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

《芝麻丸》团体标准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芝麻丸》团体标准由浙江仁之初健康产业有限公司提出。本标准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

中心营养与健康所牵头负责、浙江仁之初健康产业有限公司、中国保健协会食物营养与安全

专业委员等企业共同参与制定。

本标准起主要起草人：程家丽、霍军生、孙莉等。

二、标准制定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以技术的先进性、标准的适用性为原则，严格按照 GB/T 1.1–2020 《标准

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编写要求撰写，并参照相关类似产品的

标准，确定本标准的主要技术指标。根据芝麻丸生产工艺特点，结合同类产品的检验数据，

并参考相关标准而制定。

（1）以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为依据；

（2）充分借鉴相关产品标准，并兼顾产品工艺特点；

（3）以实地调查为基础，检测数据为依据；

（4）有利于促进技术进步，提高产品质量；

（5）确保产品安全，保护消费者利益，促进对外贸易。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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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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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22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酸价的测定

GB 5009.22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

GB/T 20977 糕点通则

GB1930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坚果与籽类食品

GB/T 22165坚果与籽类食品质量通则_

GB/T 11761芝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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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ttps://www.baidu.com/link?url=-AMq9X6Br7O1luN-XjC2JHqxojamXQyH4aH9UQ57yBzl9K-vIqUD8mODA99wj4vqjSwFXpfrrTtF3pS7aQNOe_&wd=&eqid=e3fade480000489400000002642427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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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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霉菌和酵母计数

JJF1070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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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9921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 1488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T 14251 罐头食品金属容器通用技术要求

QB–T 4594 玻璃容器 食品罐头瓶

GB/T 30768食品包装用纸与塑料复合膜、袋

GB T6543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四、国外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说明

国外相关标准情况：查阅到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的发布的标准中，以及国际食品

法典委员会（CAC）发布的食品法典（codex）中，均未查到芝麻丸的标准，只有与芝麻油、

油籽有关的标准。

国内相关标准情况：我国有关于芝麻及相关产品的标准主要有《芝麻》（GB/T 11761）、

《黑芝麻糊》（GB/T 23781）、《芝麻酱》（LS/T 1509）、《绿色食品 芝麻及其制品》（NY/T 1509）

等相关标准。关于芝麻丸的标准目前仅有一个企业标准《素斋方便点心 芝麻丸子》（Q/AQMJ

0003S–2020），未查到针对芝麻丸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全国权威性业协会发布的团体标

准。

五、各项技术指标确定的依据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芝麻丸的定义、质量要求、检验方法及规则、标签标识、包装、储存和运

输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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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主要技术指标

2.1 感官指标

芝麻丸的感官指标设置了性状、色泽、气味、滋味和杂志等 5项指标，各项指标的要求

见表 1。

表 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性状 丸状 取适量试样置于白色瓷盘

中，在自然光下观察其色

泽、性状，嗅其气味，用温

开水漱口，品其滋味，并检

查有无外来杂质

色泽 具有产品应有的色泽

气味、滋味 具有产品应有的滋味、气味， 无异味

杂质 无肉眼可见外来杂质

2.2 理化指标

本标准制定过程，起草组根据查阅到的国内外相关资料，并结合企业的检测数据，主要

参考了 GB 709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糕点、面包》和 GB/T 20977《糕点通则》，对基本参

数、质量指标进行了设置，具体见表 2。

表 2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水分，g/100g ≤ 18 GB 5009.3中第一法

酸价（以脂肪计）（KOH）， mg/g ≤ 4.0 GB 5009.229

过氧化值（以脂肪计），g/100g ≤ 0.20 GB 5009.227

总糖（%） ≤ 40 GB 20977

铅（以 Pb计），mg/kg ≤ 0.4 GB 5009.12

砷（以 As计），mg/kg ≤ 0.5 GB 5009.11

黄曲霉毒素 B1，μg/kg ≤ 5 GB 5009.22

2.2.1 水分

GB/T 20977《糕点通则》中规定其他熟粉类糕点的干燥失重限值为≤25%；Q/HJCZ

0008S–2022《符合黑芝麻团（块、饼、棒）》中产品中水分限值为≤35g/100g。结合我国企

业生产实际情况，将水分指标限值设置为：≤18 g/100g。本标准中产品的水分的测定直接引

用 GB 5009.3–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第一法。

2.2.2 酸价

GB 709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糕点、面包》中规定酸价（以脂肪计）限值为≤5.0 mg/g，

检测方法采用 GB 5009.299；GB 710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饼干》中规定酸价（以脂肪计）

限值为≤5.0 mg/g，检测方法采用 GB 5009.299。NY/T1509《绿色食品 芝麻及其制品》中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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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酸价（以脂肪计）限值为≤4.0 mg/g，检测方法采用 GB 5009.299。结合国企业生产实际

情况，本标准中酸价的限值≤4.0 mg/g，检测方法采用 GB 5009.299。

2.2.3 过氧化值

GB 709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糕点、面包》中规定过氧化值（以脂肪计）限值为≤0.25

g/100g，检测方法采用 GB 5009.227；GB 710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饼干》中规定过氧化值

（以脂肪计）限值为≤0.25 g/100g，检测方法采用 GB 5009.227。结合我国企业生产实际情

况，本标准中过氧化值的限值设置为≤0.20 g/100g，检测方法采用 GB 5009.227。

2.2.4 总糖

GB 709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糕点、面包》和 GB 710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饼干》中

均未对总糖进行规定。目前，GB/T 20977《糕点通则》中规定熟粉类中总糖的含量≤45%，

烘烤糕点中总糖的含量≤40%。结合我国企业生产实际情况，本标准中总糖的含量限值设置

为≤40%，检测方法采用，GB/T 20977附录 A中规定的总糖测定方法。

2.2.4 铅（以 Pb计）

GB2762-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中规定谷物及其制品中铅含量

≤0.5 mg/kg；坚果及籽类制品中铅含量≤0.5 mg/kg。结合我国企业生产实际情况，本标准

中铅的含量限值设置为≤0.5 mg/kg，检测方法采用 GB 5009.12。

2.2.5 砷（以 As计）

GB2762-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中规定谷物及其制品中砷含量

≤0.5 mg/kg；结合我国企业生产实际情况，本标准中铅的含量限值设置为≤0.5 mg/kg，检

测方法采用 GB 5009.11。

2.2.5 黄曲霉毒素 B1

GB276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中规定谷物及其制品制品中黄曲霉毒

素 B1含量≤5 μg/kg ，坚果及籽类黄曲霉毒素 B1含量≤5 μg/kg。结我国企业生产实际情况，

本标准中黄曲霉毒素 B1含量≤5 μg/kg，检测方法采用 GB 5009.22。

2.3微生物指标

本标准制定过程，起草组根据查阅到的国内外相关资料，并结合企业的检测数据，主要

参考了 GB 709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糕点、面包》对基本参数、质量指标进行了设置，具

体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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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微生物指标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 a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CFU/g） 5 2 104 105 GB 4789.2
大肠菌群/（CFU/g） 5 2 10 102 GB 4789.3
霉菌/（CFU/g） ≤ 150 GB 4789.15
沙门氏菌 5 0 0 — GB 4789.4
金黄色葡萄球菌/
（CFU/g）

5 1 102 103 GB 4789.10

a为样品采集就处理按 GB 4789.1 执行；n为同一批次产品采集的样品件数； c 为

最大可允许超出 m 值的样品数； m 为微生物可接受水平的限量值； M 为微生物

的最高安全限量值.

2.4 其他指标

污染物限量应符合 GB 2762的规定；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 GB 2761 的规定；致病菌限

量应符合 GB 29921 中的规定；农药残留限量应符合 GB2763的规定；食品添加剂应符

合 GB 2760的规定；食品营养强化剂应符合 GB 14880的规定。

3. 检验规则

检验规则包括组批、抽样品、出厂检验、型式检验及判定规则等内容，并对其做了具体

说明。

4. 标签和标识

本部分内容按标签和标识应该 GB 7718和 GB 28050的规定执行，产品标识应符合国家

质检总局第 123号令《食品标识管理办法》的规定。

5. 包装、储存和运输

产品包装首先应符合《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GB 23350）的规定。

产品内包装材料符合 GB 4806.7 的规定；产品外包装采用马口铁材料的食品包装罐应符合

GB/T 14251 的规定；外包装采用玻璃容器的应符合 QB/T 4594 的规定；食品外包采用纸与

塑料的应符合 GB/T 30768的规定；产品运输包装使用的纸箱应符合 GB/T 6543的规定；包

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191规定。

产品储存规定，产品存在通风、干燥、阴凉的环境中，应设有防虫、防鼠的设施。产品

离地、离墙堆放，禁止与有毒、有害、有污染、有异味的物品混放。

产品运输过程中应清洁、卫生，应设有防雨、防晒措施，不得与有毒、有害或其他易造

成产品污染的物品混合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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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参考的国际国内标准

无相无关国际标准。

国内无相关芝麻丸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团体标准。本标准中指标的设置主要参考了

GB 709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糕点、面包》和 GB/T 20977《糕点通则》中相关的规定。

七、技术经济论证及预期的社会经济效果

目前，国际国内均未出台针对芝麻丸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团体标准，建立《芝麻丸》

标准具有重大意义。本标准具有科学性、先进性、针对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规范了国内

芝麻丸的市场，提高了芝麻丸产品食用安全水平。同时鉴于不断发展的国内外市场需求，有

利于增强我国芝麻丸产品在国内外市场的竞争能力和地位。《芝麻丸》团体标准的制定，引

导了企业标准化生产，为芝麻丸的规模化生产奠定了基础，为我国芝麻丸产业的发展提供了

较高的技术平台。

八、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到目前为止，我国还从未制定过用于芝麻丸的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本次标准为新制定

团体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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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的制定可为芝麻丸产品质量安全的评价、相关质量标准指标的制定和贯彻执行提

供技术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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