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婴幼儿辅食加工用大米》团体标准 编制说明 

一、标准制定的背景 

1.1 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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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米是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的主要原料之一，如婴幼儿谷物辅助食品（米粉），其占比可高达

95%（纯大米谷物来源产品）；而婴幼儿高蛋白谷物辅助食品，因高蛋白质原料（如乳清粉等）加

入，大米占比有所降低，其占比可高达 87%左右；其他婴幼儿谷物辅助食品，常见产品如米饼和

泡芙，大米占比分别可高达 70%和 60%左右。可见大米原料质量将直接影响这类以大米为主要原

料的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的品质。 

1.2 大米限量指标要求 

如下表，我国食品安全标准对大米已规范了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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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应用到婴幼儿辅助食品的大米，婴辅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要求企业对大米进

行每批次检验铅和镉项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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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的限量，如镉和黄曲霉毒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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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镉、黄曲霉毒素 B1 等。 

指标 大米限量 监管要求 婴幼儿辅助食品限量 欧盟限量 

铅，mg/kg  ≤0.2 婴幼儿辅助食品

生产许可审查细

则第四十五条  

婴幼儿谷类辅助

食品的大米应每

批次进行铅、镉

项目检验。 

≤0.2 ≤0.2（谷物） 

≤0.02（婴幼儿食品和加工谷物

食品） 

镉，mg/kg ≤0.2 ≤0.06 ≤0.15（大米） 

≤0.04（婴幼儿食品和加工谷物

食品） 

无机砷，

mg/kg  

≤0.2 / ≤0.2 

≤0.3（添加藻类的产

≤0.1（专门用于生产婴幼儿食品

的大米） 



品） ≤0.02（婴儿食品） 

苯并芘，μg/kg ≤2.0 / / / 

镍，mg/kg 无 / / ≤1.5（大米） 

≤3.0（婴幼儿谷类加工食品） 

黄曲霉毒素

B1，μg/kg 

≤10 / ≤0.5 ≤2.0（谷物及产品） 

≤0.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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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 制定本标准的目的 

国内外均无婴辅加工用大米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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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农科院等科研机构和益海嘉里等粮食

头部生产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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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幼儿辅食加工用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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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原料质量标准

的参考方案，参考大米相关标准，如 GB/T 1354《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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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的术语、原料要求、加工质量指标、真菌毒素限量、

污染物限量、农药残留限量、检验规则、包装、标签、储存和运输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供生产婴幼儿辅助食品加工用的大米。 

3.2 规范性引用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1350  稻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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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5491    粮食、油料检验 扦样、分样法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17109  粮食销售包装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3.3 术语和定义 

婴幼儿辅食加工用大米 

以稻谷为原料，经碾磨制成的供生产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加工用的大米，包含留胚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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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54 大米 
GB/T 42227  

留胚米 
团标 分析说明 

品种 籼米 粳米 
留胚

籼米 

留胚

粳米 
籼米 粳米 

留胚

籼米 

留胚

粳米 
 

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一级 二级 三级 / / /  

留胚率/%             ≥ / 75% 80% / 75% 80% 参照国标要求 

碎

米 

总量/%      ≤ 15.0  20.0  30.0  10.0  15.0  20.0  8 4 15.0  10.0  8.0  4.0 

大米参考 GB/T 1354 一级大米标准要求制

定； 

留胚米参考国标 GB/T 42227 要求制定。 

其中：小碎米

含量/%       ≤ 
1.0  1.5  2.0  1.0  1.5  2.0  0.8 0.4 1.0  1.0  0.8  0.4 

加工精度 精碾 适碾 精碾 适碾 适碾 精碾 适碾 

不完善粒含量/%   ≤ 3.0  4.0  6.0  3.0  4.0  6.0  3.0  3.0  3.0  

水分含量/%          ≤ 14.5 15.5 13.5 14.5 14.5  15.5  13.5 14.5 

杂

质 

总量/%     ≤ 0.25 0.25 0.25  0.25 

其中：无机杂

质含量/%       

≤ 

0.02 0.02 0.02  0.02 



黄粒米含量/%       ≤ 1.0  0.5  0.5  0.5 
可能影响婴辅产品安全性，在一级大米标准

基础上加严限定。 

互混率/%           ≤ 5.0  5.0  5.0  5.0  参考国标 

霉变率/% / / 无霉变粒 无霉变粒 
可能影响婴辅产品安全性，参考 GB 2715

《粮食》、GB/T 20569，及调研数据和检

验数据分析，新增或加严控制指标。 

脂肪酸值（KOH/干

基）/（mg/100g）  

≤ 

/ / 25 80 

色泽、气味 正常 

米粒呈大米的

正常色泽，米

胚呈淡黄色，

气味正常 

具有产品应

有的色泽、

气味，无其

他不良气味 

米粒呈大米的

正常色泽，米

胚呈淡黄色，

不得有油哈或

其他不良气味 

参考国标 

真菌毒素指标 GB/T 2761 团标 分析说明 

黄曲霉毒素 B1,μg/kg  ≤ 
10.0（大米）；0.5（婴幼儿

谷类辅助食品） 
0.3  

从严限定，根据数据分析，及终产品限量（0.5）限制为 0.3

（考虑加工脱水因素） 

赭曲霉毒素 A,μg/kg  ≤ 5.0（谷物） 1.0  
从严限定，但目前国标 GB 5009.26 的定量限为 1.0μg/kg，

基于现有检验技术水平，加严限定为≤1.0μg/kg。 

污染物指标 GB/T 2762 团标 分析说明 

铅,mg/kg             ≤ 
0.2（大米）；0.2（婴幼儿谷

类辅助食品） 
0.15 

铅在国标要求 0.2mg/kg 的基础上，考虑到大米与成品水分含

量的差异（以成品比大米原料的水分含量减少 10%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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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

中铅的限量加严至 0.15mg/kg。 



镉,mg/kg             ≤ 0.2（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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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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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机砷，mg/kg        ≤ 
0.2（大米）；≤0.2（婴幼儿

谷类辅助食品） 
0.15 

无机砷在国标要求 0.2mg/kg 的基础上，考虑到大米与成品水

分含量的差异（以成品比大米原料的水分含量减少 10%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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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米中无机砷的限量加严至 0.15mg/kg。 

铬,mg/kg             ≤ 1.0（谷物）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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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苯并[a]芘,μg/kg     ≤ 2.0（大米）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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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1 原料要求 

稻谷是本标准适用产品的唯一原料，应符合 GB 1350 和 GB 2715 的规定，同时，为了最大程

度减少原料带入的潜在风险，迎合消费者对添加剂使用关切，建议加工婴幼儿谷物辅助食品的原料

大米不使用添加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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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稻谷应符合 GB 1350 和 GB 2715 的规定。 

不应使用食品添加剂。 

不应使用经辐照处理过的原料。 

3.4.2 加工质量要求 

3.4.2.1 大米 

大米品种繁多，包括各类地理标志产品，现有标准为推荐性标准，列举如下表： 

标准号 标准名称 质量等级和分型 

GB/T 1354 大米 

分型：籼米、粳米、籼糯米、粳糯米 

大米质量等级：一级、二级、三级 

优质大米质量等级：一级、二级、三级 

GB/T 19266 地理标志产品  五常大米 优质一等、优质二等 

GB/T 18824 地理标志产品  盘锦大米 特等、优质一等、优质二等 

GB/T 22438 地理标志产品  原阳大米 特等、优等 

GB/T 20040 地理标志产品  方正大米 特等、一等 

现有标准对大米一般限定碎米含量、加工精度、不完善粒含量、水分含量、杂质、黄粒米含量、

互混率、垩白度、品尝评分值、直链淀粉含量等质量指标。因大米分型及分级的不同，要求不一样，

参考国标 GB/T 1354，要求如下： 



 

 

从应用适用性角度，理化指标会影响大米在加工食品中的应用性能，不同的加工工艺和食品形

态，所适用的大米品种、分型及理化要求会有所差异。现有标准主要用于满足米饭用米和工业加工

用米两方面应用要求，而对于婴幼儿辅食加工用米，标准需更多关注大米工业加工性能及加工终产

品品质。 

综上，大米的质量指标应根据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用途和特殊性，更多关注其营养健康和安全

性。因此，本标准对质量指标要求，引用 GB/T 1354 大米标准中相应大米分型和质量等级对应的限

量规定，并加严采用一级大米要求。同时对可能影响婴辅产品安全性的指标，黄粒米含量由一级大



米限量的≤1.0%，加严为优质大米限量的≤0.5%。新增大米霉变控制指标，参考 GB 2715《粮食》

要求规定，并进一步加严规定为无霉变（GB 2715 要求霉变粒≤2.0%）。新增大米新鲜度控制指标，

参考 GB/T 20569《稻谷储存品质判定规则》中“宜存”等级的要求， 并结合实际生产流通过程中

对大米脂肪酸值的跟踪数据（如下表所示），设置了脂肪酸值限量为 25mg/100g（以 KOH 计）。 

大米脂肪酸值跟踪样品分别来自 2023 年和 2024 年度收成的稻谷，稻谷储存在黑龙江省佳木

斯的万吨级原粮仓中，常温储存，监测数据如下： 

样品日期 样品 名称 脂肪酸值（mg/100g（以 KOH 计） 

2024.01.17 大米 13.04 

2024.03.21 大米 16.53 

2024.04.16 大米 17.23 

2024.06.27 大米 15.97 

2024.08.09 大米 16.49 

2024.12.06 大米 11.53 

2024.12.07 大米 14.49 

2024.12.08 大米 13.55 

2024.12.09 大米 12.65 

2024.12.10 大米 14.04 

综上，婴辅食品加工用大米加工质量指标规定如下，另外，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如有其他要求的，

应同时满足其相应标准要求。 

质量指标 
类别 

检验方法 
粳米 籼米 

水分含量/%                       ≤ 15.5 14.5 GB 5009.3 

碎米 
总量/%                     ≤ 10.0 15.0 

GB/T 5503 
其中：小碎米含量/%         ≤ 1.0 

加工精度 精碾 GB/T 5502 

不完善粒含量/%                    ≤ 3.0 GB/T 5494 

杂质 
总量/%                      ≤ 0.25 

GB/T 5494 
其中：无机杂质含量/%       ≤ 0.02 

黄粒米含量/%                      ≤ 0.5 GB/T 5496 



互混率/%                          ≤ 5.0 GB/T 5493 

霉变粒 无霉变粒 GB/T 5494  

脂肪酸值（KOH/干基）/（mg/100g） ≤ 25 GB/T 5510 

色泽、气味 
具有产品应有的色泽、气

味，无其他不良气味。 
GB/T 5492 

 

3.4.2.2 留胚米 

大米 80%的营养储藏在胚芽及糊粉层中，精碾加工大米，其胚芽及糊粉层基本无保留。从营养

健康出发，国家一直在推荐谷物适度加工，市场上也不断出现相关的产品，如留胚米，适碾大米等，

消费者对此类产品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在婴辅行业，近年来也出现了采用留胚米为原料的谷物辅

助食品，为更好契合婴幼儿谷物食品行业发展需要，本标准对留胚米质量指标引用 GB/T 42227 留

胚米标准中相应大米分型和质量指标限量规定。同时对可能影响婴辅产品安全性的指标，新增大米

霉变控制指标，参考 GB 2715《粮食》要求规定，并进一步加严规定为无霉变（GB 2715 要求霉变

粒≤2.0%）。新增新鲜度控制指标，参考 GB/T 20569《稻谷储存品质判定规则》中“宜存”等级的

要求， 并结合实际生产流通过程中对留胚米脂肪酸值的跟踪数据（如下表所示），设置了脂肪酸值

限量为 80mg/100g（以 KOH 计）。 

起草组跟踪了市售不同品牌不同货架期内留胚米脂肪酸值情况，数据如下： 

品名 批次 储藏时间（月） 脂肪酸值（KOH、 mg/100g） 

胚芽米 1 20231122 1 23.6 

胚芽米 2 20231001 2 18.8 

胚芽米 3 20231015 2 14.2 

胚芽米 4 20230906 3 53.8 

胚芽米 5 20230923 3 22.0 

胚芽米 6 20230911 6 81.2 

胚芽米 7 20230822 4 39.3 

为更好评估留胚米脂肪酸值在储藏过程中的变化情况，起草组跟踪了不同气温条件下（夏天、

秋天），留胚米在常温储藏条件下脂肪酸变化情况，如下表所示： 



批次 
储藏时间（月）/地点，吉林 

0 1 2 3 4 5 6 7 8 9 

20220601 20.6 34.5 52.0 77.2 86.6 90.2 87.3 90.1 90.9 91.2 

20220609 18.3 29.5 38.4 63.4 79.9 89.9 100.0 102.2 102.6 103.2 

20220903 18.6 42.6 45.2 51.9 52.1 54.6 56.7 57.2 63.2 71.7 

20220921 17.8 23.8 39.7 41.2 43.6 47.5 50.1 52.7 57.3 63.6 

 

3.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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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中黄曲霉毒素 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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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好保障婴幼儿身体健康，本标准参考婴幼

儿谷物辅助食品标准和欧盟标准，拟较大米国标对真菌毒素限量从严要求。 

关于大米中真菌毒素污染情况，参考调研报告和文献，并结合检验结果统计分析进行评估。 

以下列举代表性报告和文献： 

朱佐银[1]等对 169 份大米样品进行检测分析，结果见图 1，黄曲霉毒素 B1（AFB1）在大米中

未超国标限量(10μg/kg) ，平均含量为 0.11μg/kg，范围为 0.12-1.84μg/kg。7 份大米样品赭曲

霉毒素 A（OTA）超国标限量，超标率为 4.14%，超标含量在 6.43—41.52 μg/kg，大米中 OTA

的平均含量为 1.32 μg/kg，范围为 0.21-41.52 μg/kg。  



 

图 1 不同粮食食品原料中真菌毒素的污染水平 

李文廷[2]等检测云南省市售大米中 16 种真菌毒素污染水平，结果显示黄曲霉毒素 B1

（AFTB1）的超标率为 10.00%(9/90) , 检测含量平均为 3.25μg/kg，最大含量为 56.8μg/kg。

OTA 的检测含量均未超过国标规定的限量值，平均值为 0.4μg/kg，最大含量为 3.21μg/kg。 

 

    图 2 16 种真菌毒素在大米中的污染情况 

曾宪冬[3]于 2018-2019 年在深圳市食品市场采集大米及米粉样品 160 份，检出情况及含量如



下图，共有 23 份样品检出黄曲霉毒素 B1，检出含量在 0.12~0.60μg/kg 之间， 检出的平均含量

为 0.24μg/kg。 

 

图 3 检出样品中真菌毒素的含量结果



 

上述文献数据汇总如下图： 

 

图 4 真菌毒素检测情况 

 



另外，起草组统计了历年来对大米中真菌毒素监测的数据，如下图： 

 

图 5 大米真菌毒素监测数据 

根据上述数据，目前我国大米仍存在一定真菌毒素污染情况，且易受水稻收割季节雨水情况影

响，国标对大米与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的真菌毒素限量要求差距较大，因此，有必要对婴幼儿谷类

辅食用大米的真菌毒素从严限定。 

关于黄曲霉毒素 B1，GB2761 限量≤10μg/kg，GB10769 限量要求≤0.5μg/kg，欧盟限量要

求≤0.1μg/kg（婴儿食品和加工谷物食品），结合我国实际情况，目前行业执行限量要求≤0.1μ



g/kg 存在较大难度，因此在国标基础上进行加严，限定为≤0.3μg/kg。 

关于赭曲霉毒素 A，GB2761 限量≤5μg/kg，GB10769 未做限定，欧盟限量要求≤0.5μg/kg

（婴儿食品和加工谷物食品），但目前国标 GB 5009.26 的定量限为 1.0μg/kg，基于现有检验技

术水平，加严限定为≤1.0μg/kg。 

综上，本标准对婴幼儿辅助食品用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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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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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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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米中铅、镉、总汞、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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拟较国标对大米污染物限量从严要求。 

3.4.4.1 重金属 

根据我国标准及欧盟污染物限量要求，对大米中铅、镉、总汞、无机砷、铬进行评估。参考调

研报告和文献，并结合检验结果统计分析进行评估。 

以下列举代表性报告和文献： 

铅 

陈敬[4]等对三明市市售大米共检测 282 份大米样品，铅的检出率为 86.2%(243/282)，含量为

未检出（ND）-0.578 mg/kg，国标限量值为 0.2 mg/kg，超标率为 4.6％（13/282）。 

 



 

图 6 三明市市售大米样品铅检出情况 

 李艳飞[5]等在柳州市六县(区)内随机采集乡村农户家种食大米样品共 132 份进行检测，所采集

的大米的铅含量超标率为 1.5%  (2/132)，含量为 0.0025-0.326mg/kg。 

 

图 7 柳州市六县（区）农户自种大米中铅含量 

2014-2018 年张静等[6]在南宁市 15 个所辖县 （区）采集 1528 份市售及农户自产大米，对

1406 份大米中铅含量进行检测，722 份检出，检出率为 51.35%，23 份铅含量超过国标限量，超

标率为 1.63%，最高检出值为 0.973 mg/kg，含量范围见图 8。 



 

图 8 2014-2018 年南宁市监测大米中元素含量（mg/kg） 

广西某市 2019-2022 年 996 份大米中铅总体含量范围为 ND-3.25 mg/kg，中位数为

0.002~0.029 mg/kg，平均值为 0.012~0.148 mg/kg。铅的总检出率为 62.1%（619/996），总

超标率为 3.31%（33/996）[7]。 

 

图 9 2019-2022 年广西某市大米中重金属含量分析（mg/kg） 

黄艳桃[8]等对 2017-2019 年广西某市大米进行重金属污染调查，其中 2019 年大米铅检出率

与超标率最高，分别为 48%与 4%。2019 年大米中的重金属含量范围最高，铅含量在 ND-3.250 

mg/kg 之间，铅的平均含量为 0.023 mg/kg，铅含量的最高检测值已高于限量值的 16 倍。 

 

 

图 10 2017-2019 广西某市大米重金属污染调查情况 

唐之贤[9]对江苏省大米进行研究，样本铅含量范围为 0.002~0.722mg·kg-1，平均值和中位数

分别为 0.032mg·kg-1 和 0.014mg·kg-1，有 27 份样本超过了大米铅的标准限值，超标率 2.8%



（27/980）。 

 

图 11 江苏省 980 份大米样品重金属含量检测情况 

崔洪生[10]收集了某省 34 个大米样本，检测结果表明样品中铅的平均值为 0.66 mg/kg，已超

过国标限值，大米样品铅的最低浓度为 0.21mg/kg 均高于相应限值，超标率均达到 100%，最大

浓度为 1.80 mg/kg，高于规定标准的 9.0 倍以上。进一步利用单因子污染指数（SFPI）评估其污

染程度，当 SFPI 超过 1.0 时，就达到污染限值，铅的平均单因子指数为 3.279 ，数值大于 1.0，

说明污染程度较高。铅的轻度污染占比 47.06%，中度污染占比 8.82%，重度污染占比 44.12%。 

 

图 12 某省大米中重金属含量的描述性统计     

镉 

杭州市富阳区 450 份本地产大米样品经检测发现镉的含量较高，117 份样品超过国家标准限

值（0.2mg/kg），镉的超标率为 26%（117/450），镉含量平均值为 180μg/kg，富阳区辖区内

超市售卖的 50 份大米中镉含量都未超标[11]。 



 

图 13 富阳区大米镉含量 

研究人员所采集的柳州地区自产大米样品的镉含量超标率为 14.39%(19/132)，平均含量为

0.1184 mg/kg[5]。 

 

图 14 柳州市六县（区）农户自种大米中镉含量 

张静等[6]对 1406 份大米中镉含量进行检测，检出率为 94.38%（1327/1406），326 份镉含

量超过国标限量，超标率为 23.17%，最高检出值为 1.750 mg/kg，为国标限值的 8 倍。 



 

图 15 2014-2018 年南宁市监测大米中元素含量（mg/kg） 

2016—2021 年高四海等[12]共采集温州市地产大米 740 份， 大米中重金属镉检出范围为 ND-

1.960 mg/kg，均值为 0.108mg/kg，中位数为 0.069 mg/kg，检出率为 95.68%，超标率为

11.49%。 

 

图 16 2016-2021 年温州市本地大米重金属镉的污染情况 

有研究[7]针对广西某市大米进行镉含量检测，其总体含量范围为 ND-1.93 mg/kg，中位数为 

0.065-0.139 mg/kg，平均值为 0.081-0.191 mg/kg。县区大米镉检出量整体高于城区。镉总检

出率为 96.4%（960/996），总超标率为 18.3%（182/996）。镉检出率均超过 85%

（87.6%~100%）。 

 

图 17 2019—2022 年广西某市大米中镉的含量分析   



罗康等[13]对 425 份长兴县自产大米进行镉含量检测，检出率为 99.76%（424/425），含量范

围为未检出-0.89mg/kg，平均值为 0.084 mg/kg，镉超标率为 6.82%。从 425 户本地大米种植

户中选取 711 人调查对象，711 人中检出尿沉渣管型阳性 49 人，检出率为 6.89%。比较 2 组之间

尿沉渣管型阳性检出情况，结果显示超标组尿沉渣管型阳性率为 20.54%，未超标组尿沉渣管型阳

性率为 4.34%，2 组之间阳性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0.01)。本研究表明长兴县部分乡镇(街道)

种植大米存在镉污染情况，且已对种植户居民肾脏健康造成一定影响。 

 

图 18 长兴县本地种植大米镉含量检测结果 

 

图 19 2 组居民尿沉渣管型阳性率比较 

陈翠[14]等对 2018-2021 年在池州市 4 个县区的粮油店、超市及生产企业采集的 225 批大米

样品进行镉含量检测。测定结果表明，2018-2021 年池州市售大米中镉检出率分别为 91.11 %、

90 %、89.47 %、88.12 %，不合格率分别为 11.11 %、8.33 %、5.26 %、0.99 %。2018-2021

年池州市售大米中镉的检出率虽逐年减少，但基本维持在 90%左右，检出率偏高，居民大米消费

还存在一定的风险。但 2018-2021 年池州市售大米中镉的不合格率在下降。 



 

图 20 不同时间大米中镉含量测定结果 

2018—2020 年卓福团[15]等在来宾市 6 个县区的农贸市场、商店（超市）及农村种植户采集

197 份大米样品进行重金属含量检测。样品镉的检出率为 98.48%（194/197），镉超标率达到

13.71%（27/197），最高检出值为 1.190mg/kg。各县区大米重金属超标情况见下图，除了金秀

县，其他 5 个县区均有不同程度的镉超标情况，合山市镉超标率最高，达到 23.33%。 

 

图 21 2018-2022 年来宾市各县区大米重金属超标情况[份（%）] 

2017-2019 年广西某市大米镉超标率分别为 2.5%（1/40)、25%（72/287）、18%

（117/650）。2019 年大米中镉的平均含量是 0.135mg/kg，其最高检测值是 1.930 mg/kg （9 

倍限值）[8]。 

 

图 22 2017-2019 年广西某市大米重金属检测结果 

宋韶芳[16]等人对 600 份广州市市售大米进行检测，样品镉的总检出率为 99.00%，检出值范

围为 0.006-0.953mg/kg，镉含量超标 20 份，超标率为 3.33%。 



 

图 23 广州市大米中镉元素的监测情况 

任韧等[17]在 5 个区县市 37 个村镇 113 户农户家中采集样品，其中样品分布为富阳 26 份、桐

庐 41 份、临安 29 份、淳安 14 份、余杭 3 份，经检测：大米镉含量为 0.010 mg/kg-2.46 

mg/kg，检出率为 100%，平均值为 0.25 mg/kg，中位值为 0.164 mg/kg，48 份超标，超标率

为 42.5%。 

 

图 24 杭州地区产大米镉含量检测结果 

范云燕[18]等收集检测了共 886 份大米中的镉含量，检出率为 94.92% ( 841/886) ，总超标率

为 19.19%  ( 170/886) ，含量范围为 1.50-915.00 μg/kg，平均值为 126.85 μg/kg，中位数为

79.00 μg/kg。南宁市市区及 5 个县区大米中镉的检出率均高于 90. 00%，其中上林县大米中镉含

量平均值最高，为 177.83 μg/kg。各地区大米均有不同程度的镉超标，马山县和上林县的大米镉

超标率均高于 30.00%，超标率最低的为南宁市市区，为 12.39%。 

 

图 25 南宁市大米镉含量检测结果 

王昱骁[19]共采集某省 9 地区共计 378 份大米，采用 ICP-MS 检测镉，结果如下图所示，镉含

量的范围为 0.002-1.934mg/kg，中位数为 0.114 mg/kg，超标率为 15.34%。 



 

图 26 某省大米重金属含量一般情况 

崔洪生[10]收集了某省地级市的大米样本 34 个，检测结果表明样品中镉含量平均值为

0.28mg/kg，超过了我国规定镉含量限值，镉含量检测最小值为 0.04mg/kg，最大值为

1.61mg/kg，超标率为 44.12%。进一步利用单因子污染指数（SFPI）评估其污染程度，当 SFPI 

超过 1.0 时，就达到污染限值，镉的平均 SFPI （1.389）大于 1.0，说明污染程度较高。镉的轻度

污染占比 26.47%，中度污染占比 11.76%，重度污染占比 11.76%。 

 

图 27 某省大米中重金属含量的描述性统计 

总汞 

 黄艳桃[8]等检测了 2018-2019 年广西某市大米的汞含量，结果显示 2018 年汞检出率为

47.7%（137/287），未出现汞超标现象，2019 年汞检出率为 75.4%（490/650），超标率为

0.9%（6/650）。2019 年大米中汞含量范围为 ND-0.042mg/kg，平均含量为 0.0073mg/kg。 



 

图 28 广西某市大米重金属含量检测情况 

任韧[17]等在杭州 5 个区县市 37 个村镇 113 户农户家中共采集了 113 份样品，经检测：大米

样品总汞含量为 0.0014 mg/kg-0.0196mg/kg，检出率为 100%，无超标现象。 

 

图 29 杭州地区产大米中重金属含量检测结果 

赵杰[20]等在市场上购买的 32 份样品中有 18 份样品未检测出汞的含量，其他的 14 份样品中

检测出汞的含量。本次采购的贵阳市售大米汞的含量均低于 0.02 mg/kg，没有超过国家标准限

值，所检测汞的范围从 0.002-0.0137 mg/kg，平均值为 0.00396mg/kg。 

 

图 30 贵阳市售大米中汞含量 



王昱骁[19]的实验采集了某省的 378 份大米，结果如下图所示，汞的超标率为 0.26%，在 378 

份样品中，只有 1 份超标。 

 

图 31 某省大米重金属含量一般情况 

无机砷 

张静[6]等对 1411 份大米中无机砷含量进行检测，1195 份检出，检出率为 84.69%，36 份无

机砷含量超过国标限量（0.2mg/kg），超标率为 2.55%。 

 

图 32 2014-2018 年南宁市监测大米中元素含量（mg/kg） 

卓福团[15]等在 2018—2020 年对来宾市 6 个县区共采集 197 份大米样品进行重金属含量检

测。无机砷的检出率为 94.92%（187/197），超标率为 1.52%（3/197）。 

 

图 33 2018-2020 年来宾市大米样品重金属检测结果 

2017-2019 年广西某市大米的无机砷检出率分别为 30%（12/40）、46.3%（133/287）、

28.5%（185/650），超标率为 0%、0.4%（1/287）、1.7%（11/650）。2019 年大米的无机砷

含量范围最高，为 ND-0.483mg/kg，平均值为 0.102mg/kg[8]。 



 

图 34 2017-2019 年广西某市大米重金属含量 

唐之贤[9]等测得江苏省大米总砷含量范围为 0.003-0.513mg·kg-1，检出率为 100%，平均值

和中位数分别为 0.147mg·kg-1 和 0.138mg·kg-1。通过文献调研，本文取大米总砷含量的 75%为

大米中无机砷的含量，分析江苏省大米中无机砷含量的超标情况。研究结果表明，江苏省大米中无

机砷含量范围为 0.003-0.385mg·kg-1，平均值和中位数分别为 0.110mg·kg-1 和 0.104mg·kg-1，

大米中无机 As 含量的超标率为 0.2%。 

 

图 35 江苏省 980 份大米样品中重金属含量描述性统计 

王昱骁[19]采集了某省 9 地区共计 378 份大米，砷含量范围为 0.066-0.346mg/kg，中位数为 

0.154 mg/kg，根据 GB 2762 规定砷的限量为 0.2mg/kg，超标率为 21.70%（82/378）。 

 

图 36 某省大米重金属含量一般情况 

崔洪生[10]对某省 34 个大米样品进行检测发现，样品中砷含量的平均值为 0.48mg/kg，超过

了我国规定砷含量限值，砷的最低浓度为 0.23mg/kg 高于相应限值，超标率达到 100%，最大浓

度为 0.93 mg/kg ，高于规定标准的 4.0 倍以上。进一步利用单因子污染指数（SFPI）评估其污染



程度，当 SFPI 超过 1.0 时，就达到污染限值，砷的平均 SFPI（2.384）大于 1.0，说明污染程度

较高。砷的轻度污染占比 32.25%，中度污染占比 47.06%，重度污染占比 20.59%。 

 

图 37 某省大米中重金属含量的描述性统计 

铬 

杨建涛[21]等于 2017-2020 年抽取肇庆市售大米样品 292 份，肇庆市售大米中铬含量平均值为

0.0504mg/kg，铬含量均未超国标限量。 

 

图 38 大米重金属含量的基本统计分析结果 

任韧等[17]采集了 113 份大米样品，经检测：大米铬含量为 0.0058mg/kg-0.377mg/kg，检

出率为 100%，平均值为 0.090mg/kg，中位值为 0.078 mg/kg，无超标现象。 



 

图 39 杭州地区产大米重金属含量检测结果 

唐之贤[9]等测得江苏省大米铬含量范围为 0.002-1.982mg·kg-1，平均值 0.042mg·kg-1，其中

有 2 份样本的铬含量超过了标准限值，超标率为 0.2%（2/980)。 

 

图 40 江苏省 980 份大米样品重金属含量的描述性统计 

崔洪生[10]对某省 34 个大米样品进行检测，结果表明样品中铬含量的平均值（1.28mg/kg）超

过了国标规定限值，铬含量的超标率为 64.70%。进一步利用单因子污染指数（SFPI）评估其污染

程度，当 SFPI 超过 1.0 时，就达到污染限值，铬的 SFPI 均值为 1.278，大于 1.0，说明污染程度

较高。铬的轻度污染占比 58.82%，中度污染占比 2.94%，重度污染占比 2.94%。 



 

图 41 某省大米中重金属含量的描述性统计



根据上述文献调研情况，将数据汇总如下图： 

 

图 45 大米重金属检测情况 

另外，起草组统计了历年来对大米重金属监测的数据，如下图： 



 



 

图 46 大米重金属监测数据 

 



 

综上所述，目前我国重金属污染情况仍不容乐观，主要受地区水土环境影响，因此，有必要对

婴幼儿辅食加工用大米的重金属污染从严限定。 

镉的污染情况南方部分地区较为严重，2018 年市场总局和卫健委发布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中

镉的临时限量值，系列措施监管婴辅食品中镉的污染情况，应引起高度重视。本标准在参考 GB 

2762 对大米（≤0.2mg/kg）、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0.06mg/kg）和欧盟对婴幼儿食品和加工

谷物食品（≤0.04mg/kg）的限量，对镉拟按现有可参考标准的最高标准限定，限定为≤

0.04mg/kg。 

铅及无机砷，GB 2762 对大米与婴幼儿谷类辅助食品的限量一致，本标准在参考上述限量的

同时考虑大米制成成品时脱水的问题，GB/T 1354[24]中规定大米的水分含量低于 14.5%或

15.5%，按照 15%左右的水分含量范围加严要求，拟定限量为 0.17mg/kg，即 0.2*(100-15)，又

考虑到终产品在生产过程中添加其它物料中可能会有污染物带入风险，因此在 0.17 的基础上进一

步加严至 0.15，最终两者的限量均为 0.15mg/kg。 

对于总汞，上述调研信息显示超标率较低，污染情况轻微，说明我国对大米的总汞含量控制较

好。对于铬，除崔洪生[10]的结果显示超标率较高外，其余文献结果均显示超标率较低，可能是铬

污染状况存在地域性，因此本标准对总汞及铬的限量参考 GB 2762 的要求。 

综上，本标准对婴幼儿辅助食品用大米中重金属规定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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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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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铬（以 Cr 计）/（mg/kg） ≤ 1.0 GB 5009.123 

3.4.4.2 苯并[a]芘 

谷物中的苯并[a]芘主要来自受重工业废水及废弃污染的水源或土壤从而富集到谷物中。关于

大米中苯并[a]芘污染情况，参考调研报告和文献（目前研究较少），并结合检验结果统计分析进

行评估。 



        黄坤[26]等建立一种方法测定大米和小麦粉中的苯并(α)芘，方法的检出限和定量限分别为 

0.1μg/kg 和 0.3 μg/kg。随机选取实验室抽检的大米样品 4 份，所测大米样品中均未检出苯并(α)

芘。 

另外，起草组统计了历年来对大米苯并[a]芘监测的数据，如下图： 

 

图 47 大米中苯并芘监测数据 

根据上述数据，目前我国大米中苯并[a]芘污染风险较低，因此，本标准对婴幼儿辅食加工用

大米中苯并[a]芘要求参考国标限量，限定为≤2.0μg/kg。         

3.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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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4.6 净含量 

参考 GB/T 1353《大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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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产品最大允许水分状况下的质量。并按 JJF1070 规定的方法测

定。 

3.5 检验规则 

扦样和分样、检验的一般规则、产品组批的要求，参考 GB/T 1354 规定如下： 

3.5.1 扦样、分样 

按 GB/T 5491 执行。 

3.5.2 检验的一般规则 

按 GB/T 5490 执行。 

3.5.3 产品组批 

同原料、同工艺、同设备、同日期加工的同种产品为一批次。 

3.5.4 出厂检验 

出厂检验参考 GB/T 1354，并根据《婴幼儿辅助食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要求，规定如下：

大米出厂检验项目为感官指标、加工质量指标、铅、镉。 

3.5.5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参考 GB/T 1354 规定如下：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必须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投产； 

b）产品投产后，当原料、工艺、装备有较大改动，可能影响产品性能； 

c）连续停产一年以上，恢复生产； 

d）连续生产三年； 

e）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有较大差异； 



f）国家有关质量管理部门提出检验要求。 

3.5.6 判定规则 

判定规则参考 GB/T 1354，规定如下： 

a）凡不符合 GB 2715 以及国家卫生检验和植物检疫有关规定的产品，判为非食用产品。 

b）检验项目全部项目符合本文件规定时，判该批产品为合格。 

其中，关于 GB/T 1354 中定等要求同加工质量指标要求，遵循其相应品种大米标准要求即

可，不在此规定。 

3.6 包装和标签 

包装和标签参考 GB/T 1354，规定如下： 

3.6.1 包装 

1）应符合 GB/T 17109 和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的规定。 

2）若采用包装袋，则包装袋应坚固结实，封口或者缝口应严密。 

3.6.2 标签 

1）包装大米的标签标识应符合 GB 7718 和 GB 28050 的规定。产品名称应符合相应标准

及等级标注。 

2）外包装物包装储运标识应符合 GB/T 191 的要求。 

3）标注的净含量应为产品最大允许水分状况下的质量。 

3.7 储存和运输 

储存和运输参考 GB/T 1354，规定如下： 

1）袋装产品应储存在清洁、干燥、防雨、防潮、防虫、防鼠、无异味的合格仓库内，不得

与有毒、有害、易腐蚀、有异味的物质或水分较高的物质混存。 

2）应使用符合食品安全要求的运输工具和容器运送大米产品，运输过程中应注意防止雨淋

和被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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