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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2021年 7月 13日，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下发《2021年度食品安全地方

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根据通知要求，由安康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承担

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的修订工作。

1.2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修订背景

1.2.1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修订缘由

2019年由安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提出并联合陕西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

研究院、安康市魔芋产业发展协会、安康市质量技术检验检测中心共同起草的全

国首个魔芋制品地方标准：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

自 2019年 9月 14日实施以来，得到陕西省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检测机构及生产

企业的广泛关注和积极反馈，该标准对于规范魔芋制品安全生产，提高产品质量，

推动魔芋制品行业健康发展，保障人民饮食安全具有重要的作用，为魔芋制品生

产企业组织生产、质量评价和检验检测提供了标准依据，为推动魔芋制品发展做

出了贡献。但随着食品加工技术的不断发展，产品市场的转型，在执行此标准的

过程中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产品定义不够严谨，产品分类不够全面等。尤其是近

年来企业研制的非即食魔芋制品（魔芋丝结、魔芋凉皮、魔芋酸辣粉等）一经上

市，广受消费者的喜爱，原标准中没有对此类产品进行限定，制约了魔芋制品企

业的正常生产。

2020年 12 月 17日，以岚皋烛山食业有限公司、安康魔芋协会为代表的陕

西省魔芋生产企业及魔芋研究机构，给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提请了“关于提请

修定或补充 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的建议”。建议

中指出，现行的魔芋制品地方标准未对产品进行详细分类，未对不同产品的理化

指标进行合理限定，制约了企业正常生产，建议对标准进行修订。

因此，为建立最严谨的标准，顺应市场需求，更好地促进魔芋制品行业健康

发展，应陕西省卫生健康委的要求，项目组对 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

标准 魔芋制品》进行修订。

1.2.2 魔芋制品的食用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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魔芋为天南星科魔芋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又称蒟蒻、妖芋，全株有毒，以块

茎为最，不可生食，需加工后方可食用，自古就有“去肠砂”之称。魔芋营养丰

富，含有淀粉、蛋白质、维生素及钾、磷、硒、钙等多种矿物质元素。魔芋葡甘

露聚糖是魔芋中的主要功能性成份，是一种优质的天然水溶性膳食纤维，具有凝

胶性、成膜性、增稠性、黏结性、乳化性、保水性等多种理化性质，魔芋的保健

价值主要来源于此。魔芋高纤维、低热量、低脂肪的特点，是糖尿病、高血压及

肥胖症人群的一种既饱口福、又治病健体的食品，被联合国卫生组织确定为十大

健康食品之一。

魔芋在我国有近两千年的栽培及食用历史，后经朝鲜传至日本。19世纪 60

年代开始，日本魔芋产业快速发展，魔芋被批准为健康食品和食品添加剂。20

世纪 80年代初期，日本鲜芋因灾减产，连续大规模来我国采购魔芋原料，魔芋

才受到了我国国内市场的关注。安康是我国魔芋产业发展较早的地区，1986年，

岚皋县建立了陕西第一个魔芋企业——岚皋明珠魔芋精粉厂，开启了安康魔芋的

产业化开发之路。美国 FDA 在 1997年将魔芋列为食品添加剂，而欧盟在 1998

年官方正式公报，批准/注册魔芋用于食品中，标准编号分为 E-425I《魔芋粉》

和 E-425II《魔芋葡甘露聚糖》。根据广泛的安全食用记录，原中国卫生部 1998

年下发《关于 1998年全国保健食品市场整顿工作安排的通知》(卫监法发〔1998〕

第 9号)，将魔芋列为新资源食品管理，2004年第 17号公告将其列为普通食品管

理。

1.2.3 陕西省魔芋制品产业现状

魔芋是自然界中唯一能大量提供葡甘聚糖的植物，也是陕南山区特色经济作

物，截止 2022年底，陕南魔芋种植面积高达 150万亩，占全国 1/4；魔芋食品生

产量占全国 60%，是我省仅次于苹果的第二大出口农产品。目前，陕西全省具有

规模以上生产魔芋食品的企业 60余家，其中获证企业 45家，实现年产值 40亿

元，纳税 2400万元。我省的魔芋产品品质优良、受消费者青睐，供不应求。魔

芋产业更是陕南地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手。

市场上以魔芋为原料的产品非常丰富，常见的有魔芋粉、魔芋精粉、魔芋胶、

魔芋饮料、魔芋代餐粥、魔芋代餐粉、魔芋面包、魔芋蛋糕、魔芋曲奇、魔芋饼

干、魔芋挂面、魔芋爽、雪魔芋、魔芋豆腐、魔芋丝结、魔芋片、魔芋凉皮、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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芋酸辣粉等。据调研，目前陕西省生产的魔芋制品主要以鲜魔芋或魔芋粉和水为

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淀粉等其他配料、食品添加剂，经磨浆、加水溶胀、加

热糊化、碱性条件下凝胶固化、熟制成型等工艺加工而成的魔芋凝胶制品和以魔

芋凝胶制品为原料的再制食品。

1.2.4 魔芋相关食品的标准现状

（1）魔芋粉、魔芋精粉，为魔芋的初级加工产品，不能直接食用，现国内

已有 NY/T 494-2010《魔芋粉》，GB/T 18104-2000《魔芋精粉》进行规范。

（2）魔芋膳食纤维，该产品为魔芋粉的精加工产品，国内有湖北省地方标

准 DBS42/007-2021《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膳食纤维》和 NY/T 2981-2016《绿

色食品 魔芋及其制品》进行限定，其规定的指标、检测方法已经经过湖北省、

农业部进行验证。

（3）魔芋代餐食品类，包括魔芋代餐粥、魔芋代餐粉、魔芋饼干、魔芋面

包、魔芋蛋糕等，这类产品执行的是 2020年由中国营养学会颁布的标准 T/CNSS

002-2019《代餐食品》，该标准对所有的代餐食品进行了规范。

（4）魔芋饮料类，这一类产品有饮料类的国家标准 GB7101-2015《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饮料》对其产品进行了规范，包括固体饮料和饮料（饮品）。

（5）魔芋挂面类，该类产品按国家粮食局的标准 LS/T 3212-2021《挂面》

进行规范限定。

（6）魔芋凝胶制品类，目前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

会联合发布了国家标准 GB/T 41157-2022《魔芋凝胶食品质量通则》，是国内最

新的魔芋凝胶制品标准，国家农业部有 NY/T 2981-2016《绿色食品 魔芋及其制

品》，以上两个标准的限定范围均不完全符合我省的魔芋凝胶制品生产现状，只

有部分非即食魔芋凝胶制品涵盖其中，即食魔芋凝胶制品完全没有得到有效限

定。

1.3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修订的必要性

1.3.1 标准的修订是贯彻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政策法规的需要

我国《食品安全法》第二十九条规定，对地方特色食品，没有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制定并公布食品安全地方

标准，报国务院卫生行政部门备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制定后，该地方标准即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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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止。2019年 6月 12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地方

标准管理工作的通知》（国卫办食品函〔2019〕556 号）指出：“（二）地方标

准涵盖范围。地方特色食品，指在部分地域有 30年以上传统食用习惯的食品，

包括地方特有的食品原料和采用传统工艺生产的、涉及的食品安全指标或要求现

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不能覆盖的食品。地方标准包括地方特色食品的食品安全要

求、与地方特色食品的标准配套的检验方法与规程、与地方特色食品配套的生产

经营过程卫生要求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包括通用标准）已经涵盖的食品，

婴幼儿配方食品、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保健食品、食品添加剂、食品相关产

品、农药兽药残留、列入国家药典的物质（列入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物

质目录的除外）等不得制定地方标准。地方标准不得与法律、法规和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相矛盾。各省份要根据国家要求和地方标准实际，及时清理、整合、修订

或废止地方标准。”

1.3.2 标准的修订是维护食品质量安全的需要

近年来，食品安全事件频发，国家已经把食品安全提高到国家战略高度，国

际市场也继续提升绿色贸易堡垒，国际国内形势对我国魔芋产业提出了更高的要

求。魔芋制品是男女老少皆为喜爱的健康食品，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

方标准 魔芋制品》的修订，将进一步完善魔芋制品质量安全的检测监管，从源

头上切除安全隐患，维护我省魔芋制品质量安全。

1.3.3 标准的修订是满足企业发展和维护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需要

我省具有魔芋制品生产资质的获证企业有 45户，年产值 40亿元，利税 2400

多万元。魔芋制品产业发展迅速，涌现出大量原标准范围没有限定的非即食魔芋

凝胶制品，如魔芋火锅食材、魔芋凉皮、魔芋酸辣粉等产品。随着生产企业的增

多，市场上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客观地降低了消费者的认同，也带来了部分负面

的评价，对整个行业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众多魔芋制品加工企业需要执行

统一标准，来规范产品的质量。同时，广大消费者在购买魔芋制品时，也需要有

标可依，维护自己的消费权益。因此，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

芋制品》的修订，从食品安全标准的范畴，逐步规范行业经营水平，为我省魔芋

食品质量安全保驾护航，为魔芋产业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标准保障。

1.3.4 标准的修订是推动地方经济发展、巩固脱贫成果、助力乡村振兴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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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南秦巴地区环境优良，降水充沛，温度、湿度、土质适宜魔芋生长，是我

国魔芋的优质产地，也是国内最早发展魔芋产业和种植魔芋核心区域之一，魔芋

总面积和产量位均居陕西省第１位，占全国魔芋产量的 1/10。大力发展魔芋食品

产业，提高魔芋附加值，增加就业人口，延长魔芋产业链是陕南地区乡村振兴的

重要抓手。开发魔芋新产品，及时修订魔芋制品标准，有利于发展魔芋加工业，

促进魔芋加工转化增值，推进魔芋制品产业化、标准化生产，是提升农产品附加

值，增加农民收入，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和乡村振兴的重要措施。

1.4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修订的意义

（1）规范魔芋制品定义和类别、产品理化指标，可以指导企业规范、标准

化生产魔芋食品；

（2）完善陕西省魔芋制品标准，利于企业参考，利于食品安全监管部门监

督管理；

（3）规范产品质量，统一产品质量，增强产品竞争力；

（4）延长陕西魔芋产品产业链，增强产品附加值，提高魔芋资源的利用率，

合理开展陕西魔芋植基地建设，增加老百姓收益，增加魔芋制品生产企业效益；

（5）规范魔芋制品各项指标限量，合理评价魔芋制品的安全性。

1.5 本标准修订的主要工作过程

1.5.1 成立标准修订小组

为了有效完成本标准的修订工作，安康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

组建了项目组，负责人：孙莹莹，项目组成员 16人。其中研究员 1名、教授 3

名、工程师 3名，硕士 5名、企业负责人 5名。由安康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陕西

科技大学、安康市科技资源统筹中心、陕西科仪阳光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等相

关行业专家参与本标准的修订工作，从组织和管理上切实保障整个标准编制过程

有序、高效。

1.5.2 资料查阅

为了保证标准的合理性、权威性，项目组查阅了大量的国内外科技文献和国

际、国内最新的标准目录，魔芋制品方面国际和国内标准的制修订情况，并对收

集到的魔芋制品方面的文献资料进行整理、研究等，为本标准修订提供参考和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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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

1.5.3 标准修订的过程

为了高效开展修订工作，更好的了解各企业的实际生产状况及产品类别，项

目组于 2020年 12月 30日至 2021年 7月 11日对陕西省陕南地区的汉中、安康、

商洛主要魔芋食品生产企业进行了调研，对各企业的生产线进行了考察，就产品

的生产工艺、产品的质量品质、标准的执行情况与各企业进行了沟通交流，并对

各企业的产品进行了采样，进行检验验证。

2021年 8-9月，陕西科仪阳光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汉中市食品药品监督

检验检测中心对采样样品中的膳食纤维、淀粉、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金黄色葡

萄球菌、沙门氏菌等进行检测，检测数据为理化指标和微生物指标的限量提供了

科学依据。

2021年 10月初，安全评价工作已完成，出具安全评价报告，食品安全检测

工作初步完成。

2021年 10月底，标准起草项目组召开碰头会，初步确定标准文本组织框架，

根据已收集掌握资料，撰写标准文本初稿。

2021年 11月 8日，陕西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组织召开首次评审会，专家对

标准文本及修订说明进行了评审，并提出修改意见：（1）进一步调研产品的配

方原料、生产工艺、检验检测现状，明确产品名称，科学划分产品分类等相关内

容；（2）对照原标准的标准名称、产品分类、食品归类、理化指标、污染物限

量、微生物限量、添加剂要求等内容，进一步详细说明修订依据；（3）科学性

设置指标及相关内容，膳食纤维含量改为以干基计。

2021年 12月-2023年 3月，根据专家意见补充样品采样批次，整理汇总验

证报告，并对标准文本及修订说明进行修改。标准名称修改为《食品安全地方标

准 魔芋凝胶制品》；将魔芋凝胶制品分为即食魔芋凝胶制品和非即食魔芋凝胶

制品两类，分别限定理化指标及微生物限量，其中膳食纤维含量以干基计。

2023年 4月 18日陕西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组织召开第二次审定会，专家对

魔芋凝胶制品标准报批稿及修订说明进行了评审，认为《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

芋凝胶制品》符合《食品安全法》相关要求，设计严谨，指标合理，依据充分，

数据翔实，建议呈报省卫生健康委批准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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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于 2023年 5月向陕西省卫生健康委提交标准征求意见稿和标准的修订

说明等相关资料并挂网征求意见。

1.6 承担单位简介

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修订工作由陕西省卫生健

康委员会提出，安康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负责，陕西科技大学、安康市科技资源统

筹中心、陕西科仪阳光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陕西集味食品有限公司共同协作

完成。

安康市农业科学研究院成立于 1958年，为公益类综合性农业科研单位，设

薯类作物、粮油作物、茶叶、食用菌、果蔬、农产品加工等 6个研究所，涉及魔

芋、茶叶、食用菌、马铃薯、甘薯、水稻、玉米、杂粮、中药材、猕猴桃、柑橘、

蔬菜、经济植物等作物研究。有国家发改委现代农科科技服务中心、国家级“安

康农科星创天地”、安康市魔芋产业研究院、安康市茶叶技术研究中心、安康市

马铃薯研发中心等，具备魔芋凝胶制品理化指标检测的绝大部分相关实验设备和

条件，为 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的修订工作提供了

坚实保障。

1.7 起草人及团队情况简介

标准项目组主要起草人共计 16人。

负责人：孙莹莹，安康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农产品加工研究所，农艺师，主要

从事魔芋食品加工关键技术研究和秦巴山区野生资源开发利用，陕西省“三区科

技人才”，同时也是省科技特派员魔芋产业技术服务团成员。主持及参与多项陕

西省科技厅、陕西省农业厅、陕西省农业科技创新集成推广联盟及中国富硒产业

研究院专项科技计划项目。参与实施了陕西省科技统筹创新工程地方重大专项

《安康市富硒食品基地建设》项目的第三个子课题《富硒食品产业技术标准体系

研究与制定》，制定了富硒畜禽标准综合体(17项)、富硒双低油菜标准（6项）、

紫阳富硒茶标准（5项）、富硒水稻标准（3项）、安康袋料香菇栽培标准综合

体（4项）、富硒大蒜标准及技术规程 6项、富硒食品与其相关产品硒含量标准

和其他标准及操作规程，具有丰富的标准编制经验。

工作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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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唐晓东，女，农艺师，安康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陕西省“三区科技人才”，

省科技特派员魔芋产业技术服务团团员，主要从事魔芋产品开发研究；

2、江海，男，陕西理工大学副教授，主要从事食品质量与安全控制技术研

究；

3、贾玮，男，陕西科技大学教授，主要从事农产品品质检测分析；

4、张励，男，助理研究员，安康市科技资源统筹中心，主要从事品牌形象

设计，企业 vi设计，产品包装设计；

5、李瑜，女，农艺师，安康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陕西省“三区科技人才”，

省科技特派员中药材产业技术服务团团员，主要从事药用资源开发利用；

6、高海娜，女，农艺师，安康市农业科学研究院，陕西省“三区科技人才”，

省科技特派员魔芋产业技术服务团团员，主要从事农产品加工技术研究；

7、穆登峰，男，陕西科仪阳光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董事长，长期从事食

品安全分析及食品安全标准编制工作。

8、余富世，男，安康市卫健委法规监督科科长，长期从事食品安全风险监

测及食品安全标准行政管理工作；

9、李崇勇，男，高级工程师，汉中市食品药品监督检验检测中心副主任，

长期从事食品安全分析及食品安全标准编制工作；

10、石磊，女，农艺师，安康市农业科技信息宣传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农

业科技信息宣传工作；

11、杨皓，男，陕西集味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主要从事魔芋产品开发研究；

12、陈荣军，男，安康柏盛富硒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长，主要从事魔芋产品开

发研究；

13、沈生英，女，陕西安康悠源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主要从事魔芋产品开

发研究；

14、陈军，男，岚皋烛山食业有限公司董事长，主要从事魔芋产品开发研究；

15、刘桂春，男，安康飞跃魔芋食品有限公司董事长，主要从事魔芋产品开

发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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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标准的修订原则、修订内容及依据

2.1 标准修订的原则

本标准修订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

全法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

本标准修订遵循“科学性、实用性、统一性、规范性、安全性、适用性、可

行性”原则，充分考虑企业生产客观实际需要，并参照相关国内各类标准予以制

定。标准所包含的内容结构合理、层次清晰，内容科学可靠，文字表述准确，通

俗易懂，有利于生产和管理，可操作性强，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2.2 标准修订内容及依据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凝胶制品》与 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

标准 魔芋制品》相比，主要变化如下：

——修改了名称；

——修改了范围；

——修改了术语、定义及分类；

——修改了原料要求；

——修改了理化指标；

——修改了微生物限量；

——修改了污染物限量；

——修改了食品添加剂要求；

——增加了其他。

2.2.1名称

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标准名称修改为：《食品

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凝胶制品》。

修改内容说明：

原标准名称为魔芋制品，涵盖范围较广。魔芋制品包含了魔芋粉、魔芋膳食

纤维、魔芋代餐食品、魔芋饮料、魔芋挂面、魔芋凝胶制品共六大类三十余种魔

芋产品，难以用同一个标准去统一限定，且前五类魔芋产品已有相应的标准对其

进行规范。据调研，我省生产的魔芋制品主要是以魔芋干、魔芋酸辣粉、魔芋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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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为代表的魔芋凝胶制品。因此，结合我省魔芋产品的生产实际，将标准名称修

改为魔芋凝胶制品，更为准确、合理。

2.2.2范围

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范围中规定：本标准适用

于魔芋制品。

修改为：

本标准适用于魔芋凝胶制品。

2.2.3术语和定义

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中规定：魔芋制品是以魔

芋或魔芋粉（魔芋精粉）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辅料、食品添加剂，经特定

工艺制成的产品。

修改为：

以鲜魔芋或魔芋粉和水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淀粉等其他配料、食品添

加剂，经磨浆、加水溶胀、加热糊化、碱性条件下凝胶固化、熟制成型等工艺加

工而成的魔芋凝胶制品，按生产工艺和食用方法可以分为即食魔芋凝胶制品和非

即食魔芋凝胶制品。

即食魔芋凝胶制品：熟制成型后经冷冻或不冷冻、脱水、调味、包装、杀菌

等工艺制成，开袋即食的魔芋凝胶制品。

非即食魔芋凝胶制品：熟制成型后保存于酸性或碱性液体中，经包装、杀菌

等工艺制成，食用前需经处理的魔芋凝胶制品。

修改内容说明：

1、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中对魔芋制品的定义

不够准确。在加工魔芋凝胶制品过程中，水是重要原料之一，经调研，我省生产

魔芋凝胶制品的配料基本都是 3kg 魔芋粉+2kg 食用淀粉+95kg 水，溶胀后在碱

性条件下形成约 100kg的魔芋凝胶。本次修订根据企业的生产实际，具体描述了

魔芋凝胶制品的加工工艺，更加全面的规范了魔芋凝胶制品的生产。

2、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中对魔芋制品没有进

行分类。随着食品工业的发展，以及人们饮食观念的转变，健康饮食备受推崇，

魔芋凝胶制品以诸多形态展现在消费者眼前，按生产工艺和食用方法可以分为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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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类：（1）魔芋凝胶熟制成型后经冷冻或不冷冻、脱水、调味、包装、杀菌等

工艺制成开袋即可食用的即食魔芋凝胶制品，如任性魔芋、魔芋爽、魔芋干、雪

魔芋等；（2）魔芋凝胶熟制成型后不经冷冻、脱水和调味的工艺，而是制成保

存于酸性或碱性液体中，食用前需弃掉液体，用清水(或开水)漂洗，再经凉拌、

炒或涮等处理的非即食魔芋凝胶制品，如魔芋丝、魔芋结、魔芋素食、魔芋凉皮、

魔芋酸辣粉、魔芋拌面等。两类魔芋凝胶制品的生产工艺、理化指标、外观、包

装及食用方法都差异较大，因此，本次修订过程中，新增了魔芋凝胶制品的分类，

对产品进行区分，迎合市场发展，鼓励企业创新，丰富魔芋产品的种类，增加我

省魔芋产品生产企业的市场竞争力。

2.2.4 原辅料要求

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中规定原料应符合相应的

食品标准和有关规定。

修改为：

原辅料应符合相应的食品标准和有关规定。

修改内容说明：根据企业调研及试验验证，在魔芋凝胶制品生产的过程中，

必会用到氢氧化钙或食用碱等加工助剂，因此，本次修订增加了对辅料的要求，

更加全面的规范了魔芋凝胶制品的生产。

2.2.5 理化指标

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中理化指标规定，淀粉

（g/100g）≤20.0，膳食纤维（g/100g）≥5.0。

修改为：

即食魔芋凝胶制品的理化指标：淀粉（g/100g）≤15.0，膳食纤维（g/100g，

以干基计）≥25.0；非即食魔芋凝胶制品的理化指标：淀粉（g/100g）≤8.0，膳

食纤维（g/100g，以干基计）≥33.0。

修改内容说明：

1、通过企业调研和我们大量的试验验证，魔芋凝胶制品在加工的过程中会

加入一定量的淀粉，淀粉添加比例与魔芋精粉的黏度值及魔芋凝胶制品种类有

关。在使用同一种魔芋精粉为原料的前提下，即食魔芋凝胶制品在加工过程中有

冷冻、脱水、调味的工艺，为了保证产品易入味、口感爽滑，淀粉添加量略高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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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即食魔芋凝胶制品。

2、魔芋中的主要功能性成分为魔芋葡甘露聚糖，是一种优质的天然可溶性

膳食纤维。关于魔芋葡甘露聚糖的测定方法，目前只有 GB/T 18104-2000《魔芋

精粉》附录A魔芋精粉中葡甘露聚糖含量的测定及NY/T 2981-2016《绿色食品 魔

芋及其制品》附录 B魔芋凝胶制品中葡甘露聚糖和淀粉含量的测定——气相色

谱法可供参考。对 3个批次 2种类别 32个样品进行葡甘露聚糖检测发现：前者

方法是将葡甘露聚糖水解成甘露糖和葡萄糖两种还原糖，用还原糖量推算葡甘露

聚糖的含量；后者方法是将样品水解，用内标法测定样品中甘露糖和葡萄糖的含

量，以上两种方法均易受魔芋制品中淀粉及其他糖类物质的影响，对魔芋凝胶制

品中葡甘露聚糖的检测存在一定的不确定性，且在检测时发现同一批样品在重复

检测时出现重复性差，误差大等问题，因此，不宜采用葡甘露聚糖作为理化指标。

食品中膳食纤维的检测方法比较成熟，可以间接反映出魔芋粉的添加量，因此本

标准规定理化指标仍是淀粉和膳食纤维，但针对产品类别分类进行限定。

3、即食魔芋凝胶制品和非即食魔芋凝胶制品在生产时由于配方及工艺的不

同，两类产品的含水量、淀粉和膳食纤维的含量差异也较大。通过对 3个批次 2

种类别 25个样品进行淀粉含量的检测发现：取样检测的即食魔芋凝胶制品的淀

粉（g/100g）含量在 3.0~13.1，非即食魔芋凝胶制品的淀粉（g/100g）含量在

1.52%~5.7%；对 3个批次 2种类别 32个样品中膳食纤维及水分含量的检测显示：

取样检测的即食魔芋凝胶制品的膳食纤维（g/100g）含量在 5.96~11.1%；非即食

魔芋凝胶制品的膳食纤维（g/100g）含量在 2.08~4.67%；即食魔芋凝胶制品的水

分（g/100g）含量在 73.9~84.3%；非即食魔芋凝胶制品的水分（g/100g）含量在

89.7~95.8%；从检测数据可以看出，魔芋凝胶制品含水量较高，为了凸显魔芋凝

胶制品中膳食纤维含量，以免消费者产生不必要的误解，故将水分排除在外，膳

食纤维含量以干基计。综合考虑配方、加工工艺、检测数据及 GB/T 41157-2022

《魔芋凝胶食品质量通则》中对理化指标的限定方法，本次修订将理化指标限定

为：即食魔芋凝胶制品的理化指标：淀粉（g/100g）≤15.0，膳食纤维（g/100g，

以干基计）≥25.0；非即食魔芋凝胶制品的理化指标：淀粉（g/100g）≤8.0，膳

食纤维（g/100g，以干基计）≥33.0。

2.2.6 微生物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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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中规定致病菌限量应符合

GB 29921中即食果蔬制品(含酱腌菜类)的规定，同时规定即食类产品大肠菌群的

限量应符合表 1。

表 1 微生物限量

修改为微生物限量应符合表 2的规定：

表 2 微生物限量

修改内容说明：

1、致病菌限量（沙门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不做修改。参照 DBS61/0011

—2021《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凉皮、凉面》、DBS42/005-2021《食品安全地方标

准 武汉热干面（方便型）》、DBS/0026—2023《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山阳神仙

叶凉粉》等标准中对微生物限量的表达方法，将微生物、致病菌限量列于一个表

中，更直观、简洁明了。

2、即食魔芋凝胶制品经冷冻或不冷冻、脱水、调味、包装、杀菌等工艺制

成，开袋即食，具有休闲、方便的特点，与调味面制品相似，因此本标准参照

QB/T 5729-2022《调味面制品》对即食魔芋凝胶制品中菌落总数和大肠菌群进行

限定。检测数据显示，取样检测的 9个厂家 12个即食魔芋凝胶制品样品大肠菌

群均小于 10 CFU/g，菌落总数均小于 1000 CFU/g，满足 QB/T 5729-2022《调味

面制品》对菌落总数和大肠菌群限量的要求。非即食魔芋凝胶制品需要对沥出物

进行漂洗、涮烫或炒制后方可食用，故对此类产品的菌落总数和大肠菌群不做强

项目
采样方案

a
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大肠菌群，CFU/g 5 2 10 1000 GB 4789.3 平板计数法

注 a样品的采样和处理按 GB 4789.1 执行。

项目
采样方案

a
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 b/（CFU/g） 5 1 104 105 GB4789.2

大肠菌群 b/（CFU/g） 5 2 10 102 GB 4789.3 平板计数法

沙门氏菌/（25/g） 5 0 0 -- GB4789.4

金黄色葡萄球菌/（CFU/g） 5 1 102 103 GB4789.10

注 1：a样品的采样和处理按 GB 4789.1 执行。

注 2：b仅适用于即食魔芋凝胶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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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要求。

2.2.7 污染物限量及食品添加剂

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中规定污染物限量应符合

GB 2762对蔬菜类别中腌渍蔬菜的规定；食品添加剂应符合 GB 2760对蔬菜类别

中腌渍蔬菜的规定。

修改为：

污染物限量应符合 GB 2762对蔬菜制品的规定；

食品添加剂应符合 GB 2760对加工蔬菜的规定。

修改内容说明：

魔芋在中国食物成分表中归入根茎类蔬菜，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贸易行业

标准《新鲜蔬菜分类与代码》(SB/T 10029-2012)标准中归属于薯芋类蔬菜 (代

码:008.013)，魔芋凝胶制品以鲜魔芋或魔芋粉和水为主要原料，添加或不添加淀

粉等其他配料、食品添加剂，经磨浆、加水溶胀、加热糊化、碱性条件下凝胶固

化、熟制成型等工艺加工而成，属于蔬菜的加工制品，因此，本标准规定污染物

限量应符合 GB 2762对蔬菜制品的规定；食品添加剂应符合 GB 2760对加工蔬

菜的规定。

2.2.8 其他

因修订标准中增加了魔芋凝胶制品的分类，为了使消费者在购买产品时能明

确了解产品实际，所以标准中规定：产品标签应符合 GB 7718 和 GB 28050 的

规定，并标出产品的分类名称，如即食魔芋凝胶制品或非即食魔芋凝胶制品。

3 已经开展的风险监测和风险评估情况

魔芋凝胶制品是我国的传统食品，我国已有二千多年的生产食用历史，经过

无数人代食用验证，是一种安全健康的绿色食品，无食用风险及食品安全隐患。

魔芋凝胶制品也是陕西省的传统食品，随着新技术、新工艺的发展运用，新

型魔芋凝胶制品层出不穷，所用原辅料均经过食品安全验证，无食品安全风险隐

患，验证数据见相关检验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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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国际同类标准和国内相关法规标准情况

经查阅资料，我国现无魔芋凝胶制品相关的食品安全标准。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和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联合发布了 GB/T

41157-2022《魔芋凝胶食品质量通则》，是国内最新的魔芋凝胶制品标准，国家

农业部有 NY/T 2981-2016《绿色食品 魔芋及其制品》，以上两个标准的指标参

数，检测方法均不完全符合我省的魔芋凝胶制品生产现状，只有部分非即食魔芋

凝胶制品涵盖其中，即食魔芋凝胶制品完全没有得到有效限定。

国内数据库中能查到一个国外魔芋标准为“KONJAC FLOUR ”魔芋粉，该产

品与我省生产的魔芋凝胶制品具有较大差异，不能采用及引用。湖北省有一个关

于魔芋产品的地方标准 DBS42/007-2021《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膳食纤维》，

其限定的产品范围与我省的魔芋凝胶制品具有较大差异，不能采用及引用。

本次修订的《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凝胶制品》参考了部分NY/T 2981-2016

《绿色食品 魔芋及其制品》和 GB/T 41157-2022《魔芋凝胶食品质量通则》的描

述和指标。

5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凝胶制品》是为了满足魔芋凝胶制品行业生产、

经营者使用的必要条件，更是魔芋加工产业发展的根本要求。

本标准在修订过程中由负责人策划标准结构框架，具体内容和文本表达方式

由项目组成员共同讨论确定；涉及特殊规定或特殊要求内容，首先由项目组成员

查阅相关标准或资料，有明确来源的依据或有充分研究结论的问题，由项目组成

员共同讨论决定；若不能确定或问题涉及监督管理部门或生产企业利益，项目组

解决该类问题的方式是组织现场调研或有针对性的邀请相关领域专家就相关条

款进行研究讨论或邀请相关生产企业代表召开研讨会，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共

同讨论决定；对于部分条款的不同看法，经项目组与相关人员进行沟通磋商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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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最终达成一致意见。

6 主要参考标准及技术资料

本标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

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标准化工作导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制定。

标准的范围、术语、定义、原料要求参照了 GB/T 41157-2022《魔芋凝胶食

品质量通则》、NY/T 2981-2016《绿色食品 魔芋及其制品》、GB 2713-2015《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淀粉制品》、GB7096-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菌及其制

品》、GB2749-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蛋与蛋制品》、GB2712-2014《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豆制品》、GB1964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藻类及其制品》等

标准。

微生物限量、污染物限量、食品添加剂参考了 GB29921-2021《食品中致病

菌限量》、GB 2762-2017《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0-2014《食品添加剂使

用标准》、QB/T 5729-2022《调味面制品》、DBS61/0011—2021《食品安全地方

标准 凉皮、凉面》、DBS42/005-2021《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武汉热干面（方便型）》、

DBS/0026—2023《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山阳神仙叶凉粉》和部分企业标准，标准

中理化指标、微生物指标等的检测均按国家标准进行。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凝胶制品》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

国家食品安全相关各类法律法规保持一致。

7 贯彻地方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凝胶制品》对魔芋凝胶制品的适用范围、术语、

定义及分类、原辅料要求、感官要求、理化指标、微生物限量、污染物限量、食

品添加剂等做了具体规定，能够有效指导企业制定合理的企业标准，规范魔芋凝

胶制品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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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实施后，应及时做好标准的宣贯和培训工作。一是应及时组织培训各地

基层监管人员，学习贯彻本标准的精神，规范当地企业生产加工的监管工作；二

是应及时组织生产企业培训学习本标准的精神，进行规范化生产；三是应定期组

织标准的宣传贯彻工作及市场调研，掌握实施动态，及时跟进完善，为今后标准

的修订提供科学依据。

本标准属于修订标准，部分生产企业要达到该标准的相关要求势必要进行改

造提升，需要一定的时间，故建议该标准发布后的过渡期为六个月。

8 参考资料与文献

NYT 2981 绿色食品 魔芋及其制品

GB/T 41157 魔芋凝胶制品质量通则

GB/T 18104 魔芋精粉

GB 27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淀粉制品

GB 70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菌及其制品

GB 274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蛋与蛋制品

GB 27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豆制品

GB 1964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藻类及其制品

GB 1740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方便面

DBS61/0011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凉皮、凉面

DBS42/005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武汉热干面（方便型）

DBS/0026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山阳神仙叶凉粉

GB/T 10786 罐头食品的检测方法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478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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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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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09.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淀粉的测定

GB 5009.8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膳食纤维的测定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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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废止现行有关地方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代替 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因此，本

标准实施后，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将自行废止。相

关企业需按新修订的魔芋凝胶制品标准修改备案企业标准。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凝胶制品》修订项目组

2023年 4月 9日

附件：

附件 1：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印发《2021年度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

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

附件 2：前期企业调研情况报告

附件 3：前期研讨会

附件 4：部分调研及取样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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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印发《2021年度食品

安全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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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前期企业调研情况报告

（1）调研企业：陕西省锦泰魔芋产业发展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张富全

2020 年 12 月 30 日，修订小组成员陕西理工大学江海、陈锐、刘飞赴勉县

陕西锦泰魔芋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进行企业调研，就企业的产量、产值、带动就业

人口、脱贫攻坚、生态环保方面的作用；不同产品生产的工艺，原料、配料，添

加剂等问题进行了沟通交流，并对 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

制品》存在的不足及修订的必要性、希望修订后可以解决什么食品安全问题，解

决企业何种困惑、制约企业发展的因素等问题及解决办法与企业负责人和企业法

人进行了深入讨论。

陕西锦泰魔芋产业发展有限公司（原名勉县锦泰实业有限公司）成立于 2004

年 11 月，2006 年 12 月建成国内第一条日加工鲜魔芋 30 吨的振动流化床魔芋烘

烤线，各项指标填补陕南地区魔芋产业空白。当前锦泰已发展成为全国鲜魔芋加

工设备先进、产业链开发完整、产品质量国内顶尖、加工规模国内领先的企业。

在该企业带动下，陕南鲜魔芋收购价格实现了自 2005 年 0.55 元/500g 至 2020

年 3.0 元/500g 的显著增长，并保持连续 4 年的持续增长，有效带动周边农民

增收致富。

现企业的魔芋产品有魔芋粉、魔芋精粉、魔芋凝胶制品、魔芋方便食品、魔

芋挂面等。其中魔芋粉、魔芋挂面为企业主要产品，魔芋凝胶制品所占比例较低。

企业年生产魔芋凝胶制品大约 2000-4000 吨，主要在汉中、安康、西安、四川、

湖南、上海等省市销售，部分产品出口澳大利亚、美国，年产值约 2000-3000

万元。企业生产的魔芋凝胶制品配料为 3kg 魔芋精粉+95kg 水+2kg 淀粉生产

100kg 非即食魔芋凝胶制品，膳食纤维（鲜样）含量在 2.0-3.0%之间，产品成型

后保存于碱性（氢氧化钙）液体中。

企业法人张富全表示，公司现建有魔芋种植基地 10000 余亩，为汉中市脱贫

攻坚提供就业岗位，为贫困群众提供增收渠道。公司有企业标准，企业能够按制

定的省级标准进行企业标准修订，并组织生产，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

方标准 魔芋制品》部分指标与现行的企业生产实际不符，希望尽快进行该标准

的修订，让企业能够有效的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建议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基础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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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量把指标定稍微宽一些，有利于企业自由发挥，提高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2）调研企业：陕西锐康食品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魏明哲

2021 年 1 月 6 日，标准修订小组江海、李新生赴汉台区经济开发区北区陕

西锐康食品有限公司进行企业调研，就企业的产量、产值、带动就业人口、脱贫

攻坚、生态环保方面的作用；不同产品生产的工艺，原料、配料，添加剂等问题

进行了沟通交流，并对 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存在

的不足及修订的必要性、希望修订后可以解决什么食品安全问题，解决企业何种

困惑、制约企业发展的因素等问题及解决办法与企业负责人和企业法人进行了深

入讨论。

陕西锐康食品有限公司,2018 年 08 月 06 日成立，注册资产 1500 万元，经

营范围包括食品生产、销售、进出口贸易，食品技术研发、技术服务，农副产品

国内外贸易。现企业建有一条陕西省内最先进魔芋凝胶制品自动化生产线，日生

产魔芋凝胶制品 5-10 吨，年生产魔芋凝胶制品 2000-3000 吨，产值 4000-5000

万元。企业产品主要为非即食类魔芋凝胶制品，现产品主要出口澳大利亚、美国

和欧洲，国内暂无销售。

生产的魔芋凝胶制品为35kg魔芋精粉+20kg淀粉+950kg水得到1000kg左右

的非即食魔芋凝胶制品，测定得到的魔芋膳食纤维（鲜样）在 2.0-3.0%之间，

企业介绍当膳食纤维（鲜样）含量在 2.6%时，魔芋凝胶制品品质最好，产品成

型后保存于碱性液体（氢氧化钙）中。

企业法人魏明哲表示，公司有企业标准，企业能够按制定的省级标准进行企

业标准修订，并组织生产，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部

分指标与现行的企业生产实际不符，希望尽快进行该标准的修订，让企业能够有

效的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建议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基础上尽量把指标定稍微宽一

些，有利于企业自由发挥，提高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3）调研企业：旬阳县城关镇祝尔慷特产店

企业法人：李琼

2021 年 1 月 7 日，标准修订小组江海、陈锐、陈志远赴安康旬阳县城关镇

康祝尔慷特产店进行企业调研，就企业的产量、产值、带动就业人口、脱贫攻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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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保方面的作用；不同产品生产的工艺，原料、配料，添加剂等问题进行了

沟通交流，并对 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存在的不足

及修订的必要性、希望修订后可以解决什么食品安全问题，解决企业何种困惑、

制约企业发展的因素等问题及解决办法与企业负责人和企业法人进行了深入讨

论。

旬阳县城关镇祝尔慷特产店，2010 年 10 月 21 日成立，经营范围包括食品

加工、卷烟零售、零食销售，注册资金 500 万元。企业现有员工 50 人，主要以

生产肉制品为主，魔芋凝胶制品采用纯手工生产，年生产即食魔芋凝胶制品 150

吨左右，产值 450 万元。产品采用魔芋精粉 85kg+70kg 淀粉+水生产 1600kg 即食

魔芋凝胶制品，不使用食品添加剂，检测膳食纤维（鲜样）含量在 5.6%左右。

企业法人李琼表示，公司有企业标准，企业能够按制定的省级标准进行企业

标准修订，并组织生产，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部分

指标与现行的企业生产实际不符，希望尽快进行该标准的修订，让企业能够有效

的有章可循，有据可依。但是企业不准备继续生产魔芋凝胶制品，魔芋凝胶制品

生产没有获得对应收益，且现在后起企业竞争太激烈，企业后续重点将转向肉制

品生产。建议在保障国家食品安全的基础上尽量把指标定的稍微宽范一些，有利

于企业自由发挥，提高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4）调研企业：安康康安富硒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法人：郭哲

2021 年 1 月 8 日，标准修订小组江海、陈锐、陈志远赴安康康安富硒食品

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企业调研，就企业的产量、产值、带动就业人口、脱贫攻坚、

生态环保方面的作用；不同产品生产的工艺，原料、配料，添加剂等问题进行了

沟通交流，并对 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存在的不足

及修订的必要性、希望修订后可以解决什么食品安全问题，解决企业何种困惑、

制约企业发展的因素等问题及解决办法与企业负责人和企业法人进行了深入讨

论。

安康康安富硒食品有限责任公司，2014 年 04 月 24 日成立，注册资本 3000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农副产品购销、初加工；薯类、膨化食品生产、加工；豆制

品（非发酵性豆制品、发酵性豆制品），蔬菜制品、酱腌菜、食用菌制品（腌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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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菌），调味料（半固态）的生产、销售；魔芋种植、加工；进出口业务；预

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的销售；农作物种植、销售；家禽、牲畜养殖、销售；农业

设施及技术推广；网上从事农副产品、预预包装食品兼散装食品；建筑材料（危

险化学品除外）销售；工程机械设备租租赁、维修、安装 、销售；土石方工程、

地基工程、建筑装饰工程、楼宇智能化工程、消防工程、市政工程、园林绿化工

程设计、施工；工程劳务分包服务。公司主要生产即食魔芋凝胶制品，产值 1000

万元，测定的膳食纤维（鲜重）含量在 6.0%左右。

企业法人郭哲表示，公司有企业标准，企业能够按制定的省级标准进行企业

标准修订，并组织生产。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部分

指标与现行的企业生产实际不符，希望尽快进行该标准的修订，让企业能够有效

的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建议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基础上尽量把指标定稍微宽一些，

有利于企业自由发挥，提高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5）调研企业：岚皋县明富魔芋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技术负责人：蔡义斌

2021 年 1 月 10 日，标准修订小组江海、燕飞赴安康市岚皋县明富魔芋生物

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企业调研，就企业的产量、产值、带动就业人口、脱贫攻坚、

生态环保方面的作用；不同产品生产的工艺，原料、配料，添加剂等问题进行了

沟通交流，并对 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存在的不足

及修订的必要性、希望修订后可以解决什么食品安全问题，解决企业何种困惑、

制约企业发展的因素等问题及解决办法与企业负责人和企业法人进行了深入讨

论。

岚皋县明富魔芋生物科技开发有限公司，注册资本 6000 万元，2010 年 03

月 10 日成立，经营范围包括魔芋种植、收购、烘炕、销售；农副产品购销；魔

芋粉、魔芋系列食品、饮品加工,出口贸易。企业现有生产员工 39 人，年产值

5000-6000 万元，具有 7000 亩魔芋种植基地，带动周边村镇种植魔芋 20000 余

亩。企业生产的魔芋凝胶制品配方为 40kg 魔芋精粉+25kg 淀粉+水制成 1000kg

非即食魔芋凝胶制品，膳食纤维（鲜重）含量约为 2.0-3.0%，产品成型后保存

于酸性（柠檬酸）或碱性（氢氧化钙）液体中，膳食纤维（鲜重）含量在 2-3%

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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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技术负责人蔡义斌表示，公司有企业标准，企业能够按制定的省级标准

进行企业标准修订，并组织生产。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

品》部分指标与现行的企业生产实际不符，希望尽快进行该标准的修订，让企业

能够有效的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建议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基础上尽量把指标定稍

微宽一些，有利于企业自由发挥，提高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6）调研企业：旬阳县飞跃魔芋食品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刘桂春

2021 年 1 月 11 日，标准修订小组江海、燕飞赴旬阳县桐木镇飞跃魔芋食品

有限公司进行企业调研，就企业的产量、产值、带动就业人口、脱贫攻坚、生态

环保方面的作用；不同产品生产的工艺，原料、配料，添加剂等问题进行了沟通

交流，并对 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存在的不足及修

订的必要性、希望修订后可以解决什么食品安全问题，解决企业何种困惑、制约

企业发展的因素等问题及解决办法与企业负责人和企业法人进行了深入讨论。

安康飞跃魔芋食品有限公司，2013 年 11 月 29 日成立，注册资本 1000 万元，

经营范围包括魔芋种植、收购、销售；菌类种植、收购、销售；魔芋、菌类初加

工、精加工；食品加工销售与外贸。公司 2017 年开始生产魔芋凝胶制品，主要

是代工生产，年产量 400-500 吨，产值 800-1000 万元。企业固定用工 10 人，种

植魔芋 2000 亩，辐射带动周边村镇种植魔芋 10000 余亩。

企业技术负责人及法人刘桂春表示，公司有企业标准，企业能够按制定的省

级标准进行企业标准修订，并组织生产。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

芋制品》部分指标与现行的企业生产实际不符，希望尽快进行该标准的修订，让

企业能够有效的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建议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基础上尽量把指标

定的稍微宽范一些，生产加工门槛不要太高，有利于企业自由发挥，提高企业的

创新积极性。

（7）调研企业：镇安县雪樱花魔芋凝胶制品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高峰

2021 年 2 月 8 日，标准修订小组江海、燕飞赴陕西省商洛市镇安县雪樱花

魔芋凝胶制品有限公司进行企业调研，就企业的产量、产值、带动就业人口、脱

贫攻坚、生态环保方面的作用；不同产品生产的工艺，原料、配料，添加剂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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题进行了沟通交流，并对 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存

在的不足及修订的必要性、希望修订后可以解决什么食品安全问题，解决企业何

种困惑、制约企业发展的因素等问题及解决办法与企业负责人和企业法人进行了

深入讨论。

镇安县雪樱花魔芋凝胶制品有限公司，2001 年 07 月 05 日成立，注册资本

3500 万元，经营范围包括政策允许的的农作物种植、农副产品购销；政策允许

的中药材种植、销售；日用杂品、百货、机电产品、建材销售；政策允许的农副

产品仓储、物流；农副产品加工、销售；互联网与实体店铺销售预包装食品；土

石方工程、水利工程、市政道路工程施工；货物的进出口业务。

企业现有生产员工 50 人，年产值 3000-4000 万元，具有 10000 亩魔芋种植

基地，带动周边村镇种植魔芋 60000 余亩。企业生产非即食魔芋凝胶制品配方为

35kg 魔芋精粉+20kg 淀粉+水制成 1000kg 非即食魔芋凝胶制品，膳食纤维（鲜

重）含量约为 2.0-3.0%，产品成型后保存于酸性（柠檬酸）或碱性（氢氧化钙）

液体中，主要在陕西省内的超市和农贸市场销售。

企业技术负责人及法人高峰表示，公司有企业标准，企业能够按制定的省级

标准进行企业标准修订，并组织生产。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

芋制品》部分指标与现行的企业生产实际不符，希望尽快进行该标准的修订，让

企业能够有效的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建议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基础上尽量把指标

定的稍微宽范一些，生产加工门槛不要太高，让所有企业都能进场通过市场进行

筛选，生产符合国家安全标准的消费者喜好的产品，有利于企业自由发挥，提高

企业的创新积极性。该企业的产品品质检测以净含量计，是所有企业中要求最高

的，同时提出在满足食品安全基础上，企业自由竞争，由消费者和市场进行产品

和企业的筛选。

（8）调研企业：安康柏盛富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陈荣军

技术负责人：李根长

2021 年 2 月 20 日，标准修订小组孙莹莹、张百忍、唐晓东、李瑜赴安康柏

盛富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进行企业调研，就企业的产量、产值、带动就业人口、

脱贫攻坚、生态环保方面的作用；不同产品生产的工艺，原料、配料，添加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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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进行了沟通交流，并对 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

存在的不足及修订的必要性、希望修订后可以解决什么食品安全问题，解决企业

何种困惑、制约企业发展的因素等问题及解决办法与企业负责人和企业法人进行

了深入讨论。

安康柏盛富硒生物科技有限公司，2016 年 11 月 2 日成立，注册资产 5000

万元，现有从事魔芋凝胶制品生产的员工 100 余人，企业经营范围包括魔芋种植、

收购、加工销售；魔芋粉生产、加工、销售；功能食品生产、加工、销售；魔芋

凝胶制品加工、销售；农副产品收购、加工、批发兼零售；蔬菜、水果批发兼零

售；厂房租赁；进出口贸易。

企业现有魔芋种植基地 1000 亩，带动周边农户种植魔芋 30000 亩，主要生

非即食魔芋凝胶制品，年产量7000吨，产值4500-4600万元。采用37kg精粉+30kg

淀粉+水生产 1000kg 非即食魔芋凝胶制品，膳食纤维（鲜重）含量约为 2.0-3.0%，

产品成型后保存于酸性（柠檬酸）或碱性（氢氧化钙）液体中。

企业技术负责人李根长表示，公司有企业标准，企业能够按制定的省级标准

进行企业标准修订，并组织生产，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

品》部分指标与现行的企业生产实际不符，希望尽快进行该标准的修订，让企业

能够有效的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建议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基础上尽量把指标定的

稍微宽范一些，有利于企业自由发挥，提高企业产品创新的积极性。

（9）调研企业：陕西集味食品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法人：杨皓

2021 年 3 月 5 日，标准修订小组孙莹莹、张百忍、唐晓东赴陕西集味食品

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企业调研，就企业的产量、产值、带动就业人口、脱贫攻坚、

生态环保方面的作用；不同产品生产的工艺，原料、配料，添加剂等问题进行了

沟通交流，并对 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存在的不足

及修订的必要性、希望修订后可以解决什么食品安全问题，解决企业何种困惑、

制约企业发展的因素等问题及解决办法与企业负责人和企业法人进行了深入讨

论。

陕西集味食品有限公司，2018 年 03 月 12 日成立，注册资本 5000 万元，经

营范围包括食品的研发、生产、经营、销售及互联网销售；农副产品种植、收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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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销售；食品的进出口、技术服务、咨询服务及其相关配套服务；生物工程

技术；计算机技术开发及咨询服务；仓储服务；商务信息咨询；企业营销策划服

务。企业现有员工 50 余人，具有魔芋种植基地 400 余亩，年产值 1000 余万元。

企业法人杨皓表示，公司有企业标准，企业能够按制定的省级标准进行企业

标准修订，并组织生产。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部分

指标与现行的企业生产实际不符，希望尽快进行该标准的修订，让企业能够有效

的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建议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基础上尽量把指标定的稍微严格，

具体一些，让具有优质资质的企业进入生产行业，并且希望安全标准做成产品标

准，替代企业标准作为企业的执行标准。杨皓在标准修订过程中积极协调，对地

方标准的理解充分，是企业家中对产业发展有较高期望的代表。

（10）调研企业：陕西安康悠源食品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沈生英

2021 年 3 月 22 日，标准修订小组孙莹莹、张百忍、唐晓东赴陕西安康悠源

食品有限公司进行企业调研，就企业的产量、产值、带动就业人口、脱贫攻坚、

生态环保方面的作用；不同产品生产的工艺，原料、配料，添加剂等问题进行了

沟通交流，并对 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存在的不足

及修订的必要性、希望修订后可以解决什么食品安全问题，解决企业何种困惑、

制约企业发展的因素等问题及解决办法与企业负责人和企业法人进行了深入讨

论。

陕西安康悠源食品有限公司，2013 年 08 月 20 日成立，经营范围包括农副

产品种植、收购、销售；薯类食品、豆制品生产、加工、销售；企业经营管理技

术指导；五金交电销售；日用品销售。公司注册资本 1000 万元，企业员工 60

余人，魔芋凝胶制品年产值 3000 万元。公司生产的非即食魔芋凝胶制品保存于

酸性（柠檬酸）或碱性（氢氧化钙）液体中，膳食纤维（鲜样）含量在 2-3%之

间，即食魔芋凝胶制品的膳食纤维（鲜样）含量在 5.5%左右。

企业法人沈生英表示，公司有企业标准，企业能够按制定的省级标准进行企

业标准修订，并组织生产。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部

分指标与现行的企业生产实际不符，希望尽快进行该标准的修订，让企业能够有

效的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建议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基础上尽量把指标定的稍微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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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一些，有利于企业自由发挥，提高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11）调研企业：岚皋县烛山食业有限责任公司

企业法人：陈军

2021 年 4 月 10 日，标准修订小组孙莹莹、张百忍、唐晓东、李瑜赴岚皋县

烛山食业有限责任公司进行企业调研，就企业的产量、产值、带动就业人口、脱

贫攻坚、生态环保方面的作用；不同产品生产的工艺，原料、配料，添加剂等问

题进行了沟通交流，并对 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存

在的不足及修订的必要性、希望修订后可以解决什么食品安全问题，解决企业何

种困惑、制约企业发展的因素等问题及解决办法与企业负责人和企业法人进行了

深入讨论。

岚皋县烛山食业有限公司，2009 年 03 月 17 日成立，注册资产 500 万元，

经营范围包括豆腐乳、腊肉加工，魔芋种植及加工、农副产品、苦荞茶及茶叶加

工销售，畜禽肉加工销售；生猪屠宰。企业现有员工 50 余人，年产魔芋凝胶制

品 1200 吨，产值 4000 万元，公司有魔芋种植基地 1000 余亩，带动周边村镇种

植魔芋 9000 余亩。

企业法人陈军表示，公司有企业标准，企业能够按制定的省级标准进行企业

标准修订，并组织生产。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部分

指标与现行的企业生产实际不符，希望尽快进行该标准的修订，让企业能够有效

的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建议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基础上尽量把指标定的稍微宽范

一些，有利于企业自由发挥，提高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12）调研企业：陕西南北汇食品有限公司

企业法人：熊磊

2021 年 6 月 18 日，标准修订小组孙莹莹、张百忍、唐晓东、李瑜赴陕西南

北汇食品有限公司进行企业调研，就企业的产量、产值、带动就业人口、脱贫攻

坚、生态环保方面的作用；不同产品生产的工艺，原料、配料，添加剂等问题进

行了沟通交流，并对 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存在的

不足及修订的必要性、希望修订后可以解决什么食品安全问题，解决企业何种困

惑、制约企业发展的因素等问题及解决办法与企业负责人和企业法人进行了深入

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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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南北汇食品有限公司，2019 年 04 月 19 日成立，注册资本 5000 万元，

经营范围包括食品加工及销售。现有企业员工 50 余人，生产高峰期需要临聘工

作人员，主要产品有魔芋精粉 200 吨，魔芋凝胶制品 500 吨，年产值约 3000 万

元。公司自营魔芋种植面积 500 亩，带动周边村民种植魔芋 2000 亩。企业魔芋

凝胶制品采用 37kg 精粉+30kg 淀粉+水生产 1000kg 非即食魔芋凝胶制品，膳食

纤维（鲜重）含量约为 2.0-3.0%，产品成型后保存于酸性（柠檬酸）或碱性（氢

氧化钙）液体中。

企业法人熊磊表示，公司有企业标准，企业能够按制定的省级标准进行企业

标准修订，并组织生产，DBS61/0020-2019《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魔芋制品》部分

指标与现行的企业生产实际不符，希望尽快进行该标准的修订，让企业能够有效

的有章可循，有据可依。建议在保障食品安全的基础上尽量把指标定的稍微宽范

一些，有利于企业自由发挥，提高企业的创新积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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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前期研讨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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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部分调研及取样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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