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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制定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山药，人类自古食用。清代的《农学丛书》和《温县志》里面有明确的记载，

怀山药已经有近 3000 年的种植、加工历史，属于药食同源的滋补佳品，含大量

蛋白质、黏液质、多糖、微量元素等，具有健脾补肺、益胃补肾、固肾益精、聪

耳明目、助五脏、强筋骨、长志安神、延年益寿的功效。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生

活水平的进步，人们对山药的需求量也日趋增加，发展前景十分可观。

由于生活水平的提高，人们的饮食习惯更加趋于健康化，山药制品进入到人

们的视野中。山药中含有一定量的多酚类物质，当山药去皮后暴露在空气中，这

些多酚类物质与空气中的氧气发生氧化反应，就会导致山药表面变色，出现黑点

或黑斑；山药本身脂肪含量为 0.2-0.5g/100g，但是在有的传统山药粉中却可以

检测出 3.4% -8%的脂肪含量，可能是添加了其他物质；传统山药粉冲泡方法复

杂，容易产生结块，影响口感，静止之后还会有沉淀。而山药雪花片的原料有且

仅有铁棍山药，经预糊化工艺生产的山药雪花片颜色均一无黑点，冷热水均可冲

泡，冲泡后形成均匀糊状，且更易消化吸收。

随着消费者对健康食品需求的增加，山药相关产品的市场需求也在逐年增长。

越来越多的企业开始关注和投资山药加工行业。一些大型食品公司推出了多种铁

棍山药粉产品，但是却没有山药雪花片相关执行标准，标准体系严重缺失。

二、任务来源及编制原则和依据

（一）任务来源

根据河南省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关于征集2024年河南省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团

体标准计划项目的通知》（豫食学字[2024]001号）要求，由XXX主持承担“山药

雪花片”团体标准的制定工作。

（二）编制原则和依据

1、标准的编写原则

本标准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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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草。标准以国家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为基础，充

分考虑注重与食品安全标准的质量监管工作的衔接。积极采用国家标准和国外先

进标准，开展全面深入的调研，广泛征求生产、销售、应用、科研和监督检验等

单位和专家的意见，严格标准的试验、验证工作程序，保证标准技术内容的科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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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标准既考虑了我国山药雪花片的品质及加工的现实情况，也考虑了提高山药

雪花片的质量对产业发展的重要推动作用，提出了山药雪花片的的分类、要求、

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运输、贮

存和保质期等多数企业经过努力能够达到的技术指标。

2、标准的编写基础

本标准起草单位河南大树食品科技有限公司长期开展山药及山药调制食品

加工应用技术研究，近几年来承担了大量山药制品品质研究及其加工相关科研项

目，取得了较多成果，是冲调食品加工行业的示范单位，加工工艺先进、管理规

范，在长期的生产实践中积累了丰富的山药雪花片加工和品质控制经验。

三、编制过程

起草阶段：根据2024年河南省食品科学技术学会团体标准计划项目的通知，

2024年11月组成标准起草小组。标准起草小组在标准下达之前，收集大量山药雪

花片的数据和样品，包括不同批次的山药雪花片中水分含量、脂肪等情况。在此

基础上，起草小组根据行业现状，结合我国标准的体系、编写要求、有关规定以

及检测数据等，于2025年1月初形成了标准讨论稿。2025年1月19日，标准起草小

组邀请河南省食品科学技术学会、河南省食品和盐业检验技术研究院、郑州大学、

漯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河南农业大学、河南科技大学、河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食品安全和应急保障中心、中原食品实验室相关专家和技术人员，在河南郑州召

开标准评审会，对标准进行了详细研究讨论，提出相关修改意见。2025年1月至

2025年3月，进一步收集不同山药雪花片样品进行数据比对，确定了详细的测定

方法，请相关企业对方法进行反复验证。标准起草小组在此基础上，整理和修改

了标准草案，形成了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四、主要技术内容的说明

（一）定义

1.1 怀山药

在怀山药原产地（介于北纬 34°48′—35°30′、东经 112°02′—113°38′之间）种

植的铁棍山药。

1.2 纯怀山药雪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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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怀山药为原料，经预处理、制浆、滚筒干燥糊化、粉碎等工序加工而成的

雪花片状可即食、冲调制品。

1.3 复合怀山药片

以怀山药为主要原料，经预处理、制浆，添加燕麦、小麦类、豆类、米类、

果蔬类等一种或两种以上其他原料，经滚筒干燥糊化、粉碎等工序加工而成的片

状可即食、冲调制品。

（二）技术要求

1、原料要求

应符合 GB/T 20351、GB 5749等相应的标准和国家有关规定。

2、感官要求

对样品的色泽、滋味、气味、状态进行观察。

色泽观察，分取 20 g-50 g样品，放在洁净卫生白瓷盘中，在散射光线下仔

细观察样品色泽，色泽是微黄色。

滋味、气味检测，将样品用热水冲泡后，品尝其滋味，嗅其气味，发现具有

山药雪花片应有的滋味和香气，无异味。

杂质检测分取 50 g-100 g样品，放在洁净卫生白磁盘中，正常视力下观察是

否霉变、是否有外来杂质，发现均没有霉变且无肉眼可见外来杂质。

3、理化指标

针对产品品质特性等问题，着力贯彻落实并认真践行《“健康中国2030”规划

纲要》、《国民营养计划（2017-2030年）》和《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引领纯

怀山药雪花片和复合怀山药片向营养健康方向发展，以及基于样品监测数据分析

结果，规定了水分、灰分等技术要求。

（1）水分

通过GB 5009.3-2016测定方法，对50个纯怀山药雪花片样品进行水分测定，

数值在3.5～5 g/100g，平均值为4.08 g/100g（见下图），中位值为4.05 g/100g。

结合生产实际，确定本标准水分≤ 10 g/100g，与《调制谷物制品》（GB 19640-2016）

规定的水分≤10 g/100g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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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50个山药雪花片样品水分含量测定

（2）灰分

按照 GB 5009.4测定方法，对50个纯怀山药雪花片样品进行灰分测定，灰分

含量数值在4.3~6%，平均值为5.226%(见下图)，中位值为5.155%。结合GB/T 20351

地理标志产品 怀山药国标及生产实际，确定灰分含量≤6%。

图2 50个纯怀山药雪花片样品灰分含量测定

6、其他指标

污染物指标参考GB 2762。

四、标准与其他标准的对比分析及采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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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制定过程中参考的相关产品标准主要包括《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调制

谷物制品》（GB 19640-202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淀粉制品》（GB 2713-2015）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山药片（粉）》（DBS 41/009-2016），与国内同类标准

水平比较，主要体现了站在生产山药片（粉）企业的角度，针对山药自身的特性、

消费者对产品的基本质量要求以及目前存在的问题，拟对原料、水分含量、脂肪

等指标进行规范。

五、标准中涉及到任何专利情况

本标准知识产权归研制单位所有，没有知识产权争议。

六、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我省是山药制品的加工大省，具有山药产业的独特优势。不同企业生产的山

药产品品质良莠不齐，这集中体现在产品脂肪含量过高，铅超标等问题上。而目

前，国内山药雪花片产品的标准一直按照GB 1964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谷物冲

调制品或GB 2713 淀粉制品标准执行，没有山药雪花片自身的标准。而本团体

标准的制定能够让山药雪花片及相关产品加工企业有法可依，更好的指导山药雪

花片生产加工。因此，标准经批准、发布实施后，拟请牵头管理部门尽快推广贯

彻实施。在各有关山药雪花片的科研、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实施本标准，建

议授权有关质检机构、各省国家粮食质量监测中心（站）监督检查标准的实施情

况，充分发挥质检机构技术优势和监督职能。

八、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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