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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地理标志 高安大米》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依托江西省科技厅项目（20232BBF60019、20232BCJ22059）提

出。

2.起草单位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与标准研究所、高安市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高安市川硒农业专业合作社、高安市盛发粮油有限公司、高安市

瑞前米业有限公司。

3.主要起草人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张标金 男 副研究员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农

产品质量安全与标准

研究所

负责人

昌晓宇 女 助理研究员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农

产品质量安全与标准

研究所

标准编制

黄正花 女 助理研究员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农

产品质量安全与标准

研究所

标准编制

魏益华 男 副研究员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农

产品质量安全与标准

研究所

标准编制

张康康 男 助理研究员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农

产品质量安全与标准

研究所

标准编制

靳丹丹 女 实习研究员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农

产品质量安全与标准

研究所

标准编制

吴新茂 女 /
高安市川硒农业专业

合作社
标准编制

朱生根 男 /
高安市瑞前米业有限

公司
标准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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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旦 男 /
高安市盛发粮油有限

公司
标准编制

二、制定（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高安大米于2024年7月被国家原农业部批准为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

高安大米地域保护范围包括大城镇、祥符镇、村前镇、华林镇、杨圩镇、

龙潭镇、石脑镇、田南镇、建山镇、相城镇、灰埠镇、新街镇、伍桥镇、

太阳镇、八景镇、独城镇、荷岭镇、黄沙岗镇、蓝坊镇、汪家圩乡、上湖

乡等二十一个乡（镇），保护范围位于东经 115°00′12″—115°34′

56″，北纬 28°02′44″—28°38′29″之间。保护面积 4.7 万公顷，

年产量 38万吨。

高安具有独特水稻种植生态环境。土壤是砂土、砂壤土，其中 95.24%

潴育型水稻土，土耕性良好，宜种性广，肥力水平较高，PH值在 5.3—6.0

之间。境内地形北高南低，中间舒缓平坦，低山丘陵与河谷平原相间，呈

“四山一水三分田，二分道路和庄园”的布局。独特的自然生态环境孕育

了高安大米独特的品质。境内水资源丰富，雨量充沛。地下水多蕴藏于平

原，山丘地带，水质良好。境内河网密布，河流以锦河、肖江、潦河、袁

河四流域为主。境内拥有大中小型水库 313 座，上游水库灌溉面积达 25

万余亩，丰富的水利资源，使得高安水稻产量一直非常稳定。气候条件适

宜，属亚热带湿润气候，四季分明，气候温和，日照充足，雨量充沛。全

年日平均气温达 17.7℃，10℃以上有效积温达 5330℃，无霜期长达 276

天；年平降水量达 1600mm－1900mm。

高安大米具有明显的地域品质特征：米粒整齐匀称，粒面光滑，外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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晶莹剔透，色泽洁白鲜亮，加水煮沸时有香味、香味浓；饭粒完整、结构

紧密；米饭洁白；适口性好，入口后清爽，少粘连、少粘口、不腻，软硬

适中；咀嚼时有甜味，味道纯正、持久；冷却后硬度适中，不回生。垩白

米率和垩白度低，直链淀粉含量适中，胶稠度高，米粒长粒型，蛋白质含

量适中，富含硒。

目前，高安大米已授权高安市盛发粮油有限公司、高安市瑞前米业有

限公司等大米生产企业贴标使用，逐渐受到消费者的青睐，具有了成为一

定的市场知名度。然而，高安大米的产品标准尚未统一，导致产品贴标使

用管理标准不严谨，质量管理难度大等诸多问题，容易引起产品质量参差

不齐，进而损害来之不易的高安大米公共品牌，制约了地方产业的健康发

展。通过制定《农产品地理标志 高安大米》团体标准，不仅可以为消费

者提供可靠的选购依据，还能引导企业提升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推动高

安市水稻产业向高质量、高附加值方向发展，为行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奠

定坚实基础。

三、主要起草过程

自本项目立项以来，迅速组建了“农产品地理标志 高安大米”团体

标准起草小组。小组成员主要由长期从事富硒稻米及其加工研究的专家和

技术骨干组成，他们不仅承担过相关的科技攻关和示范推广项目，还具备

扎实的专业技术背景和丰富的实践经验，确保了标准内容的科学性和广泛

代表性。起草小组通过系统搜集资料、开展实验研究及实地调研，获取了

第一手数据和信息，并结合多年来大米生产实践与研究成果，全面展开了

技术规程的编制工作，为标准的制定奠定了坚实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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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标准内容的确立

为确保本标准的科学性和实用性，编写小组深入高安市大米生产企

业、合作社，对 10 余位业主和技术人员进行了实地调研，收集了大量详

实的数据和资料，为高安大米的技术要求和指标确立提供了坚实基础。经

过多次深入讨论，编写小组明确了规程的编写提纲、核心内容、技术要求

及评价指标，并确定了标准的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等

关键要素。在内容设计上，既注重全面性，涵盖一般性要求，又突出针对

性，提出了具体的量化指标，确保标准易于操作和实施，为高安大米的规

范化生产提供了有力支撑。

2、标准的起草

基于前期研究成果，编写小组对标准内容进行了系统总结。标准的起

草严格遵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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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格式要求，确保文件结构规范、内容清晰。2025年4月，

标准起草小组完成了《农产品地理标志 高安大米》的征求意见稿，为后

续的专家评审和意见征集奠定了基础。

3、标准的制定

2025 年 4-5 月，起草小组将《农产品地理标志 高安大米》征求意见

稿函送至相关领域专家，广泛征集意见和建议。在充分吸收专家反馈的基

础上，起草小组对意见进行了深入分析和研究，采纳了其中的合理建议，

并对标准内容进行了进一步完善。整个编制过程严谨细致，确保了标准的

科学性和实用性，为高安大米的规范化生产提供了可靠依据。

四、制定（修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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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基于课题组在稻米生产加工技术研究方面的深厚积累，结合生

产实践经验，参考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并紧密围绕我省优质水稻产业发展

趋势制定。

1、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充分考虑了高安市大米生产的实际情况，力求实现生产

可行性、技术先进性和指标准确性，具体遵循以下原则：

（1）科学性原则

本标准以科学研究为基础，核心在于规范高安大米的质量指标。参考

国内外最新研究成果，确保评价指标和方法的科学性。高安大米质量指标

的选择及限值设定均以充分的科学依据为支撑。通过大量实验数据和市场

调研，确定各项指标的合理范围，确保标准的客观性和准确性。检测方法

严格遵循国家标准或行业通用方法，保证检测结果的可靠性和可比性。

（2）实用性原则

标准紧密结合市场需求，突出消费者对大米质量的关注点，如感官、

理化指标等。评价指标设计简明易懂，便于消费者识别优质产品。同时，

标准中的评价方法和检测流程具有可操作性，确保其普及性和实用性，便

于企业实施和监管部门执行。

（3）前瞻性原则

本标准具有一定的前瞻性，能够适应未来市场和技术的发展趋势。例

如，随着检测技术的进步和消费者需求的变化，标准预留了修订和更新的

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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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协调性原则

本标准与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相协调，参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硒的测定》（GB 5009.93）、《大米》（GB/T 1354）等相关标准。

在编制过程中，充分听取农业部门、市场监管部门、科研机构、企业及消

费者的意见，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和实用性。在现行标准和法规框架下，力

求体现安全、绿色、生态的理念，推动稻米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2、编制依据

本标准基于课题组多年来在富硒水稻种植、加工及功能性食品研发方

面的科研成果和实践经验，结合高安市大米的生产实际，确保标准的科学

性和可操作性。同时，参考国内外关于大米品质的最新研究成果，确保标

准的前瞻性和先进性。编写格式严格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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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安大米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但企业规模、技术水平差异较大，

行业亟需统一的标准规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在制定术语与定义、生产要

求、质量要求等技术环节时，编写小组参考了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

地方标准，以“生产安全、优质、绿色的高安大米”为核心目标，既结合高

安市水稻产业现状，又兼顾国内外食品质量要求行业的发展趋势。

编写过程中，编写小组查阅了大量国内相关技术标准和文献资料，包

括 GB/T 1354 大米、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2715 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粮食、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GB/T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

则（所有部分）等国家标准，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此外，编写小组虚心请教，集众人智慧之大成。通过向水稻种植及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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米加工产业的专家学者、农技推广人员、生产管理人员等广泛征集意见和

建议，并向相关单位发函协助征求意见。同时，利用微信等多种渠道发布

信息，扩大意见征集范围。

在此基础上，编写小组经过反复验证和修改，不断完善标准内容，最

终形成修改稿，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为高安大米产业

的规范化发展提供有力支撑。通过标准的实施，将引导企业提升生产技术

和管理水平，推动产业向标准化、规模化、品牌化方向发展，为消费者提

供安全、优质的产品，助力高安大米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3、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目前，国内制定有 GB/T 1354 大米、GBT 17891-2017 优质稻谷、NY/T

593 食用稻品种品质等国家（行业）标准。然而，针对《高安大米》的行

业、地方或团体标准尚未制定。

本标准内容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

食品安全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

规定，确保标准的合法性和合规性，同时，结合国家关于健康食品产业发

展的政策导向，推动高安大米产业的规范化、高质量发展。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本标准内容共分 11章，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

地域范围、保护区域的自然环境、生产要求、质量要求、检验方法、检验

规则、包装和标签、储存和运输。以下对各章节主要内容进行说明：

1、范围

本章在适用性和实用性原则下，明确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为生产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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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监管部门和消费者提供统一的技术依据。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列出了本标准编制过程中参考引用的相关标准和条例，基本覆盖

了高安大米的技术要求，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和权威性。

3、术语和定义

本章在兼容性原则下，根据相关标准的规定和术语表述，对高安大米

中的关键术语进行了明确定义，确保标准结构和形式的准确性，避免理解

歧义。

4、地域范围

根据国家原农业农村部的批准文件，限定了高安大米地域保护范围和

耕地面积。

5、保护区域的自然环境

对保护区的自然生态环境，包括气候、土壤、水源等进行描述，以体

现高安大米的种植地理特点。

6、生产要求

本章对影响高安大米产品质量的关键生产要素，比如水稻品种、种植

过程、加工过程等进行了具体说明，通过优选水稻品种、绿色富硒栽培技

术、适度加工技术等的应用，确保生产过程的规范性和产品质量。

7、质量要求

本章从国家相关标准规定的大米质量要求共同点和高安大米的地理

特性出发，规定了高安大米的感官、加工质量、理化指标等质量要求的具

体指标，确保产品的高品质和地方差异性。采集高安市贴标的大米产品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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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检测分析，结果如下：

表 1 高安大米的质量指标

指标 瑞前米业大米

色泽、气味 正常

水分（g/100g） 11.8

互混率（%） 0

黄粒米（%） 0

小碎米（%） 0.3

无机杂质（%） 0

加工精度 精碾

杂质总量（%） 0

不完善粒（%） 2.3

碎米总量（%） 8.1

黄曲霉毒素 B1（μg/kg） 0.526

六六六（mg/kg） 0.0027

滴滴涕（mg/kg） 0.00034

铬（mg/kg） 未检出

镉（mg/kg） 0.054

无机砷（mg/kg） 0.18

总汞（mg/kg） 未检出

铅（mg/kg） 未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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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检验方法

本章规定了大米感官、加工指标、理化指标等的具体检测方法，包括

感官评价、加工精度、碎米、不完善粒、杂质、黄粒米、互混率、水分、

直链淀粉、蛋白质、胶稠度、碱消值、垩白粒率、垩白度、透明度、品尝

食味分、硒、硒形态等理化指标的检测等，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比

性。

9、检验规则

本章规定了高安大米的组批、抽样、出厂检验、型式检验及判定规则。

明确了生产批次、抽样数量、检验频率等内容，确保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

一致性。

10、包装和标签标识

本章对高安大米的包装、标签标识提出了具体要求，确保消费者能够

清晰了解产品信息，提升市场透明度。

9、储存和运输

本章规定了高安大米的储存条件和运输要求，确保产品在流通过程中

的品质稳定。

通过以上章节的详细规定，本标准为高安大米的生产、检验、包装、

储存和运输提供了全面的技术指导，确保产品的安全性、营养性和高品质，

推动地方大米产业的规范化、高质量发展。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在本标准的征求意见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标准草稿的验证始终

秉持尊重科学、实事求是的原则。编写小组结合有关单位和个人的书面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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馈意见，以及高安市盛发粮油有限公司、高安市瑞前米业有限公司等企业

的现场调研建议，对标准内容进行了细致调整和优化，最终形成报审稿，

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七、作为推荐性或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建议《农产品地理标志 高安大米》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理由

如下：

1、适应产业发展阶段

目前，高安大米产业正处于快速发展阶段，企业规模、技术水平及市

场认知度存在较大差异。推荐性标准能够为行业提供科学指导和技术参

考，同时给予企业一定的灵活性和适应空间，避免因强制性要求对中小型

企业造成过大压力，有利于产业的平稳过渡和健康发展。

2、降低实施成本

推荐性标准的实施成本相对较低，企业可根据自身条件逐步采纳，避

免因强制性要求导致的额外投入和资源浪费。这有助于提高企业的参与积

极性，推动标准在行业内的普及和应用。

3、促进市场良性竞争

推荐性标准为消费者提供了科学、透明的评价依据，有助于引导市场

向高质量、高附加值方向发展。企业通过自愿采纳标准，能够提升产品竞

争力，形成良性市场竞争环境，推动高安大米行业整体水平的提升。

4、推动行业标准化进程

推荐性标准的实施能够为行业提供统一的参考框架，帮助企业逐步规

范生产流程和产品质量，为未来行业标准的制定和完善积累经验。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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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性标准更符合国际通行的标准制定模式，便于与国际市场接轨，增强

高安大米的竞争力。

5、保障消费者权益

推荐性标准通过明确高安大米的质量要求，为消费者提供了可靠的选

购依据，有助于提升市场透明度和消费者信任度。企业通过自愿采纳标准，

能够更好地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健康食品的需求。

6、助力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

高安大米产业的发展能够带动优质稻米种植、加工、销售等环节的协

同发展，促进农民增收，助力乡村振兴。推荐性标准的实施能够引导企业

提升生产技术和管理水平，推动农业现代化进程。

综上所述，将《农产品地理标志 高安大米》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

施，既符合当前产业发展需求，又能为行业提供科学指导，推动高安大米

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通过标准的逐步推广和完善，最终实现产业的规

范化、品牌化和国际化发展目标。

八、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1、加强宣传与培训

通过媒体、行业展会、专题研讨会等多种形式，广泛宣传《农产品地

理标志 高安大米》标准的重要性和技术内容，提高行业和消费者的认知

度。组织针对生产企业、技术人员和监管人员的专项培训，详细解读标准

内容，确保各方能够准确理解和执行标准。

2、推动多方协作

本标准的顺利实施需要政府部门应发挥引导作用，协调各方资源，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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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标准的落地实施。鼓励行业协会、科研机构、企业等多方参与，形成合

力，共同推动产业发展。

3、建立示范试点

在高安大米主产区或龙头企业中设立示范试点，率先实施标准，总结

经验并推广成功案例，为其他地区和企业提供参考。对试点企业给予政策

扶持和技术指导，鼓励其成为行业标杆，带动其他企业积极参与。

4、完善监督与评估机制

建立标准实施的监督机制，定期对生产企业进行检查，确保标准执行

到位。对标准实施效果进行评估，收集企业和消费者的反馈意见，及时优

化标准内容。

5、加强技术支持与咨询服务

设立技术支持与咨询服务平台，为企业提供标准解读、技术指导及检

测服务，解决实施过程中的技术难题。组建专家团队，为企业提供技术咨

询和解决方案，确保标准顺利实施。

通过以上措施，确保《农产品地理标志 高安大米》标准的科学性和

高效性在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得到全面落实，推动高安大米产业健康、

可持续发展，为消费者提供安全、优质的产品，助力乡村振兴和农业现代

化。

九、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主要参考资料：

(1)GB/T 1354 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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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3)GB 27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

(4)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5)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6)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7)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8)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9)GB 5009.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硒的测定

(10)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11) GB/T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所有部分）

(12) GB/T 5490 粮油检验 一般规则

(13) GB/T 5491 粮食、油料检验 扦样、分样法

(14) GB/T 5492 粮油检验 粮食、油料的色泽、气味、口味鉴定

(15) GB/T 5493 粮油检验 类型及互混检验

(16) GB/T 5494 粮油检验 粮食、油料的杂质、不完善粒检验

(17) GB/T 5496 粮食、油料检验 黄粒米及裂纹粒检验法

(18) GB/T 5502 粮油检验 大米加工精度检验

(19) GB/T 5503 粮油检验 碎米检验法

(20)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21)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22)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23) GB/T 17109 粮食销售包装

(24)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25) GB/T 42228 粮食储藏 大米安全储藏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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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GH/T 1429 农产品中五种硒元素形态的测定高效液相色谱-电感耦

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27) JJF 1070.3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 计量检验规则 大米

(28) NY/T 83 米质测定方法

(29) NY/T 393 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

(30)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31) NY/T 525 有机肥料

(32) NY/T 593 食用稻品种品质

(33) NY 884 生物有机肥

(34) NY/T 2639 稻米直链淀粉的测定 分光光度法

(35) NY/T 3556 粮谷中硒代半胱氨酸和硒代蛋氨酸的测定 液相色谱-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36) NY/T 3837 稻米食味感官评价方法

(37) DB36/T 1112 富硒水稻生产技术规程

(38) DBS42/010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富硒食品中无机硒的测定方法

(39) T/JXXCCY 002 富硒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规程

(40) T/JXXCCY 003 富硒水稻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技术规程

(41) T/JXXCCY 007 富硒水稻品种筛选技术规程

(42) T/JXXCCY 008 富硒大米加工技术规程

(43) T/JXXCCY 009 富硒大米包装标签标识技术规范

(44)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23年）第70号令《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

督管理办法》

江西省乡村产业振兴协会团体标准《农产品地理标志 高安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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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小组

2025 年 5月 27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