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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2024年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加强质量支撑和标准引领，深入推进国

家标准化发展纲要各项重点任务实施，以标准有力引领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

推动标准化更好服务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和《团体标准管理规定》（国标委联[2019]1号）的相关要求，中国商业经济

学会批准立项并联合相关单位共同制定《中老年营养均衡谷物食品》团体标准。 

（二）制定背景 

随着医疗水平的提高和生活条件的改善，全球范围内中老年人口比例逐年

上升。这一群体在营养需求上有着特定的要求，因为他们面临着与年龄增长相

关的健康问题和营养挑战。中老年人群在营养需求上与其他年龄段有所不同。

他们通常需要更多的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和抗氧化剂等，以支持心血管

健康、预防慢性疾病、维持骨骼健康以及促进整体健康状态。中老年人群可能

由于饮食习惯、消化能力下降、慢性疾病等原因，存在营养不均衡的问题。这

可能导致营养缺乏或过剩，进而影响他们的健康和生活质量。 

制定标准《中老年营养均衡谷物食品》的目的和意义如下： 

一、满足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随着年龄的增长，中老年人的营养需求发生变

化，对特定营养成分的需求增加。制定该标准旨在确保谷物食品能够为中老年

人提供全面、均衡的营养支持，以满足其健康需求。 

二、规范行业生产：通过制定明确的标准，为谷物食品的生产厂家提供统一的

指导和规范，确保产品质量的一致性和安全性。这有助于减少市场上不合格产

品的流通，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三、推动产品创新：标准可以为谷物食品的研发和创新提供方向，鼓励企业开

发更多符合中老年人营养需求的新产品，满足市场的多样化需求。 

四、保障中老年人的健康：中老年人作为社会的弱势群体，其健康问题受到广

泛关注。制定该标准有助于确保中老年人能够摄入到符合其营养需求的谷物食

品，从而保障其身体健康和生活质量。 

五、增强消费者信心：通过制定标准，消费者可以更加清晰地了解谷物食品的

营养成分、质量要求等信息，从而增强对产品的信任度和满意度，促进市场的



健康发展。 

（三）起草过程 

3.1 标准研制阶段 

2023年12～2024年3月，起草组通过企业调研，了解企业实际生产情况，

并组织收集、整理相关标准化资料、专业文献等，经成分分析、研讨、论证后

编写完成《中老年营养均衡谷物食品》立项申请书及标准框架相关内容，并向

中国商业经济学会提出标准立项申请。 

3.2 标准立项阶段 

2024年3月18日，中国商业经济学会正式发布了《中老年营养均衡谷物食

品》团体标准立项通知，并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进行公示。 

3.3 标准起草阶段 

2024年3～2024年5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国务院关于

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等文件的要求，按照团体标准的制修订程序组织有

关技术人员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通过相关信息化手段进行多次内容讨论和交

流，并向相关单位和专家咨询，在广泛听取各方意见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对

标准初稿进行了完善和修改后经起草组确认，同意作为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

意见。 

二、编制原则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标准起草工作组按照GB/T 1.1—2020 给出的规则编写，

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协调性: 保证标准与国内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协调一致。  

（2）规范性：严格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

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给出的规则起草，保证标准的编写质量。 

（3）适用性：结合生产企业管理实践和产品的主要环境影响，提出对企业

产品的具体质量要求和生产经营规范。 

三、主要技术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本标准规定了中老年营养均衡谷物食品的技术要求、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



要求、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中老年营养均衡谷物食品的开发、生产和检验。 

本标准给出了中老年营养均衡谷物食品的术语和定义。将中老年营养均衡

谷物食品定义为：专为中老年人设计，满足其特殊营养需求，以谷物为主要原

料，经过科学配比和加工制作而成的食品。 

本标准依据产品实际特征设定了感官要求：中老年营养均衡谷物食品的色

泽、滋味、气味、组织状态、冲调性应符合相应产品的特性，不应有正常视力

可见的外来异物。 

本标准参照《中国居民膳食营养素参考摄入量》设定了营养成分指标。 

a）中老年营养均衡谷物食品每 100g（直接食用的非液态产品）所含有的能量

应不低于 295kJ (70kcal)。能量的计算按每 100 g 产品中蛋白质、脂肪、

碳水化合物的含量乘以各自相应的能量系数 17 kJ/g、37 kJ/g、17 kJ/g

（膳食纤维的能量系数按照 8kJ/g计算）,所得之和为 kJ/100g值，再除以

4.184为 kcal/100g 值。 

b）中老年营养均衡谷物食品中蛋白质的含量应不低于 7g/100g。蛋白质的检验

方法参照 GB 5009.5。 

c）中老年营养均衡谷物食品中膳食纤维的含量应不低于 2.7g/100g。膳食纤维

的检测方法参照 GB 5009.88。 

d）中老年营养均衡谷物食品中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含量应符合表 1 的规定。若

GB 14880 中允许营养强化的类别食品，使用了其他食品营养强化剂进行营

养强化，应按 GB 14880 执行。 

表1 维生素和矿物质指标 

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维生素B1，mg/100g ≥0.15 GB 5009.84 

维生素B2，mg/100g ≥0.05 GB 5009.85 

铁，mg/100g ≥1.33 GB 5009.90 

污染物限量和真菌毒素限量污染物限量应符合GB2762中相应类别产品的规定 

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GB 2761中相应类别产品的规定。 

微生物限量：致病菌限量应符合GB 29921中粮食制品的规定。 

即食类产品微生物限量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微生物限量 

项目 
采样方案

a
及限量 

检验方法 
n c m M 

菌落总数/（CFU/g） 5 2 10
4
 10

5
 GB 4789.2 

大肠菌群/（CFU/g） 5 2 10 10
2
 GB 4789.3 

霉菌/（CFU/g） 5 2 50 10
2
 GB 4789.15 

 
a
样品的采样及处理按GB 4789.1执行。 

食品添加剂和食品营养强化剂：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GB 2760的规定。食

品营养强化剂的使用应符合GB 14880的规定。 

净含量：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要求。净含量检测按JJF 

1070执行。 

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应符合GB 14881的规定。 

三、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及知识产权问题。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内同类标准水

平的对比情况 

本文件为首次自主制定，不涉及国际国外标准采标情况。本文件参考依据：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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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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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478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霉菌和酵母计数 

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 5009.8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维生素B1的测定 

GB 5009.8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维生素B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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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9.9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铁的测定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488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剂使用标准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GB 316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五、与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没有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文件发布后，应向相关企业进行宣传、贯彻，推荐执行该文件。 

八、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