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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 研制背景

预制菜肴在整个预制菜的大方向来说已经不新鲜事物，但智能烹饪是未来

烹饪的发展趋势，预制菜肴根据智能鲜烹技术，定制化设计产品，从而实现烹

饪出营养、健康、美味的菜肴，目前智能鲜烹用预制菜无相关的标准，制定智

能鲜烹用预制菜肴产品标准，有规范和促进其行业良性的发展，保证其产品安

全和健康，填补了行业的空白。产品发展要标准同步，制定团体标准让企业有

标可以依，有标可行。

2. 任务来源

为了让智能鲜烹用菜肴类产品有标可依，广州市黄埔区食品安全协会联合

预制菜肴生产企业等单位，开展《智能鲜烹用菜肴生制品》团体标准的编制。

3. 标准制定的意义

《智能鲜烹用菜肴生制品》标准制定填补智能鲜烹用菜肴类产品标准的空

白，有利于推动行业的发展。

4. 主要工作过程

4.1 前期调研

1) .产品技术与合规性问题

目前预制菜是国家大力推进的产业，现有的预制菜肴主要是提供人们

手工烹饪、或熟制即食产品采用微波或其他方式加热食用的方式， 手工烹

饪受到个人烹饪技术的差异，导致很多最终产品烹饪后不能达到鲜、香、色、

味最佳或较好的状态，熟制的产品在加热后，鲜、香、色、形、味相比现场

烹饪都有很大不足。很难提供消费者美味享受。而智能鲜烹技术，通过专门

设计的预制菜肴（非即食）与智能鲜烹设备进行有效结合，根据产品智能鲜

烹设备可以智能选择烹饪的工序、温度曲线、时间等，就可以烹饪出鲜、香、

色美、味美的菜肴。预制菜肴采用目前市场上的食用农产品和食品原料作为

产品生产的原料，产品生产、储存、使用过程依照相关国家标准等执行，产

品合规，能够很好的保障产品的食品安全。

2) .团体标准《智能鲜烹用菜肴生制品》让产品有标可依，规范企业生产和

产品质量和安全。

4.2 起草

标准编制组根据 GB 2762， GB 2763，GB 14881 等相关资料，结合企业实

际要求，立足保障舌尖上的安全，对《智能鲜烹用菜肴生制品》标准进行起草。



4.3 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针对标准草案，标准编制组多次进行内部讨论，及邀请企业代表和专家一

起讨论，明确了标准制订的框架，确定产品生产过程要求，产品安全要求，从

定义分类、原料要求、产品指标、生产加工卫生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程等

进行规定，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1. 主要参考资料

GB 29921-2021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中规定对应类别致病菌限量

GB 2762-2022《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包括污染物要求

GB 14881-20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2. 关于标准结构

明确产品适用范围，定义和产品类别，原料要求，产品感官，理化，微

生物等要求，食品添加剂使用，生产过程的卫生要求，净含量的要求，检验等。

3. 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以一种或多种食用农产品及其制品(包含水果及其制品、蔬

菜及其制品、食用菌及其制品、谷物或薯类或玉米及其制品、豆类及其制品、藻

类及其制品、坚果及籽类、肉及肉制品、水产动物及其制品、蛋及蛋制品、乳及

乳制品、 淀粉及淀粉制品、植物蛋白及其制品等)为原料，配以或不配以调味料

等辅料，经预处理、杀青或不杀青、调制、包装、速冻或不速冻等相关工艺加工

而成，并在一定温度条件下进行贮存、运输、销售，供智能鲜烹设备烹制使用的

生制、非即食的预包装菜肴。主要供智能鲜烹设备使用的菜肴生制品。

4. 主要技术要求

项目 内容 依据

健康营养搭配
建立营养数据库，公共营养师配

餐、减油，减盐膳食推荐

创新的自身特点

居民膳食指南

感官

组织形态 :具有该品种应有的组

织形态

色泽 :具有该产品应有的色泽

滋味及气味 :具有产品品种应有

的滋味及气味，无异味

杂质 :无正常视力可见的外来杂

质（食材本身非食用部分除外）

自身特点及 DBS 44/007

理化指标 过氧化值、组胺/挥发性盐基氮 DBS 44/007、GB 10136、GB 19295



污染物 GB 2762

微生物指标 GB 29921

食品添加剂 GB 2760

卫生规范 GB 14881 及特定卫生规范

标签 产品自身特点及 GB 7718\GB 28050

三、若标准的技术内容涉及专利，则应列出相关专利的目录及其使用

理由

本标准技术内容不涉及专利。

四、采用国内先进标准的程度

经查询，目前国内未有制定“智能鲜烹用菜肴生制品”的标准。

五、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上级标准的关系

符合 GB 2762，GB 14881 等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的编写过程无重大分歧意见产生。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一经发布，应采用适宜的方式及时和在团体内实施标准宣贯，并做

好相关培训，使标准的关联方能及时、准确的按标准要求开展工作。

八、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的标准。

九、其它说明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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