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江西绿色生态 瑞昌菜籽油》团体标准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为引领瑞昌菜籽油产业高质量发展，填补“江西绿色生态 瑞昌

菜籽油”的标准空白，支撑瑞昌菜籽油产品认证“江西绿色生态”品

牌，由瑞昌市农业农村局、瑞昌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西省质量和标

准化研究院、中国农业科学院油料所、九江天兴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际和油脂有限公司、瑞昌市碧盛农业专业合作社联合社、瑞昌市全丰

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等单位共同起草，经江西绿色生态品牌建设促进会

立项评估，下达《关于发布 2024 年第四批江西绿色生态品牌建设促

进会团体标准制定计划的通知》（赣绿品促会[2024]35 号）批准《江

西绿色生态 瑞昌菜籽油》（计划号：2024-09-09）通过立项。

二、制定（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油菜是江西省种植面积第二大农作物和最大的油料作物，在全省

国民经济和农业产业中占据重要地位。近年来出现油菜生产效益低

下，出售的菜籽油缺乏品牌效益等多重不利因素，造成农民种植性不

高。江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印发江西省农业七大产业高质量发展三年行

动方案（2023-2025 年）的通知中提到“油料产业。聚焦高产量、高

出油率、高品质、高抗性、多功能方向，建设千万亩油菜基地和千万

亩高产油茶林，开展油菜（油茶）机收品种和机械联合攻关，做大做

强油菜的油用、花用、菜用、饲用等多功能利用，引进低温冷榨等先

进加工工艺，做深做强精深加工和规模加工，加强饼粕的综合开发和



利用，延长产业链，提高综合效益，创建提升油料品牌。力争到 2025

年油料产业综合产值达到1500亿元，超50亿元的龙头企业新增1家、

超 10 亿元的新增 4 家，超 10 亿元的总数达到 5 家；支持品牌培育。

对入围全国区域品牌百强的我省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按品牌价值排

名顺序给予前 10名品牌主体 300-600 万元奖励，用于品牌宣传和市

场开拓；对“赣鄱正品”新认证品牌给予适当奖励，用于品牌打造和

提升。”截止目前全省从种植方式上逐渐提倡标准化生产，相继发布

了 DB36/T 1104-2019 《双低油菜简易育苗移栽技术规程》、DB36/T

1714-2022《双低油菜“菜油两用”栽培技术规程》等油菜生产种植

相关地方标准 16 项。但是在本土菜籽油品牌打造过程中亮点不多，

急需让菜籽油绿色健康的理念深入人心，扩大企业市场占有率，提升

经济效益。

近年来，瑞昌市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三农”工作的重要

论述，按照省委一号文件做深做实“土特产”文章要求，依托得天独

厚的地理环境和产业特点，大力发展以“一枚蛋、一条鱼、一碗菜、

一锅香、一片叶、一袋米、一壶油”为核心的七大农业特色产业。通

过优化生产端、做精加工端、畅通流通端、拓展销售端，瑞昌市成功

打造了一系列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产品品牌，全面提升了农产品的附加

值和市场竞争力。作为全国油料奖励大县，瑞昌市的油菜种植面积稳

定在 20万亩左右，通过绿色化种植、机械化生产，油菜生产综合机

械化水平高达 90%。瑞昌菜籽油以其纯净的品质和浓郁的风味赢得了

广泛好评，成为市场上的热销产品。油菜主产区武蛟乡更是因其美丽



的田园风光成为群众青睐的“网红打卡地”，进一步推动了当地农业

与旅游业的融合发展。近日，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公示了

2024 年第二批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名录（全国名特优新农产品是指

在特定区域内生产、具备一定生产规模和商品量、具有显著地域特征

和独特营养品质特色、有稳定的供应量和消费市场、公众认知度和美

誉度高的农产品），瑞昌菜籽油成功入选“国字号”农产品。

瑞昌市将继续以打造“国字号”农产品为契机，2024 年出台了

《瑞昌市油菜产业发展规划（2024-2026 年）》，全面推动农业产业

转型升级和高质量发展。通过加大科研投入、提升产品品质、拓展销

售渠道等措施，不断提高农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让瑞昌的优质农

产品走进千家万户，成为消费者信赖和喜爱的品牌。因此，《江西绿

色生态 瑞昌菜籽油》的制定对瑞昌菜籽油提质增效，保障农民稳产

稳收具有重要作用和意义。目前，国内外还没有关于“瑞昌菜籽油”

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及团体标准。

三、主要起草过程

1.前期基础工作研究

瑞昌把稳农业作为稳增长的基石，加快推动农业高质量发展，获

评全国主要农作物生产全程机械化示范县、全国农作物病虫害绿色防

控示范县。瑞昌作为全国油料奖励大县，坚持把油菜生产作为“一把

手”工程来抓，早谋划、早部署、早落实，奋力打好冬种“攻坚战”，

全力守稳百姓的“油瓶子”，筑牢粮食安全“压舱石”，农业生产实

现高质高效发展。瑞昌市每年组织开展油菜品种对比试验，筛选出适



应强、产量高的品种，作为第二年财政资金采购品种，免费发放给种

植户。并加强与中油所、省农科院、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省农机所

的技术协作，推广油菜“一喷四防”、病虫害绿色防控等先进技术。

瑞昌市强化技术推广，推行统一良种供应、统一肥水管理、统一病虫

防控、统一技术指导、统一机械作业“五个统一”方式。2023 年，

瑞昌市水田油菜达 10.5 万亩，综合机械化率达 92%，水田油菜亩均

节省成本 200-300 元。瑞昌市围绕大力扩大油料生产的战略部署,聚

焦良种、服务、加工、品牌四大关键环节。依托横参公司和瑞昌市碧

盛联合社推进优质菜籽油加工与品牌打造,延展高油酸菜油加工产业

链条,提升加工业附加值。大力推进油菜品牌建设工作,创建“横美乐”

“碧联金香”等菜籽油品牌。加强品牌推介,在抖音、淘宝等电子商

务平台建立公众号,并加强对接、宣传,拓宽菜籽油销售渠道,构建农

产品网络销售平台。这一系列的工作与研究为制定《江西绿色生态 瑞

昌菜籽油》打下了坚实基础。

2.成立标准编写小组

标准制定想法出来后，积极组织成立标准起草小组，并就《江西

绿色生态 瑞昌菜籽油》的起草工作进行了认真研究，制定了总体工

作方案，启动了标准的起草工作。标准起草前期，起草组展开了充分

调研，收集瑞昌菜籽油相关标准资料，深入了解瑞昌菜籽油生产和加

工的资源节约属性指标、环境保护属性指标、生态协同属性指标和质

量引领属性指标，深入分析和研究多家企业近几年瑞昌菜籽油检测报



告，初步确立各属性指标，形成了《江西绿色生态瑞昌菜籽油》(标

准草案)。

3.完成标准公示稿

根据标准立项审查会及征求相关专家意见要求，编制组对标准草

案进行完善修改，补充瑞昌菜籽油定义，增加油菜籽原料相关要求等

内容，进一步对标准进行丰富完善，形成标准社会公示稿，提交至平

台申请公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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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制定（修订）标准的原则

本标准遵循“针对性、先进性、实用性、统一性、规范性”的原

则，尽可能与国内外领先标准接轨，注重了标准的可操作性，严格按

GB/T 1.1-2020的最新版本的要求进行编写。

2.制定标准主要内容依据

本标准遵循 DB36/T 1138-2019《“江西绿色生态”品牌评价要

求》的要求，从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生态协同、质量引领四个维度

的一级指标入手，设计对应的二级指标。通过比对国家标准和行业标

准，总结出瑞昌菜籽油产品质量特色和指标的先进性。力求各项要求

科学合理，符合行业工作实际需要，并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制定标

准主要参考以下标准：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1536 菜籽油

GB 27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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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80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材料及制品通用安全要

求

GB 4806.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5009.8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维生素 A、D、E 的测定

GB 5009.22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

GB 5009.22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酸价的测定

GB 5009.23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植物油脂水分及挥发物的测

定

GB/T 5531 粮油检验 植物油脂加热试验

GB/T 5525 植物油脂 透明度、气味、滋味鉴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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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895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植物油及其制品生产卫生规范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GB 12348 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15688 动植物油脂 不溶性杂质含量的测定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 1964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植物油料

GB/T 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食品链中各类组织的要求



GB 23350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24256 产品生态设计通则

GB/T 25223 动植物油脂 甾醇组成和甾醇总量的测定 气相色

谱法

GB/T 27341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 食品生产企

业通用要求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T 30354 食用植物油散装运输规范

GB/T 32161 生态设计产品评价通则

GB/T 33635 绿色制造 制造企业绿色供应链管理 导则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NY/T 658 绿色食品 包装通用准则

NY/T 1056 绿色食品 贮藏运输准则

NY/T 4305 植物油中 2,6-二甲氧基-4-乙烯 基苯酚的测定 高

效液相色谱法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DB36/T 1138 “江西绿色生态”品牌评价通用要求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 2005年第 75号的规定 定量包装

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

3.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经广泛调研和多方面征求意见建议，本标准有关技术要求、技术

方法、性能指标等符合现行法律、法规、规章及有关强制性标准要求

并具有一致性。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本文件规定了“江西绿色生态 瑞昌菜籽油”品牌认证的术语和

定义、基本要求、评价要求和品牌互认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瑞昌菜籽油产品生产经营主体申请“江西绿色生

态”品牌的认证评价活动，本文件同时适用于“江西绿色生态 瑞昌

菜籽油”品牌产品的质量评价。

得益于瑞昌菜籽油当地生态环境及油菜籽优良品种选用，“江西

绿色生态 瑞昌菜籽油”特提出以下指标水平说明：

1.本文件中新增指标要求，规定“维生素 E≥60 mg/100g”；（研

究表明，维生素 E 是菜籽油中的营养素，对人体有营养功效，主要体

现在抗氧化、抑制胆固醇合成及肿瘤细胞生长、改善动脉粥样硬化及

预防心血管疾病等方面具有优越的生理功能。）

2.本文件中新增植物甾醇指标要求，规定“植物甾醇≥650

mg/100g”（研究表明，植物甾醇是菜籽油中的营养素，对人体有营

养功效，主要体现在对人体具有较强的抗炎作用，具有能够抑制人体

对胆固醇的吸收、促进胆固醇的降解代谢、抑制胆固醇的生化合成等

作用。）；

3.本文件中新增 2,6-二甲氧基-4-乙烯基苯酚指标要求，规定

“2,6-二甲氧基-4-乙烯基苯酚≥50 mg/100g”（研究表明，2,6-二

甲氧基-4-乙烯基苯酚（Canolol）是油菜籽和菜籽油中的主要多酚之

一，由油菜籽中天然存在的芥子酸在高温高压下脱羧转化而成。2,6-

二甲氧基-4-乙烯基苯酚具有很强的抗氧化活性及抗诱变、抗癌等生



理活性，因此具有重要的医药和营养价值。因此，2,6-二甲氧基-4-

乙烯基苯酚具有非常重要的应用价值和潜力，为油菜籽高值化加工技

术发展和高品质、高附加值菜籽油产品以及高效天然抗氧化剂的开发

与应用提供参考依据。）；

当今社会食用油脂突出营养和健康，这三个指标的提出就是为了

体现营养价值，而国家标准考虑到企业为达到现行标准一级油和二级

油的酸价指标要求，往往需要过度碱炼或物理脱酸，不仅增加能耗，

降低出油率，也除去了大量甾醇、维生素 E等有益物质。本标准在落

实《反食品浪费法》《粮食节约行动方案》等相关要求要，创新提出

以上三个营养指标的要求。

4.本文件中规定的压榨菜籽油“酸价≤2.5 mg/g”严于 GB/T

1536-2021 《菜籽油》中二级质量指标“酸价≤3.0 mg/g”的要求；

5.本文件中规定的压榨菜籽油“过氧化值≤0.15 g/100g”严于

GB/T 1536-2021《菜籽油》中二级质量指标“过氧化值≤0.25 g/100g”

的要求。

在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的前提下，对标现行国家标准，将压榨二级

油的酸价和过氧化值指标提升，符合瑞昌菜籽油生产企业实际，即不

需要过度精炼，油脂中保留了更多营养成分，有利于健康消费。

以上数据是在中国农科院油料所的科研及检测能力支持下提出。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已征得 20 家以上瑞昌菜籽油生产主体企业认可，有 9 家

企业参与瑞昌菜籽油全国名优特新产品申报工作，为后续品牌技术标



准认证提供了扎实可信的基础。

七、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瑞昌市为进一步推广标准，扩大品牌影响力，将在以下方面促进

瑞昌菜籽油产业发展：1. 采购油菜种子，免费发放给油菜种植户；2.

采购油菜缓释型复合肥，免费发放给“千亩方”“万亩田”示范片实

施主体；3.冬油菜扩种补贴通过直补的方式发放给油菜种植户；4. 千

亩方示范片实施主体奖励；5.结合饮食结构与风味特色的追求，以推

动市场消费升级目标，打造品质化、健康化的菜籽油产品，鼓励种植

主体申报原料油菜籽为有机产品；6.对后续申报认证通过《江西绿色

生态 瑞昌菜籽油》的企业实行奖励等政策。

八、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是首次制定，在制定过程中，标准制定工作组对瑞昌菜籽

油生产情况进行充分调研，查阅了国内外相关资料，并开展了多年瑞

昌菜籽油生产关键技术集成试验示范。

此外，在标准制定期间，工作组得到了许多专家和相关企业领导、

同仁们的大力支持和帮助，在此一并表示衷心感谢！由于受经费、时

间以及其他条件所限，工作中可能存在的问题，希望各位专家和领导

批评指正。

《江西绿色生态 瑞昌菜籽油》标准起草小组

2024 年 9 月 26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