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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

金堂县位于“天府之国”核心区域，历来是成都市的现

代农业强县，素有“金玉满堂”之称。金堂姬菇是金堂食用

菌主打品种和特色优势产业之一，已有 30 多年的人工栽培

历史，代表了中国姬菇的最高水平，在业内拥有极高的知名

度和美誉度。金堂姬菇在 2011 年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产品以来，更是先后获得最具影响力出口食用菌生产基地备

案、中国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中国姬菇之乡”等荣誉和

称号。

金堂姬菇成功申报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距今近十年之

久，原有的种植技术和加工工艺等核心因子指标已不能满足

金堂姬菇现代农业产业的发展需求，导致姬菇产业发展过程

中问题日益突出，极大制约了姬菇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姬菇

产业要想进一步做大做强，必须要解决姬菇生产标准化水平

低，种植过程缺少相应标准支撑，产品质量良莠不齐等突出

问题。因此，该项目由金堂县农业农村局牵头，金堂县食用

菌产业联合会和四川万豪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联合起草。

以期通过标准的制定实施，促进姬菇产业标准化、规模化发

展。

二、起草单位

金堂县农业农村局、金堂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金堂县食

用菌产业联合会。

三、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遵循术语简洁、准确、得体的原则，遵守国家有

关法律法规政策，符合国家术语相关标准的规定。

（二）编制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四川省标准化监督管理条例》

《四川省地方标准管理办法》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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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T 500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

GB/T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T 5009.10 植物类食品中粗纤维的测定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NY/T 393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NY/T 658 绿色食品 包装通用准则

NY/T 896 绿色食品 产品抽样准则

四、工作过程

（一）调研收集资料

任务下达后，立即成立了起草小组，开展了调研工作。

为了保证制定的金堂姬菇标准切实、有效的符合金堂县实际

发展和未来的发展规划，起草小组广泛深入金堂县内姬菇生



产区域，实地查看金堂县菌类家庭农场，了解到姬菇的生产

环境，与生产主体进行深入交流，全面了解金堂县姬菇产业

发展现状，全盘摸底姬菇种植、加工、包装及销售情况。

2020年5月7日编制小组在金堂县农业农村局陪同下调

研金堂姬菇的总体情况，随后到金堂县食用菌产业联合会调

研姬菇生产销售加工包装等一系列整体现状。随后起草小组

搜集国内外与姬菇相关的标准资料，通过与国内外同类姬菇

产品标准进行分析比对，确定金堂姬菇的产品品质等特征。

起草小组一直保持着与金堂县农业农村局、金堂县食用菌产

业联合会、省农科院食用菌新品种示范基地（成都市金堂县

永莉家庭农场）、金堂县清江镇佳盛家庭农场等部门和企业

的沟通联系，通过电话、网络、信息、邮件等方式积极解决

编制中遇到的问题。

（二）标准起草

立项通知下达后，起草小组在前期的现场踏勘、采访形

式获得的调研资料和多次内部会议讨论、分析统计的基础

上，明确了标准制定的框架。首先是规范农产品地理标志产

品金堂姬菇的保护范围以及对姬菇的要求，包括气候条件、

栽培技术、产品分类、生产工艺、质量要求（感官指标、理

化指标、卫生指标、净含量偏差）、试验方法（感官指标、

理化指标、卫生指标、净含量检验）；再次规范对姬菇要求

的检验规则，包括组批规则、抽样方法、检验分类、判断规

则；然后规范对姬菇的标志、标签、包装；最后规范对姬菇

的运输和贮存。



以金堂姬菇生产实际为依据，参照金堂县省农科院食用

菌新品种示范基地（成都市金堂县永莉家庭农场）和金堂县

清江镇佳盛家庭农场等对姬菇的品质指标项目。对关键指标

进行了深入研究、论证和对比分析，并在国内外主要网站广

泛查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对标准技术内容进一步确认，于

2020 年 7 月形成了《金堂姬菇》标准初稿、讨论稿。

（三）征求意见

2020 年 7 月 10 日编制小组到金堂县农业农村局，金堂

县食用菌产业联合会、四川万豪企业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等专

家人员就标准草案进行交流。会上大家一致认为，标准要体

现出金堂姬菇的特色鲜明的特点，特别是在产品品质特征上

突出金堂的地域特色。会后根据反馈的意见和修改要求，积

极组织起草小组进行讨论和修改。

2020 年 7 月 29 日编制小组到金堂县农业农村局、金堂

县食用菌产业联合会与相关专家就姬菇标准进行了深入交

流。专家提出以金堂县代表性的，具有抗病虫、抗寒、耐热、

抗逆性强、外观和内在品质好的西德 33、闵 31、灰美 2 号

和 005 号等主要品种寻找各品种的共性，同时又能体现金堂

县的特色。编制小组据此再次进行了修改。

2020 年 8 月 11 日，编制小组与金堂县农业农村局、金

堂县食用菌产业联合会等就标准进行交流沟通，专家对标准

名称及内容提出建议和意见，会后进行修改完善。

将《金堂姬菇》标准征求意见稿以邮件、微信、QQ 等方

式发送给金堂县农业农村局、金堂县食用菌产业联合会、金



堂县省农科院食用菌新品种示范基地（成都市金堂县永莉家

庭农场）和金堂县清江镇佳盛家庭农场以及相关专家征求意

见。将反馈的意见进行归纳、整理分析，经过起草小组修改

完善，形成征求意见稿。

通过在全国团标信息平台发布广泛征求意见，同时向相

关专家征求意见。征求意见结束，根据意见和建议进行修改，

形成标准送审稿。

五、标准的主要内容

（一）标准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金堂县域内姬菇生产种植和加工工艺的

管理及生产活动。

（二）标准内容框架

本标准共包括 8 章，分别为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

语和定义、保护范围、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

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三）主要内容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金堂姬菇的术语和

定义、保护范围、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识、标

签、包装、运输和贮存。适用于国家农业农村部行政主管部

门根据《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批准保护的金堂姬菇。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规范所引用的国家、行业有关规范、规程均为现行且

有效的，条文中给出编号，以便于使用时查找。



3. 术语和定义

规定了金堂姬菇的术语和定义。

4. 保护范围

根据国家地理标志对金堂姬菇的保护范围，规定了金堂

县境内的赵镇、官仓镇、三星镇、栖贤乡、赵家镇、清江镇、

福兴镇等 7 个乡镇为金堂姬菇的地理标志产品的保护范围。

5. 要求

（1）气候条件

描述了金堂姬菇主要产区的气候环境条件，只有金堂独

特的气候条件下生产的姬菇，才符合农产品地理标志金堂姬

菇的要求。

（2）栽培技术

规定了姬菇的品种选择、栽培季节、水土管理（整地灭

虫、水质管理）、菌种管理、基质管理（原料选择与配方、

培养料的预处理、配制方法）、装袋灭菌（菌袋材料与规格、

装袋方法、灭菌）、接种（接种室（箱）的消毒、接种方法）、

发菌培养（培养室的消毒、培养条件）、出菇管理（菇房（场）

消毒、出菇准备）、病虫害防治（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

物防治、化学防治）、采收管理（采收标准、采收方法、转

潮管理、菌渣管理）等种植过程中每个环节应符合的要求。

（3）姬菇产品分类和加工工艺

根据金堂姬菇实际的生产和加工情况，将姬菇产品分为

鲜品和干品以及规定了姬菇鲜品和干品相对应的生产加工

工艺。



（4）质量要求

标准中金堂姬菇的感官指标，根据与相关专家的交流意

见，参考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庆元香菇和泌阳花菇对感官指

标的要求，结合金堂姬菇的感官实际情况对其感官指标进行

描述。

标准中金堂姬菇的理化指标参考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

姬菇的实际检测报告等资料，对金堂姬菇理化指标规范为以

下四项：水分、灰分、蛋白质、粗纤维。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金堂姬菇中指标为：鲜姬菇水分≤92.0%，干姬菇水分

≤12.0%；鲜干姬菇灰分≤8.0%；鲜干姬菇蛋白质≥2.0%；

鲜干姬菇粗纤维≤15.0%。

标准中金堂姬菇的卫生指标主要参考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

残留限量的要求，来规定金堂姬菇的污染物限量指标和农药

最大残留限量指标。

标准中金堂姬菇的净含量偏差主要参考定量包装商品

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的要求，来规定净含量偏差含量指标。

6. 试验方法

（1）感官指标

将样品放于洁净的白色瓷盘上，在自然光下用肉眼观测

菇体的形态、色泽、霉烂菇、虫蛀菇、破损菇是否符合等级

要求，看有无杂质混入；用鼻嗅检验气味，不允许有异味；

用尺子测量鲜、干姬菇菌盖直径、菌柄长度；随机抽取样品

100g（精确至±0.1g），分别检出虫蛀菇、霉变菇、破损菇



进行称重，并按计算公式计算其占样品的百分率，计算结果

保留小数点后一位。

（2）理化指标

参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食品中水分、灰分蛋白质的测

定方法，以及植物类食品中粗纤维的测定方法。

（3）卫生指标

污染物限量指标的测定方法主要参考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食品中污染物限量相对应的测定方法；农药残留限量指标

的测定方法主要参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

留限量的测定方法。

（5）净含量检验

净含量偏差指标主要参考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

验规则的规定。

7. 检验规则

（1）组批检验

按照金堂姬菇实际生产的情况，规定了金堂姬菇的组批

检验的定义，规定了同一品种、同一产地、同一栽培条件、

同一生产单位、同一等级、同一包装、同一贮存条件的金堂

姬菇作为一个检验批次。

（2）抽样方法

主要参考了按照 NY/T 896 绿色食品 产品抽样准则的规

定执行。

（3）检验分类

分为交收检验和型式检验两类，根据不同情况采取对应



的检验方式。

（4）判定规则

根据金堂姬菇的感官指标、理化指标、卫生指标和净含

量偏差的要求，规定了金堂姬菇的判定规则。

8. 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1）标志、标签

产品包装储运图示标志主要参考 GB/T 191 包装储运图

示标志并且规定了标志的使用必须符合《农产品地理标志管

理办法》。标签的使用主要参考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的相关规定。

（2）包装

主要参考按照 NY/T 658 绿色食品 包装通用准则的规定

执行。

（3）运输和贮存

主要参考行业标准食用菌包装及储运技术规程的相关

要求，规定了姬菇的鲜品和干品的运输和贮存过程中相对应

的方法。

六、采用国际、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经查询，目前还没有与本标准相关的国际、国外标准。

七、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上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编写遵循了现行有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的

规定，无冲突内容。经查阅发现本标准与上级政府法令、有

关的国家标准保持一致。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的编写过程无重大分歧意见产生。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系列标准一经发布，应及时组织标准培训工作，使标

准的关联方能及时、准确的按标准要求开展工作，并通过多

种形式交流和推广标准实施经验，扩大标准实施覆盖面。

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的标准。

十一、其它说明

无。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0 年 8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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