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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 五常大米》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国家标准修订工作为《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2 年

第三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的任务之一，

项目计划编号为“20221424-T-463”。本项任务由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

由全国知识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由五常市人民政府、五常市乔

府大院农业股份有限公司、中国标准化研究院等共同组织标准起草工作。

（二）制定背景

五常历史悠久，取自“仁、义、礼、智、信”，誉为礼仪之邦。

水稻种植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唐初渤海国时期（六世纪中叶），清·道

光十五年（1835 年），吉林将军富俊征集部分朝鲜族人在五常一带引

河水种稻，碾成大米，贡皇家食用，成就了“千年水稻，百年贡米”

的美誉。目前，五常市有大米加工企业 555 家，其中核准使用地标 387

家，全产业从业人员达 35余万人。随着五常大米产业的高速发展，五

常大米标准实施过程中面临着部分技术内容及指标已经无法满足当前

产业发展的需求，以及标准中所引用的部分国家、行业标准已经废止，

标准的完整性、一致性和可操作性受到了制约，标准已无法实施。为

了能更好的体现五常大米品质，突出产品特点，深度挖掘生态环境、

种植技术、感官指标、食用品质等方面的特殊性，加强保护地理标志

产品管理，提升五常大米市场竞争内在动力而对标准进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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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进一步增强五常大米原产地保护力度的需要

GB/T19266-2008《地理标志产品 五常大米》国家标准适用于批准

保护范围内生产的五常大米，对于“生产”这个词汇的理解不一致，

导致其他产地种植的稻谷，在五常产地内加工后，堂而皇之使用“五

常大米”的行为屡屡发生，严重侵害了五常大米声誉。因此，急需修

订该标准，精准规定只有在批准保护范围内完成种植、收获、加工、

包装等全部生产环节的才可以使用“五常大米”。

这将为地方监管部门执法提供了有力的技术依据，对于维护五常

大米品牌声誉，促进市场公平竞争、服务地域经济也具有重要现实意

义。

2、进一步落实中欧地理标志互认成果的需要

2021 年 3 月 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欧洲联盟地理标志保护

与合作协定》正式签订，五常大米作为第一批清单 100 个中国产品同

步在欧盟全境获得地理标志保护。这将推动五常大米走出国门，走向

世界，提升出口能力，助力“五常大米”打造成国际品牌。

3、进一步提升专用标准质量技术水平的需要

GB/T19266-2008《地理标志产品 五常大米》国家标准于 2003 年

制定发布，2008 年第一次修订后使用至今，对于保护五常大米特色质

量，强化地理标志监管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经过 15年的实施，该标

准部分技术内容及技术指标已经无法满足当前形势下产业发展的需求，

且该标准中所引用的部分标准也已经废止，对标准实施、产业发展、

品牌保护造成了很大的困惑。因此，急需修订该标准，与国家现行有

效大米国家标准相协调，保证该专用标准的质量技术水平符合当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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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产业的发展水平。

（三）主要起草过程

1、成立国家标准起草组

2022 年 12 月 13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2022 年第三

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地理标志

产品质量要求 五常大米》国家标准修订是任务之一，项目计划编号为

“20221424-T-463”。任务下达后，2023 年 4 月，成立了标准起草组，

对标准草案内容和整体框架进行了研讨，初步确定了标准框架及结构。

2023 年 4 月 6 日，五常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牵头组织召开了标准修订启

动会议，邀请了五常大米产业的相关企业和技术机构的人员对标准修

订工作进行了研究座谈。对五常市获得地理标志的大米加工企业、种

业进行了充分的调研。

2、形成国家标准建议草案

2023 年 5 月，起草工作组在前期工作基础上，查阅国内外相关标

准、法律法规和文献资料，走访了许多大米方面的专家学者，对关键

性的技术指标进行检测整理，在此基础上，起草组对原有的标准内容

进行了补充、修改、增添、完善，形成了标准修订草案。

3、形成国家标准工作组讨论稿

2023 年 6-11 月，多次组织召开了标准起草工作组研讨会，就工作

重点、任务安排及《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 五常大米》国家标准修订

草案进行了讨论，形成标准工作组讨论稿。2023 年 6 月 6 日，五常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人员按照方案要求开展大米域内、外的采样工作，

采样以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采集了 89 个样品，于 6 月 25 日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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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完毕送往检验机构开展检验研究工作，该批样品于 2023 年 11 月 3

日检验完毕并形成大米分析报告一部。搜集了 60余个国内地理标志产

品的相关标准进行标准比对，对标准修订内容行进了确认，并编制形

成了标准文本讨论稿。

4、形成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3 年 12 月 6 日，五常市组织参编单位、企业及相关人员在市场

局召开了“五常大米标准修订研讨会”，会议上对五常大米讨论稿进

行了进一步讨论完善标准内容。2023 年 12 月 12 日开始对五常市 2023

年种植的水稻进行采样，采集样品 26个，已经送往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农业食品所进行食味品质研究及黑龙江中诺检验检测有限公司对理化

指标进行检验。2023 年 12 月，多次组织召开了标准起草组内部研讨会，

起草人员对标准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研讨，标准起草组根据专家提出的

修改意见对标准草案的技术内容进行了进一步的修改和完善，形成了

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1、适用性原则。本标准充分考虑了目前我国地理标志的需求，结

合了相关的国家标准和技术文件，标准起草过程中充分考虑了实践经

验，吸收了现行相关的核心技术要求，保证标准的适用性。修订后的

标准应尽可能反映五常大米生产发展和消费状况，反映新的研究成果

和国内外生产、消费的发展趋势。

2、规范性原则。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标准内容和格式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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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规范。

3、协调性原则。作为地理标志产品的国家标准，与我国现行的法

规和标准等协调一致、配套使用，相互支撑。

4、科学性原则。标准起草工作组潜心研究，参考相关前沿研究开

展了深入细致的技术攻关工作，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准确性。主要指

标的设置和评价方法的确立，结合实际并有一定的先进性，广泛的代

表性和科学性。

（二）主要技术内容说明及制定依据

本标准的制定参考了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相关部委政策文件，主

要参考资料如下：

（1）法律法规

序号 法律名称 通过/修正时间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2018 年

2 《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 2018 年

（2）政策文件

序号 文件名称 发布单位

1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 国家知识产权局

2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国

家知识产权局第 354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

3 《国外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国家知识产权局

第 338号
国家知识产权局

4 《国家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示范区建设管理办法

（试行）》

国家知识产权局

5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欧洲联盟地理标志保护

与合作协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本次修订调整主要技术内容：

1、适用范围

为进一步明确标准适用范围，依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工作细则》

第二条第二款规定的明确原料和加工产地要求。将 GB/T 19266-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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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产品 五常大米》标准的适用范围由“本标准适用于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批准保

护范围内生产的五常大米”，修订为“本文件适用于地理标志产品五

常大米的生产、加工、流通、检验，亦适用于地理标志产品五常大米

的产权保护和管理”。

2、术语和定义

更改国家标准中 3.1 条款五常大米定义为：在五常市行政区域内，

使用五优稻及通过审定的其它符合五常种植条件的优质粳稻谷品种，

完成种植、收获、加工、包装等全部环节的大米。

3、自然环境

根据近三年来的气温、降水、日照等数据，更新相应的自然环境

条件。

4、原料稻谷

删除了“栽培技术应采用具有五常特色的一段超早育苗及大棚旱

育苗、旱育稀植等栽培技术”。

5、种植管理

在 6条款要求中增加了 6.2 种植管理相关要求。

6、感官指标

熟制后的感官要求修改为：熟制后，饭粒饱满完整、明亮有光泽，

带有米饭特有的米香或清香，滋味清甜，口感润滑、软硬适中有弹性。

修改后感官特色的表述更准确。

7、加工质量指标

将 GB/T 19266-2008《地理标志产品 五常大米》标准中“理化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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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内容纳入到“加工质量指标”中。标准 6.5 条款中增加了特等

质量等级及质量指标，规定特等原料品种为五优稻 4 号。2023 年抽检

了 3个五常大米企业 1个批次 18 个特等样品，根据样品的检测数据确

定特等各项质量指标的数值，特等质量指标为：黄粒米≤0.05％、不

完善粒≤2.0％、杂质总量≤0.05％、无机杂质含量≤0％、碎米总量

≤8.0％、小碎米≤0.1％、水分≤15.5％、垩白粒率≤10％、食用品

质≥90、直链淀粉（干基）15～20％、胶稠度≥70mm，相关检测数据

见附件 1。

同时，2023 年分别抽检了 3 个五常大米企业 1个批次优质一等和

优质二等样品各 4 个，根据样品的检测数据更新了优质一等和优质二

等相关指标值，相关检测数据见附件 2，具体更改情况如下：

（1）不完善粒指标

GB/T 1354-2018《大米》国家标准中不完善粒指标为≤3.0%。 因

GB/T 19266-2008《地理标志产品 五常大米》不完善粒指标过严，造

成过度浪费，违背国家节粮减损目标。将 GB/T 19266-2008《地理标志

产品 五常大米》标准 6.4 加工质量指标中不完善粒指标由原来的“优

质一等≤0.5%；优质二等≤1.0%”修订为“特等≤2.0%；优质一等≤

2.5%；优质二等≤3.0%”，严于 GB/T 1354-2018《大米》国家标准。

（2）杂质指标

国际卫生法典 Stan198-1995《稻米》中的“质量指标”中的“3.2.2

杂质”定义为“除米粒之外的有机物和无机物”。GB/T 1354-2018《大

米》标准中“矿物质”指标名称修订为 “无机杂质”。因此，为保持

大米国际标准、国家标准协调一致，将 GB/T 19266-2008《地理标志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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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 五常大米》6.4 杂质指标中矿物质指标修订为无机杂质含量，特等

≤0%，优质一等≤0.01%，优质二等≤0.02%，严于 GB/T 1354-2018《大

米》国家标准。

（3）垩白粒率指标及其检验方法

GB/T 1354-2018《大米》国家标准中已将“垩白粒率” 指标修订

为“垩白度”。目前 GB/T 1354-2018《大米》附录 A 的垩白度检验方

法缺陷明显，感官检验法（仲裁法）测试结果偏差较大；图像处理法

（仪器法），仪器为一家公司研制，未取得计量认证，数值不可溯源。

因此，参照 LS/T 3247-2017《中国好粮油 大米》垩白粒率指标，计算

垩白面积大于等于二分之一米粒投影面积的垩白粒的比例，研制适用

于五常大米专用的垩白粒率检测方法，见附录 B。质量指标值由原来的

“优质一等≤15%，优质二等≤25%”调整为“特等≤10%，优质一等≤

15%，优质二等≤20%”。将垩白粒率的检验方法也修订为“按附录 B

执行”。

（4）食用品质指标及其检验方法

GB/T 1354-2018《大米》国家标准中已用“品尝评分值”作为衡

量大米蒸煮品质的指标，检验方法按照 GB/T 15682 规定的方法执行。

因此，为与大米国家标准保持一致，依据 GB/T 15682-2008《粮油检验

稻谷、大米蒸煮食用品质感官评价方法》标准中关于食用品质的条款，

将 GB/T 19266-2008《地理标志产品 五常大米》标准 6.5 条款指标中

的“食味品质”修改为“食用品质”。同时，参照 GB/T15682 方法，

研制适用于五常大米的专用食用品质感官评价方法，见附录 C。根据样

品的食用品质感官评价数据，指标值调整为“特等≥90，优质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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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优质二等≥80”。将食用品质的检验方法也修订为“按附录 C 执

行”。

8、净含量

GB/T 1354-2018《大米》国家标准中 5.3 条款规定了净含量的要

求为：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为产品最

大允许水分状况下的质量。因此，为与大米国家标准保持一致，将 GB/T

19266-2008《地理标志产品 五常大米》标准 6.7 条款：“净含量允许

短缺量应符合 1070 规定”，修订为“净含量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

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为产品最大允许水分状况下的质量。”

9、试验方法

除了前文提到的垩白粒率和食用品质的检验方法修订为按附录 B

和附录 C执行，还有以下指标检验方法有修订：

（1）黄粒米检验方法

GB/T 19266-2008《地理标志产品 五常大米》国家标准中黄粒米

指标的检验方法引用自 GB/T 5496-1985《粮食、油料检验 黄粒米及裂

纹粒检验法》，标龄较长，目前 GB/T5496 正在修订（计划号

20233868-T-449），因此改用 GB/T 17891-2017《优质稻谷》的附录 D

黄粒米检验方法，将黄粒米的检验方法修订为“按 GB/T 17891-2017

的附录 D执行。”

（2）水分检验方法

GB/T 19266-2008《地理标志产品 五常大米》国家标准中水分指

标的检验方法引用自 GB/T 5497《粮食、油料检验 水分测定法》，目

前 GB/T5497 正在修订（计划号 20221089-T-449），并且 GB/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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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09.3-2003《食品中水分的测定》修订为 GB 5009.3-2016《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由推荐性标准变为强制性标准，因此，

将水分的检验方法修订为“按 GB 5009.3 执行”。

（3）直链淀粉检验方法

GB/T 19266-2008《地理标志产品 五常大米》国家标准中直链淀

粉指标的检验方法引用自 GB/T 17891《优质稻谷》，而现行 GB/T

17891-2017《优质稻谷》标准规定直链淀粉的检验方法按 GB/T 15683

执行。因此，将直链淀粉的检验方法修订为“按 GB/T 15683 执行”。

（4）胶稠度检验方法

GB/T 19266-2008《地理标志产品 五常大米》国家标准中胶稠度

指标的检验方法引用自 GB/T 17891《优质稻谷》，而现行 GB/T

17891-2017《优质稻谷》标准则取消了胶稠度的检验方法。因此，胶

稠度检验方法修改为引用 GB/T 22294-2008 《粮油检验 大米胶稠度的

测定》，将胶稠度的检验方法修订为“按 GB/T 22294 执行”。

10、标志

删除了原标准中 GB7718 的具体内容，标准中 9.1 条款修订为：

符合本文件要求的产品，应在产品标签或包装物上标注地理标志产品

名称及本文件的标准代号，并应同时使用经国家知识产权行政主管部

门核准公告的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地理标志专用标志应按照《地理标

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执行。

11、删除安全卫生指标

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由国家卫健委制定，

而食品质量标准则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制定及公布。为与国家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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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量标准体系同步协调，也与国际惯例接轨，食品类地理标志产品

的标准，与标准技术管理司食品消费品处及国知局保护司地理标志处

进行了前期沟通并征得同意，删除标准中涉及食品安全的内容，标准

中不再涉及食品安全指标。食品安全相关要求见有关法律法规、政策

和食品安全标准等文件。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

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市场对优质五常大

米的需求量稳步增加，将会推动行业技术进步，发展空间巨大。近年

来五常大米行业在监管部门努力下，食品安全问题已得到解决，但在

质量特色保持方面仍然存在一些问题，影响了五常大米的声誉和应用

推广，导致了近些年五常大米产业发展缓慢。五常大米产业要发展，

这些问题急需改进解决。通过此次国家标准的修订，能切实解决五常

大米在质量特色保持方面存在的问题。本标准发布实施后，能打好五

常大米地理标志的实施基础，为高质量开展地理标志保护提供支撑，

同时标准在规范相关行业发展上起到了积极的推进作用，能够取得显

著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外

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颁布的 ISO 7301-2011《稻米-规格》国际

标准中规定水分含量≤15%、垩白粒率≤5%、有机杂质≤0.5%、无机杂

质≤0.5%，Codex Stan198-1995 《稻米》国际卫生法典中规定水分含

量≤15%、垩白度≤11%、有机杂质≤0.5%、无机杂质≤0.1%。本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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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水分≤15.5％，垩白粒率特等≤10%、优质一等≤15%、优质二等≤

20%，杂质总量特等≤0.05％、优质一等≤0. 10%、优质二等≤0. 20%，

无机杂质含量特等≤0%、优质一等≤0.01%、优质二等≤0.02%。杂质

总量、无机杂质指标严于国际标准，水分含量、垩白粒率指标宽于国

际标准，Codex Stan198-1995 中提到根据目的地的气候、运输和贮存

期因素，可适当地调低水分含量要求。此外，垩白粒率需要考虑到大

米品种不同，指标值有所不同。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际

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本标准不涉及对现有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采用。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我国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尚未发

现本标准与我国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相冲突。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九、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施

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本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建议本标准与本标准同领

域的其他系列标准配套使用。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严格按照 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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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起草组

2024 年 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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