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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企业标准编制说明

企业名称：吉林省国参堂药业有限公司

标准名称：鹿心血冻干粉

标准编号：Q/JLGY0178S-2024

一、标准工作过程

本公司根据市场需求和所在区域的自然资源，计划生产鹿心血冻干粉产品。公司总经

理王欣亮及生产相关人员于 2024 年 03 月 25 日在本公司会议室研究并决定制定本标准。

为了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确保产品质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中

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规定，特制订该产品的企业标准，作为企业组织生产的依据。

研发人员首先查阅了有 GB 270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GB 710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GB/T 29602《固体饮料》、NY 317 《鹿副产品》等资料及信

息，经过反复研发、试制，初步确定了产品的工艺参数及质量指标，然后在实验室进行工

艺修正，样品试制及质量检测试验，取得实验室参数，最后进行严格的中试样品试制，样

品经检测合格后，最终确定产品的工艺及质量标准的各项指标。

根据本产品的生产特点，以国家、地方推荐或强制性标准和产品的检验结果作为制定

本标准的依据，对公司的产品进行了分析和研究，同时，征求了相关部门的意见，起草制

定本标准，报省食品安全主管部门备案。

二、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

本标准编制遵循“先进性、实用性、统一性、规范性”的原则，尽可能与国际通行标

准接轨，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安全法》的规定，以

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结果为主要依据，充分考虑本企业鹿心血冻干粉产品的客观实际需要，

并参照相关国内和国际各类标准予以制定。本标准的格式按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

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原则进行编制。

本标准符合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行业、地方）标准要求。

三、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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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参考国家质检总局发布的《饮料生产许可证审查通则》；GB 7101《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饮料》、GB/T 29602《固体饮料》。

《饮料生产许可证审查通则（2017 版）》中规定了生产加工企业按照市场准入的要求

需要达到的检验项目和检验方法。GB 71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GB/T 29602《固

体饮料》标准中的要求，本标准参考了其中的一些技术指标和检验方法，以便和市场准入

要求保持一致。

（二）试验方法制定依据

由于鹿心血冻干粉是一种固体饮料，所以关于此类产品技术指标的测定主要采用食品

中参数的测定方法，测定方法准确可靠。

四、主要条款的说明

（一）产品名称的确定

本标准适用于以鹿心血为主要原料，经过滤、冷冻干燥、粉碎、过筛，与麦芽糊精混

合、灭菌、包装等工艺而制成的固体饮料--鹿心血冻干粉。

（二）标准主要内容说明

1、原料要求

对于生产原料，应符合 GB 270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畜、禽产品 NY 317 《鹿

副产品》的相关标准要求和有关规定，以保证产品质量和食用安全。

2、感官要求

了解产品信息最直观的就是产品的感官，本标准对鹿心血冻干粉的感官特性做了高度

概括，主要从色泽、组织形态、滋、气味、杂质等方面入手。鹿心血冻干粉色泽应是褐色

至深褐色；组织形态应为粉末状；滋、气味应具有本产品应有的气味，微腥，无异味，无

霉变；杂质应无肉眼可见外来杂质。用于描述感官的部分术语采用了 GB 7101《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饮料》提供的名词术语。

3、理化指标

3.1 水分：依据 GB/T 29602《固体饮料》标准确定。本标准该指标限值 7.0%。采用

GB 5009.3 的检测方法。

4、污染物限量

铅：参照 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确定。本标准该指标

限值为 0.9mg/kg，该指标低于国家标准规定的 1mg/kg。采用 GB 5009.12 检测方法。

5、微生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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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菌落总数：根据 GB 71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的标准确定。

菌落总数是指食品检样经过处理，在一定的条件下（样品处理、培养基成分、培养温

度和时间、PH、需氧条件）培养后，所得到的每单位食品（1g、1ml、1cm
2
）中所含细菌菌

落的总数。菌落总数主要是作为判定食品被细菌污染程度的标志，也可以应用这一方法观

察食品中细菌的性质以及细菌在食品中的繁殖动态，以便对被检样品进行卫生学评价时提

供科学依据。

本标准该指标限值为 1000CFU/g，菌落总数采用 GB 4789.2 检测方法。

5.2 大肠菌群：根据 GB 71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的标准确定。

大肠菌群是作为粪便污染指标菌提出来的，主要是以该菌群的检出情况来表示食品中

有否粪便污染。大肠菌群数的高低，表明了粪便污染的程度，也反映了对人体健康危害性

的大小。

本标准该指标限值为 10CFU/g，,大肠菌群采用 GB 4789.3 检测方法。

5.3 霉菌计数：根据 GB 71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标准确定。霉菌作为判定食

品被污染程度的标志，影响霉菌生长繁殖及产毒的因素是很多的，与食品关系密切的又水

分、温度、基质、通风等条件，为此，控制这些条件可以对食品中霉菌分布及产毒造成影

响。

本标准该指标限值为 50CFU/g,霉菌采用 GB 4789.15 检测方法。

6、食品中致病菌限量

6.1 沙门氏菌：限量指标依据 GB 299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量》标

准确定。

本标准该指标限值为 0。采用 GB 4789.4 检测方法。

6.2 金黄色葡萄球菌：限量指标依据 GB 299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致病菌限

量》标准确定。

本标准该指标限值为 100CFU/g。采用 GB 4789.10 中第二法的检测方法。

（三）食品添加剂

应符合 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四）加工过程卫生要求

应符合 GB 1269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生产卫生规范》要求。

（五）标签

应符合 GB 7718《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28050《预包装营养标签通则》要求。

五、与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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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与国家现行食品安全标准和相关强制性法律、法规的关系如下：

1、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坚持了以国家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及标准为纲的原则。

（1）必要性原则：贯彻国家的法律、法规、方针、政策及国家、行业、地方强制性

标准。积极采取国家、行业、地方推荐性标准；企业内部标准只有在确定必要时才能制定，

避免没有实际意义的要求形成标准。

（2）有效性原则：标准必须具备一定的功效，对标准适用范围内的工作具有有效性。

（3）操作性原则：标准要具有实际操作的可能性。

（4）持续改进原则：标准的编写体现持续改进的思想，充分考虑先进的管理经验和

最新技术水平。

2、本标准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其它强制性标准，在实施过程中如遇与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相抵触之处时，自动废止本标准中相抵触部分，以国家食品安

全标准为准。

六、本标准与有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指标比较情况

本标准与 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进行比较，情况如下：铅

指标为 0.9mg/kg，严于 GB 2762 中规定的 1.0mg/kg。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