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低 GI 红糖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红糖是以甘蔗为原料，经压榨、提汁、澄清、煮炼，结晶炼制的非分蜜糖。其生产过程

中，甘蔗中的大部分活性营养成分和可溶性矿物质得以保留，具有一定的营养价值和保健功

效。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在健康饮食方面的观念转变，低升糖指数（GI）食糖因其在控制血

糖水平、预防肥胖等方面的潜在益处而备受关注。传统红糖通常属于中 GI 食品，难以满足

市场对健康食品的多样化需求，因此，新型低 GI 红糖的研发成为行业热点，并呈现快速发

展趋势，相关标准体系的建立也显得重要而迫切。“行业发展，标准先行”，低 GI 红糖标准

的制定不仅有助于规范生产工艺和质量要求，确保产品的安全性与稳定性，同时也能有效引

导产业升级，满足消费者对红糖产品的多元化需求，推动我国红糖产业向高质量方向发展，

提升行业整体竞争力。 

基于我所的研究基础及力量和企业对产品的期盼，广东省科学院生物与医学工程所与中

粮糖业辽宁有限公司于 2024 年 7 月签订了技术开发合同，即“《低 GI 红糖》团体标准制定”

项目，计划 2025 年度完成。 

2、主要工作过程 

1）申请立项阶段 

2024 年 7 月，由广东省科学院生物与医学工程研究所向广东省生物医药产业高质量发展

协会提出团体标准编制申请，并于 2024 年 7 月 19 日获准立项。 

2）起草阶段 

2024 年 7 月，在获准立项后，参与起草单位（广东省科学院生物与医学工程所、中粮糖

业辽宁有限公司等）成立了“低 GI 红糖”起草工作组，确定工作方案。项目小组成立后，迅速

开展工作，起草工作组在工作过程中广泛收集有关低 GI 红糖的测定资料，认真研究了国内外

相关标准及资料的基础上，分析对比了国内外标准技术内容，为了尽量全面反映低 GI 红糖的

质量情况，起草工作组通过对企业的低 GI 红糖样品进行了一系列比对验证实验，在遵循先进

性、科学性、实用性的基础上编制出《低 GI 红糖》标准草案初稿，经组织内部有关专家研讨

后，对标准草案初稿进行了认真的修改，于 2024 年 11 月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由组长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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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后报起草组。   

2）征求意见阶段 

经各起草组同意，2025 年 2 月，发送到行业有关单位广泛征求意见。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制定本标准采用的原则为：以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技术政策和规划为依据，促进

环境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统一，体现重点突出和市场需求的原则；标准制定工作

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自主制定、适时推出”的原则，本标准制定与技术创新、试验验

证、产业推进、应用推广相结合，统筹推进。在本标准的编写结构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依据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系列标准的要求；

遵循先进性、科学性、实用性的原则对相关指标进行修订，注重科学性和可操作性的结合，

利于推广应用。充分考虑当前国内低 GI 红糖的质量安全水平现状和需求前景，以及生产经

营企业实际情况，以达到引导国内低 GI 红糖行业发展，提高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满足我国

红糖行业的多样化、高质量发展要求。 

2、主要内容的说明 

a、技术要求 

技术要求包括感官要求、理化要求和卫生要求。 

1） 感官要求：色泽自然，呈金黄色至红褐色，无明显黑渣和杂质。糖样或其水溶液味

甜，具有红糖的芳香味和焦糖的芳香味，无焦苦味。 

2）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 

项   目 要求 

GI 值，                 ≤ 55 

其他食品安全要求应符合 GB 13104 的规定。 

3）试验方法 

（1）感官要求按 QB/T 8040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2）理化要求按 WS/T 652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3）净含量按 JJF 1070 规定的方法进行测定。 

（4）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应符合 GB 14881 的规定 

4）检验规则 

包括型式检验、出厂检验和判定规则。规定了标签、包装、运输、贮存等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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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解决的主要问题 

红糖是以甘蔗为原料，经压榨、提汁、澄清、煮炼，结晶炼制的非分蜜糖。其生产过程

中，甘蔗中的大部分活性营养成分和可溶性矿物质得以保留，具有一定的营养价值和保健功

效。但传统红糖通常属于中 GI 食品，难以满足市场对健康食品的多样化需求。低升糖指数（GI）

红糖采用多技术耦合的思路，最大程度保留和稳定甘蔗多酚等多种活性物质，利用甘蔗多酚

特性，有效降低糖类消化和血糖释放速度，从而实现低 GI 的目标。标准有效规范低 GI 红糖

生产工艺和质量安全指标，有助于提升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推动红糖产业向多元化、高质量

方向发展。 

 

三、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中不涉及专利问题。 

 

四、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1、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 

红糖是我国历史悠久的传统食糖产品，因其富含一定的营养成分和潜在的保健价值，深

受部分地区和特定人群的喜爱，契合大健康时代的发展趋势。随着消费者在健康饮食方面的

观念转变，低升糖指数（GI）红糖因其在控制血糖水平、预防肥胖等方面的潜在益处而备受

关注，发展低 GI 红糖符合健康消费的趋势。本标准的制定和实施有以下社会效益：（1）引

导健康饮食观念：标准的制定有助于低 GI 红糖行业的健康发展，引导消费者树立更加科学的

饮食观念，关注食品的营养成分和健康属性，促进全民健康。（2）规范市场秩序：有助于规

范低 GI 红糖市场的秩序，防止劣质产品以次充好，损害消费者权益。同时为监管部门提供执

法依据，打击违法违规行为，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2、对产业发展的作用 

我国是红糖的生产大国和消费大国，随着全球健康食品市场的不断扩大，低 GI 红糖作为

一种具有独特健康属性的产品，具有广阔的市场前景。本标准的实施将规范低 GI 红糖行业生

产，保障相关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对我国红糖产业高质量发展，提升国际竞争力具有重要意

义。具体作用如下：（1）推动技术创新：标准的制定将促使制糖企业加大技术研发投入，改

进生产工艺和配方，以提高产品的低 GI 特性。这将推动相关行业的技术创新和进步。（2）

促进产业升级：标准的实施将引导企业向更加专业化、高端化方向发展，提高产品的附加值

和市场竞争力。（3）拓宽市场空间：随着消费者对健康食品需求的不断增长，低 GI 红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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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康糖源的市场空间将不断扩大。标准的制定有助于企业准确把握市场需求，开发更多符合

消费者健康需求的产品，进一步拓宽市场空间。 

 

五、与国际、国外对比情况 

本标准没有采用国际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查到同类国际、国外标准。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未测试国外的样品、样机。 

本标准水平为国内先进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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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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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团体标准。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本标准批准发布后实施。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低 GI 红糖》团体标准工作组 

2025 年 2 月 8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