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肉脯质量要求》国家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2 年第二批推

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 (国标委

发【2022】22 号），项目编号为（20220703-T-601），项目

名称为《肉脯质量要求》。该项目是对 GB/T 31406-2015《肉

脯》国家标准的修订。该项目由中国商业联合会提出，由全

国肉禽蛋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 399）归口。项目

批复后，全国肉禽蛋制品标委会秘书处组织广东真美食品股

份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成立了标准起草工作组，启动标准的

起草工作。 

起草组根据秘书处的计划安排，查阅了大量资料，并对

目前国内的肉脯生产企业和市场情况进行了调研，根据掌握

的情况在原有的标准的基础上进行了补充、修改、完善，形

成了新的标准草案。 

2023 年 2 月在广东潮州召开了《肉脯质量要求》国家标

准第一次起草工作组会议，会上起草工作组的代表结合各自

企业实际生产情况和目前国内肉脯行业的发展趋势对标准

“草稿”进行了认真细致的研究和讨论，主要内容包括以下

几方面： 

1.对原有标准的术语和定义进行了修改和完善，明确肉

脯和肉糜脯必须使用单一的畜禽肉作为原料，不再允许一种



产品中使用多种原料肉。 

2.为了更好地提高和确保产品质量，增加了生产过程投

料的要求。 

3.修改了部分理化指标。 

4.修改了出厂检验项目。 

5.根据国标委食品质量标准清理整顿的原则，将除检测

方法以外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全部不在新修订的标准中直

接引用。 

6.对标签、产品命名要求进行规定。 

7.增加了销售的要求，删除了召回的相关要求。 

起草组相关成员单位按照第一次会议讨论的内容积极

发表意见，起草组根据各生产企业提供的资料，对标准“草

稿”进行了再次修改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 

标准起草遵循“实用性、科学性、规范性、前瞻性”的

原则，依据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

准的结构和编写》、综合考虑我国肉脯相关生产企业的技术

水平和目前市场相关产品的质量水平，在确保符合相关食品

安全要求的前提下，充分考虑肉脯产品的特点，结合国内部

分企业历年来的检测数据，遵循“科学性、实用性、统一性、

规范性”的原则，保持了产品个性化的特点和标准条款的可

操作性。 

本文件代替了 GB/T 31406-2015《肉脯》，与 GB/T  



31406-2015 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

化如下： 

1.在术语中明确肉脯、肉糜脯等产品的原料必须是单一

的畜禽肉，不再允许一种产品中使用多种原料肉。 

2.产品分类增加了二级分类。 

3. 为了更好地提高和确保产品质量，增加了生产过程

投料的要求，如肉脯在生产过程中不应添加任何淀粉；肉糜

脯不得使用鸡骨泥作为原料，生产过程中淀粉的添加量（以

配方计）应≤5%。 

4.对肉脯的感官指标中的形态进行了调整。 

5.为了响应“三减三健，全民行动”的健康生活方式，

此次修订中对肉脯和肉糜脯中的氯化钠指标进行调整，降低

到氯化物（以 Cl 计）/（g/100g）≤3.5，总糖含量也都相

应降低。 

6.修改了出厂检验项目。 

7.修改了标签内容。标签上应按“产品分类”的规定标

识分类名称。肉脯产品应标注产品等级。本着对消费者负责

的态度，解决市场上产品名称混乱的现象，此次标准修订增

加了对产品命名的要求。 

8.根据国标委食品质量标准清理整顿的原则，将除检测

方法以外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全部不在新修订的标准中直

接引用。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

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市场上

对高质量肉脯产品的需求量不断加大。近年来肉脯及相关产

品的主流生产企业能够保证产品质量的稳步提升。但由于部

分小企业为追求利益，不顾产品质量，在一种产品中添加多

种原料肉，胡乱添加一些淀粉类物质或鸡骨泥，在产品命名

时故意误导迷惑消费者，给市场造成混乱无序的现象，致使

消费者的权益难以保障。 

随着行业的进一步发展，市场竞争的加剧，消费者对食

品消费的安全、卫生、营养的要求也越来越重视，上述存在

的不足，应该成为行业进步和发展中亟需改进的关键问题。

新标准的修订，必将为肉脯及相关产品的生产企业提供规范

的指导，为监管部门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持，引导行业更加

健康有序的发展。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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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

系； 

本标准为推荐性国家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其它强

制性国家标准没有冲突。本标准是食品质量推荐性国家标

准，食品安全要求应符合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要求。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

的建议； 

该项目国标委已批复为推荐性国家标准。修订后建议仍

然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企业在使用中可以参照执行。 

（八）贯彻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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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荐性国家标准颁布后应做好标准的宣贯工作，标准实

施前应及时在公众媒体、行业内部进行公开宣传，能够让消

费者增强安全意识，及时引起有关部门领导和从业人员的高

度重视。使相关企业能够积极主动的购买相关标准和资料、

参加培训、结合本企业实际情况予以学习研究标准并准备贯

彻实施标准。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其它强制性国家标准没有冲突。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