食品所副所长。主持标准编写组的工作，负责标准编写计划的制定；负责标准

编写技术路线的设计、标准框架的起草、格式把关工作；负责感官要求、理化指

标的设计与确定；负责标准的讨论、修改工作。参与编写了陕西地方标准《陕西

绿茶有害物质限量规定》（DB61/437-2008）；独立编写了《金银花茶》、《苦

荞茶》等有关企业标准；长期从事乳制品等食品标准的审定工作等。

贾玮，教授，陕西科技大学食品与生物工程学院教师。负责标准征求意见稿

的征求意见工作；负责有关产业政策的把关及有关协调工作；参与验证样品的筹

备工作；参与标准的编写和讨论。国家食品补充检验方法审评委员会专家，陕西

省认证认可与检验检测标准化技术委员，陕西省特殊食品生产工艺审查专家；第

一届海峡两岸医药卫生交流协会营养健康与食品安全分会委员，国家自然基金函

评专家、陕西省科学技术奖函评专家、陕西省科技厅农业农村领域、社会发展食

品安全领域科技计划评审专家、江西省科技厅项目评审专家。

王维耀，陕西秦巴神仙叶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陕西省个私协常务理事、“神

仙叶凉粉”生产经营者，熟悉“神仙叶凉粉”相关制作工艺及系列产品研发。发

明申请与神仙叶生产有关的相关设备技术专利 17项，带动 139户依托种植和采

收神仙叶脱贫，带动当地种植面积达到 2600余亩。被省扶贫办授予“脱贫致富

带头人”，参与验证样品的收集及筹备工作，参与标准的编写和讨论。

2.4 主要工作过程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山阳神仙叶凉粉》立项通过后，起草单位随即成立了

标准起草项目组，项目组先后多次赴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主产区，对我省山阳神

仙叶种植规模、种植方式、加工方式及农药使用种类等问题进行现场调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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召开项目组工作会、企业负责人座谈会以及专家咨询会，对标准框架、重要

条款及制定原则等进行研讨，项目组基于对实际采集代表性样品检测数据，在充

分考虑安全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等原则框架下，对标准的制订工作有序推进，

在完成标准初稿后主动征集各方专家及代表意见，对标准初稿进行了修改、补充

和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具体制定工作过程如下：

2018年 12月初陕西科技大学向陕西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出立项申请。

2018年 12月底陕西省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中心组织专家召开《神仙叶凉粉》

研讨会，与会专家建议以地方特色食品“神仙叶凉粉”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项。

2019年 2月陕西省卫生和计划生育监督中心组织专家召开陕西省食品安全

地方标准《神仙叶凉粉》立项论证会，同意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神仙叶凉

粉》立项。

2019年 3月根据地方标准制定工作要求，成立山阳神仙叶凉粉地标制定项

目组，因部分工作前期以有序推进，为保障工作落实，再次对具体工作予以明确。

樊成为本项目总负责人，全面负责标准制定工作；山阳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站负责

商洛市山阳县神仙叶种植规模、种植计划和山阳神仙叶凉粉的加工销售等基础性

资料的提供。西安中检科测试认证技术有限公司负责山阳神仙叶凉粉样品农药残

留、金属污染水平、真菌毒素、微生物、营养成分等检测指标方法验证、具体样

品检测和结果复核；陕西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陕西科技大学负责样品部

分化学指标样品检测和异常结果复核比对；陕西秦巴神仙叶食品有限公司具体负

责检测实验用样品提供并配合标准起草组现场考察调研。

2021年 7月底山阳神仙叶凉粉安全评价工作已完成，出具安全评价报告，

食品安全检测工作初步完成。

2021年 8月下旬标准起草项目组召开碰头会，初步确定标准文本组织框架，

根据已收集掌握资料，撰写标准文本初稿。

2021年 9月 28日陕西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召开山阳神仙叶凉粉食品安全地

方标准第一次审定会，专家对山阳神仙叶凉粉标准报批稿及编制说明进行了评审，

并提出修改意见。

2021年 10月、11月根据专家组意见补充样品采样批次，根据整理汇总反馈

意见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山阳神仙叶凉粉》标准文本细节再次进行修改，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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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标准文本征求意见稿和标准起草说明。

2022年 2月 25日陕西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召开山阳神仙叶凉粉食品安全地

方标准第二次审定会，专家对山阳神仙叶凉粉标准报批稿及编制说明进行了评审，

认为《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神仙叶凉粉》符合《食品安全法》相关要求，设计严

谨，指标合理，依据充分，数据翔实，建议呈报省卫生健康委批准发布。

2022年 3月计划向陕西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提交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

制的起草说明等相关资料并挂网征求意见。

图 6 项目组赴山阳县现场调研以及对山阳神仙叶凉粉样品进行送样

图 7 山阳神仙叶凉粉部分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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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标准的主要内容

本标准编写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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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

准化法》的规定，格式严格参照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文本。

本标准编制遵循“科学性、实用性、规范性、安全性、适用性、可行性”原

则，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安全法》的规定，符合现行的法律法规

和强制性（国家、行业、地方）标准要求，充分考虑企业生产客观实际需要，并

参照相关国内和国际各类标准准予以制定。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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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生产和管理，可操作性强，

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3.1 国际同类标准和国内相关法规标准情况

目前尚无山阳神仙叶凉粉国家与地方相关标准。山阳神仙叶凉粉以山阳县行

政区域及周边相邻地区的神仙叶（干叶或鲜叶）为原料，经挑选、过筛、清洗、

复水（干叶）、高温打浆、过滤、灌装、杀菌、包装而成，市场监督管理局食品

生产许可证审批时将其归类于方便食品，其生产许可证分类不能代表产品的实际

属性。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林业标准 LY/T 1673《山野菜》对山野菜的定义：“在

有林地、山坡地、草地、水湿地野生或人工栽培的可食山菜、野菜的总称”，山

阳神仙叶凉粉原料神仙叶虽不能直接食用，但鉴于神仙叶植物学特征和山阳神仙

叶凉粉主要以山阳县行政区域及周边相邻地区的神仙叶为原料制成，可将山阳神

仙叶凉粉原料神仙叶归类为山野菜。

根据 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对蔬菜泥定义

为“以新鲜蔬菜为原料，经热处理、浓缩等工艺制成的泥状或酱状蔬菜制品”，

山阳神仙叶凉粉生产工艺与此贴近，依据 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污染物限量》和 GB 299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规定，蔬菜

泥归属于蔬菜制品类。凉粉为典型的淀粉制品，然而根据 GB 2713《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淀粉制品》对淀粉制品的原料来源定义为薯类、豆类、谷类等植物中的

一种或几种，山阳神仙叶凉粉的原料神仙叶不包含在此范围内。淀粉制品以淀粉

为主要原料加工而成，而山阳神仙叶凉粉主要组成为水和膳食纤维，几乎不含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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粉，因此淀粉类制品标准不能涵盖本产品。

山阳神仙叶凉粉原料神仙叶中农药残留限量主要依据 GB 2763《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残留最大限量》中蔬菜类的规定、LY/T 1673《山野菜》以及

NY/T 1507《绿色食品 山野菜》对农药残留限量的规定制定。山阳神仙叶凉粉中

污染物限量主要依据 GB 2762中蔬菜及其制品（蔬菜泥）的规定制定，微生物

限量主要依据 GB 299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中即食果蔬制

品（蔬菜泥）的规定制定。此外，标准的制定过程还参考了陕西省产品质量监督

检验研究院与西安中检科测试认证技术有限公司等检测机构对山阳神仙叶凉粉

中污染物、农药残留、真菌毒素与微生物等检测报告。

3.2 拟提出的主要技术指标

（一）标准适用范围

通过“范围”的描述，确定了本标准结构和框架并明确适用范围为“本标准

适用于山阳神仙叶凉粉。”

（二）术语和定义

该部分对山阳神仙叶凉粉及神仙叶进行明确定义。山阳神仙叶凉粉是以山阳

县行政区域及周边相邻地区的神仙叶（干叶或鲜叶）为原料，经挑选、过筛、清

洗、复水（干叶）、高温打浆、过滤、灌装、杀菌、包装而成的，其中高温打浆

是指用 80℃左右的水将叶子漂烫搅拌。神仙叶的定义主要参考中国植物志，为二

翅六道木(Abelia macrotera (Graebn. et Buchw.) Rehd.)的叶子，民间俗称神仙叶，

采摘期为 5至 8月。

（三）已经开展的风险监测和风险评估情况

技术指标的设定和限值确定依据是基于标准制定单位对我省神仙叶凉粉生

产和制作基本情况进行前期考察并根据生产规模和区域做代表性样品采集并开

展营养成分、元素检测、重金属污染物、真菌毒素、微生物检测及限量等指标做

本底筛查数据的基础上做出科学决策，本标准制定在商洛市山阳县多个手工作坊、

餐馆以及唯一一家神仙叶凉粉生产企业陕西秦巴神仙叶食品有限公司总共采集

35个批次共计 166盒（62.6公斤）有代表性样本进行监测，根据监测结果评估

确定安全指标和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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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组分两次在商洛市山阳县内 30 个不同市场、手工作坊和餐馆采集 30

个批次 126盒（51.8公斤）人工制作神仙叶凉粉，在唯一一家神仙叶凉粉生产企

业陕西秦巴神仙叶食品有限公司采集 5个批次 40盒（10.8公斤）神仙叶凉粉，

因此试验用样品具有广泛的代表性，能够代表我省山阳神仙叶凉粉质量和产业现

状。详细的采样信息见表 2。

表 2 山阳神仙叶凉粉安全性检测样品信息采集表

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采样地点（商洛市山阳县）

SXY-01 廖大妈神仙叶凉粉 3.2kg（8盒） 散装 固液混合态 廖大妈神仙叶凉粉摊贩

SXY-02 董大爷神仙叶凉粉 3.2kg（8盒） 散装 固液混合态 董大爷神仙叶凉粉摊贩

SXY-03 王大妈神仙叶凉粉 2kg（5盒） 散装 固液混合态 王大妈神仙叶凉粉摊贩

SXY-04 杨大爷神仙叶凉粉 3.2kg（8盒） 散装 固液混合态 神仙凉粉-浆水鱼鱼餐馆

SXY-05 徐阿姨神仙叶凉粉 3.2kg（8盒） 散装 固液混合态 徐阿姨神仙叶凉粉摊贩

SXY-06 “百味香宴会中心”神仙叶凉粉 1.7kg（4盒） 散装 固液混合态 百味香宴会中心

SXY-07 “畅杨楼”神仙叶凉粉 1.2kg（3盒） 散装 固液混合态 “畅杨楼”餐馆

SXY-08 “东城家宴”神仙叶凉粉 1.2kg（3盒） 散装 固液混合态 “东城家宴”餐馆

SXY-09 “丰东大酒店”神仙叶凉粉 1.7kg（4盒） 散装 固液混合态 丰东大酒店

SXY-10 “丰阳大酒店” 神仙叶凉粉 1.7kg（4盒） 散装 固液混合态 丰阳大酒店

SXY-11 “福星餐厅”神仙叶凉粉 1.2kg（3盒） 散装 固液混合态 福星餐厅

SXY-12 “和顺食屋”神仙叶凉粉 1.7kg（4盒） 散装 固液混合态 和顺食屋

SXY-13 “聚宾楼”神仙叶凉粉 1.7kg（4盒） 散装 固液混合态 “聚宾楼”餐馆

SXY-14 “开源大酒店”神仙叶凉粉 1.2kg（3盒） 散装 固液混合态 开源大酒店

SXY-15 “老友记家常菜馆”神仙叶凉粉 1.7kg（4盒） 散装 固液混合态 老友记家常菜馆

SXY-16 “任家院子”神仙叶凉粉 1.7kg（4盒） 散装 固液混合态 “任家院子”餐馆

SXY-17 “山城壹号”神仙叶凉粉 1.7kg（4盒） 散装 固液混合态 “山城壹号”餐馆

SXY-18 “盛万家”神仙叶凉粉 1.2kg（3盒） 散装 固液混合态 “盛万家”餐馆

SXY-19 “天竺人家”神仙叶凉粉 1.2kg（3盒） 散装 固液混合态 “天竺人家”餐馆

SXY-20 “田园居”神仙叶凉粉 1.2kg（3盒） 散装 固液混合态 “田园居”餐馆

SXY-21 “西城酒店”神仙叶凉粉 1.7kg（4盒） 散装 固液混合态 西城酒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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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编号 样品名称 样品数量 规格型号 样品状态 采样地点（商洛市山阳县）

SXY-22 “雅岚餐厅”神仙叶凉粉 1.2kg（3盒） 散装 固液混合态 雅岚餐厅

SXY-23 “余味斋”神仙叶凉粉 1.7kg（4盒） 散装 固液混合态 “余味斋”餐馆

SXY-24 “锦钰酒店”神仙叶凉粉 1.7kg（4盒） 散装 固液混合态 锦钰酒店

SXY-25 “岳师傅剪子面”餐馆 1.7kg（4盒） 散装 固液混合态 “岳师傅剪子面”餐馆

SXY-26 “纸包江湖”神仙叶凉粉 1.7kg（4盒） 散装 固液混合态 “纸包江湖”餐馆

SXY27 “膳品魔芋“神仙叶凉粉 1.2kg（3盒） 散装 固液混合态 “膳品魔芋”餐馆

SXY-28 “淑荣湘菜馆”神仙叶凉粉 1.2kg（3盒） 散装 固液混合态 淑荣湘菜馆

SXY-29 “粥家铺子”神仙叶凉粉 1.7kg（4盒） 散装 固液混合态 “粥家铺子”餐馆

SXY-30 “重庆巴都香”神仙叶凉粉 1.2kg（3盒） 散装 固液混合态 “重庆巴都香”山阳店餐馆

SXY-31 陕西秦巴神仙叶凉粉-1 2.16kg(8盒) 预包装 固液混合态 陕西秦巴神仙叶食品有限公司

SXY-32 陕西秦巴神仙叶凉粉-2 2.16kg(8盒) 预包装 固液混合态 陕西秦巴神仙叶食品有限公司

SXY-33 陕西秦巴神仙叶凉粉-3 2.16kg(8盒) 预包装 固液混合态 陕西秦巴神仙叶食品有限公司

SXY-34 陕西秦巴神仙叶凉粉-4 2.16kg(8盒) 预包装 固液混合态 陕西秦巴神仙叶食品有限公司

SXY-35 陕西秦巴神仙叶凉粉-5 2.16kg(8盒) 预包装 固液混合态 陕西秦巴神仙叶食品有限公司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山阳神仙叶凉粉》标准文本在“技术要求”部分包含

“原料要求”、“感官要求”、“理化指标”、“污染物限量”、“微生物限量”、“食品

添加剂”和“农药残留限量”，现将具体指标确定和限值制定依据和未设定相关

安全指标理由分别阐述如下：

（1）原料要求

该部分对山阳神仙叶凉粉主要生产原料山阳神仙叶做了相应描述，山阳神仙

叶应无霉变、无虫蛀、无异味，具有山阳神仙叶的自然特征。而其他原料应符合

国家相关规定，如生产用水应符合 GB 5749的规定。

（2）感官要求

结合产品实际和参考相关的国家、地方标准，从色泽、组织状态、滋味与气

味和杂质这四方面进行原则性描述。由于山阳神仙叶凉粉主要原料山阳神仙叶含

有丰富的膳食纤维，且产品中水的含量占到 98%以上，因此允许产品有少量的沉

淀物和水分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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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理化指标

一般理化指标测定水分、蛋白质和膳食纤维，前期实验测定山阳神仙叶凉粉

中几乎不含蛋白质，因此未制定蛋白质指标；对于水分指标，因山阳神仙叶凉粉

的水分含量在 98%以上，水分含量非常高，设立具体指标确实没有什么实际的意

义，也不便于操作，而且制定膳食纤维这个指标对水分本身就是一个反向的控制；

为真实反映山阳神仙叶凉粉理化特征，在本标准文本具体制定时考虑设定膳食纤

维限量指标，具体检测结果见表 4。

山阳神仙叶凉粉主要原料为神仙叶和生产用水，对采集的 35份代表性样品

使用国标方法 GB 5009.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第一法进行

检测，结果显示山阳神仙叶凉粉中水分含量范围为 98.10%-99.20%，平均值

98.56%，中位值 98.50%。膳食纤维具有很强的保水性，是衡量山阳神仙叶凉粉

是否使用神仙叶进行生产的一个重要指标，对采集的 35份代表性样品使用国标

方法 GB 5009.8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膳食纤维的测定》进行检测，结果

显示神仙叶凉粉膳食纤维含量范围为0.28%-0.67%，平均值0.47%，中位值0.48%，

鉴于过低的膳食纤维无法维持水分，造成产品在感官上水分大量析出，综合考虑，

本标准设定山阳神仙叶凉粉中膳食纤维的限值≥0.30%。

（4）真菌毒素限量

真菌毒素为真菌在食品或饲料贮藏过程中产生的代谢产物。山阳神仙叶凉粉

制作一般采用鲜叶，鲜叶中不含真菌毒素，而贮藏的干叶是将霉变神仙叶剔除后

进行烘干，另外 GB 2761也未对蔬菜制品（蔬菜泥）中真菌毒素进行限量。根

据 GB 5009.22对山阳神仙叶凉粉中黄曲霉毒素 B1进行检测确认，结果显示采集

的 35批代表性样品真菌毒素结果均小于定量限，均为“未检出”（表 4），因此

本标准对山阳神仙叶凉粉中真菌毒素不做限量要求。

（5）污染物限量

参照 GB 2762中已明确规定限值的食品类别，结合本标准的原始属性、加

工方式和食用习惯，在限量指标设置和限量制定时同样关注铅、砷、镉、汞、锡、

镍和金属铬共计 7种对人体健康有较大风险的重金属，并对其本底污染水平进行

检测考察，具体样品及金属污染物指标含量检测结果见表 4。

1）铅的指标设置和限量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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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行 GB 2762对蔬菜制品（蔬菜泥）中铅的最低限量为≤1 mg/kg，通过对

采集 30份代表性样品检测分析，结果显示 28个批次山阳神仙叶凉粉中铅含量低

于0.04 mg/kg，低于GB 5009.12第一法检出限，两个批次铅含量均为 0.058 mg/kg，

参考相关产品标准对铅的限量设置规定，结合本省山阳神仙叶凉粉样本检测含量

水平，山阳神仙叶凉粉中铅的限量应符合 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污染物限量》中对蔬菜制品（蔬菜泥）的规定。

2）砷的指标设置和限量确定

现行 GB 2762未对蔬菜制品中的砷进行限量，对蔬菜及其制品中新鲜蔬菜

总砷限量为≤0.5 mg/kg，通过对采集 30份代表性样品检测分析，结果显示总砷

含量均≤0.040 mg/kg，低于 GB 5009.11第一篇第二法检出限，因此对砷不做限

量要求。

3）镉的指标设置和限量确定

现行 GB 2762未对蔬菜制品中的镉进行限量，对蔬菜及其制品中新鲜蔬菜

镉最低限量为≤0.05 mg/kg，通过对采集 30份代表性样品检测分析，结果显示镉

含量均≤0.003 mg/kg，低于 GB 5009.15方法检出限，因此对镉不做限量要求。

4）汞的指标设置和限量确定

现行 GB 2762未对蔬菜制品中的汞进行限量，对蔬菜及其制品中新鲜蔬菜

镉汞最低限量为≤0.01 mg/kg，通过对采集 30份代表性样品检测分析，结果显示

总汞含量均≤0.01 mg/kg，低于 GB 5009.17第一篇第一法方法检出限，因此对汞

不做限量要求。

5）锡的指标设置和限量确定

现行 GB 2762仅对采用镀锡薄板做食品包装容器食品作锡限量，且普通食

品限量为≤250 mg/kg，要求最严的婴幼儿配方食品、婴幼儿辅助食品锡限值为

≤50 mg/kg，通过对采集 30份代表性样品检测分析，结果显示锡含量均≤2.500

mg/kg，远低于 50 mg/kg限量，鉴于山阳神仙叶凉粉产品包装未采用镀锡薄板作

食品包装容器，因此对锡不做限量要求。

6）镍的指标设置和限量确定

现行 GB 2762只对油脂及其制品中镍做限量≤1 mg/kg的规定，通过对采集

30份代表性样品检测分析，结果显示镍含量在 0.050 mg/kg-0.280 mg/kg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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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均值为 0.152 mg/kg，中位值为 0.150 mg/kg，远低于 1 mg/kg限量，鉴于山阳

神仙叶凉粉主要参照食品类别为蔬菜泥，因此对镍不做限量要求。

7）铬的指标设置和限量确定

现行 GB 2762未对蔬菜制品中的铬进行限量，对蔬菜及其制品中新鲜蔬菜

镉铬最低限量为≤0.5 mg/kg，通过对采集 30份代表性样品检测分析，结果显示

有 23批次山阳神仙叶凉粉中铬含量≤0.03 mg/kg，低于 GB 5009.123检出限，7

个批次山阳神仙叶凉粉中铬含量在0.034 mg/kg-0.280 mg/kg之间，平均值为0.182

mg/kg，中位值为 0.220 mg/kg，因此对铬不做限量要求。

综上所述，标准项目组结合现有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对类似产品

的限制设定和限量控制要求，在统筹考虑我省山阳神仙叶凉粉产品质量和安全风

险的基础上，制定涉及食品安全的真菌毒素和污染物限定指标并确定了限量值，

用于指导我省山阳神仙叶凉粉的相关食品生产和销售。因此山阳神仙叶凉粉中污

染物限量除铅应符合 GB2762中蔬菜制品（蔬菜泥）的规定外，其他污染物限量

不做要求。

（6）微生物指标

10个批次山阳神仙叶凉粉中微生物检测结果见表 5。其中致病菌如金黄色葡

萄球菌和沙门氏菌分别小于 10 CFU/g和未检出。山阳神仙叶凉粉与蔬菜制品（蔬

菜泥）生产工艺贴近，因此山阳神仙叶凉粉中致病菌限量应符合 GB 29921中即

食果蔬制品（蔬菜泥）的规定。由于散装山阳神仙叶凉粉为手工操作且没有包装，

因此散装山阳神仙叶凉粉中菌落总数和大肠菌群高于预包装山阳神仙叶凉粉。通

过对 5个批次 40盒预包装山阳神仙叶凉粉进行菌落总数和大肠菌群检验，其结

果均小于 10 CFU/g，满足 GB 71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对菌落总数和大

肠菌群限量的要求，鉴于目前尚无相关标准对蔬菜泥进行菌落总数和大肠菌群限

量，因此本标准规定山阳神仙叶凉粉中大肠菌群和菌落总数应符合 GB 7101 的

规定。

（7）食品添加剂

山阳神仙叶凉粉加工工艺与蔬菜泥（酱）贴近，因此食品添加剂限量应符合

蔬菜泥（酱）的规定。

（8）农药残留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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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前期走访调研，结合山阳县农产品质量安全站提供当地农药登记与使用

记录，发现陕西省商洛市山阳县昼夜温差大，且生长区域位于海拔 900米到 1800

米，山阳县行政区域及周边相邻地区的神仙叶不受虫害影响，因此当地野外生长

的神仙叶和人工种植的神仙叶均未使用任何农药。由于神仙叶被归属为山野菜，

因此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 NY/T 1507《绿色食品 山野菜》、中华人

民共和国林业标准 LY/T 1673《山野菜》对农药残留限量以及 GB 2763《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残留最大限量》规定，选取了主要用于蔬菜中 11种市面

上常见且半衰期长的具有杀虫、杀菌作用的农药（见表 3），根据 GB 2763规定

的检测方法对山阳神仙叶凉粉中农药残留进行确证。结果表明（表 6），所有农

药残留均低于 NY/T 1507、LY/T 1673对农药残留限量值和 GB 2763蔬菜中农药

残留限量。标准起草组从标准制定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出发，在综合评估由山阳神

仙叶凉粉导致食品安全危害概率基础上，因此农药残留限量应符合 GB 2763 的

规定。

表 3 11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和参考标准

农药种类 农药名称 最大残留限量（mg/kg） 参考类别 参考标准

杀菌剂

百菌清 ≤0.01 蔬菜 GB 2763
三唑酮 ≤0.05 蔬菜 GB 2763
多菌灵 ≤0.10 蔬菜 GB 2763
腐霉利 ≤0.20 蔬菜 GB 2763

杀虫剂

甲拌磷 ≤0.01 蔬菜 GB 2763
氧乐果 ≤0.01 蔬菜 GB 2763
克百威 ≤0.01 蔬菜 GB 2763
敌敌畏 ≤0.01 蔬菜 GB 2763
毒死蝉 ≤0.01 蔬菜 GB 2763
辛硫磷 ≤0.05 蔬菜 GB 2763
吡虫啉 ≤0.20 蔬菜 GB 2763

（四）其他

1）不适宜人群

山阳神仙叶凉粉虽然具有上百年的食用历史，但由于缺乏系统的人体试验验

证资料做支撑，出于标准发布实施后食用安全考虑，不建议孕妇、哺乳期妇女及

婴幼儿等特殊人群食用山阳神仙叶凉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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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山阳神仙叶凉粉理化检测结果汇总表 单位（mg/kg）

样品自编号
水

（g/100g）
膳食纤维

（g/100g）
黄曲霉毒 B1
（μg/kg）

铅（以 Pb计） 总砷（以 As计） 镉（以Cd计） 总汞（以 Hg计） 锡（以 Sn计） 镍（以Ni计） 铬（以 Cr计）

SXY-01 98.80 0.345 ≤0.03 ≤0.040 ≤0.040 ≤0.003 ≤0.010 ≤2.500 0.110 0.210

SXY-02 99.00 0.365 ≤0.03 ≤0.040 ≤0.040 ≤0.003 ≤0.010 ≤2.500 0.059 0.230

SXY-03 99.00 0.334 ≤0.03 0.058 ≤0.040 ≤0.003 ≤0.010 ≤2.500 0.074 0.220

SXY-04 98.60 0.469 ≤0.03 0.058 ≤0.040 ≤0.003 ≤0.010 ≤2.500 ≤0.05 0.280

SXY-05 99.20 0.672 ≤0.03 ≤0.040 ≤0.040 ≤0.003 ≤0.010 ≤2.500 0.110 0.260

SXY-06 98.50 0..410 ≤0.03 ≤0.040 ≤0.040 ≤0.003 ≤0.010 ≤2.500 0.220 ≤0.03

SXY-07 98.10 0.560 ≤0.03 ≤0.040 ≤0.040 ≤0.003 ≤0.010 ≤2.500 0.100 ≤0.03

SXY-08 98.50 0.500 ≤0.03 ≤0.040 ≤0.040 ≤0.003 ≤0.010 ≤2.500 0.180 ≤0.03

SXY-09 98.50 0.340 ≤0.03 ≤0.040 ≤0.040 ≤0.003 ≤0.010 ≤2.500 0.200 ≤0.03

SXY-10 98.50 0.470 ≤0.03 ≤0.040 ≤0.040 ≤0.003 ≤0.010 ≤2.500 0.220 ≤0.03

SXY-11 98.50 0.560 ≤0.03 ≤0.040 ≤0.040 ≤0.003 ≤0.010 ≤2.500 0.220 ≤0.03

SXY-12 98.50 0.530 ≤0.03 ≤0.040 ≤0.040 ≤0.003 ≤0.010 ≤2.500 0.140 ≤0.03

SXY-13 98.50 0.470 ≤0.03 ≤0.040 ≤0.040 ≤0.003 ≤0.010 ≤2.500 0.180 ≤0.03

SXY-14 98.50 0.500 ≤0.03 ≤0.040 ≤0.040 ≤0.003 ≤0.010 ≤2.500 0.092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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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自编号
水

（g/100g）
膳食纤维

（g/100g）
黄曲霉毒 B1
（μg/kg）

铅（以 Pb计） 总砷（以 As计） 镉（以Cd计） 总汞（以 Hg计） 锡（以 Sn计） 镍（以Ni计） 铬（以 Cr计）

SXY-15 98.40 0.540 ≤0.03 ≤0.040 ≤0.040 ≤0.003 ≤0.010 ≤2.500 0.100 ≤0.03

SXY-16 98.50 0.560 ≤0.03 ≤0.040 ≤0.040 ≤0.003 ≤0.010 ≤2.500 0.130 ≤0.03

SXY-17 98.70 0.300 ≤0.03 ≤0.040 ≤0.040 ≤0.003 ≤0.010 ≤2.500 0.099 ≤0.03

SXY-18 98.50 0.480 ≤0.03 ≤0.040 ≤0.040 ≤0.003 ≤0.010 ≤2.500 0.150 ≤0.03

SXY-19 98.50 0.570 ≤0.03 ≤0.040 ≤0.040 ≤0.003 ≤0.010 ≤2.500 0.220 ≤0.03

SXY-20 98.50 0.510 ≤0.03 ≤0.040 ≤0.040 ≤0.003 ≤0.010 ≤2.500 0.150 ≤0.03

SXY-21 98.50 0.500 ≤0.03 ≤0.040 ≤0.040 ≤0.003 ≤0.010 ≤2.500 0.200 ≤0.03

SXY-22 98.50 0.520 ≤0.03 ≤0.040 ≤0.040 ≤0.003 ≤0.010 ≤2.500 0.170 0.034

SXY-23 98.50 0.420 ≤0.03 ≤0.040 ≤0.040 ≤0.003 ≤0.010 ≤2.500 0.200 ≤0.03

SXY-24 98.50 0.390 ≤0.03 ≤0.040 ≤0.040 ≤0.003 ≤0.010 ≤2.500 0.240 ≤0.03

SXY-25 98.50 0.350 ≤0.03 ≤0.040 ≤0.040 ≤0.003 ≤0.010 ≤2.500 0.180 0.042

SXY-26 98.60 0.340 ≤0.03 ≤0.040 ≤0.040 ≤0.003 ≤0.010 ≤2.500 0.180 ≤0.03

SXY27 98.50 0.440 ≤0.03 ≤0.040 ≤0.040 ≤0.003 ≤0.010 ≤2.500 0.093 ≤0.03

SXY-28 98.50 0.330 ≤0.03 ≤0.040 ≤0.040 ≤0.003 ≤0.010 ≤2.500 0.062 ≤0.03

SXY-29 98.40 0.280 ≤0.03 ≤0.040 ≤0.040 ≤0.003 ≤0.010 ≤2.500 0.140 ≤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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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自编号
水

（g/100g）
膳食纤维

（g/100g）
黄曲霉毒 B1
（μg/kg）

铅（以 Pb计） 总砷（以 As计） 镉（以Cd计） 总汞（以 Hg计） 锡（以 Sn计） 镍（以Ni计） 铬（以 Cr计）

SXY-30 98.50 0.660 ≤0.03 ≤0.040 ≤0.040 ≤0.003 ≤0.010 ≤2.500 0.280 ≤0.03

SXY-31 98.50 0.480 / ≤0.040 / / / / / /

SXY-32 98.50 0.500 / ≤0.040 / / / / / /

SXY-33 98.50 0.480 / ≤0.040 / / / / / /

SXY-34 98.80 0.530 / ≤0.040 / / / / / /

SXY-35 98.50 0.540 / ≤0.040 / /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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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山阳神仙叶凉粉微生物检测结果

样品自编号 霉菌（CFU/g） 菌落总数（CFU/g） 大肠菌群（CFU/g） 金黄色葡萄球菌（CFU/g） 沙门氏菌（CFU/g）

SXY-01 5
1.5×106；1.4×106；1.2×106；

5.9×105；5.8×105
3.6×105；3.2×105；3.0×105；

2.9×105；3.5×105；
<10；<10；<10；<10；<10 未检出

SXY-02 160
4.9×105；4.2×105；4.2×105；

4.5×105；4.3×105
4.0×105；3.8×105；3.2×105；

4.0×105；3.9×105；
<10；<10；<10；<10；<10 未检出

SXY-03 15
5.7×105；5.0×105；4.9×105；

4.8×105；4.9×105
2.8×105；2.9×105；2.7×105；

3.0×105；3.1×105；
<10；<10；<10；<10；<10 未检出

SXY-04 8600
3.3×105；3.2×105；2.9×105；

3.5×105；3.1×105
6.5×103；6.0×103；5.9×103；

6.2×103；6.0×103；
<10；<10；<10；<10；<10 未检出

SXY-05 5
6.8×105；6.2×105；6.1×105；

6.0×105；6.6×105
4.6×105；4.2×105；4.1×105；

3.9×105；4.5×105；
<10；<10；<10；<10；<10 未检出

SXY-31 / <10；<10；<10；<10；<10 <10；<10；<10；<10；<10 <10；<10；<10；<10；<10 未检出

SXY-32 / <10；<10；<10；<10；<10 <10；<10；<10；<10；<10 <10；<10；<10；<10；<10 未检出

SXY-33 / <10；<10；<10；<10；<10 <10；<10；<10；<10；<10 <10；<10；<10；<10；<10 未检出

SXY-34 / <10；<10；<10；<10；<10 <10；<10；<10；<10；<10 <10；<10；<10；<10；<10 未检出

SXY-35 / <10；<10；<10；<10；<10 <10；<10；<10；<10；<10 <10；<10；<10；<10；<10 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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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山阳神仙叶凉粉中农药残留筛查结果 单位（mg/kg）

百菌清 三唑酮 多菌灵 腐霉利 甲拌磷 克百威 敌敌畏 毒死蝉 辛硫磷 吡虫啉

SXY-01 ≤0.01 ≤0.05 ≤0.1 ≤0.2 ≤0.01 ≤0.01 ≤0.01 ≤0.01 ≤0.05 ≤0.2

SXY-02 ≤0.01 ≤0.05 ≤0.1 ≤0.2 ≤0.01 ≤0.01 ≤0.01 ≤0.01 ≤0.05 ≤0.2

SXY-03 ≤0.01 ≤0.05 ≤0.1 ≤0.2 ≤0.01 ≤0.01 ≤0.01 ≤0.01 ≤0.05 ≤0.2

SXY-04 ≤0.01 ≤0.05 ≤0.1 ≤0.2 ≤0.01 ≤0.01 ≤0.01 ≤0.01 ≤0.05 ≤0.2

SXY-05 ≤0.01 ≤0.05 ≤0.1 ≤0.2 ≤0.01 ≤0.01 ≤0.01 ≤0.01 ≤0.05 ≤0.2

SXY-06 ≤0.01 ≤0.05 ≤0.1 ≤0.2 ≤0.01 ≤0.01 ≤0.01 ≤0.01 ≤0.05 ≤0.2

SXY-07 ≤0.01 ≤0.05 ≤0.1 ≤0.2 ≤0.01 ≤0.01 ≤0.01 ≤0.01 ≤0.05 ≤0.2

SXY-08 ≤0.01 ≤0.05 ≤0.1 ≤0.2 ≤0.01 ≤0.01 ≤0.01 ≤0.01 ≤0.05 ≤0.2

SXY-09 ≤0.01 ≤0.05 ≤0.1 ≤0.2 ≤0.01 ≤0.01 ≤0.01 ≤0.01 ≤0.05 ≤0.2

SXY-10 ≤0.01 ≤0.05 ≤0.1 ≤0.2 ≤0.01 ≤0.01 ≤0.01 ≤0.01 ≤0.05 ≤0.2

SXY-11 ≤0.01 ≤0.05 ≤0.1 ≤0.2 ≤0.01 ≤0.01 ≤0.01 ≤0.01 ≤0.05 ≤0.2

SXY-12 ≤0.01 ≤0.05 ≤0.1 ≤0.2 ≤0.01 ≤0.01 ≤0.01 ≤0.01 ≤0.05 ≤0.2

SXY-13 ≤0.01 ≤0.05 ≤0.1 ≤0.2 ≤0.01 ≤0.01 ≤0.01 ≤0.01 ≤0.05 ≤0.2

SXY-14 ≤0.01 ≤0.05 ≤0.1 ≤0.2 ≤0.01 ≤0.01 ≤0.01 ≤0.01 ≤0.05 ≤0.2

SXY-15 ≤0.01 ≤0.05 ≤0.1 ≤0.2 ≤0.01 ≤0.01 ≤0.01 ≤0.01 ≤0.05 ≤0.2

SXY-16 ≤0.01 ≤0.05 ≤0.1 ≤0.2 ≤0.01 ≤0.01 ≤0.01 ≤0.01 ≤0.05 ≤0.2

SXY-17 ≤0.01 ≤0.05 ≤0.1 ≤0.2 ≤0.01 ≤0.01 ≤0.01 ≤0.01 ≤0.05 ≤0.2

SXY-18 ≤0.01 ≤0.05 ≤0.1 ≤0.2 ≤0.01 ≤0.01 ≤0.01 ≤0.01 ≤0.05 ≤0.2

SXY-19 ≤0.01 ≤0.05 ≤0.1 ≤0.2 ≤0.01 ≤0.01 ≤0.01 ≤0.01 ≤0.05 ≤0.2

SXY-20 ≤0.01 ≤0.05 ≤0.1 ≤0.2 ≤0.01 ≤0.01 ≤0.01 ≤0.01 ≤0.05 ≤0.2

SXY-21 ≤0.01 ≤0.05 ≤0.1 ≤0.2 ≤0.01 ≤0.01 ≤0.01 ≤0.01 ≤0.05 ≤0.2

SXY-22 ≤0.01 ≤0.05 ≤0.1 ≤0.2 ≤0.01 ≤0.01 ≤0.01 ≤0.01 ≤0.05 ≤0.2

SXY-23 ≤0.01 ≤0.05 ≤0.1 ≤0.2 ≤0.01 ≤0.01 ≤0.01 ≤0.01 ≤0.05 ≤0.2

SXY-24 ≤0.01 ≤0.05 ≤0.1 ≤0.2 ≤0.01 ≤0.01 ≤0.01 ≤0.01 ≤0.05 ≤0.2

SXY-25 ≤0.01 ≤0.05 ≤0.1 ≤0.2 ≤0.01 ≤0.01 ≤0.01 ≤0.01 ≤0.05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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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菌清 三唑酮 多菌灵 腐霉利 甲拌磷 克百威 敌敌畏 毒死蝉 辛硫磷 吡虫啉

SXY-26 ≤0.01 ≤0.05 ≤0.1 ≤0.2 ≤0.01 ≤0.01 ≤0.01 ≤0.01 ≤0.05 ≤0.2

SXY27 ≤0.01 ≤0.05 ≤0.1 ≤0.2 ≤0.01 ≤0.01 ≤0.01 ≤0.01 ≤0.05 ≤0.2

SXY-28 ≤0.01 ≤0.05 ≤0.1 ≤0.2 ≤0.01 ≤0.01 ≤0.01 ≤0.01 ≤0.05 ≤0.2

SXY-29 ≤0.01 ≤0.05 ≤0.1 ≤0.2 ≤0.01 ≤0.01 ≤0.01 ≤0.01 ≤0.05 ≤0.2

SXY-30 ≤0.01 ≤0.05 ≤0.1 ≤0.2 ≤0.01 ≤0.01 ≤0.01 ≤0.01 ≤0.05 ≤0.2

SXY-31 ≤0.01 ≤0.05 ≤0.1 ≤0.2 ≤0.01 ≤0.01 ≤0.01 ≤0.01 ≤0.05 ≤0.2

SXY-32 ≤0.01 ≤0.05 ≤0.1 ≤0.2 ≤0.01 ≤0.01 ≤0.01 ≤0.01 ≤0.05 ≤0.2

SXY-33 ≤0.01 ≤0.05 ≤0.1 ≤0.2 ≤0.01 ≤0.01 ≤0.01 ≤0.01 ≤0.05 ≤0.2

SXY-34 ≤0.01 ≤0.05 ≤0.1 ≤0.2 ≤0.01 ≤0.01 ≤0.01 ≤0.01 ≤0.05 ≤0.2

SXY-35 ≤0.01 ≤0.05 ≤0.1 ≤0.2 ≤0.01 ≤0.01 ≤0.01 ≤0.01 ≤0.05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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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结果和依据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由项目负责人策划标准结构框架，具体内容和文本表达

方式有项目组成员共同讨论确定，涉及特殊规定或特殊要求内容，首先有标准起

草组成员查阅相关标准或资料，有明确来源的依据或充分的研究结论的问题，由

标准起草组成员根据查阅资料共同讨论决定，若不能确定或问题涉及监督管理部

门或生产企业利益，标准起草组解决该类问题的方式是组织现场调研或有针对性

的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就相关条款进行研究讨论或邀请相关生产企业代表召开研

讨会，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共同讨论决定。

五、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山阳神仙叶凉粉》的制定并发布实施，能够充分体现

我省山阳神仙叶凉粉相关产品地方特色，将为《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

农村现代化的实施意见》顺利实施落实提供科技助力，将对规范企业质量管理，

促进产业健康发展有着积极意义，为山阳神仙叶凉粉周边配套产品开发提供合法

生产依据，山阳神仙叶凉粉的食用和使用将更规范、更安全，产品质量得到有效

的监管，积极推动山阳神仙叶凉粉相关产品市场繁荣，将陕西省山阳神仙叶凉粉

产业上规模、规范化提供契机，为陕西山阳神仙叶凉粉产业这张名片推向全国、

推向世界插上翅膀。

本标准颁布实施后，应及时组织相关监管部门及神仙叶培植、加工、生产企

业宣贯培训，指导我省山阳神仙叶凉粉生产企业规范生产，引导我省山阳神仙叶

凉粉产业规模做大做强，创品牌成规模，建议本标准实施后由各级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针对神仙叶种植和加工企业开展专门宣传培训，让全省神仙叶种植和加工企

业按照标准规定规范生产。

六、地方标准修订项目，还应当列出和原标准主要差异情况

本标准为初次申请制定标准，不涉及修订内容。

七、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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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意见收集和采纳情况

标准起草组拟于 2022年 3月报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山阳神仙叶凉粉》（征

求意见稿）申报资料，请卫健委按照标准制定要求在其官网挂网公开征求意见，

标准起草组将根据征求意见，在认真汇总研究的基础上按要求予以回复并讨论决

定是否采纳，最后再次提交地标审定专家审查。

九、相关资料附件

附件 1 二翅六道木检验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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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神仙叶凉粉专家会议通知及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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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神仙叶凉粉现场采样证明

廖大妈神仙叶凉粉

董大爷神仙叶凉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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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大爷神仙叶凉粉

王大妈神仙叶凉粉 徐阿姨神仙叶凉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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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样品检测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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