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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 2024 年全国标准化工作要点，大力推动实施标准化战略，

持续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加强标准体系建设，提升引领高质量发展

的能力。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以及《团体标准管理规

定》相关规定，中国商品学会决定立项并联合与美食品有限公司等相

关单位共同制定《手剥笋》团体标准。于 2024 年 12 月 16 日，中国

商品学会发布了《手剥笋》团体标准立项通知，正式立项。 

（二）编制背景及目的 

随着食品行业的不断发展与消费者对便捷食品需求的增加，手剥

笋这一类即食类食品逐渐走入了人们的餐桌。手剥笋作为一种营养丰

富、味道鲜美的蔬菜，其独特的口感和易加工的特性，使得它在各类

食品加工中占有重要位置。手剥笋通常通过预煮、调味、包装、杀菌

等工艺流程，制造出既符合食品安全标准，又能够满足消费者口味需

求的优质产品。 

然而，当前市场上手剥笋产品的生产工艺、质量控制、配料规范

等方面仍存在较大差异，缺乏统一的行业标准，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

齐，消费者难以选择到高品质的产品。因此，为了规范该类食品的生

产、加工和质量控制，提升行业整体水平，制定《手剥笋》团体标准

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1、提升产品质量，保障消费者健康：目前市场上不同厂商生产

的手剥笋产品存在一定差异，特别是在产品的调味配料、盐分、添加

剂等方面存在不一致。通过制定团体标准，可以规范生产工艺和配料

使用标准，确保每一批次的手剥笋都符合食品安全和卫生要求，降低

食品安全风险，保障消费者的饮食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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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促进行业规范化发展：随着市场需求的不断增长，手剥笋的

生产已经逐渐从传统的小规模生产走向规模化和工业化生产。行业在

发展过程中，面临着生产工艺、原料采购、质量控制等多个环节的挑

战。没有统一的行业标准，生产企业在技术创新和生产管理上难以统

一步伐，造成资源浪费和产品质量不稳定。通过制定行业标准，能够

统一生产过程、质量管理和检测方法，促进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3、满足市场需求，提升消费者体验：随着消费者的食品消费观

念逐步改变，对食品的口味、健康性和便捷性提出了更高要求。手剥

笋作为便捷的即食食品，其口感、营养、卫生等方面的质量标准成为

消费者选择的关键因素。制定并推广团体标准，可以规范产品品质，

提升消费者对手剥笋产品的认知度和购买信心，进一步拓宽市场空间，

满足消费者日益多样化的需求。 

4、促进产业发展与市场竞争：随着市场竞争的加剧，消费者对

食品的要求越来越高，尤其是对食品安全、口感和营养等方面的需求。

团体标准的出台，将为企业提供明确的质量控制依据，促使企业通过

提升生产工艺、优化产品质量来赢得市场份额。同时，标准化的制定

能够提高整个行业的技术水平，推动行业朝着更加规范化、专业化方

向发展，促进产业的健康发展。 

5、为监管部门提供参考依据：随着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引起公众

关注，相关监管部门对食品行业的监管力度不断加大。团体标准作为

行业内部的质量控制规范，将为政府监管机构提供一个有效的参考框

架，便于开展行业监管与执法工作。标准的实施将有助于提升整个行

业的合规性，规范市场秩序。 

（三）编制过程 

1、项目立项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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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有 QB/T 1406-2014《竹笋罐头》，标准中规定了适用范围为

小竹笋、毛笋、麻笋、冬笋等可食用竹笋为主要原料，经原料预处理、

装罐、调味或不调味、密封、杀菌、冷却而制成的竹笋罐藏食品，在

标准内容中对笋衣碎屑的进行规定，手剥笋产品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

笋衣，且部分产品并未采用罐头工艺生产，故不适用于该行业标准。

还有 NY/T 1048《绿色食品 笋及笋制品》，该标准主要对认证绿色食

品的鲜竹笋、竹笋罐头、即食竹笋及竹笋干的产品质量进行规定，并

不适用于普通手剥笋产品。《手剥笋》团体标准的制定将结合与美食

品有限公司的手剥笋产品，对手剥笋的加工、管理等方面进行深入考

察，对手剥笋产品提出规范化的要求。与美食品有限公司向中国商品

学会提交了《手剥笋》团体标准的制订申请，并于 2024 年 12 月 16

日正式立项。 

《手剥笋》团体标准的制定不仅是提升产品质量、保障消费者健

康的必要步骤，也是推动行业规范化发展、提升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措

施。通过标准的实施，能够有效整合生产资源、提高生产效率、降低

成本，推动农业产业链的优化，为消费者提供更加安全、健康、美味

的食品，最终促进手剥笋行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制定和推广《手

剥笋》团体标准具有重要的意义。 

2、理论研究阶段 

标准起草组成立伊始就手剥笋的生产技术进行了深入的调查研

究，同时广泛搜集相关标准和国内外技术资料，进行了大量的研究分

析、资料查证工作，确定了标准的制定原则，结合现有产品实际应用

经验，为标准的起草奠定了基础。 

标准起草组进一步研究手剥笋的主要特点，明确了要求和指标，

为标准的具体起草指明方向。 



5 

 

3、标准起草阶段 

在理论研究基础上，起草组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借鉴已有的理

论研究和实践成果，经过数次修改，形成了《手剥笋》标准草案稿。 

4、标准征求意见阶段 

拟定于 2025 年 2 月开始征求意见。 

（四）主要起草单位及起草人所做的工作 

主要起草单位：与美食品有限公司等多家单位的专家成立了规范

起草小组，开展标准的编制工作。经工作组的不懈努力，在 2025 年

2 月，完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的编写工作。 

2、广泛收集相关资料。 

在广泛调研、查阅和研究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基础

之上，形成本标准征求意见稿。本标准的制定引用的标准如下：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用盐 

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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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9.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总则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

定 

GB 4789.3—201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

菌群计数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T 5009.10  植物类食品中粗纤维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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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500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的测定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2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苯甲酸、山梨酸和糖精

钠的测定 

GB 5009.3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亚硝酸盐与硝酸盐的测

定 

GB 5009.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GB 5009.4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氯化物的测定 

GB 5009.8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膳食纤维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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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0786  罐头食品的检验方法 

GB 1245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酸的测定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 299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标准制定原则 

本标准依据相关行业标准，标准编制遵循“前瞻性、实用性、统

一性、规范性”的原则，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严格按照 GB/T 1.1

最新版本的要求进行编写。 

（二）标准主要技术内容 

本标准征求意见稿包括 8 个部分，主要内容如下： 

1、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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介绍本文件的主要内容以及本文件所适用的领域。 

2、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本文件引用的标准文件。 

3、术语和定义 

列出了笋衣的术语和定义。 

4、技术要求 

本章节对手剥笋的原辅料要求、感官要求、理化指标、污染物限

量、微生物限量、农药残留限量、真菌毒素限量、食品添加剂做出规

定。 

5、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 

对手剥笋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做出规定。 

6、试验方法 

对感官要求、理化指标、污染物限量、微生物限量、农药残留限

量、真菌毒素限量、食品添加剂的检验方法做出规定。 

7、检验规则 

规定了手剥笋的检验规则。 

8、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规定了手剥笋的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结合国内外的行业测试和企业内部管控项目进行试验验证。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不涉及。 

（五）预期达到的效益（经济、效益、生态等），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的情况 

有效指导生产和检验，有利于提高手剥笋的质量水平，确立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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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范和标准。 

（六）在标准体系中的位置，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

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符合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与强制性标准协调

一致。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本标准为团体标准，供社会各界自愿使用。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十一）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手剥笋》起草组  

2025 年 2 月 5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