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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前    言 

 

本标准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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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食品安全指标依据 T/LNSLX 003《辽宁好粮油 小米》制定严于国家标准，其中碎米严于

T/LNSLX 003《辽宁好粮油 小米》标准要求；胶稠度指标依据实测值制定。 

本标准由沈阳康奉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沈阳康奉堡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提出。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XXX XXX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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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米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小米的术语和定义、分类、技术要求、产品追溯信息、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标

识、包装、运输和储存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以粟（谷子）为原料，经加工生产的商品小米。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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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T 5490  粮油检验 一般规则 

    GB/T 5491  粮食、油料检验  扦样、分样法 

    GB/T 5492  粮油检验 粮食、油料的色泽、气味、口味鉴定 

    GB/T 5494  粮油检验 粮食、油料的杂质、不完善粒检验 

    GB/T 5503  粮油检验 碎米检验法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11766  小米 

    GB/T 17109  粮食销售包装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T/LNSLX 003  辽宁好粮油 小米 

LS/T 1218  中国好粮油 生产质量控制规范 

GB/T 8232  粟 

NY/T 83  米质测定方法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3 术语和定义 

除GB/T 11766和T/LNSLX 003规定的术语和定义外，下列术语和定义也适用于本标准。 

3.1 胶稠度 

在规定条件下，小米粉碱糊化后的米胶，经冷却后的流动长度，用毫米表示（mm）。 

http://down.foodmate.net/standard/sort/3/1808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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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分类  

4.1 粳性小米：用粳粟制成的米，纯度达 95%及以上。 

4.2 糯性小米：用糯粟制成的米，纯度达 95%及以上。 

5 技术要求  

5.1 原料要求 

5.1.1 粟（谷子）应符合 GB/T 8232 的规定。 

5.1.2 粟（谷子）应产自康平县现辖行政区域。康平小米简介见附录B。 

 

5.2 质量要求 

质量要求应符合表 1的规定。 

表 1  质量要求 

 

项    目 要    求 

感官 
色泽 鲜黄明亮，无明显色差。 

气味 具有小米固有的自然气味，无其他异味。 

  加工精度/%                             ≥         95 

  水分/%                                 ≤          13.0 

  不完善粒/%                             ≤ 1.0 

  杂质/% 
  总量                    ≤ 0.5 

其中：无机杂质          ≤ 0.02 

粟粒 不得检出 

  碎米/%                                 ≤ 3.0 

  胶稠度/mm                              ≥ 90 

5.3 食品安全要求 

安全指数（PN ）以 GB 2761、GB 2762、GB 2763的限量和实测值为基础计算， 各项安全指数要求 

见表2。 

 

表 2 安全指数要求 

 

项    目 指    数 

PN真菌毒素           ≤ 0.5 

PN污染物                   ≤ 0.5 

PN农药残留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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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生产质量控制 

按LS/T 1218 相关规定执行。 

5.5 净含量 

按 JJF 1070相关规定执行。 

6 产品追溯信息 

应保存产品的质量追溯信息，具体要求详见附录A。 

7 检验方法  

7.1 扦样、分样：按GB/T 5491执行。 

7.2 色泽、气味检验：按GB/T 5492执行。 

7.3 加工精度检验：按GB/T 11766（附录A）执行。 

7.4 水分检验：按GB 5009.3执行。 

7.5 杂质、不完善粒检验：按GB/T 5494执行。 

7.6 碎米检验：按GB/T 5503执行。 

7.7 胶稠度检验：按NY/T 83（7.1）执行。 推荐小米粥最佳蒸煮条件参见附录C。 

7.8 安全指数检验：按T/LNSLX 003（6.8）执行。 

8 检验规则 

8.1 一般规则 

按照 GB/T 5490执行。 

8.2 产品组批 

同一原料、同一工艺、同一生产日期加工的产品为一批。 

8.3 出厂检验 

产品须经生产厂质量检验部门按本标准规定检验合格后方可出厂。出厂检验项目为：色泽、气味、

加工精度、水分、不完善粒、杂质、碎米、净含量。 

8.4 型式检验 

8.4.1 型式检验的项目为本标准规定的全部项目。  

8.4.2 正常生产时型式检验每半年进行一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也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定型投产时； 

b）连续停产 3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c）主要原辅料、生产工艺发生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d）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差异较大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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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国家食品安全监督管理部门提出要求时。 

8.5 判定规则 

8.5.1 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本标准规定时，判定该批产品为合格品。 

8.5.2 检验结果中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符合本标准规定时，可以从原批次产品中加倍抽样复验。复验结

果合格时，则判定该批次产品为合格品；复验结果仍有一项或一项以上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

格品。 

9 标签标识 

标签应符合 GB 7718和 GB 28050的相关规定。 

10 包装、运输和储存 

10.1 包装 

包装应符合GB/T 17109 的要求 。 

10.2 运输 

应使用符合卫生要求的运输工具和容器运输，运输过程中应注意防水、防晒、防污染。不得与有毒

有害、有异味的物品混装运输，应注意文明装卸。 

10.3 储存 

应储存于清洁、阴凉、干燥处；应防虫、防鼠；不得与有毒有害、水分含量较高、有异味的物品混

存。在包装完整、未经启封的情况下，保质期以产品标签标注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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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质量追溯信息 

小米的质量追溯信息示例参见表 A.1。 

表 A.1 小米的质量追溯信息示例 

 
  

 

 

 

 

 

 

 

 

 

 信息分类     追溯信息 

 

 

 

 

 

 

 

 

原料 

信息 

  品种名称 标注示例：以品种登记（审定）名为准。 

原产地/生产基地 标注示例：细化到某个农场或某个村镇，如：xx 村镇或 xx  农场。 

  收获时间 标注示例：xx 年 xx 月收获。 

  生产记录 
标注示例：xx 年 xx 月，施用 xx 农药 xx 公斤/亩；xx 年xx 月，施用 xx 

肥料 xx 公斤/亩。 

  干燥方式 
标注示例：晾晒、烘干（塔式、箱式、烘干温度、降水幅度、降水

速率）。 

  储存方式 标注示例：xx 仓型储存，仓储温度为低温或准低温或常规温度。 

  储存地址 标注示例：xx 粮库 xx 仓。 

  粮情报告 标注示例：xx 时间采用 xx 方式熏蒸或防虫等。 

  储存量 标注示例：xx 吨，显示可交易的数量。 

 

 

 

生产 

信息 

  收获水分 标注示例：收获水分xx%。 

  加工日期 标注示例：xx 年 xx 月 xx 日。 

  加工工艺 标注示例：xx 道砂辊 xx 道铁辊 xx 道抛光。 

  运输方式 标注示例：铁路或公路，常温或冷链。 

  储存方式 标注示例：常温或低温或准低温。 

  最佳食味期限 标注示例：xx年xx月xx日以前食用口味最佳。 

 

 其他 

 信息 

 

（可选填） 

供应方或企业可根据实际情况增加反映交易小米其他特性的信息，如：富

硒、绿色、无公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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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康平小米简介 

经过植物考古和基因考古双重证明，小米起源于中国北方。清嘉庆年间，大批山东河北移民前来开

垦落户，小米在那个年代就栽种在康平土地上。康平县位于辽宁最北部，地处辽宁、吉林、内蒙古三省

交界处，地处我国著名科尔沁沙地南缘，地势西高东洼，南丘北沙。因小米具有耐旱、贫瘠土壤和耐储

藏的优势，适合在干旱而缺乏灌溉的地区生长。康平县农民历来有种植习惯。据县志记载 1907年和 1908

年（光绪三十三年、三十四年）我县粟的耕种地亩数为 240076和 245276，每亩收获 1斗和 3斗。小米

曾作为御品，进贡朝廷。康平小米是特殊的沙丘土质和当地的特殊气候条件下种植的传统特产。 

康平小米颜色均匀，呈金黄色，味清香，有光泽，富含膳食纤维、胡萝卜素、色氨酸、锌、铁、钾

及维生素 E、B1、B2等多种微量元素，经常使用可以促进消化、补血养气、调节睡眠、改善失眠等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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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推荐小米粥最佳蒸煮参考条件 

 

    取 100g小米于适当容器中，用水快速淘洗 1-3次，沥尽余水。按照米水质量比 1:20的比例（即取

100g 小米，则需要加入 2000mL 的水。）加入矿泉水于平底锅中预烧开。然后将洗过的米放入锅中，盖

上锅盖，在大火下使装有米的水再次沸腾，然后将锅盖倾斜放置，微微开起一点缝隙，将火调制中火状

态，保持整个过程持续沸腾即可，期间防止粥溢出，可间歇地朝一个方向轻轻搅拌。计时 25min后关火，

放置约 60℃时食用口感最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