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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食品安全关系国泰民生, 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食品安全。食品抽检工作逐渐突显为食品安全监管的重

要手段之一。正确的食品分类是抽检工作准确的基础、先决条件。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发现不同法规标准中的

食品分类不同, 给食品抽检工作甚至是监管工作都带来一定的挑战和困难。为进一步规范粮食加工品的食品

分类, 提高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的食品安全抽检工作的质量, 助推食品安全抽检工作高质量发展, 本文梳理粮

食加工品的相关法规标准, 总结近年来参与食品抽检工作的经验, 对粮食加工品的抽检工作中食品四级分类

以及判定注意事项进行比较说明, 旨在能够成为市场监管体系下食品安全抽检工作的技术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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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food classification system of grain processing products based  
on market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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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safety concerns the people's livelihood of Cathay Pacific, and the party and the state attach great 

importance to food safety. Food sampling has gradually become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ns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Correct food classification is the basis and prerequisite for accurate sampling inspection. However, in the actual work, it 

is found that the food classification in different regulations and standards is different, which brings certain challenges 

and difficulties to the food sampling inspection work and even the supervision work. In order to further standardize the 

food classification of food processing products, improve the quality of food safety sampling inspection carried out by the 

market supervision department, and promote the high-quality development of food safety sampling inspection, this paper 

combed the relevant laws and standards of food processing products, summarized the experience of participating in food 

sampling inspection in recent years, and analyzed the four level classification of food in the sampling inspection of food 

processing products, as well as the matters needing attention. The purpose is to provide technical guidance for food 

safety sampling inspection under the market supervision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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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俗话说, 开门七件事, 柴米油盐酱醋茶。除了柴以外

的都是食品, 其质量安全关系人民群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 也关系中华民族的未来。党和国家高度重视食品安全。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到要实施食品安全战略, 让人民吃得

放心。食品安全工作纲领性文件《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

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提到逐步将监督抽检、

风险监测与评价性抽检分离, 提高监管的靶向性, 表明监

督抽检和风险监测工作逐渐突显为食品安全监管的重要手

段之一[1]。全国各级市场监管部门根据工作目的持续开展

食品安全抽检监测工作, 并及时在官网公布抽检结果[2]。

为规范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工作, 加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 

保障公众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 国家市场监管部门制定了

《食品安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令

第 15 号), 详细规定了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开展抽样检验工

作的要求、流程、处置和责任等内容[3]。从市场监督管理

部门官网发布的 2019 年食品安全抽检计划品种、项目表可

见, 2019 年食品监督抽检计划涉及 34 个食品大类, 65 个食

品亚类, 150 个食品品种, 259 个食品细类[4‒5]。抽检工作中

食品采用四级分类的方式进行分类, 而检验项目也是依据

食品分类进行针对性、靶向性制定。因此正确的食品分类, 

才能按照计划选择正确的检验项目、使用正确的判定依据

进行判定。也就是说, 正确的食品分类是抽检工作准确的

基础、先决条件。 

然而在实际工作中发现, 抽检计划中的食品分类与

判定标准的分类体系、生产许可分类以及产品标准的分类

之间存在不一致甚至矛盾, 给食品抽检工作甚至是监管工

作带来一定的挑战和困难。其次我国食品种类复杂繁多, 

尤其是新工艺新类型食品的出现导致很多食品的细类划分

不清, 为食品抽检工作带来不小的挑战[6‒7]。从加工角度看, 

粮食及其制品也是方便食品、糕点、饼干、速冻面米食品

等其他类别食品的加工原料, 因此在与这类产品进行类别

区分时会存在一定的困难。第三, 承检机构如果出现食品

分类错误导致检测项目错误、检验依据和判定依据错误进

而导致结论错误, 也会给后期的核查处置工作以及监管部

门的公信力带来影响[6]。因此, 正确的食品分类是食品监

管工作的重中之重。余晓琴等[8]认为, 食品分类是影响判

定的第一要素, 是准确判定的前提。近年来不少食品抽检

以及标准制修订工作人员致力于规范统一食品分类的工作

中。刘章等[9]早在 2016 年就对比分析过国际食品法典委员

会(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AC)、日本、美国以

及我国 2015 年原食品药品监管总局的食品抽检任务、食品

安全标准中水产及水产制品的分类, 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

提供参考。聂磊等[10]分析对比我国和 CAC、日本等国家或

组织的主要食品分类体系, 指出我国食品分类体系中存在

的主要问题有部分食品分类缺少明确的定义和分类说明造

成界限模糊难以区分, 缺少统一的分类依据造成分类过度

或分类笼统等。石慧丽等[11]就粮食加工品, 食用油、油脂

及其制品, 水产制品以及豆制品 4 类食品的分类体系以及

判定注意事项进行分析, 提出抽检工作者在进行食品分类

时要结合抽检细则、产品执行标准、生产许可、生产工艺

以及产品标签等综合判断的建议, 其中虽然涉及粮食加工

品, 但没有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说明。为进一步明确粮食

加工品的食品分类, 提高市场监管部门开展的食品安全抽

检工作的质量, 助推食品安全抽检工作高质量发展, 本文

梳理粮食加工品的相关法规标准, 总结近年来参与食品抽

检工作的经验, 对粮食加工品的抽检工作中食品四级分类

以及判定注意事项进行比较说明, 旨在能够成为市场监管

体系下食品安全抽检工作的技术指导。 

1  主要的食品分类体系 

1.1  食品生产许可分类 

我国食品生产实行许可制度, 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

录几经修订。2020 年 2 月 26 日,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发布

《市场监管总局关于修订公布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的

公告(2020 年第 8 号)》[12], 包括 32 类食品(含保健食品、

食品添加剂), 每类食品又进行进一步分类, 并赋予类别

编号、类别名称和品种明细以及备注要求, 共包括 110 个

细类。 

粮食加工品分为 0101 小麦粉、0102 大米、0103 挂面

和 0104 其他粮食加工品 4 个类别, 每个类别下又根据工艺

进行品种细分, 例如 0101 小麦粉, 分为通用和专用 2 个品

种类型, 通用小麦粉包括特制一等小麦粉、特制二等小麦

粉、标准粉、普通粉、高筋小麦粉、低筋小麦粉、全麦粉、

其他; 专用小麦粉包括营养强化小麦粉、面包用小麦粉、

面条用小麦粉、饺子用小麦粉、馒头用小麦粉、发酵饼干

用小麦粉、酥性饼干用小麦粉、蛋糕用小麦粉、糕点用小

麦粉、自发小麦粉、专用全麦粉、小麦胚(胚片、胚粉)、

其他, 基本上涵盖市场上销售的品种类型。再如 0104 其他

粮食加工品, 从外部分类看是除 0101 小麦粉、0102 大米

和 0103 挂面外的粮食加工品; 从内部分类看, 是根据加工

工艺的逐步精细和复杂分为谷物加工品、谷物碾磨加工品

和谷物粉类制成品 3 个类别。在分类目录中对 3 个类别进

行类品种明细说明。详见表 1。 

1.2  食品安全标准分类 

与粮食加工品分类相关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涉及产

品标准和通用标准。产品标准为 GB 2715—2016《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粮食》; 通用标准有 GB 2760—2014《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1—2017《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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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粮食加工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 
Table 1  Classified catalogue of production license for grain processing products 

类别编号 类别名称 品种明细 具体 

0101 小麦粉 

通用 
特制一等小麦粉、特制二等小麦粉、标准粉、普通粉、高筋小麦粉、

低筋小麦粉、全麦粉、其他 

专用 

营养强化小麦粉、面包用小麦粉、面条用小麦粉、饺子用小麦粉、

馒头用小麦粉、发酵饼干用小麦粉、酥性饼干用小麦粉、蛋糕用小

麦粉、糕点用小麦粉、自发小麦粉、专用全麦粉、小麦胚(胚片、胚

粉)、其他 

0102 大米 

大米 / 

糙米类产品 糙米、留胚米等 

特殊大米 免淘米、蒸谷米、发芽糙米等 

其他 / 

0103 挂面 

普通挂面 / 

花色挂面 / 

手工面 / 

0104 其他粮食加工品 

谷物加工品 

高粱米、黍米、稷米、小米、黑米、紫米、红线米、小麦米、大麦

米、裸大麦米、莜麦米(燕麦米)、荞麦米、薏仁米、八宝米类、混合

杂粮类、其他 

谷物碾磨加工品 

玉米糁、玉米粉、燕麦片、汤圆粉(糯米粉)、莜麦粉、玉米自发粉、

小米粉、高粱粉、荞麦粉、大麦粉、青稞粉、杂面粉、大米粉、绿

豆粉、黄豆粉、红豆粉、黑豆粉、豌豆粉、芸豆粉、蚕豆粉、黍米

粉(大黄米粉)、稷米粉(糜子面)、混合杂粮粉、其他 

谷物粉类制成品 

生湿面制品 

生干面制品 

米粉制品 

其他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GB 2762—2017

《 食 品 安 全 国 家 标 准  食 品 中 污 染 物 限 量 》、 GB 

2763—201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

量》、GB 14880—201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养强化

剂使用标准》以及 GB 29921—201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中致病菌限量》。各通用标准根据制定目的不同, 采用了

不同的食品分类方式, 均以附录的形式进行分类展示。 

1.2.1  产品标准 

产品标准 GB 2715—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粮食》

适用于供人食用的原粮和成品粮, 包括谷物、豆类、薯类等。

因此在术语和定义中仅规定了原粮和成品粮的定义。原粮是

指未经加工的谷物、豆类、薯类等的统称。成品粮则是原粮

经机械等方式加工的初级产品, 如大米、小麦粉等。 

1.2.2  通用标准 

(1)食品添加剂和营养强化剂标准中的食品分类 

为规范食品添加剂的使用, GB 2760—2014《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以食品原料为基础, 结合

加工工艺, 同时以食品行业分类标准或食品标准体系为重

要参考依据, 建立了一套涵盖 16 个食品类别的食品分类

系统, 在标准附录 E 中以“食品分类号和食品类别/名称”的

格式逐层展示, 是食品添加剂在使用时的定位工具[13]。食

品分类号为 06.0 的粮食和粮食制品, 包括大米、面粉、杂

粮、块根植物、豆类和玉米提取的淀粉等(不包括 07.0 类

焙烤制品), 下设原粮、大米及其制品、小麦粉及其制品、

杂粮粉及其制品、淀粉及淀粉类制品、即使谷物, 包括碾

轧燕麦(片)、方便米面制品、冷冻米面制品、谷类和淀粉

类甜品(如米布丁、木薯布丁)以及粮食制品馅料等 10 个类

别。其中大米及其制品、小麦粉及其制品、杂粮粉及其制

品、淀粉及淀粉类制品等 4 个类别又进行了 1~2 级的分层

展开。详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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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GB 2760 标准中部分粮食和粮食制品分类 
Table 2  Classification of some grains and grain products in GB 2760 

食品分类号 食品类别/名称 说明 

06.01 原粮 收货后未经任何加工的粮食(包括各种杂粮原粮) 

06.02 大米及其制品 
大米及以大米为原料制成的各种制品, 包括大米、大米制品、米粉和

米粉制品等 

06.02.01 大米 稻谷经脱壳加工后的成品粮 

06.02.02 大米制品 除米粉和米粉制品外, 以大米为原料经加工制成的各类产品 

06.02.03 米粉(包括汤圆粉等) 大米经碾磨而成的粉末状产品 

06.02.04 米粉制品 米粉经加工制成的食品, 如青团 

06.03 小麦粉及其制品 包括小麦粉、小麦粉制品 

06.03.01 小麦粉 小麦经碾磨制成的粉状产品 

06.03.01.01 通用小麦粉 以小麦为原料, 共制作各种面食用的小麦粉 

06.03.01.02 专用小麦粉(如自发粉、饺子粉等) 以小麦为原料, 共制作馒头、水饺等用的小麦粉 

06.03.02 小麦粉制品 以小麦粉为原料, 加工制成的各类食品 

06.03.02.01 
生湿面制品(如面条、饺子皮、馄饨皮、 

烧麦皮) 

小麦粉经和水、揉捏后未进行加热、冷冻、脱水等处理的面制品, 如

未煮的面条、饺子皮、馄饨皮和烧麦皮等 

06.03.02.02 生干面制品 未经加热、蒸、烹调等处理的面制品经过脱水制成的产品, 如挂面。

06.03.02.03 发酵面制品 经发酵工作制成的面制品。如包子、馒头、花卷等 

06.03.02.04 
面糊(如用于鱼和禽肉的拖面糊)、裹粉、 

煎炸粉 

碎屑状或粉末状的小麦粉制品。该类产品可同其他配料(如调味品、水、

奶或蛋等)混合, 作为水产品、禽肉、畜肉和蔬菜等的表面覆盖物, 包

括面包糠 

06.03.02.05 油炸面制品 经油炸工艺职称的面制品, 如油条、油饼等 

06.04 杂粮粉及其制品 包括粉状或非粉状的杂粮及其制品 

06.04.01 杂粮粉 杂粮经过碾磨加工制成的粉状产品 

06.04.02 杂粮制品 以杂粮或杂粮粉为原料加工制成的食品 

06.04.02.01 杂粮罐头 

以杂粮为原料, 添加或不添加谷类、豆类、干果, 糖和(或)甜味剂等, 经

加工处理、装罐、密封、杀菌制成的罐头食品, 如八宝粥罐头、红豆

粥罐头等 

06.04.02.02 其他杂粮制品 除 06.04.02.01 类以外的杂粮制品 

 
 
GB 2760 标准内容中仅展示各层级的食品分类号和

食品分类/名称, 没有进行进一步的定义, 标准起草单位国

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编写的《GB 2760—2014<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实施指南》[14]中进行了

条文释义。GB 14880—201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营

养强化剂使用标准》附录 D 中的食品分类与食品添加剂使

用标准一致。 

(2)真菌毒素和污染物标准中的食品分类 

真菌毒素和污染物的标准分类基本一致, 在借鉴国

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标准 CXS 193—1995《食品和饲料中污

染物和毒素通用标准》中食品分类系统的同时参考了我国

现有食品分类 , 结合我国食品中污染物的污染状况制   

定[15]。其中 GB 2761—2017 将食品分为 10 个类别, GB 

2762—2017 在 GB 2761 的基础上增加了蔬菜及其制品、食

用菌及其制品 2 个类别共 12 个食品类别。谷物及其制品(不

包括焙烤制品)下设谷物、谷物碾磨加工品和谷物制品 3 个

类别, 每个类别下根据主要粮食的污染状况和消费及膳食

结构等进行进一步的分类。详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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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GB 2761 和 GB 2762 标准中谷物及其制品分类 
Table 3  Classification of cereal and its products in GB 2761 and GB 2762 

食品类别(名称)一级 食品类别(名称)二级 食品类别(名称)三级 

谷物 

稻谷 / 

玉米 / 

小麦 / 

大麦 / 

其他谷物[例如粟(谷子)、高粱、黑麦、燕麦、荞麦等] / 

谷物碾磨加工品 

糙米 / 

大米 / 

小麦粉 / 

玉米面(渣、片) / 

麦片 / 

其他去壳谷物(例如小米、高粱米、大麦米、黍米等) / 

谷物制品 

大米制品(例如米粉、汤圆粉及其他制品等) / 

小麦粉制品 

生湿面制品(例如面条、饺子皮、馄饨皮、烧麦皮等)

生干面制品 

发酵面制品 

面糊(例如用于鱼和禽肉的拖面糊)、裹粉、煎炸粉

面筋 

其他小麦粉制品 

玉米制品 / 

其他谷物制品[例如带馅(料)面米制品、八宝粥罐头等] / 

注: “/”表示未进行详细分类, 下同。 

 

(3)农药残留标准中的食品分类 

根据《用于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制定的作物分类

(农业部第 1490 号公告)》可知, 我国农药残留标准中的作

物分类是 CAC 作物分类体系, 结合我国作物种植特点制

定。制定过程中, 以作物形态学、栽培措施、种植规模为

参考, 重点考虑作物可食用部位的农药残留分布情况, 把

具有相同残留行为特征的作物归为一类, 选取其中残留量

高、消费量大的作物为该类别的代表作物 [16] 。 GB 

2763—2019 规定了谷物、油料和油脂、蔬菜、水果以及动

物源性食品等 13 个类别 356 种(类)食品, 其中蔬菜、水果

以及动物源性食品又进行了下一层级的分类, 如动物源性

食品又分为动物肉类、动物内脏、动物脂肪、蛋类、生乳

等。谷物分为稻类、麦类、旱粮类、杂粮类和成品粮 5 个

类别, 详见表 4。 

表 4  GB 2763 标准中谷物分类 
Table 4  Classification of grains in GB 2763 

类别说明 详情 

稻类 稻谷等 

麦类 小麦、大麦、燕麦、黑麦、小黑麦等 

旱梁类 玉米、鲜食玉米、高粱、粟、稷、薏仁、荞麦等

杂粮类 
绿豆、豌豆、赤豆、小扁豆、鹰嘴豆、羽扇豆、豇

豆、利马豆等 

成品粮 

大米粉、小麦粉、全麦粉、玉米糁、玉米粉、高粱

米、大麦粉、荞麦粉、莜麦粉、甘薯粉、高粱粉、

黑麦粉、黑麦全粉、大米、糙米、麦胚等 

 

(4)致病菌标准中的食品分类 

原卫计委是以控制食品中致病菌污染、预防食源性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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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保护健康为目的制定了 GB 29921—2013。标准适用于

预包装食品, 规定类肉制品、粮食制品等 11 类食品的沙门

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 5 种致病菌的限量要求。其中, 粮

食制品又进一步分为熟制粮食制品(含焙烤类)、熟制带馅

(料)面米制品和方便面米制品。卫健委网站上发布的《食

品中致病菌限量》(GB 29921—2013)问答中对粮食制品定

义为以大米、小麦、杂粮、块根植物、玉米等为主要原料

或提取物, 经加工制成的、带或不带馅(料)的各种熟制制品, 

包括即食谷物(麦片类)、方便面米制品、速冻面米食品(熟

制)和焙烤类食品, 其中的焙烤类食品包括糕点、蛋糕、片

糕、饼干、面包等食品[17]。 

1.3  食品抽检分类 

市场监管部门是组织开展食品抽检工作的主要部门

之一, 每年制定食品抽检计划并面向社会征集意见[18‒20]。

为配合抽检计划的实施以及保证抽检工作质量, 同时编写

与计划配套使用的《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 其

中部分内容是对食品分类进行明确表述, 业内通常称为

“食品四级分类”, 即食品大类、食品亚类、食品次亚类、

食品细类。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公开征求 2020 年食品

安全监督抽检计划意见的公告》附件内容, 《国家食品安

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2020 版)》涉及 34 个食品大类, 252

个食品细类[19]。粮食加工品包括小麦粉、大米、挂面和其

他粮食加工品, 其他粮食加工品又包括谷物加工品、谷物

碾磨加工品和谷物粉类制成品, 在这一层级上与《食品生

产许可分类目录》基本保持一致。详见表 5。 
 

表 5  食品抽检工作粮食加工品四级分类 
Table 5  Four level classification of grain processed products in 

food sampling inspection 

食品大类 食品亚类 食品次亚类 食品细类 

粮食加工品 

小麦粉 小麦粉 通用小麦粉、专用小麦粉

大米 大米 大米 

挂面 挂面 普通挂面、手工面 

其他粮食

加工品 

谷物加工品 谷物加工品 

谷物碾磨加

工品 

米粉 

玉米粉、玉米片、玉米渣

其他谷物碾磨加工品 

谷物粉类制

成品 

米粉制品 

生湿面制品 

发酵面制品 

其他谷物粉类制成品 

2  粮食加工品抽检工作涉及食品分类注意事项 

通过上述内容的梳理发现, 各标准、法规因制定的目

的和适用范围不同, 在食品分类上自成一体并相互之间有

所差异, 这就为食品抽检工作带来一定的难度。王海璐[5]

认为执行抽检监测任务时要充分理解产品标准的适用范围

和涉及产品类型, 不能靠经验进行分类, 要准确获取标准

信息, 必要时要和企业沟通确认加工工艺。石慧丽等[11]认

为根据产品的执行标准、配料表、工艺、生产许可类别等

内容综合来判断食品类别的归属, 依据相关标准对检验项

目做出正确的判定, 是保证抽检工作正确的关键。现就多

年从事食品抽检工作得出的关于粮食加工品食品分类需注

意的事项进行归纳。 

2.1  食品抽检分类与生产许可分类对接 

抽样是食品抽检工作的第一步, 也是一项执法工作[6], 

更是确保抽检工作合法合规、保质保量以及按照计划顺利

并高质量完成的关键步骤。对于粮食加工品来说, 抽样前

需熟悉《食品安全法》以及市场监管部门下发的《食品安

全抽样检验管理办法》[3]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粮食加工

品的抽检计划涉及的品种以及食品四级分类。在制定粮食

加工品的四级分类时, 为有效提高食品抽检工作效率, 充

分考虑了产品的市场占有率、产销量以及抽检工作的各项

要求, 尤其是时间要求等因素, 在食品大类、食品亚类和

次亚类的分类上与《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保持一致。

但因我国食品的种类繁多、散装食品的覆盖面不同、各地

的膳食习惯不同以及各类食品的安全风险点不同等因素, 

在食品细类的设定上与《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的品种

明细有细微差别。详见表 6。 

食品抽检分类中的小麦粉虽然也有通用小麦粉和专

用小麦粉的区分, 但产品风险主要集中在真菌毒素、重金

属污染物等方面, 因此没有进行细化, 但抽检时小麦粉的

具体明细依据《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的内容。抽检的

大米是一个统称, 细类的描述中包括了普通大米、糙米类

产品以及蒸谷米、发芽糙米等特殊大米产品。抽检中挂面

包括普通挂面和手工面, 从字面上看比《食品生产许可分

类目录》少了花色挂面品类, 但在细类的具体描述中是将

花色挂面涵盖在普通挂面类别。抽检的谷物加工品包含的

产品明细和《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保持一致。抽检的

谷物碾磨加工品具体明细与《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一

致, 但从产品的风险、产销量等方面考量, 将米粉以及玉

米类碾磨加工品单独划分出来, 便于监管和后期的数据统

计分析工作。抽检的谷物粉类制成品进一步分为生湿面制

品、发酵面制品、米粉制品和其他谷物粉类制成品, 与《食

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相比, 增加了发酵面制品(如包子、

馒头等), 将生干面制品归为其他谷物粉类制成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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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粮食加工品抽检四级分类和生产许可分类对应关系 
Table 6  Correspondence between four level classification and production license classification of grain processing products 

国抽食品四级分类 生产许可分类目录 

食品大类 食品亚类 食品次亚类 食品细类 类别编号 类别名称 品种明细 具体 

粮食加工品 

小麦粉 小麦粉 
通用小麦粉、

专用小麦粉 
0101 小麦粉 

通用 

特制一等小麦粉、特制二等小麦粉、标

准粉、普通粉、高筋小麦粉、低筋小麦

粉、全麦粉、其他 

专用 

营养强化小麦粉、面包用小麦粉、面条

用小麦粉、饺子用小麦粉、馒头用小麦

粉、发酵饼干用小麦粉、酥性饼干用小

麦粉、蛋糕用小麦粉、糕点用小麦粉、

自发小麦粉、专用全麦粉、小麦胚(胚片、

胚粉)、其他 

大米 大米 大米 0102 大米 

大米、糙米类产品

(糙米、留胚米等)、

特殊大米(免淘米、

蒸谷米、发芽糙米

等)、其他 

/ 

挂面 挂面 
普通挂面、手

工面 
0103 挂面 

1. 普通挂面 

2. 花色挂面 

3. 手工面 

/ 

其他粮食

加工品 

谷物加 

工品 
谷物加工品 

0104 
其他粮食加

工品 

谷物加工品 

高粱米、黍米、稷米、小米、黑米、紫

米、红线米、小麦米、大麦米、裸大麦

米、莜麦米(燕麦米)、荞麦米、薏仁米、

八宝米类、混合杂粮类、其他 

谷物碾磨加

工品 

米粉 

谷物碾磨加工品

玉米糁、玉米粉、燕麦片、汤圆粉(糯米

粉)、莜麦粉、玉米自发粉、小米粉、高

粱粉、荞麦粉、大麦粉、青稞粉、杂面

粉、大米粉、绿豆粉、黄豆粉、红豆粉、

黑豆粉、豌豆粉、芸豆粉、蚕豆粉、黍

米粉(大黄米粉)、稷米粉(糜子面)、混合

杂粮粉、其他 

玉米粉、玉米

片、玉米渣 

其他谷物碾

磨加工品 

谷物粉类制

成品 

米粉制品 

谷物粉类制成品

米粉制品 

生湿面制品 生湿面制品 

发酵面制品 / 

其他谷物粉

类制成品 

生干面制品 

其他 

 
2.1.1  预拌粉 

预拌粉, 极易与专用小麦粉产生混淆。这类食品是按

照终产品配方将食品加工过程中所需要的部分原辅料预先

混合好之后包装销售给下游生产商或者消费者的原料, 具

有方便快捷、产品品质稳定等特点。但这类产品在抽检工

作中不能归为小麦粉, 原因有: (1)这类食品是以其他食品

类别申请生产许可[12], 加工过程的质量控制要求以及出厂

检验等均有不同的要求; (2)虽然多数产品的主要配料是小

麦粉, 但是以终产品的配方需求为依据在生产过程中添加

辅料, 如食品添加剂与小麦粉有根本的区别; (3)小麦粉是

我国居民的主要膳食之一, 其抽检结果的后续处置及分析

运用都受到各界的广泛关注, 混入预拌粉的数据给后续工

作带来一定的干扰。 

2.1.2  色稻米 

GB/T 22515—2008《粮油名词术语粮食、油料及其加

工产品》中对色稻米的定义为颖果带有异于普通稻米色泽

的栽培稻的果实, 不同色泽果实加工成的大米, 有黑米、

紫米、红米等。不同的法规标准之间是存在一定的差异, 

《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中将其归为谷物加工品。

DB61/T 1012—2018《地理标志产品洋县红米》将红米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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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为经脱壳加工后天然色泽为红色的糙米。基于不同标准

根据制定目的进行定义时的考量不同, 以及色稻米的种植

和市场占有率低等特点, 在食品抽检分类中更多的是参考

《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的分类, 将黑米、紫米、红米

等色稻米归为谷物加工品。 

2.1.3  米粉和米粉制品 

《食品生产许可分类目录》和食品抽检工作中米粉都

是属于谷物碾磨加工品的一类食品, 是以大米为主要原料

经过碾磨制成的粉状食品, 常见的有汤圆粉、糯米粉、大

米粉等。与俗称的“米粉”不同。俗称的“米粉”通常是指用

大米为原料, 经浸泡、蒸煮、压条等工序制成的条状、丝

状的制品。较有名气的米粉制品有江西米粉、桂林米粉、

湖头米粉以及绵阳米粉等。 

2.1.4  豆类依据样品形态归类 

根据《2020 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计划 (征求意见 

稿)》[19], 黄豆、绿豆、红豆等生干状态的豆类不属于粮

食加工品中的谷物加工品 , 属于食用农产品中的豆类 ; 

经碾磨工艺加工而成的豆粉类则属于粮食加工品中的谷

物碾磨加工品; 经水浸泡后发芽 , 则属于食用农产品中

的蔬菜里的豆芽。 

2.2  食品抽检分类与食品安全标准对接 

食品抽检分类正确, 能够有效保证后续正确的检测

项目。但在检测项目的判定上也会涉及食品分类问题, 即

食品安全标准中的分类。做好食品抽检分类和食品安全标

准分类的对接, 选择正确的限量进行结果判定的原则就是

根据相应标准的分类进行归类。对粮食加工品来说, 需要

注意的对接问题主要集中在 GB 2760、GB 2761 和 GB 2762 

3 个通用标准。 

2.2.1  GB 2760 食品添加剂标准 

对比粮食加工品抽检工作和 GB 2760 标准分类发

现 , 小麦粉、大米、米粉、米粉制品、生湿面制品和发

酵面制品等 6 类食品能够一一对应。需要注意的是 , GB 

2760 标准的食品分类体系中 06.03.02.02 生干面制品是

指未经加热、蒸、烹调等处理的面制品经过脱水制成

的产品 , 如挂面 [14]。从定义可知 , 生干面制品包含挂面

和其他形状的生干面制品 , 因此食品抽检工作中的挂

面以及其他谷物粉类制成品中的面片、蝴蝶面等生干

类面制品都是对应到 GB 2760 标准的生干面制品。详

见表 7。  

 
表 7  粮食加工品抽检四级分类和 GB 2760 标准分类对应关系 

Table 7  Correspondence between four level classification and GB 2760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grain processing products 

抽检食品四级分类 GB 2760 食品添加剂标准分类 

食品大类 食品亚类 食品次亚类 食品细类 食品分类号 食品类别/名称 

粮食加工品 

小麦粉 小麦粉 通用小麦粉、专用小麦粉 

06.03.01 小麦粉 

06.03.01.01 通用小麦粉 

06.03.01.02 专用小麦粉(如自发粉、饺子粉等) 

大米 大米 大米 06.02.01 大米 

挂面 挂面 普通挂面、手工面 06.03.02.02 生干面制品 

其他粮食加

工品 

谷物加工品 谷物加工品 06.04 杂粮粉及其制品 

谷物碾磨加工品 

米粉 06.02.03 米粉(包括汤圆粉等) 

玉米粉、玉米片、玉米渣 
06.04.01 杂粮粉 

其他谷物碾磨加工品 

谷物粉类制成品 

米粉制品 06.02.04 米粉制品 

生湿面制品 06.03.02.01 
生湿面制品(如面条、饺子皮、馄饨皮、

烧麦皮) 

发酵面制品 06.03.02.03 发酵面制品 

其他谷物粉类制成品 

06.03.02.02 生干面制品 

06.03.02.04 
面糊(如用于鱼和禽肉的拖面糊)、裹粉、

煎炸粉 

06.04.02.02 其他杂粮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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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检工作中关于“青团”的归类也是受到多方面的关

注。GB 2760 的食品分类体系中 06.02.04 米粉制品的定义

是米粉经加工制成的食品, 如青团[14]。在定义中明确青团

中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按照米粉制品类别。浙江等地企

业是以糕点类别申请办理生产许可证。食品抽检时青团

的归类为粮食加工品的米粉制品还是糕点就出现了不同

的意见。笔者认为抽检分类归为糕点, 食品添加剂的判定

是依据 GB 2760 中的米粉制品是合理的, 一是青团是节

令性食品 , 加工工艺与糕点相似 , 与米线等典型的米粉

制品有较大的差异; 二是青团产品的风险点在于防腐剂、

甜味剂等食品添加剂的使用方面, 与糕点的风险点一致, 

而米线等典型的米粉制品工艺简单, 食品添加剂使用的

风险点较少。 

2.2.2  GB 2761 和 GB 2762 真菌毒素和污染物标准 

GB 2761 和 GB 2762 2 个标准中谷物及其制品的分类

一致。对比研究粮食加工品抽检工作和 2 个标准的分类并

进行关系对应分析发现, 主要矛盾点在于谷物碾磨加工品

和谷物加工品的范围。抽检食品四级分类中谷物碾磨加工

品是指以脱壳的原粮经碾、磨、压等工艺加工的粒、粉、

片制品, 如麦片、小米粉、杂面粉等, 不包含小麦粉。谷

物加工品是指以谷物为原料经清理、脱壳、碾米(或不碾米)

等工艺加工的粮食制品, 如高粱米、黍米、薏仁米等, 不

包含大米。而 GB 2761 和 GB 2762 中的谷物碾磨加工品从

包含的下一层级食品类别看, 是以谷物为原料经清理、脱

壳、碾磨等工艺加工成的粒、粉、片制品, 包含小麦粉、

大米、麦片、玉米面(渣、片)以及其他的去壳谷物等。与

抽检分类相比, 是小麦粉、大米、谷物加工品以及谷物碾

磨加工品的合集, 但又不包含米粉。 

另外, 对于生干面制品的归属, 与 GB 2760 一样, 均

是包含抽检分类中的挂面和其他谷物粉类制成品中的生干

面制品, 详见表 8。 

 
表 8  粮食加工品抽检四级分类和 GB 2761、GB 2762 标准分类对应关系 

Table 8  Correspondence between four level classifications and GB 2761 and GB 2762 standard classification of grain processing product 

抽检食品四级分类 GB 2761 和 GB 2762 真菌毒素和污染物标准食品分类(名称) 

食品大类 食品亚类 食品次亚类 食品细类 一级 二级 三级 

粮食加工品 

小麦粉 小麦粉 
通用小麦粉、专用小

麦粉 
谷物碾磨加工品 小麦粉 / 

大米 大米 大米 谷物碾磨加工品 大米 / 

挂面 挂面 普通挂面、手工面 谷物制品 小麦粉制品 生干面制品 

其他粮食加

工品 

谷物加工品 谷物加工品 谷物碾磨加工品
其他去壳谷物(例如小米、高

粱米、大麦米、黍米等) 
/ 

谷物碾磨加工品 

米粉 谷物制品 
大米制品(例如米粉、汤圆粉

及其他制品等) 
/ 

玉米粉、玉米片、

玉米渣 
谷物碾磨加工品 玉米面(渣、片) / 

其他谷物碾磨加工品 谷物碾磨加工品 麦片 / 

谷物粉类制成品 

米粉制品 

谷物制品 

大米制品(例如米粉、汤圆粉

及其他制品等) 
/ 

生湿面制品 

小麦粉制品 

生湿面制品(例如面

条、饺子皮、馄饨皮、

烧麦皮等) 

发酵面制品 发酵面制品 

其他谷物粉类制成品

生干面制品 

面糊(例如用于鱼和

禽肉的拖面糊)、裹

粉、煎炸粉 

面筋 

其他小麦粉制品 

玉米制品 / 

其他谷物制品[例如带馅(料)

面米制品、八宝粥罐头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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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稻米的判定也是关注的重点。虽然抽检的食品分类

为谷物加工品, 但在进行真菌毒素和污染物项目判定时要

考虑 GB 2761、GB 2762 标准分类。因 GB 2761、GB 2762

标准中关于谷物及制品的分类较少, 没有体现色稻米的类

别。结合色稻米的定义以及 GB 2761、GB 2762 标准分类

的原则可知, 应按照糙米的类别判定。 

3  结论与讨论 

我国食品种类繁多, 加工工艺复杂多样且日益进步, 

满足人民对美味、营养、健康等需求的新型食品不断上

市, 食品分类一直是抽检工作的难中之难。错误的分类不

仅造成该批次样品的资金、人力、物力的浪费, 也可能导

致该类食品检验项目以及判定错误, 从而导致无效的监

管等系列问题, 甚至影响政府公信力和消费者对我国食

品安全的信心。对于粮食加工品来说, 新产品类型、标准

之间分类的矛盾是导致抽检食品分类困难或判定错误的

主要因素。粮食加工品大类归属的难点在于和糕点、方

便食品、餐饮食品等的区分; 细类分类的难点和易错点在

于挂面和生干面制品、米粉和米粉制品、色稻米和大米、

预拌粉和专用小麦粉、小麦粉和谷物碾磨加工品等。通

过对抽检分类、生产许可以及食品安全标准中涉及的食

品分类进行比对研究发现, 抽检工作者在日常工作中除

正确掌握粮食加工品的分类、生产许可的分类以及食品

安全标准的分类之外, 还要了解相互之间的对应关系以

及指标设置和限量规定的目的, 在遇到新类型产品时要

结合食品名称、类型、配料、生产许可编号、执行标准

等食品标签内容, 以及食品加工工艺、风险点等多方面的

了解进行四级分类 , 确保抽检的食品分类正确 , 提高抽

检工作质量, 确保抽检资金落到实处。 

另外建议市场监管部门在制定抽检计划时, 食品四

级分类的设置充分参考《食品生产许可目录》的分类。食

品生产许可是生产企业的“通行证”, 食品抽检工作以此为

分类依据, 能够做到全面覆盖产品种类, 避免监管空白的

同时减少因抽检分类和生产许可分类不同导致的归类困难

以及风险点防控失误等弊端; 另一方面, 生产许可分类是

企业主导, 以此为依据进行食品抽检有助于压实企业的主

体责任。目前抽检工作发现, 因全国各地生产许可审查的

原则不一致, 导致企业的生产许可分类不同, 给抽检工作

带来一定的困难。因此建议生产许可审查相关部门能够尽

可能的统一原则, 减少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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