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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富硒大米加工技术规程》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依托江西省科技厅项目（20232BBF60019、20232BCJ22059）提

出。

2.起草单位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与标准研究所、宜春市硒资源开发

利用中心、万安县农业产业发展中心、上犹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宁都县

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宜春市袁州区中州米业有限公司。

3.主要起草人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张标金 男 副研究员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产

品质量安全与标准研究

所

负责人

昌晓宇 女 助理研究员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产

品质量安全与标准研究

所

标准编制

张康康 男 助理研究员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产

品质量安全与标准研究

所

标准编制

卢坚雯 女 高级农艺师 宜春市农业农村局 标准编制

肖敏 男 高级农艺师
万安县农业产业发展中

心
标准编制

邓振明 男 高级农艺师
万安县农业产业发展中

心
标准编制

汤小明 男 农艺师 宜春市农业农村局 标准编制

赖春莲 女 农艺师
上犹县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
条款修订

曾日亮 男 农艺师
上犹县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
条款修订

张霖 男 农艺师
宁都县农业技术推广中

心
条款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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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丹丹 女 /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产

品质量安全与标准研究

所

标准编制

二、制定（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2019 年 5 月 20 日，习近平总书记视察江西时指示，“一定要把富硒

这个品牌打好”，为江西富硒农业产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江西省政府编

制的《江西省“十四五”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要求“以培育‘天然富

硒农产品’为重点，因地制宜大力发展‘高标准、高品质、高技术、强品

牌’的特色富硒农业，统筹推进富硒农业高质量发展，力争五年内全省达

到千亿产业目标”。

江西天然富硒土壤资源非常丰富，全省已探明富硒土壤面积 3980.5

万亩，占全省国土面积的 15.9%，覆盖全省 11个设区市 90 个县（市、区），

逐步形成了以宜春、赣州为重点，特色鲜明的“赣西、赣南和环鄱阳湖”

三大富硒发展板块。

近年来，江西以富硒大米作为主打产业富硒，目前已形成了宜春大米、

丰城富硒大米、万安硒稻等多个富硒大米地方品牌，年种植面积 500 万亩

以上。

为了进一步提高富硒稻谷加工为富硒大米过程中的规范性，保障富硒

大米产品质量，树立富硒大米地方品牌，有必要制定《富硒大米加工技术

规程》团体标准，以指导和规范富硒大米的生产和加工，促进我省稻米产

业的快速健康发展。

三、主要起草过程

本项目立项以来，成立了《富硒大米加工技术规程》团体标准起草小

组，标准起草人员组成主要为从事水稻加工等研究成员和技术专家，承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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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相关的科技攻关和示范推广项目，有着较强的相关专业技术水平和丰富

的实践经验，使得起草内容具有代表性和广泛性。起草小组通过搜集资料、

开展试验、调查研究等方法获得第一手材料，在总结多年来水稻生产实践

和研究基础上，全面开展本技术规程的编制工作。

1、标准内容的确立

为了做好本标准的起草工作，编写小组在全省富硒水稻生产的企业、

合作社和生产大户等 10 多个业主和技术人员进行实地调研，为富硒大米

加工等的技术要求和技术指标的确立提供了详实的资料。编制小组通过反

复认真的讨论，确定了本规程编写提纲、规程内容、技术要求和指标。明

确了标准的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确定了基本要求和

评价指标等技术要求。内容的研究尽可能全面，既要考虑一般性要求，又

要有针对性，同时又提出量化的指标，便于操作和使用标准。

2、标准的起草

根据标准研究成果进行总结。规程的起草编写主要参考GB 22508《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原粮储运卫生规范》、GB/T 26630 《大米加工企业良好

操作规范》等。同时其编写格式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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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来编写。2024年7月，标准

起草小组完成了技术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3、标准的制定

2024 年 7 月，起草小组将《富硒大米加工技术规程》函送给专家征

求意见。该征求意见稿在广泛征求有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起草小组对专

家意见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对专家们提出的合理意见予以采纳吸收。



4

本标准的整个编制过程认真、严谨。

四、制定（修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

标准的关系

利用课题组积累的水稻生产技术研究基础，汲取生产实践经验，参照

国内有关研究资料和科研成果，并结合我国水稻产业发展趋势制订本标

准。

1、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充分考虑我省富硒水稻生产实际情况，做到生产可行性，

技术先进性，指标准确性。

（1）质量至上的原则：本标准的核心是规范富硒大米的加工技术指

标，确保生产科学、合理、可行，保证《富硒大米加工技术规程》标准质

量，达到优质、高产、高效的目的。

（2）规范可靠的原则：标准格式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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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技术内容上总结

课题组成果经验、广泛征求专家意见，使标准技术规范、可靠、先进，指

标准确，实践可操作性强。

（3）继承与发扬的原则：本标准处理好继承与发扬的关系，在传统

生产模式的基础上创新，同时汲取国内先进经验，并要有测试数据和建立

档案。

（4）环保性原则：本标准中规定的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等做到在现

行的标准和条例前提下，力求安全、绿色、生态。

2、编制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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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是根据课题组多年来水稻生产试验和示范推广的实践经验加

以归纳、总结，依据强调前瞻性和先进性及实用、有效、易于推广的原则

编写。编写格式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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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本标准所涉及的术语与定义、基本要求、评价指标等技术环节时，查

阅了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遵循“富硒大米”质量控制技

术规范等的要求，以“生产安全、优质、绿色的水稻”为主要目标，既考

虑到江西省水稻生产现状，又兼顾了富硒大米产品发展趋势。

查阅了大量国内相关技术标准和文献资料。查阅了 GB/T 1354-2018

《大米》、GB/T 22499-2008《富硒稻谷》、DB36/T 1112《富硒水稻生产

技术规程》等富硒大米相关的国家、行业和江西省地方标准，并根据富硒

大米生产实际，合理规范技术要求。本标准文本参考 GB 22508《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原粮储运卫生规范》、GB/T 26630 《大米加工企业良好操作

规范》等标准的相关规定编写，同时按照产品应符合绿色安全标准作为基

本要求，对《富硒大米加工技术规程》的加工企业生产条件要求、原料要

求、生产工艺及操作方法、生产废弃物处理、产品质检、包装和标识、运

输和储存、平行生产、档案管理等进行合理设置。

虚心请教，集众人智慧之大成。在该规程的编制过程中，向水稻产业

的专家学者、农技推广、生产管理技术等人员广泛的收集意见建议。向宜

春市区域的各生产主体和管理部门发函协助征求意见建议，并通过宜春市

农业农村局相关微信群等多个渠道，广泛发布。同时，编写组专程到宜春

市袁州区中州米业有限公司、江西天稻粮安有限公司等多家龙头企业现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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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研。在此基础上，编写组经历反复验证和修改，完成修改稿。

3、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目前，国内制定有 GB/T 1354-2018《大米》、GB/T 26630-2011 《大

米加工企业良好操作规范》、NY/T 5190-2002 《无公害食品 稻米加工技

术规范》、NY/T 2410-2013《有机水稻生产质量控制技术规范》、DB36/T

1112-2019《富硒水稻生产技术规程》国家、行业、江西省地方标准。本

标准立足我省实际，根据富硒大米产业发展现状，因地制宜提出技术规范

要求，具有较好的实用性、可行性。

本技术标准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相关法

律和法规的规定。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富硒大米加工技术规程》标准内容共分 9 章，包括：范围、规范性

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加工企业生产条件要求、原料要求、生产工艺及

操作方法、生产废弃物处理、产品质检、包装和标识、运输和储存、平行

生产、生产档案管理。

1、范围

本章中在适用性和实用性原则下，根据富硒大米生产特点和地理标志

产品要求，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中在安全性和环保原则下，引用了相关 9个标准和条例，基本覆

盖了水稻加工相关技术要求。

3、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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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章中在兼容性原则下，根据 GB/T 1354 和 T/YSIA 001 的规定和相

关术语表述，提出了术语和定义，保证了标准结构和形式的准确性。

4、加工企业生产条件要求

规定了加工企业的建设地点、车间设备、人员等方面的要求。

4、原料要求

规定了加工用稻谷、水等原料要求。

5、生产工艺及操作方法

本章根据长粒型籼稻的加工特点，详细规定了大米生产工艺流程、大

米生产设备、操作方法等的技术关键点，确保生产过程的实用性、规范性。

6、生产废弃物处理

规定了加工过程的包装袋、秸秆、垄糠、米皮糠等废弃物的综合利用

要求。

7、产品质检

规定了产品检验要求。

8、包装和标识

规定了产品包装的车间、材料等，以及标签的要求。

9、运输和储存

规定了产品运输过程和储存环境等的要求。

10、平行生产

规定了富硒大米与其他大米共用生产线时的管理要求。

11、生产档案管理

规定了建立生产全过程的质量追溯体系，档案记录等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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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征求的专家意见，未出现重大分歧。在标准草稿的验证过程中，

尊重科学，实事求是。项目组根据部分单位和专家的书面反馈意见，宜春

市袁州区中州米业有限公司、江西天稻粮安有限公司等企业的现场调研意

见，对标准进行了调整和修改，最终形成了报审稿。

七、作为推荐性或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建议《富硒大米加工技术规程》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加强宣传和培训的力度。以各种形式加强对本标准的宣传和培训，提

高《富硒大米加工技术规程》的科学性和高效性。本标准的顺利实施，是

稻米生产与富硒农产品的有机结合，需要富硒大米生产企业、农业管理部

门等的密切合作。

九、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主要参考资料：

(1)GB/T 1354 大米

(2)GB/T 5490 粮油检验 一般规则

(3)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4)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用标准

(5)GB/T 8875 粮油术语 碾米工业

(6)GB/T 17109 粮食销售包装

(7)GB/T 17891 优质稻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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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GB/T 22499 富硒稻谷

(9)GB 2250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原粮储运卫生规范

(10) GB/T 26630 大米加工企业良好操作规范

(11)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12) GB/T 42299 大米加工企业设计规范

(13) DB36/T 1112 富硒水稻生产技术规程

江西省乡村产业振兴协会团体标准《富硒水稻生产技术规程》起草

小组

2024 年 7 月 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