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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目背景

水稻是江苏省的主要粮食作物，也是最主要的口粮，在粮食生产中具有举足轻

重的地位。苏州市属亚热带季风海洋性气候区，有“水乡泽国”、“天下粮仓”、“鱼米
之乡”之称。水稻生产栽培品种以粳稻为主，尤其是半糯性粳稻，配套高产栽培技术，
单产水平较高。随着农业生产“三品一标”工作的深入推进，好大米品牌的构建显得至
关重要。选好品种、做好品质评价、搞好标准化生产、讲好苏州大米故事，对构建

苏州大米品牌均很重要。

目前，在大米品质评价标准化方面，虽然有了江苏大米（T/JSLX 001.4-2018），
但其未对大米进行分类，不利于不同种类大米的种植和推广。近年来，随着国家标

准体系整合、制修订，稻米品质参数的检测标准和相关的技术内容已经发生很大变

化。伴随着《大米》从 GB/T 1354-2009修订为 GB/T 1354-2018，对某些参数进行了
修改、补充和删减，对大米的定等指标、判定规则和标签作了新的调整。加上近年

来苏州大米的品种快速发展，品质显著提升，一大批低直链淀粉含量品种育成和推

广，国家标准《大米》（GB/T 1354-2018）在苏州大米品质评价的实施中已出现指标
不协调的问题。综上，迫切需求一个适合苏州大米产业发展的新的品质评价标准，

除了包含常规粳米和糯米外，还应加上近年来快速发展的低直链淀粉含量的半糯性

水稻品种，以此来满足苏州大米产业发展的需求，促进苏州大米产业的发展。

（二）主要工作过程

1、国内外相关标准检索工作情况
检索了《大米》（GB/T 1354-2018）、《江苏大米 第 4部分：大米》（T/JSLX

001.4-2018）、《食用籼米》（NY/T 595-2013）、《食用粳米》（NY/T 594-2013）、
《稻米直链淀粉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NY/T 2639-2014）、《稻米整精米率、粒型、
百度及透明度的测定 图像法》（NY/T 2334-2013）、《米质测定方法》（NY/T 83-2017）
等国内现行有效的相关标准。

2、标准草案编制
在广泛的文献资料及数据的调查研究工作基础上，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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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规定的内容和格式编写完成了《苏

州大米品质分级》标准的草案。

2.1、标准草案的形成
2023年 4月，苏州大米品质分级标准起草小组在苏州市农业农村局召开工作启

动会议，研究讨论了标准研制工作的实施方案和标准的框架。2023年 7月，在标准
文本初步成形的基础上，标准编写小组与有关专家围绕标准的范围和其中部分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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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指标开展深入讨论，提出了完善标准的意见和建议，使本标准更加符合当前苏州

大米品种品质的实际状况。

2.2、标准的意见征求
2023年 8月：形成征求意见稿，征求相关专家的意见。

2.3、标准送审稿生成
待完成。

（三）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要求、

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严格贯彻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规和规章，严格执行强制

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与同体系标准及相关的各种基础标准以及配套使用的标准

相衔接，遵循了政策性和协调统一性的原则。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力求做到：技术内容的叙述正确无误；文字表达准确、简明、

易懂；标准的构成严谨合理；内容编排、层次划分等符合逻辑与规定。

（四）主要条款的说明

本文件规定了苏州大米品质的术语和定义、分类、质量要求、检验方法、检验

规则及包装、标签、储存和运输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苏州大米的收购、储存、运输、加工和销售。

本文件根据苏州大米的直链淀粉含量，将其分为三类，即半糯粳米、常规粳米

和粳糯米。

表1 半糯粳米品质等级

品质性状
等级

一 二 三

碎米
总量，% ≤ 5.0 7.5 10.0
其中：小碎米含量，% ≤ 0.1 0.3 0.5

加工精度 精碾 精碾 适碾

透明度，级 ≤ 1 2 3
不完善粒含量，% ≤ 3.0
水分含量，g/100 g ≤ 15.5

杂质
总量，% ≤ 0.25
其中：无机杂质含量，% ≤ 0.02

黄粒米含量，% ≤ 0.5
互混率，% ≤ 5.0
蒸煮食用 Ⅰ 感官评价，分 ≥ 90 8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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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碱消值，级 ≥ 7.0 6.0
胶稠度，mm ≥ 90 80 70
直链淀粉（干基），% 8.0~13.0

色泽、气味 正常

表2 常规粳米品质等级

品质性状
等级

一 二 三

碎米
总量，% ≤ 5.0 7.5 10.0
其中：小碎米含量，% ≤ 0.1 0.3 0.5

加工精度 精碾 精碾 适碾

透明度，级 ≤ 1 2 3
不完善粒含量，% ≤ 3.0
水分含量，g/100 g ≤ 15.5

杂质
总量，% ≤ 0.25
其中：无机杂质含量，% ≤ 0.02

黄粒米含量，% ≤ 0.5
互混率，% ≤ 5.0

蒸煮食

用

Ⅰ 感官评价，分 ≥ 90 80 70

Ⅱ

碱消值，级 ≥ 7.0 6.0
胶稠度，mm ≥ 70 60
直链淀粉（干基），% 13.0~20.0
色泽、气味 正常

表3 粳糯米品质等级

品质性状
等级

一 二 三

碎米
总量，% ≤ 5.0 7.5 10.0
其中：小碎米含量，% ≤ 0.1 0.3 0.5

加工精度 精碾 精碾 适碾

阴糯米率，% ≤ 1 3 5
白度，级 ≤ 1 2
不完善粒含量，% ≤ 3.0
水分含量，g/100 g ≤ 15.5

杂质
总量，% ≤ 0.25
其中：无机杂质含量，% ≤ 0.02

黄粒米含量，% ≤ 0.5
互混率，% ≤ 5.0
蒸煮食

用

Ⅰ 感官评价，分 ≥ 90 80
Ⅱ 碱消值，级 ≥ 7.0 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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胶稠度，mm ≥ 100 90
直链淀粉（干基），% ≤ 2.0
色泽、气味 正常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六）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

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在 CAC的稻米标准中，除了对水分有规定和要求外，仅对稻米的粒长进行长粒、
中粒和短粒的分类，并根据研磨程度的不同将精米分为精碾不足米、精米和过度精

碾米。在 ISO的稻米部分中，对糙米和精米，以及蒸谷米的糙米和精米中的稻谷、
糙米、精米、米渣、热损伤性米粒、不完善粒、未成熟粒、垩白粒、红米粒、部分

糊化颗粒（仅适用于蒸谷米）、色素沉着粒（仅适用于蒸谷米）和糯米粒等含量进

行了规定，这些参数基本上是对相关大米的合格与否进行评判，而并未对大米品质

进行分等分级。

在泰国，其稻米的标准分精米、糙米、糯米和蒸谷米标准。其中，精米分的级

数较多，根据其长短粒型、整米、整精米、碎米和 C1碎米、精米、红粒米和低于碾
磨米、黄粒米、垩白粒、糙米、糯米、未成熟粒、稻谷粒和加工精度等指标，可分

为 10个等级。另外，泰国精米还有软白米（直链淀粉含量为 13.0%-20.0%）、松白
米（直链淀粉含量为 20.0%-25.0%）和硬白米（直链淀粉含量大于 25.0%）之分。本
标准的优质一等、二等和三等籼稻的直链淀粉含量分别为 14.0%-18.0%，14.0%-20.0%
和 13.0%-24.0%。也就是说，我国的优质一等和二等籼稻加工的大米在泰国属于软白
米，而优质三等籼加工的大米在泰国属于松白米，部分等外属于硬白米。在泰国精

米的标准中，没有对大米的透明度和感官进行评价。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国对优

质籼稻的等级划分更详细一些。

在日本，稻米质量标准涉及了稻谷、糙米和大米三大类。其中稻谷分普通稻谷

和种子稻谷两大类。普通稻谷主要考虑完整粒率、外观、水分和着色粒率等，种子

稻谷主要考虑发芽率、完整粒率、外观、水分和不完善粒（包括发芽粒、病斑粒、

虫蚀粒、破碎粒等）率等。糙米分水稻糙米、陆稻糙米和酿造糙米 3类。水稻糙米
和陆稻糙米分三等，主要考虑完整粒率、外观、着色粒率、死米率（近似于我国的

粉质粒）和水分等；酿造糙米分为五等，在上述指标的基础上还对色泽有要求。大

米根据其加工精度分为七分大米和完全大米，均设置了一等、二等和等外三个等级，

主要考虑外观、水分、粉质粒、被害粒、着色粒和碎粒等。日本对稻米的食味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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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较注重，开发了一系列有助于提高稻米质量和品质的仪器，比如测鲜仪、食味计

等。同时，日本对稻米的品种、产地和生产年份管理很严格。为提高企业产品质量，

增强企业竞争力，日本 200余家大型碾米企业成立了日本大米工业会，制定了更高
的协会大米标准。在协会标准中，将大米分为雪、花两个等级，以白度反应加工精

度，并对胚芽残存做了限制。

关于水稻品种品质的分等分级情况，每个国家根据自己的国情都有自己的分类

方法。和泰国、日本及国际上对稻米的分级标准对比来看，在食用稻品种品质分等

分级方面，我国关注的点较多、面较广，涉及到稻米的加工品质（糙米率、整精米

率）、外观品质（垩白度、透明度）和食味品质（碱消值、胶稠度、直链淀粉或感

官评价）。此外，还增加了对水稻品种品质的稳定性评价，这是目前其他国家没有

的。因此，本标准与国际上其他标准相比，处于比较先进的水平。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在新标准实施前，应加强宣贯，使申报苏州大米品质分级的生产主体和基层管

理部门能把握新标准的要求，并建议开展相关的培训工作。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苏州大米品质分级》标准起草小组

二 O二三年八月十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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