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酪蛋白肽》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报批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文件根据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发布的“关于《酪蛋白肽》团体标准立

项的通知”（中生协标委[2023]28号），《酪蛋白肽》团体标准被列为 2023年

标准制修订计划，计划号为：T20231002，主要起草单位：华南理工大学、大连

工业大学、湖南健明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石河子大学食品学院、深圳养世纪科技

有限公司、广东华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烟台海岸带研究所、中国海

洋大学、中国石油大学（华东）、宁波大学、北京凯晟中食管理咨询中心、中国

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特医食品及生物活性肽工作委员会、烟台嘉惠海洋生物科技

有限公司等，计划完成时间 2024年。

2、主要工作过程

（1）起草阶段：

2023年 9月，由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启动开展《酪蛋白肽》团体标准

的起草工作，组织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并在华南理工大学协助下拟定了标准（草

案）。通过网络沟通，向起草单位征集意见、收集国内外的同类标准及相关资料，

根据参与标准起草单位的讨论意见，整理形成标准文本（讨论稿一）。

2023年 11月 1日，由中国生产力促进中心协会特医食品及生物活性肽工作

委员会组织召开了《酪蛋白肽》团体标准第一次起草工作会。会后，根据参与标

准起草单位的讨论意见，整理形成标准文本（讨论稿二）。

2023年 11月，完成酪蛋白肽样品的征集、测定及数据统计分析工作，根据

分析结果，通过线上讨论，完善形成标准文本（讨论稿三）。

2023年 11月 20日，组织召开标准第二次起草工作会，开展起草单位内部

讨论，参与标准起草工作的各单位对标准文本（讨论稿三）发表了意见和建议，

根据起草工作组意见反馈情况形成标准文本征求意见稿。

（2）征求意见阶段：

2024年**月，通过邮件、信函等形式向全行业公开征求意见。



2024年**月，对征集意见进行汇总，并对标准进行修改，形成送审稿。

（3）审查阶段：

（4）报批阶段：

3、主要参加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作的工作等

略。

二、标准编制原则

标准的制定符合产业发展的原则，以规范酪蛋白肽产品行业的健康发展，确

保食品安全，保障公众健康为宗旨，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中华

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有关规定，充分考虑国内企业的实际情况和产品特点，

以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先进性、可操作性。本标准按照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

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中的原则和要求进行编写。

三、标准主要内容

1、标准名称

本文件名称为“酪蛋白肽”，适用于以酪蛋白或酪蛋白制品为主要原料，经酶

解、过滤、浓缩、灭菌、干燥等工序制成的酪蛋白肽。

2、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酪蛋白肽的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标

志、包装、运输、贮存要求。

3、规范性引用文件

描述了本文件中涉及引用的方法标准和标签等食品安全标准。

4、术语和定义

本文件定义的“酪蛋白肽”是：以酪蛋白或酪蛋白制品为主要原料，经前处理、

酶解、过滤、浓缩、灭菌、干燥、收粉、包装等工序生产的粉末状产品。

5、技术要求

（1）原辅料要求

酪蛋白应符合GB 31638的规定和SC/T 3121中的规定；酶制剂应符合GB

1886.174和GB/T 23527的规定；其他原辅料应符合相应的食品标准或规定。



（2）感官要求

根据酪蛋白肽的实际形状，从色泽、组织形态、滋、气味和杂质四个方面给

出感官要求。见表 1。

表 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 求

色泽 白色或淡黄色

组织形态 均匀粉末或颗粒状，无结块

滋、气味 具有产品应有的气味和滋味，无异味

杂质 无肉眼可见杂质

（3）理化指标

① 水分含量

用于测定产品含水量的指标，其结果可反映出产品质量，该指标的限制，也

可确保产品在运输与贮存时的稳定性。水分不但是酪蛋白肽的质量指标，也是其

它肽产品的主要指标。根据实际产品的检测情况（见表 2）分析，水分含量最高

为 5.40%，对比现有的酪蛋白肽的企业标准及其他肽类产品标准（见附录 2），

将酪蛋白肽产品的水分指标规定为≤7.0%。

表 2 酪蛋白肽产品理化指标情况统计

项目 赋值依据

水分/（%） 共统计3家生产酪蛋白肽的企业，3组样品，水分含量均≤5.40

灰分/（%） 共统计3家生产酪蛋白肽的企业，3组样品，灰分含量均≤6.30

蛋白质（以干基计）/（g/100g） 共统计3生产酪蛋白肽的企业，3组样品，蛋白质含量均≥92.80

肽含量（以干基计）/（g/100g） 共统计1家生产酪蛋白肽的企业，1组样品，蛋白质含量均≥50.0

酪蛋白序列来源的特征性肽

片段含量/（以干基计，

g/100g）≥

依据酪蛋白的序列特点分析及文献，特征性肽片段

含量可达1%-2%

相对分子质量小于5000 Da的蛋白

水解物所占比例/（%）

共统计2家生产酪蛋白肽的企业，2组样品，相对分子质量小于5000 Da

的蛋白水解物所占比例均≥95；

② 灰分含量



检查的目的是用于检查产品中所引入的无机杂质，该指标限度的制定，可检

查产品纯杂程度。根据实际样品的检测情况（见表 2）分析，灰分含量最高为

6.30%。对比现有的酪蛋白肽产品企业标准及其他肽类产品标准（见附录 2），

将酪蛋白肽产品的灰分指标规定为≤8.0%。

③ 蛋白质含量

蛋白质含量是酪蛋白肽的营养指标之一，根据实际样品的检测情况（见表 2）

分析，蛋白质含量最低为 92.80%；对比酪蛋白肽的企业标准及其他肽类产品标

准（见附录 2）将酪蛋白肽产品的蛋白质含量指标规定为≥85%。

④ 肽含量

肽含量是酪蛋白肽具有生理活性的重要指标，根据实际样品的检测情况（见

表 2）分析，产品的肽含量大于 50%； 对比酪蛋白肽的企业标准及其他肽类产

品标准（见附录 2）将酪蛋白肽产品的肽含量指标规定为≥45%。

⑤酪蛋白序列来源的特征性肽片段含量

酪蛋白序列来源的特征性肽片段含量是酪蛋白肽具有生理活性的重要指标，

根据酪蛋白的序列特点分析及文献，酪蛋白序列来源的特征性肽片段含量可达

1%-2%；酪蛋白序列来源的特征性肽片段含量指标规定为≥0.5%。

⑥相对分子质量小于5000的蛋白水解物所占比例

GB 3164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胶原蛋白肽》和GB/T 22492《大豆肽粉》中

分别对相对分子质量小于10000、2000和5000的蛋白水解物所占比例规定了范围；

企业标准乳杭州康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 Q/HZK 0013S-2022《酪蛋白肽（酪蛋

白水解肽、水解酪蛋白肽）》和广东华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Q/HTSW 0008S-2019

《酪蛋白肽》，也都有相应指标。不同厂家、不同酶解工艺、不同的分离纯化工

艺制备酪蛋白肽的分子量分布存在差异，尤其是不同的分离纯化工艺，如使用预

订的膜分离，可以直接干扰分子量的大小。根据实际样品的检测情况分析，不同

企业检测出的蛋白水解物在各相对分子质量区间所占比例有所差异，尤其是相对

分子质量小于3000的蛋白水解物所占比例的差异较大。综合考虑酪蛋白肽产品的

检测数据及国内同类产品对蛋白水解物指标的规定，经讨论，本文件将此指标确

定为相对分子质量小于5000 Da的蛋白水解物所占比例≥80%。

⑦铅



应符合 GB2762的规定。根据 GB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

量》中乳及乳制品中污染物限量规定，主要涉及指标为对人体有明显毒性的铅。

不同企业生产酪蛋白肽所用的原料不同，检测出的结果差异较大，但均符合国标

GB2762的规定。

⑧黄曲霉毒素M1

应符合GB 2761的规定。根据GB276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

限量》中乳及乳制品中真菌毒素限量规定，主要涉及指标为对人体有明显危害的

黄曲霉毒素M1。不同企业生产酪蛋白肽所用的原料不同，检测出的结果差异较

大，但均符合国标GB2761的规定。

根据以上①-⑦的分析，酪蛋白肽的理化指标见表3

表 3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水分/（%） ≤7.0

灰分/（%） ≤8.0

蛋白质（以干基计）/（g/100g） ≥85.0

肽含量（以干基计）/（g/100g） ≥40.0

酪蛋白序列来源的特征性肽片段含量/（以干基计，

g/100g）≥
0.5

相对分子质量小于5000的蛋白水解物所占比例/（%） ≥80.0

铅（以Pb计）/（mg/kg） ≤ 0.2

黄曲霉毒素M1/（μg/kg）≤ 0.5

（4） 微生物指标

根据对国内外标准法规分析及起草会议讨论意见，也结合酪蛋白肽产品的检

测情况（见表 5）分析和行业现状，微生物限量见表 5。

表 5 酪蛋白肽产品微生物检测

样品编号 赋值依据



菌落总数/(CFU/g) 抽检的2组酪蛋白肽产品的菌落总数≤70

大肠菌群/(CFU/g) 抽检的2组酪蛋白肽产品的大肠菌群＜10

表 6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

a
及限量

n c m M

菌落总数/(CFU/g) 5 2 10
3

5×10
4

大肠菌群/(CFU/g) 5 2 10 10
2

注：n为同一批次产品应采集的样品件数；c为最大可允许超出m值的样品数；m为微生物指标可接受水

平的限量值；M为微生物指标的最高安全限量值。

a
样品的采样及处理按GB 4789.1执行。

（6）食品添加剂

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GB 2760规定。

（7） 净含量

净含量应符合 JJF 1070的规定。

6、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

根据酪蛋白肽实际生产加工要求，本文件规定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应符

合 GB 14881的规定。

7、试验方法

（1）感官检验

取5g左右的被测样品置于洁净的白色搪瓷皿中，在自然光下用肉眼观察其色

泽和外观形态。

取5g左右的被测样品置于透明玻璃烧杯内,用100 mL60℃左右蒸馏水充分溶

解后，立即嗅其气味，辨其滋味，静置2min后，观察烧杯底部有无杂质。

（2）理化检验

水分：应按GB 5009.3的规定测定。

灰分：应按GB 5009.4的规定测定。

蛋白质：应按GB 5009.5的规定测定。

肽含量：应按GB/T 22492的规定测定。

酪蛋白序列来源的特征性肽片段含量：按GB/Z 35959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分

析方法通则测定。

相对分子质量小于5000的蛋白水解物所占比例：应按GB 31645的规定测定。



黄曲霉毒素：应按GB 5009.24的规定测定。

菌落总数：应按GB 4789.2的规定测定。

大肠菌群：应按GB 4789.3的规定测定。

净含量：应按JJF 1070的规定测定

8、检验规则

（1）组批：以同一批投料、同一条生产线生产、包装完好的产品为一“组

批”。

（2）抽样方法和抽样数量：每批产品按销售包装万分之一比例随机抽取，

尾数不足一万的以一万计，每次抽样不少于检测所需 3倍量抽样，所抽取样品总

量不应少于 100g。样品分为 3份，一份用于感官理化指标的检验，一份用于微

生物指标的检验，一份留样备查。

（3）检验分类：检验分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4）出厂检验：产品出厂需经工厂检验部门逐批检验合格，附产品合格证

方能出厂。出厂检验项目包括感官要求、水分、灰分、蛋白质、菌落总数、大肠

菌群、净含量。

（5）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项目：本文件 4.2～4.5规定的全部项目。

正常生产时每年进行一次型式检验；有下列情况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a) 新产品试制鉴定时；

b) 正式生产时，如原料、工艺有较大改变可能影响到产品的质量时；

c) 出厂检验的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d) 停产三个月以上，重新恢复生产时；

e)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提出检验要求时。

（6）判定规则

检验结果如有微生物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规定的，不得复检，该批产品判为不

合格；有其他指标不符合本文件规定时，可从同批产品中加倍抽样复检，以复检

结果为准，如仍有指标不符合本文件的，则该批产品判为不合格。

9、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均需符合相应国家标准或规定。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次共征集 3家企业 3组样品，基本涵盖我国市场的主要厂家和产品。本标

准和各项指标制定，是在各主要酪蛋白肽生产企业实际生产经验和数据的基础

上，按照先进性原则，并在各企业内部和行业内两级讨论制定，因此本标准既有

生产实践基础，保证标准制定的合理性，又充分体现本标准的先进性。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酪蛋白是牛奶中含量最多的一种蛋白，高达 80%，其资源丰富、来源广泛、

营养价值高，对产品开发极具优势。酪蛋白中的序列组成特殊，含有较多的生物

活性肽，如降血压、抗氧化、抗焦虑以及改善睡眠肽等。酪蛋白肽是将生物酶解

技术运用于酪蛋白加工过程，经酶解制成，可应用于功能食品、保健食品、特医

食品中，具有改善睡眠、抗焦虑等功效。

随着酪蛋白肽相关产品的销量不断提高，自然也亟需与之配套的产品标准予

以规范。目前并未在美国标准学会(ANSI)、欧洲标准学会(CEN)、德国标准学会

(DIN)、澳大利亚标准学会(SA)、新西兰标准学会(NZSO)等检索到酪蛋白肽的标

准，且国内尚无酪蛋白肽国标、行标及地方标准，大多数为企业制定并使用的企

业标准。经药智数据、企业标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查询，酪蛋白肽相关企业标准有

6条。已制定的酪蛋白肽企业标准存在诸多问题，如检测项目过于简单，无法充

分反映产品的内在质量；未根据产品工艺和质量对产品进行分级管理；缺乏肽分

子量范围和特征功效成分的检测项目等。因此，制定规范的酪蛋白肽标准，统一

酪蛋白肽的产品标准，不但可以规范企业生产，同时还可以将制定的标准作为监

管部门监管依据，减少酪蛋白肽生产企业存在的安全隐患，保障酪蛋白肽的食品

质量和安全。

本次标准的制定，符合酪蛋白肽产品行业的实际需要，弥补了酪蛋白肽企业

标准存在的诸多不足。该标准的实施，将规范企业按照标准化的方式来组织生产、

经营、管理和服务，有助于提高企业及其产品的信用和权威性，为酪蛋白肽的国

内生产及销售、出口及开展对外技术、经济交流提供法规依据。此外，该标准的



实施有助于保障酪蛋白肽的食品质量和安全，进而保证人民身体健康，提高消费

者生活水平，促进整个行业的高速发展，使我国制定的标准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用标准化工作助力中国更高水平的对外开放。

六、与国内标准的对比情况

本文件与3家企业共4个酪蛋白肽企业标准进行了对比，相关企业标准如下：

（1）杭州康源食品科技有限公司：Q/HZK 0006S-2022《酪蛋白水解物》；

Q/HZK 0013S-2022《酪蛋白肽（酪蛋白水解肽、水解酪蛋白肽）》；

（2）广东华肽生物科技有限公司：Q/HTSW 0008S-2019《酪蛋白肽》；

（3）广东华活之光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Q/HHZG 0001S-202S 《水解酪蛋

白肽粉》；

本文件参考了国内其他肽类产品的标准，相关标准如下：

（1）GB 3163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 酪蛋白磷酸肽》

（2）GB 3164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胶原蛋白肽》

（3）GB/T 22492《大豆肽粉》

根据国内产品的实际情况，参考上述企业标准、国内其他肽类产品的标准进

行制定（对比指标情况详见附录 2）。

七、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

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图 1食品发酵领域标准体系框架图

本专业领域标准体系框架图见图 1。



本标准属于食品行业发酵制品领域标准体系“生物资源提取”类中的“动物

源”。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九、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

十、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个月后实施。

十一、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附录2 酪蛋白肽企业标准及其他肽类产品指标

标准编号及名称

酪蛋白肽团

体标准
酪蛋白肽企业标准

其他肽类产品标准

T/GZHPSPS

A 005-2021

《水解酪蛋

白肽粉（酶

解酪蛋白肽

粉）》

Q/HZK

0013S-202

2《酪蛋白

肽（酪蛋白

水解肽、水

解酪蛋白

肽）》

Q/HZK

006S-2022

《酪蛋白

水解物》

Q/HTSW

0008S-201

9《酪蛋白

肽》

Q/HHZG 0001S-2021《水解

酪蛋白肽粉》

GB/T

31617《食

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

品营养强

化剂 酪蛋

白磷酸肽》

GB

31645

《食品

安全国

家标准

胶原蛋

白肽》

GB/T 22492《大豆肽粉》

水解酪

蛋白肽

粉（一）

水解酪

蛋白肽

粉

（二）

水解酪

蛋白肽

粉（三）

一级 二级 三级

理

化

指

标

总氮（以干

基 计 ）

/(g/100g)

≥ / 12 10 / / / / 10 15 13 / /

水分/% ≤ 7 7 7 7 7 7 7 7 7 7

灰分/% ≤ 14 20 10 8 14 9 12 20 7 6.5 8 8

蛋 白 质

/(g/100g)
≥ 70 / / 85 70 80 80 / / 90 85 80

肽 含 量

/(g/100g)
≥ 50 / / 50 60 6-20 30-50 / / 80 70 55

酪蛋白磷

酸肽含量

（以干基

计），W/%

/ / / / / / / 符合声称 / / / /



相对分子

质量小于

2000 Da的

蛋白水解

物所占比

例/%

≥ / / / / / / / / / 80 / /

相对分子

质量小于

5000 Da的

蛋白水解

物所占比

例/%

≥ / / / 80 / / / / / / / 80

相对分子

质量小于

10000 Da

的蛋白水

解物所占

比例/%

≥ / 70 / / / / / / 90 / / /

污

染

物

指

标

铅（以 Pb

计 ）

/(mg/kg)

≤ 0.3 0.2 0.2 0.2 0.5 2 1 /

黄曲霉毒

素

≤ / / 0.5 0.5 / /



M1/(μg/kg

)

微

生

物

指

标

菌落总数，

CFU/g

≤
1000 10000 5000 3000 10000 3000 10000 /

大肠菌群

MPN/g

≤
10 10 3 3 10 3 10 /

沙门氏菌

/25g

≤
0 0 0 / 0 / / /

金黄色葡

萄球菌

/(CFU/g)

≤

10 10 10 / / / / /

酵母菌，

CFU/g

≤
/ / 25 / / 25 / /

霉菌，

CFU/g

≤
50 50 25 / 50 25 / /

食品添加剂

符合相应规

定和

GB2760

符合相应

规定和

GB2760

符合相应

规定和

GB2760

符合相应

规定和

GB2760

符合相

应规定

和

GB276

0

符合相

应规定

和

GB276

0

符合相

应规定

和

GB276

0

/

符合

GB2760

的规定

/

注：其中“/”表示没做相应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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