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婴幼儿辅食加工用小麦粉》团体标准 编制说明 

一、标准制定的背景 

1.1 小麦粉在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中的应用情况 

根据 GB 10769-2010 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的定义“以一种或多种谷物为主要原料，且谷物占

干物质组成的 25%以上，添加适量的营养强化剂和（或）其他辅料，经加工制成的适于 6 月龄以

上婴儿和幼儿食用的辅助食品”。且正在修订的 GB 10769 拟将谷物占干物质组成的比例由 25%

提高到 50%。 

小麦粉是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的主要原料之一，如婴幼儿生制类谷物辅助食品，其占比可高达

99%（纯小麦谷物来源产品）；其他婴幼儿谷物辅助食品，常见产品如婴幼儿饼干和磨牙棒，小麦

粉占比分别可高达 50-70%和 74%左右。可见小麦粉原料质量将直接影响这类以小麦粉为主要原

料的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的品质。 

1.2 小麦粉限量指标要求 

如下表，我国食品安全标准对小麦粉已规范了铅、镉、砷等污染物要求及黄曲霉毒素 B1 和赭

曲霉毒素 A 等限量，并对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限制了相应污染物和真菌毒素限量。 

基于婴幼儿人群特殊性，标准对婴幼儿辅助食品严于对小麦粉的限量，如黄曲霉毒素 B1，需

要企业具备一定能力管控原辅料质量安全。 

现行国标与欧盟等先进地区标准比对，存在一定差异，如黄曲霉毒素 B1、脱氧雪腐镰刀菌烯

醇等。 

指标 小麦粉限量 婴幼儿辅助食品限量 欧盟限量 

铅，mg/kg  ≤0.2 ≤0.2 ≤0.2（谷物） 

≤0.02（婴幼儿食品和加工谷物食品） 

镉，mg/kg ≤0.1 ≤0.06 ≤0.1（谷物） 

≤0.04（婴幼儿食品和加工谷物食品） 

无机砷，mg/kg  ≤0.5（总砷） ≤0.2 

≤0.3（添加藻类的产品） 

≤0.02（婴儿食品） 

苯并芘，μg/kg ≤2.0 / / 



镍，mg/kg 无 / ≤1.5（硬粒小麦） 

≤3.0（婴幼儿谷类加工食品） 

黄曲霉毒素 B1，μg/kg ≤5 ≤0.5 ≤2.0（谷物及产品） 

≤0.1（婴儿食品和加工谷物食品） 

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μg/kg ≤1000 / ≤150（婴儿食品和婴幼儿加工谷类食

品） 

玉米赤霉烯酮，μg/kg ≤60 / ≤20（婴儿食品和加工谷物食品） 

赭曲霉毒素 A，μg/kg ≤5.0 / ≤5.0（谷物及产品） 

≤0.5（婴儿食品和加工谷物食品） 

T-2 和 HT-2 毒素,μg/kg / / ≤10（婴儿食品和婴幼儿加工谷类食

品） 

1.3 制定本标准的目的 

国内外均无婴辅加工用小麦粉标准或相关要求，制定本标准以期提供一种婴幼儿辅助食品主要

原料的管控方法，以达到提升婴幼儿辅助食品质量安全的目的。 

二、主要工作过程 

2.1 标准立项 

2024 年 7 月，由湖南英氏营养食品有限公司牵头，苏三零等粮食集团及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

生产企业代表参与，建立本标准起草组基本框架，共同探讨婴幼儿辅食用小麦粉标准建立的目标和

技术路径。并于 9 月向中国营养保健食品协会提出团体标准立项申请，经协会组织行业专家评估，

予以立项。 

2.2 标准编制 

起草组根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与编写》规定的表述方

法及要求，编写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并组织起草组技术代表召开研讨会，来自起草组技术研究、

法规标准、产品研发和质量管理代表，对标准技术要求等内容提出了意见和建议。并对讨论稿进行

修改，完善标准制定支持材料搜集及编制说明修改完善，形成中期验收文稿。 

2.3 中期验收 

2024 年 12 月在北京召开了标准中期验收评审会，来自特殊膳食食品行业 5 位专家，及中国

营养保健食品协会对标准进行中期验收评审，起草了标准工作组讨论稿。对标准提出了意见及建

议。 



起草组汇总整理中期验收评审会专家意见及会上讨论问题，逐一对意见和问题充分讨论，并通

过文献和数据验证，共识意见采纳和问题解决方案，修改完善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 

三、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标准制定坚持以《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立法为宗旨，全面贯彻落实“最严谨”标准精

神，依据婴幼儿食品系列标准体系建设原则和要求，以保障婴幼儿营养和健康为原则。基于相关科

学依据，借鉴和参考国际组织和主要发达国家标准要求，制定本标准。 

3.1 范围 

本标准制定旨在为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生产企业提供一个婴幼儿辅食加工用小麦粉原料质量标

准的参考方案，参考小麦粉相关标准，如 GB/T 1355《小麦粉》规定了术语和定义、分类、质量要

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及包装、标签、储存和运输的要求，另外，为满足婴幼儿辅助食品的卫生安

全要求和适用人群的特殊性，增加真菌毒素限量、污染物限量和农药残留限量要求。 

因此，本文件规定了婴幼儿辅食加工用小麦粉的术语、原料要求、感官要求、理化指标、真菌

毒素限量、污染物限量、农药残留限量、净含量、加工生产过程中的食品安全要求、检验规则、标

识、包装、储存、运输和销售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供生产婴幼儿辅助食品加工用的小麦粉。 

3.2 规范性引用文件 

GB 1351        小麦       

GB/T 1355     小麦粉 

GB 27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T 5490   粮油检验 一般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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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1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谷物加工卫生规范 

GB/T 17109   粮食销售包装 



GB/T 24905   粮食包装 小麦粉袋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GB/T 29890   粮油储藏技术规范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3.3 术语和定义 

婴幼儿辅食加工用小麦粉 

以小麦为原料，不添加其他物质，加工制成的供生产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加工用的小麦粉。



3.4 技术要求 

标准中各技术指标设置比对说明汇总如下表，相应指标具体情况在后续章节中详细分析。 

数据对照总结表 

质量指标 GB/T 1355 GB/T 8607 团标 指标比对说明 

加工精度 
按标准样品或仪器测定值对

照检验麸星 
/ 

按标准样品或仪器测定

值对照检验麸星 
/ 

灰分含量/% 

精制粉≤0.70 高筋小麦粉 

一等≤1.60 

≤1.60 

为平衡胚芽和营养物质保留及国际上

全谷物喂养的推荐，团标参考 GB/T 

1355、GB/T 8607 标准制定。 

二等≤1.60 

标准粉≤1.10 中筋小麦粉 

一等≤0.55 

二等≤1.60 

普通粉≤1.60 低筋小麦粉 

一等≤1.60 

二等≤1.60 

脂肪酸值/(mg/100g) ≤80 ≤80 ≤80 / 

水分含量/% ≤14.5 ≤14.5 ≤14.5 / 

含砂量/% ≤0.02 ≤0.02 ≤0.02 / 



磁性金属物/(g/kg) ≤0.003 ≤0.003 ≤0.002 

参考 LS/T 3248 中国好粮油 小麦粉 

磁性金属物指标（≤0.002），从严制

定。 

色泽、气味 正常 正常 
具有产品应有的色泽、

气味、无异味 
/ 

外观形态 粉状或微粒状，无结块 粉状或微粒状，无结块 
粉末或微粒状、松散、

无结块 
/ 

湿面筋含量/% ≥22.0 

高筋小麦粉 

一等≥30.0 

高筋小麦粉≥30.0 

引用 GB/T 8607 指标要求 

二等≥30.0 

中筋小麦粉 

一等≥26.0 

中筋小麦粉≥26.0 

二等≥26.0 

低筋小麦粉 

一等≤24.0 

低筋小麦粉＜26.0 

二等＜26.0 

面筋指数 / 高筋小麦粉 

一等≥90 

/ 面筋指数、稳定时间和最大拉伸阻力

在专用小麦粉中影响 

的是特定的加工特性，对婴幼儿辅食

加工用小麦粉没有影响，故不作要

求。 

二等≥80 

稳定时间/min / 高筋小麦粉 

一等≥12.0 

/ 

二等≥8.0 

最大拉伸阻力/EU / 高筋小麦粉 一等≥500 / 



二等≥400 

降落数值/s / ≥200              ≥200 
参考 GB/T 8607 及小麦粉生产许可审

查细则制定 

污染物指标 GB/T 2762 团标 指标比对说明 

铅,mg/kg 
≤0.2（谷物及其制品、婴幼

儿辅助食品） 
≤0.15 

铅和无机砷在国标要求≤0.2mg/kg 的基础上，考虑到小麦粉与

成品水分含量的差异（成品比小麦粉原料低 10%的水分），以及

辅食生产过程中其它果蔬粉的带入，则婴幼儿辅食加工用小麦粉

中铅和无机砷的限量提高至 0.15mg/kg。 
无机砷，mg/kg 

≤0.2（婴幼儿谷类辅助食

品） 
≤0.15 

镉,mg/kg 

≤0.1（谷物碾磨加工品） 

≤0.06（婴幼儿谷类辅助食

品） 

≤0.04 参考欧盟标准【≤0.04（婴幼儿食品）】，从严制定。 

总汞,mg/kg ≤0.02（小麦粉） ≤0.02 

调研数据和检验数据分析，这些指标污染情况较轻，非主要风险

来源，参照 GB 2762 执行 

总砷,mg/kg ≤0.5（谷物碾磨加工品） ≤0.5 

铬,mg/kg ≤1.0（谷物碾磨加工品） ≤1.0 

苯并[a]芘,μg/kg ≤2.0（小麦粉） ≤2.0 

镍，mg/kg / ≤3.0 
参考欧盟标准【婴幼儿谷类加工食品：≤3.0）】且从相关原粮检

测结果来看超欧盟标准，存在健康危害风险。 



真菌毒素指标 GB/T 2761 团标 指标比对说明 

黄曲霉毒素 B1,μg/kg 
≤5.0（小麦粉）≤0.5（婴幼

儿谷类辅助食品） 
≤0.3 

黄曲霉毒素 B1 在国标婴谷辅要求≤0.5μg/kg 的基础上，考虑到

加工脱水的因素并根据相关数据的分析将婴幼儿辅食加工用小麦

粉中黄曲霉毒素 B1 的限量加严至≤0.3μg/kg。 

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μ

g/kg 
≤1000（小麦粉） ≤200 

参考欧盟标准【≤150（婴儿食品和婴幼儿加工谷类食品）】，结

合相关小麦及小麦粉中脱氧雪腐镰刀的检测数据来看国产小麦只

有少部分可达到，结合实际情况和 2022 年国家风险监测指标要

求将指标定为≤200μg/kg。 

赭曲霉毒素 A,μg/kg ≤5.0（谷物碾磨加工品） ≤1.0 

参考欧盟标准【≤5.0（谷物产品）≤0.5（婴儿食品和加工谷物食

品）】又因国标 GB 5009.26 的定量限为 1.0μg/kg，基于现有检

验技术水平，限定为≤1.0μg/kg。 

玉米赤霉烯酮,μg/kg ≤60（小麦粉） ≤20 
参考欧盟标准【≤20（婴儿食品和加工谷物食品）】，从严制

定。 

T-2 和 HT-2 毒素,μg/kg / ≤10 

T2 和 HT-2 毒素目前小麦粉的国标中尚未进行规定，但欧盟

2023/915 中规定了婴儿食品和婴幼儿加工谷类食品中不得超过

10μg/kg，基于本小麦粉标准针对的是供生产婴幼儿谷类辅助食

品加工用，因此增加相关限量。 



3.4.1 原料要求 

小麦是本标准适用产品的唯一原料，应符合 GB 1351 和 GB 2715 的规定，另外，因婴幼儿谷

类辅助食品要求不应使用经辐照处理过的原料，因此，原料要求如下： 

小麦应符合 GB 1351 和 GB 2715 的规定。 

生产用水应符合 GB 5749 的规定。 

不应使用辐照处理过的原料。 

3.4.2 感官要求 

小麦粉感官参考 GB/T 1355《小麦粉》要求规定，感官要求如下： 

表 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检验方法 

色泽、气味 具有产品应有的色泽、气味、无异味 GB/T 5492 

组织状态 粉末或微粒状、松散、无结块 

取适量样品置于白色瓷盘

内，在自然光线条件下，用

肉眼观察其外观形态。 

杂质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杂质 目视 

3.4.3 理化质量指标要求 

根据 GB/T 8607《专用小麦粉》，小麦粉分为中筋粉、高筋粉和低筋粉，根据 GB/T 1355《小

麦粉》，小麦粉分为精制粉、标准粉和普通粉。分析不同质量等级小麦粉的理化指标，为平衡胚芽

和营养物质保留及国际上全谷物喂养的推荐，因此，本标准关于小麦粉理化质量指标，主要参考根

据 GB/T 8607《专用小麦粉》标准的规定，小麦粉的灰分、面筋质等符合相应小麦粉品类要求。 

因此本标准规定婴幼儿辅食加工用小麦粉理化质量指标如下： 

指标 高筋小麦粉 中筋小麦粉 低筋小麦粉 检验方法 

湿面筋含量/% ≥30.0 ≥26.0 ＜26 
GB/T 5506.1 或 

GB/T 5506.2 

加工精度 按标准样品或仪器测定值对照检验麸星 GB 5504 



灰分（以干基计）/%            ≤ 1.60 GB 5009.4 

降落数值/s                              ≥ 200 GB/T 1036 

脂肪酸值（以湿基，KOH 计）/

（mg/100g）                          ≤ 
80 GB/T 5510 

水分/%                                    ≤ 14.5 GB 5009.3 

含砂量/%                                ≤ 0.02 GB/T 5508 

磁性金属物/（g/kg ）           ≤ 0.002 GB/T 5509 

 

3.4.4 真菌毒素限量 

如本文件第 1.2 条款阐述，我国标准及欧盟法规对小麦粉中黄曲霉毒素 B1、脱氧雪腐镰刀菌烯

醇和赭曲霉毒素规定了限量要求，同时为满足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标准要求并对标欧盟先进地区标

准，保障婴幼儿身体健康，本标准拟较国标对小麦粉真菌毒素限量从严要求。 

关于小麦粉中真菌毒素污染情况的评估，参考文献研究数据，如下图。从不同年份、不同地区

对真菌毒素的监测结果上看，AFB1 的检出范围为 0.01~6.04μg/kg，有超过国标的情况（5.0）；

DON、ZEN 在小麦粉里面污染较为严重，超标率高，检出范围分别为 0.298~14960μg/kg、

0.024~307μg/kg；OTA 的污染相对于其它真菌毒素较轻。



 

图 1 真菌毒素的文献研究数据



 

另外，起草组统计了历年来对小麦粉及小麦中真菌毒素监测的数据，其中小麦粉 13-18 是专

供给婴辅企业使用的小麦粉，结果如下表： 

表 1 不同品种小麦粉近 3 年真菌毒素检测数据 

地域 年份 

真菌毒素 

黄曲霉毒素 B1 

μg/kg 

脱氧雪腐镰刀菌

烯醇μg/kg 

玉米赤霉烯酮 

μg/kg 

赭曲霉毒素 A 

μg/kg 

T-2 毒素 

μg/kg 

江苏 

小麦粉 1（2024） ≤0.1 ≤200 ≤17 ≤1 / 

小麦粉 1（2023） ≤0.1 100-200 ≤17 ≤3.3 / 

小麦粉 1（2022） ≤0.1 200-412 ≤17 ≤1.0 / 

江苏 
小麦粉 2（2023） ≤0.1 ≤200、180 ≤17 ≤3.3 / 

小麦粉 2（2022） ≤0.1 218、208 ≤17 ≤1.0 / 

江苏 

小麦粉 3（2024） ≤0.1 ≤200、132 ≤17 ≤1 / 

小麦粉 3（2023） ≤0.1 58.8、147.5 ≤17 ≤3.0 / 

小麦粉 3（2022） ≤0.1 46.8、＜100 ≤17 ≤3.0 / 

江苏 
小麦粉 4（2023） ≤0.1 ≤200 ≤17 ≤3.3 / 

小麦粉 4（2022） ≤0.1 49.8 ≤17 ≤3.0 / 

江苏 

小麦粉 5（2024） ≤0.1 ≤200 ≤17 ≤1 / 

小麦粉 5（2023） ≤0.1 55.1 ≤17 ≤3.0 / 

小麦粉 5（2022） ≤0.1 66.5 ≤17 ≤3.0 / 

江苏 

小麦粉 6（2024） ≤0.1 ≤200 ≤17 ≤1 / 

小麦粉 6（2023） ≤0.1 72.8 ≤17 ≤3.0 / 

小麦粉 6（2022） ≤0.1 29.3 ≤17 ≤3.0 / 

江苏 

小麦粉 7（2024） ≤0.1 ≤200 ≤17 ≤1 / 

小麦粉 7（2023） ≤0.1 ≤200 ≤17 ≤3.3 / 

小麦粉 7（2022） ≤0.1 110 ≤17 ≤1 / 

安徽 
小麦粉 2（2024） ≤0.1 ≤200、221 ≤17 ≤1 / 

小麦粉 4（2024） ≤0.1 ≤200 ≤17 ≤1 / 

/ 

小麦粉 8（2024） ≤0.1 128 / ≤3.0 / 

小麦粉 8（2023） ≤0.1 312 / ≤3.0 / 

小麦粉 8（2023） ≤0.1 266 / ≤3.0 / 



/ 

小麦粉 9（2024） ≤0.1 98 / ≤3.0 / 

小麦粉 9（2023） ≤0.1 25 / ≤3.0 / 

小麦粉 9（2022） ≤0.1 65 / ≤3.0 / 

/ 

小麦粉 10（2024） ≤0.1 568 / ≤3.0 / 

小麦粉 10（2023） ≤0.1 660 / ≤3.0 / 

小麦粉 10（2022） ≤0.1 730 / ≤3.0 / 

/ 

小麦粉 11（2024） ≤0.1 370 / ≤3.0 / 

小麦粉 11（2023） ≤0.1 256 / ≤3.0 / 

小麦粉 11（2022） ≤0.1 513 / ≤3.0 / 

/ 

小麦粉 12（2024） 未检出（2） 213 / ≤3.0 / 

小麦粉 12（2023） 未检出（2） 168 / ≤3.0 / 

小麦粉 12（2022） 未检出（2） 88 / ≤3.0 / 

澳洲 

小麦粉 13（2024） ≤1 ＜200 / ≤1 / 

小麦粉 13（2023） ≤0.1 ＜20 / ≤1 / 

小麦粉 13（2023） ≤0.1 ＜20 / ≤1 / 

澳麦、加麦 

小麦粉 14（2024） ≤0.1 ≤200 ≤17 ≤1 / 

小麦粉 15（2024） ≤0.1 ≤200 ≤17 ≤1 / 

小麦粉 16（2024） ≤0.1 ≤200 ≤17 ≤1 / 

/ 

小麦粉 17（2024） ＜0.1 ＜200 ＜17 ＜3.0 ＜33 

小麦粉 17（2023） ＜0.1 ＜200 ＜17 ＜3.0 
＜33 

小麦粉 17（2022） ＜0.1 ＜200 ＜17 ＜3.0 

/ 

小麦粉 18（2024） ＜0.1 77、322 ＜17 ＜3.0 

＜33 小麦粉 18（2023） ＜0.1 ＜200 ＜17 ＜1 

小麦粉 18（2022） ＜0.1 ＜200、109 ＜17 ＜1、3.0 

 表 2 不同小麦近 3 年真菌毒素检测情况 

地域 年份 

真菌毒素 

黄曲霉毒素 B1 

μg/kg 

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

μg/kg 

玉米赤霉烯酮 

μg/kg 

赭曲霉毒素 A 

μg/kg 

江苏 

某小麦（2024） ≤0.1 ≤20 ≤17 ≤3.0 

某小麦（2023） ≤0.1 66.3 未检出 未检出 

某小麦（2022）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江苏 小麦 1（2024） / 153 / / 



 小麦 1（2023） / 220 / / 

小麦 1（2022） / 763 / / 

小麦 2（2023） / <100 / / 

小麦 3（2022） / 101 / / 

小麦 4（2024） / 1547 / / 

小麦 5（2023） / 971 / / 

小麦 6（2022） / 352 / / 

小麦 7（2023） / 133 / / 

小麦 8（2022） / <100 / / 

河南 小麦 10（2024） / 178 / / 

山东 
小麦 12（2024） / 644 / / 

小麦 13（2024） / 466 / / 

安徽 小麦 16（2024） / 1711 / / 

根据上述检测数据，可以看出小麦及小麦粉中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污染情况较严重，有较大部

分达不到欧盟对于婴幼儿辅食的要求（＜150μg/kg），其中澳麦和加麦污染情况较轻，国产小麦

只有少部分可达到，结合实际情况和 2022 年国家风险监测指标要求， 因此，对婴幼儿辅食加工用

小麦粉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的指标定为≤200μg/kg。关于黄曲霉毒素 B1，在国标婴幼儿谷类辅助

食品要求≤0.5μg/kg 的基础上，考虑到加工脱水的因素及根据相关数据的分析将婴幼儿辅食加工

用小麦粉中黄曲霉毒素 B1 的限量加严至≤0.3μg/kg。关于赭曲霉毒素 A，国标 GB 5009.26 的定

量限为 1.0μg/kg，基于现有检验技术水平，限定为≤1.0μg/kg。T2 和 HT-2 毒素目前小麦粉的国

标中尚未进行规定，但欧盟 2023/915 中规定了婴儿食品和婴幼儿加工谷类食品中不得超过 10μ

g/kg，基于本小麦粉标准针对的是供生产婴幼儿谷类辅食加工用小麦粉，因此增加相关限量，但

由于 GB 5009.118 仅规定了 T-2 毒素的检验方法，对于 HT-2 毒素现行检验方法可使用 SN/T 

3136，我国暂无权威的 HT-2 毒素检测方法，本标准结合我国情况将指标定为 T2 和 HT-2 毒素限

量（≤10.0μg/kg）。综上，本标准对婴幼儿辅食加工用小麦粉中真菌毒素规定如下： 

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黄曲霉毒素 B1/（μg/kg）                         ≤ 0.3 GB 5009.22 

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μg/kg）                ≤ 200 GB 5009.111 

赭曲霉毒素 A/（μg/kg）                           ≤ 1.0 GB 5009.96 

玉米赤霉烯酮/（μg/kg）                          ≤ 20 GB 5009.209 

T-2 和 HT-2 毒素/（μg/kg）                       ≤ 10 SN/T 3136 



3.4.5 污染物限量  

如本文件第 1.2 条款阐述，我国标准及欧盟法规对小麦粉中铅、镉、总汞、总砷或无机砷、

铬、苯并[a]芘等污染物规定了限量要求，为满足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标准要求并对标欧盟先进地

区标准，保障婴幼儿身体健康，本标准拟较国标对小麦粉污染物限量从严要求。 

3.4.5.1 重金属 

根据我国标准及欧盟污染物限量要求，对小麦粉中铅（Pd）、镉（Cd）、总汞、砷（As）、

铬（Cr)和镍进行评估。参考文献的研究数据，如下图。从不同年份、不同地区对真菌毒素的监测

结果上看铅的污染较严重，有较高的超标率；镉的检出范围为：ND~0.069mg/kg，汞检出范围为

ND~0.05mg/kg，铬的检出范围为 ND~0.98mg/kg。其中铅和无机砷在国标要求 0.2mg/kg 的

基础上，考虑到小麦粉与成品水分含量的差异（成品比小麦粉原料低 10%的水分），以及辅食生

产过程中其它果蔬粉的带入，则婴幼儿辅食加工用小麦粉中铅和无机砷的限量提高至 0.15mg/kg

（0.2*0.9=0.18，加严至 0.15）。



 

 

图 2    污染物的文献研究数据



镍： 

      随着工业化、城镇化的快速发展，含镍及其化合物产品与农业投入品的广 泛生产、使用，不可

避免地会造成农业环境污染。2014 年我国环境保护部和国土资源部发布的《全国土壤污染状况调

查公报》显示，我国土壤中镍元素的点位超标率高达 4.8%，仅次于镉元素。研究表明，土壤等环

境中的镍会向农作物迁移富集，谷物、坚果、水产品、 果蔬等多种食品中都被检出含有一定量的

镍。对于小麦粉中镍含量的相关数据，文献检索情况如下图所示，检出范围为

0.096~5.96mg/kg，虽数据统计的中位数在 0.2mg/kg 左右，但最大值可达到 5.96mg/kg，超出

欧盟对婴幼儿谷物加工品限量，存在健康危害风险，建议对婴辅加工用小麦粉的镍含量进行监控。 

小麦粉中镍（Ni）含量（mg/kg) 

年份 地区 中位数 检出范围 检出率/% 

2022[12] 

北方冬麦区 0.122 ND~3.302 / 

南方冬麦区 0.218 ND~4.78 / 

春麦区 0.142 ND~1.29 / 

2019[13] 山东 / 0.096~2.05 / 

2020[14] 山东 / ND~5.96 99.69 

图 3 小麦粉中镍含量的文献研究数据 

另外，起草组统计了历年来对小麦粉重金属监测的数据，其中小麦粉 13-18 是专供给婴辅企

业使用的小麦粉，结果如下表： 

表 3 近 3 年来小麦粉重金属监测指标统计 

地域 种类（年份） 重金属 

铅 

mg/kg 

镉 

mg/kg 

铬 

mg/kg 

总汞 

mg/kg 

总砷 

mg/kg 

江苏 

小麦粉 1（2024） ≤0.05 0.0149 ≤0.2 ≤0.01 ≤0.01 

小麦粉 1（2023） ≤0.05 0.018 0.057 ≤0.01 ≤0.01 

小麦粉 1（2022） ≤0.04 0.023 ≤0.03 ≤0.01 ≤0.04 

江苏 小麦粉 2（2023） ≤0.05 0.0061 ≤0.03 ≤0.01 ≤0.01 

江苏 小麦粉 2（2022） ≤0.04 0.025 0.30  ≤0.01 ≤0.04 

江苏 

小麦粉 3（2024） ≤0.05 0.0189 ≤0.2 ≤0.01 ≤0.01 

小麦粉 3（2023） ≤0.05 0.015 ≤0.03 ≤0.01 ≤0.01 

小麦粉 3（2022） ≤0.05 0.0179 ≤0.2 ≤0.01 ≤0.04 



江苏 
小麦粉 4（2023） ≤0.05 0.015 ≤0.03 ≤0.01 ≤0.01 

小麦粉 4（2022） ≤0.05 0.0217 ≤0.2 ≤0.01 ≤0.04 

江苏 

小麦粉 5（2024） 0.0538 0.0252 ≤0.2 ≤0.01 ≤0.01 

小麦粉 5（2023） ≤0.05 0.016 0.076 ≤0.01 ≤0.01 

小麦粉 5（2022） ≤0.05 0.0217 ≤0.2 ≤0.01 ≤0.04 

江苏 

小麦粉 6（2024） 0.0678 0.0181 ≤0.2 ≤0.01 ≤0.01 

小麦粉 6（2023） ≤0.05 0.015 ≤0.03 ≤0.01 ≤0.01 

小麦粉 6（2022） ≤0.05 0.0163 ≤0.2 ≤0.01 ≤0.04 

江苏 

小麦粉 7（2024） ≤0.05 0.0145 ≤0.2 ≤0.01 ≤0.01 

小麦粉 7（2023） ≤0.05 0.021 ≤0.03 ≤0.01 ≤0.01 

小麦粉 7（2022） ≤0.05 0.012 ≤0.03 ≤0.01 ≤0.01 

安徽 
小麦粉 2（2024） ≤0.05 0.0155 ≤0.2 ≤0.01 ≤0.01 

小麦粉 4（2024） ≤0.05 0.0227 ≤0.2 ≤0.01 ≤0.01 

/ 

小麦粉 8（2024） ≤0.05 ≤0.003 ≤0.03 / ≤0.01 

小麦粉 8（2023） ≤0.05 ≤0.003 ≤0.03 / ≤0.01 

小麦粉 8（2023） ≤0.05 ≤0.003 ≤0.03 / ≤0.01 

/ 

小麦粉 9（2024） ≤0.05 ≤0.003 ≤0.03 / ≤0.01 

小麦粉 9（2023） ≤0.05 ≤0.003 ≤0.03 / ≤0.01 

小麦粉 9（2022） ≤0.05 ≤0.003 ≤0.03 / ≤0.01 

/ 

小麦粉 10（2024） ≤0.05 ≤0.003 ≤0.03 / ≤0.01 

小麦粉 10（2023） ≤0.05 ≤0.003 ≤0.03 / ≤0.01 

小麦粉 10（2022） ≤0.05 ≤0.003 ≤0.03 / ≤0.01 

/ 

小麦粉 11（2024） ≤0.05 ≤0.003 ≤0.03 / ≤0.01 

小麦粉 11（2023） ≤0.05 ≤0.003 ≤0.03 / ≤0.01 

小麦粉 11（2022） ≤0.05 ≤0.003 ≤0.03 / ≤0.01 

/ 

小麦粉 12（2024） ≤0.05 ≤0.003 ≤0.03 / ≤0.01 

小麦粉 12（2023） ≤0.05 ≤0.003 ≤0.03 / ≤0.01 

小麦粉 12（2022） ≤0.05 ≤0.003 ≤0.03 / ≤0.01 

澳洲 

 

小麦粉 13（2024） ≤0.02 0.0147 ≤0.03 / ≤0.03 

小麦粉 13（2023） ≤0.05 0.0052 ≤0.03 / ≤0.01 

小麦粉 13（2022） ≤0.05 0.0068 ≤0.03 / ≤0.01 

澳洲、加拿大 

小麦粉 14（2024） ≤0.05 0.0216 ≤0.2 ≤0.01 ≤0.01 

小麦粉 15（2024） ≤0.05 0.0207 ≤0.2 ≤0.01 ≤0.01 

小麦粉 16（2024） ≤0.05 0.0188 ≤0.2 ≤0.01 ≤0.01 

/ 

小麦粉 17（2024） ＜0.05 
0.017 

0.026 
＜0.03 ＜0.01 ＜0.01 

小麦粉 17（2023） ＜0.05 
0.025 

0028 
＜0.03 ＜0.01 ＜0.01、0.06 



小麦粉 17（2022） ＜0.05 
0.023 

0.016 
＜0.03 ＜0.01 ＜0.01 

/ 

小麦粉 18（2024） ＜0.04 ＜0.003 ＜0.03 ＜0.01 ＜0.04 

小麦粉 18（2023） ＜0.05 ＜0.003 ＜0.03 ＜0.03 ＜0.04 

小麦粉 18（2022） ＜0.05 0.01 
＜0.03 

＜0.2 
＜0.03 ＜0.01 

 

表 4 近三年小麦重金属含量检测 

地域   品种（年份） 

重金属 

铅 

mg/kg 

镉 

mg/kg 

铬 

mg/kg 

总汞 

mg/kg 

总砷 

mg/kg 

江苏 

某小麦（2024） 0.0577 0.0307 0.228 ≤0.003 0.0321 

某小麦（2023） ≤0.05 0.015 0.26 ≤0.003 0.015 

某小麦（2022） 未检出 0.051 未检出 未检出 0.017 

江苏 

小麦 1（2024） / / / / / 

小麦 1（2023） / / / / / 

小麦 1（2022） / / / / / 

江苏 

小麦 2（2022） ≤0.05 ≤0.003 ＜0.03 / 0.014 

小麦 2（2023） ≤0.05 ≤0.003 ＜0.03 / 0.016 

小麦 2（2024） ≤0.05 ≤0.003 ＜0.03 / 0.020 

安徽 

小麦 3（2022） ≤0.05 ≤0.003 ＜0.03 / 0.016 

小麦 3（2023） ≤0.05 ≤0.003 ＜0.03 / 0.014 

小麦 3（2024） ≤0.05 ≤0.003 ＜0.03 / 0.025 

山东 

小麦 4（2022） ≤0.05 ≤0.003 ＜0.03 / 0.017 

小麦 4（2023） ≤0.05 0.0091 ＜0.03 / 0.018 

小麦 4（2024） 0.0764 ≤0.003 ＜0.03 / 0.017 

河南 

小麦 5（2022） ≤0.05 ≤0.003 ＜0.03 / 0.013 

小麦 5（2023） ≤0.05 ≤0.003 ＜0.03 / 0.021 

小麦 5（2024） ≤0.05 ≤0.003 ＜0.03 / 0.018 

根据上述数据，目前我国小麦粉重金属污染情况还好，基本上能达到对于制作婴幼儿辅食原料

的要求。 

3.4.5.2 苯并[a]芘 

小麦粉作为最主要的粮食作物也面临着苯并[a]芘的污染和残留，一方面来自环境的污染包括

工业“三废”、土壤等中的苯并芘通过食物链在稻谷和小麦中的富集，另一方面来自生产工艺的污

染，包括在烘干过程的烟气、公路晾晒时高温熔化的柏油等。关于小麦粉中苯并[a]芘污染情况的



评估，研究数据如下，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其存在超标的现状。 

黄坤[14]等随机选取实验室抽检的小麦粉样品 4 份，所测小麦粉样品中中检出苯并[a]芘含量的

样品有 2 份 ，含量分别为 0.45 μg/kg 和 0.97 μg/kg，未超过国家标准。 

济源五龙口一面粉厂就因苯并芘超标问题被罚。2023 年 11 月 14 日，济源市场监管局收到河

南安必诺检测技术有限公司出具的《检验报告》：济源五龙口镇 XX 村面粉厂生产的小麦粉，生产

日期 2023-10-25，2023-11-12，经抽样检验，苯并[a]芘项目实测值 5.1μg/kg，不符合 GB 

2762-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要求中苯并[a]芘项目标准指标≤2.0μg/kg 的

要求，检验结论为不合格。 

另外，针对近三年来对小麦粉苯并[a]芘监测的数据，其含量小于 0.5μg/kg，可以满足制作婴

幼儿辅食原料的要求；但从参考文献的数据来看，苯并[a]芘含量依然存在超标风险，因此，本标

准对婴幼儿辅食加工用小麦粉中苯并[a]芘要求参考国标限量，限定为≤2.0μg/kg。 

综上所述，本标准拟对婴幼儿辅食加工用小麦粉中污染物含量限定如下： 

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铅（以 Pb 计）/（mg/kg） ≤ 0.15 GB 5009.12 

镉（以 Cd 计）/（mg/kg）                                                       ≤ 0.04 GB 5009.15 

总汞（以 Hg 计）/（mg/kg）    ≤ 0.02 GB 5009.17 

总砷（以 As 计）/（mg/kg）  ≤ 0.5 GB 5009.11 

无机砷（以 As 计）/（mg/kg）      ≤ 0.15 GB 5009.11 

铬（以 Cr 计）/（mg/kg） ≤ 1.0 GB 5009.123 

苯并[a]芘/（μg/kg） ≤ 2.0 GB 5009.27 

镍（以 Ni 计）/（mg/kg）  ≤ 3.0 GB 5009.138 

3.4.6 农药残留限量 

本标准规定为：农药残留限量应符合 GB 2763 的规定。 

3.4.7 净含量 

参考 GB/T 1353《小麦粉》要求，规定为：应符合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第 70 号《定量包装

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并按 JJF1070 规定的方法测定。 

3.5 检验规则 

检验规则参考 GB/T 1355，并根据以小麦粉为主要原料的婴幼儿辅助食品的高风险指标，增加



黄曲霉毒素 B1 和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的检验频率。 

3.5.1 一般规则 

按 GB/T 5490 执行。 

3.5.2 出厂检验 

参考 GB/T 1355，并根据婴幼儿辅助食品特性要求，规定出厂检验项目为：感官指标、加工精

度、灰分含量、水分含量、含砂量、净含量和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含量。 

3.5.3 型式检验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必须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投产时； 

b）停产 3个月以上恢复生产时； 

c）当原料、设备、工艺有较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质量； 

d）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时； 

e）食品安全监管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3.5.4 检验批次 

同原料、同工艺、同设备、同日期加工的同种产品为一批次。 

3.5.5 判定规则 

参考 GB/T 1355，规定如下： 

产品经检验，其加工精度和灰分有一项及以上不符合表 2 类别要求的，判为不符合本类别产品。

其他指标中有一项及以上不符合要求的，判为不符合本文件产品。 

3.6 标识 

标签标识应满足 GB/T 1355 规定明确产品名称和类别，同时，因本标准规定范围为婴幼儿辅

食加工用小麦粉，在标签中明确其应用范围时，应符合 GB 7718 和 GB 28050 要求。 

因此，本标准规定其标签标识要求为：产品标识应符合 GB 7718、GB 28050 及 GB/T 1355

的规定。 



3.7 包装 

参考 GB/T 1355 要求，规定为：应符合 GB/T 1355、GB/T 17109 及 GB/T 24905 的规定。 

3.8 储存 

参考 GB/T 1355 要求，规定为：按 GB/T 29890 执行。 

3.9 运输 

参考 GB/T 1355 要求，规定为：不应与有毒、有异味、有腐蚀性等污染性货物混运。运输中

应轻搬轻放，防止日晒、雨淋、冻结。 

3.10 销售 

参考 GB/T 1355 要求，规定为：产品销售场所应保持干燥、清洁，不应与有毒、有害、有异

味物品共同存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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