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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玉米淀粉基础知识介绍 

1.1 玉米深加工产业结构 

玉米深加工产品主要有玉米淀粉、玉米蛋白粉、变性淀粉、玉米淀粉糖、玉米油、食用

酒精、燃料乙醇、谷氨酸、赖氨酸、聚乳酸、木糖醇、化工醇、蛋白饲料、纤维饲料等数千

个品种，玉米深加工产品广泛应用于纺织、汽车、食品、医药、材料等行业。随着加工层次

的不断加深，形成玉米经济系统。 

玉米淀粉在玉米深加工产业占据重要份额，玉米淀粉不仅是玉米深加工的产品，同时也

是其他玉米深加工产品的中间品，如味精、淀粉糖和氨基酸等。 

图表 1 13/14 年我国玉米深加工产品比例 

 

数据来源：中粮集团 

我国玉米深加工产业主要分布在东北和华北、黄淮等玉米主产区，近几年，我国玉米深

加工区域格局发生一些变化。黑龙江、内蒙、新疆等新增玉米产区的加工量上升，黄淮的山

东和河北加工量也增长。吉林、辽宁、山西、陕西深加工量下降。 



 

 

 

1.2 玉米淀粉的基本概述 

淀粉是植物经光合作用而形成的碳水化合物。它是由单一类型的糖单元组成的多糖，依

靠植物体天然合成。淀粉大量存在于植物的种子、块茎及根里。玉米淀粉是玉米加工的初级

产品，是淀粉中最主要的品种。 

玉米淀粉 （corn starch） 又称玉蜀黍淀粉。俗名六谷粉。白色微带淡黄色的粉末。 将

玉米用 0.3%亚硫酸浸渍后，通过破碎、过筛、沉淀、干燥、磨细等工序而制成。 普通产品

中含有少量脂肪和蛋白质等。吸湿性强，最高能达 30%以上。 

玉米淀粉是玉米深加工行业的基础，严格意义上讲，所谓的玉米深加工产品实际上就是

淀粉深加工产品，几乎所有的玉米深加工产品都是淀粉的下游转化产品。从对玉米淀粉的再

加工情况看，利用生物技术和化工技术主要生产以下几类产品：一是生产淀粉糖，是淀粉深

加工产量最大的一类产品，包括果葡糖浆、麦芽糖、结晶葡萄糖和葡萄糖浆等糖类产品，这

类品种占淀粉糖比重的 80%以上；二是生产包括乙醇和玉米化工醇在内的醇类产品；三是生

产赖氨酸、苏氨酸和精氨酸等酸类产品；四是生产变性淀粉。 

在生产玉米淀粉过程中，可以得到玉米浆、胚芽、渣子和蛋白质水等中间产品，如果进

行加工，均能作为副产品利用。 

 

 

 

 



 

 

图表 2 玉米营养结构 

 

1.3 玉米淀粉的用途 

（1）食品加工 

玉米淀粉作为原料可以直接用于粉丝、粉条方便面、火腿肠、肉制品、冰激凌等方面。 

（2）生产淀粉糖 

淀粉糖是玉米淀粉深加工产量最大的一类产品。淀粉糖可直接用于食品添加，也是下游

产品的原料，例如，葡萄糖、麦芽糖、果糖，可直接用于食品，加氢处理后，分别得到山梨

醇、麦牙糖醇和甘露糖醇，它们统称多元糖醇，应用于医学、食品工业、化妆品工业、农业

等领域。 

（3）生产赖氨酸、味精、氨基酸、柠檬酸等 

赖氨酸是动物体内不能合成必需从外界摄取的必需氨基酸，它的缺乏将影响其他氨基酸

的吸收，因此随着饲料业、饲养业的发展，赖氨酸的需求量也越来越大。我国现在是世界最

大的赖氨酸生产国，每年消耗大量的玉米淀粉。 

味精（谷氨酸钠）是鲜味剂广泛地应用在饮食业及烹饪调味。亚洲人对味精情有独钟，

有的国家人均年消费已达 1 公斤多。中国是味精生产大国，产量居世界第一，产量突破 100 

万吨，消耗玉米淀粉 150 万吨。 

以淀粉为原料生产的氨基酸还有异亮氨酸、精氨酸、结氨酸等。近年来氨基酸的需求量



 

 

增长迅速。用玉米淀粉生产的有机酸有柠檬酸、乳酸、苹果酸、衣康酸、草酸等。其中柠檬

酸产量较大，柠檬酸在食品工业、医药业、洗涤业、纺织工业、化妆品业都有广泛的应用。 

（4）医药行业 

就医药工业而言，淀粉是抗生素工业最重要的原料，因为几乎所有抗生素都采用淀粉发

酵法生产，如销量极大的青霉素、头孢菌素、四环素、土霉素、金霉素、链霉 

素与各种氨基糖苷类抗生素等，无一不是用淀粉为底物经工业微生物发酵、提取而成。

另外，淀粉的另一重要用途是作为药物赋型剂，早期各国药厂生产的片剂绝大多数使用玉米

淀粉为填充剂及粘合剂。 

（5）造纸行业 

在造纸精细化学品中，淀粉及其衍生物是重要的化学添加剂。淀粉具有丰富资源，价格

便宜，供应稳定，使用方便，可化学改性及生物降解等优点，因而在造纸工业上获得广泛和

大量的应用。 

（6）啤酒酿造业 

以玉米淀粉作辅料替代大米和部分大麦酿制啤酒，不仅可为我国淀粉业持续发展提供十

分广阔的市场空间，还是啤酒工业减少污染、降低成本、提高效益的有效途径。 

图表 3 我国玉米淀粉用途占比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 



 

 

 

1.4 玉米淀粉的生产工艺 

玉米湿磨加工是采用物理的方法将玉米籽粒的各主要成分分离出来获取相应产品的过

程。通过这一加工过程可获取五种主要成分：淀粉、胚芽、可溶性蛋白、皮渣（纤维）、麸

质（蛋白质）。因玉米中所含淀粉的比例最大，一般干基含量在 70%左右，所以习惯上称淀

粉为主产品，而其余产品均为副产品。玉米淀粉对玉米的单耗约为 1.45。 

基本工艺流程如下： 

（1）清理。清理玉米中含有各种尘芥、有机和无机杂质。为了保证安全生产和产品质

量，玉米淀粉加工工艺流程对玉米中存在的杂质必须进行清理。清理玉米的方法，主要采用

筛选、风选等。清理设备有振动筛、比重去石机、永磁滚筒和洗麦机等。 

（2）浸泡。玉米浸泡方法普遍采用金属罐几只或几十只用管道连接组合起来，用水泵

使浸泡水在各罐之间循环流动，逆流浸泡。玉米经过浸泡以后，含水分应达 40%以上。 

（3）玉米粗碎。粗碎的目的主要是将浸泡后的玉米破成 10 块以上的小块，以便分离胚

芽。玉米粗碎大都采用盘式破碎机。粗碎可分两次进行。第一次把玉米破碎到 4～6 块，进

行胚芽分离；第二次再破碎到 10 块以上，使胚芽全部脱落，进行第二次胚芽分离。 

（4）胚芽分离。目前国内胚芽分离主要是使用胚芽分离槽。优点是操作比较稳定，缺

点是占地面积大，耗用钢材多，分离效率低，一般不超过 85%。 

国内外还有采用旋液分离器的玉米淀粉厂。这种分离器由尼龙制成，用 12 只分离器集



 

 

中放在一个架子上，总长度不超过 1 米，占地面积小，生产能力大，分离效率高，可达 95%

以上。 

（5）玉米磨碎。经过分离胚芽后的玉米碎块和部分淀粉的混合物，为了提取淀粉，必

须进行磨碎，破坏玉米细胞，游离淀粉颗粒，使纤维和麸皮分开。 

磨碎作业的好坏，对淀粉的提取影响很大。磨得太粗，淀粉不能充分游离出来，因被粗

细渣带走，影响淀粉出度。太细，纤维分离不好，影响淀粉质量。 

（6）淀粉筛分。玉米碎块经过磨碎后，得到玉米糊，可以采用筛分的方法将淀粉和粗

细渣分开。常用的筛分设备有六角筛、平摇筛、曲筛和离心筛等。 

（7）蛋白质分离和淀粉清洗。分离粗、细渣后的淀粉乳浓度为 6～8 波美度，含干物质

约 11～14%。 

（8）离心分离和干燥。从旋液分离器出来的淀粉乳含水分 78%，如果淀粉车间与淀粉

糖车间结合在一起，就可直接送至淀粉糖车间使用。不必进行淀粉乳脱水和干燥处理。但是

从清洗桶得到的淀粉乳含水分离，必须进行脱水处理。 

把淀粉乳送入离心分离机进行脱水，可得含水分为 45%的湿淀粉，这种湿淀粉也可以作

为成品出厂。为了便于运输和贮藏，最好进行干燥处理，将淀粉含水分降低至 12%的平衡水

分。然后作为成品干淀粉出厂。 

 

 

 

 

 

 

 

 

 

 

 

 

 



 

 

图表 4 玉米淀粉加工工艺流程 

 

 

 



 

 

第二章 玉米淀粉市场供需状况 

2.1 上游玉米市场状况 

中国的玉米市场是供需结构可自我调节、受政府控制，相对封闭的市场。中国玉米的产

量的提高依赖于播种面积的扩大和单产的提高。玉米产量不断走高：2004 年以来，我国玉

米产量保持了稳定的增长，除个别年份外，增长幅度保持在 7%~9%左右。玉米在中国布局

广泛，主要分布在东北、华北和西南地区，形成一个从东北到西南的狭长玉米种植带，这一

带状区域集中了中国玉米种植总面积的 85% 和产量的 90% 。吉林、河北、山东、河南、黑

龙江、内蒙古、辽宁、四川、云南、陕西是玉米播种面积最大的十个省份，其中吉林、河北、

山东的种植面积均占全国的 10% 以上。  

长期以来，中国都是玉米净出口国。由于国内消费需求的提升和政策引导，出口量越来

越少，2008 年正式成为净进口国。 政策：因 2007 年国际粮价大幅上涨，为保障国内供应，

中国政府先后颁布了取消玉米原粮及其制品出口退税、征收出口暂定关税（玉米暂定关税

5%，玉米制粉 10% ）、对粮食制粉实行出口配额许可证管理三大措施。 国储收购：国储收

购政策导致国内玉米可流通数量减少，市场可上市流通粮源有限，只能满足国内企业生产的

需求， 所以企业能用于出口的玉米数量很小。  

2007 年年 9 月，政府颁布《关于促进玉米深加工工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为缓解深

加工业与饲料养殖业争粮的矛盾，决定将玉米深加工业用量的规模占玉米消费总量的比例控

制在 26%以内。故 2008 年以后，中国玉米的工业消费量相对稳定，FIS（除饲料以外）玉米

消费增长速度低于美国和全球的平均水平，而玉米的饲料消费量则呈上升趋势。 

2.2 我国玉米淀粉市场生产状况 

我国淀粉生产集中于玉米产区，传统上分为两大产区，即东北产区和黄淮产区。 



 

 

 

从 2001 年到 2013 年的十多年间，在淀粉下游产品需求不断增长的带动下，国内玉米淀

粉行业经历了高速发展阶段，大型企业纷纷建立，淀粉产能和产量也持续攀升，整体呈现了

一个上涨的趋势。2013 年我国玉米淀粉的产量为 1650 万吨，是 2001 年的 500 吨的 3 倍多。 

图表 5 2005-2013 年我国淀粉产量 

年份 2005年 2006年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玉米淀粉 650 800 1030 1185 1220 1400 1582 1600 1650 

木薯淀粉 54.4 67.9 79.1 89.5 76 67 90.05 68.2 47.2 

马铃薯淀粉 13.7 18.8 34.3 32.1 16.72 22.76 57.85 38.5 34.5 

红薯淀粉 2.3 0.5 3 7.2 9 8.5 10.45 19.4 23.7 

小麦淀粉 19.5 5.1 4.5 4.3 4.04 4.98 4.51 3.94 3.8 

总产量 739.9 892.3 1150.9 1318.1 1325.7 1503.2 1744.8 1752.04 1759.2 

玉米淀粉占比 87.85% 89.66% 89.50% 89.90% 92.02% 93.13% 90.67% 92.58% 93.79%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 

我国玉米淀粉工业起步晚，起点低，长期受粮食供给制约，发展缓慢。1956 年华药从

前苏联引进第一套淀粉装置，中国淀粉工业正式起步。全国 800 余家小型淀粉厂分布于全国

各地，产能小、产量低、消耗大 、污染严重。到 1991 年底，我国淀粉产量才达到 100 万吨。

由于农村改革，粮食丰收，1985 年我国第一次出现了卖粮难，导致国家的粮食政策逐步放

开，从允许到鼓励玉米加工业发展。黄龙公司应运而生，于 1991 年投产，开创了引进国外

先进设备和技术的先河。从此，我国玉米淀粉工业进入了高速发展时期。到 2005 年，淀粉

的产量跨上了 1000 万吨的台阶，年平均增速为 19%以上。 

良好的成长性，吸引众多的国有企业、民营企业和外资企业，纷纷进入玉米加工业，形

成了盲目扩张、重复建设的混乱局面。据不完全统计，到 2006 年，我国已建成投产和在建、



 

 

拟建的备案项目(包括淀粉工业和酒精工业项目)总规模达到年加工玉米 7000 万吨，约占当

时玉米总产量的 45%。可以说，2005-2006 年是淀粉工业的盲目扩张的顶峰。 

盲目扩张带来了消极作用。与饲料工业争粮，影响到饲料加工、畜禽养殖业的正常发展；

投资浪费，企业开工率 60%左右，许多项目暴尸荒野，造成土地、资产闲置、资金呆死；行

业内部竞争加剧，产品低价竞销，经营困难；环保压力增大。 

在此情况下，国家发改委陆续发文，开始宏观调控。 2006 年 12 月：“关于加强玉米加

工项目建设管理的紧急通知”、 2007 年 9 月：“关于促进玉米深加工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

2010 年 6 月：“关于淘汰落后产能的通知”、 2010 年 10 月：发布“淀粉行业水污染物排放

标准”； 

控制规模，工业消费占总消费的 26%以内；严格行业准入，由备案制改为核准制;列入

限制类外商投资企业目录，提高节能、环保的门槛；调整产品结构，提高淀粉糖、多元醇产

量，稳定淀粉产量，控制味精等供大于求的产品产量，限制赖氨酸、柠檬酸产量；进出口政

策灵活调节，取消玉米淀粉的出口退税；投资热情大幅降温，盲目扩大规模、重复建设的势

头得到抑制。 2007 年-2008 年上半年，大批在建、拟建项目停建或缓建。2008 年下半年-2009

年，除有市场需求的深加工项目外，基本没有新增玉米淀粉加工能力。2010 年有 250-300

万吨的新增玉米加工能力开工建设，一些深加工项目(如果葡糖浆)陆续开工。 

随着我国玉米产量的增长和玉米深加工的消耗量的下降，玉米深加工消费玉米占我国玉

米总产量的比例明显下降。从高峰时期的 30%左右，下降至目前的 22%左右。 

图表 6 我国深加工玉米消费与产量占比情况 

 

数据来源：中粮集团 

玉米淀粉行业市场集中度高，国内玉米淀粉十强企业总产量 1055 万吨，占全国玉米淀

粉总产量的 68%左右。 



 

 

图表 7 我国玉米淀粉十强企业 

 

数据来源：中粮集团 

玉米淀粉企业中主要的上市公司有：中粮、大成、西王、寿光金玉米、万顺达。 

2.3 我国玉米淀粉消费状况 

我国淀粉下游需求主要涉及食品、化工、造纸等行业，淀粉糖是最主要的下游需求。按

行业用途来看，玉米淀粉下游行业需求均在 2013/14 下降，其中淀粉糖产量自 12 年以来呈

现下降趋势。 

图表 8 2013/14 年玉米淀粉下游需求变化统计 

 

数据来源：中粮集团 

 



 

 

图表 9 我国玉米淀粉糖产量 

 
产量（万吨）  

种类  产品  2007年  2008年  2009年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2013年  

液体  

麦芽糖浆  379.34  285.92  322.5  345.2  457  412  410  

葡萄糖浆  87.03  115.44  118.1  164.3  172  190  104  

果葡糖浆  31.84  55.77  75.23  93.5  236  220  349  

其它液体糖        4.44     0.5        

固体  

结晶葡萄糖  219.63  210.35  238.7  250.3  317  308.8  265  

麦芽糊精  54.53  57.88  60  62.9  93  80.8  79  

其它固体糖  1.34  2.8  2.49  6.6  10.5  12     

总计     773.37  728.87  827.6  922.8  1286  1223.6  1207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 

2.4 我国玉米淀粉行业利润状况 

我国玉米淀粉行业盈利状况有较强的周期性，通常在经历 1-2 两年的盈利期以后会出现

1-2 年的亏损期。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方面，原料玉米价格受临储政策影响，价格不断走

高，抬升玉米淀粉成本，同时下游需求疲弱，玉米淀粉价格承受压力，导致行业出现亏损；

另一方面，在亏损周期，一些中小型企业在亏损严重情况下，会选择停产避亏（限产保价）， 

玉米淀粉产量逐渐下降，盈利空间逐渐出现，利润刺激下，中小企业重返市场，导致产量上

升，价格压力出现，行业再次进入亏损。此特征也表明玉米淀粉行业是一个产能过剩的行业。 

图表 10 我国淀粉行业盈利情况 

 

数据来源：中粮集团 

 

 

 

 



 

 

图表 11 我国玉米淀粉年度开工率以及利润情况 

 

数据来源：中粮集团 

玉米淀粉下游产品果葡糖浆行业利润相对较高，但行业利润近四年逐步下降，且 2014

年 6 月份以后出现亏损。 

图表 12 我国果葡糖浆利润及价格 

 

数据来源：中粮集团 

玉米淀粉下游氨基酸产品利润均出现亏损。首先，我国味精行业受价格低迷影响，自

2012 年下半年以来进入亏损阶段。 

图表 13 我国味精行业利润及价格 

 



 

 

数据来源：中粮集团 

其次，赖氨酸自 2013 年下半年以来也开始出现亏损。 

图表 14 我国赖氨酸市场利润状况 

 

数据来源：中粮集团 

柠檬酸自 2011 年下半年进入亏损状态。 

图表 15 我国柠檬酸月度利润变化情况 

 

数据来源：中粮集团 

 

 

 

 



 

 

第三章 玉米淀粉价格走势及影响因素 

3.1 中国玉米淀粉价格走势 

淀粉作为基础性的大宗商品，是所有深加工的基础原料，行业规模超过 500 多亿元，其

下游涉及食品加工、饮料、医药、啤酒、化工、造纸等多个行业，产品销售遍及全国各地。

其价格必将对产品构成巨大影响。 

过去十年，我国淀粉价格呈现类似抛物线形式的价格走势，每五到六年一个大的周期。

受累于产能相对过剩与下游终端需求增长放缓，玉米淀粉的价格自 2011 年以来低位徘徊。

2013 年 6 月国内玉米淀粉市场艰难开启上行空间，市场整体走势呈现前弱后强的局面。以

端午节（正值黄淮地区麦收）为分水岭，在原料玉米价格强势冲高的带动下，深加工企业成

本压力日益高企，亏损的不断增加让企业低价惜售心理渐浓。但受制于下游需求疲软的影响，

企业高成本压力难以迅速向下游转嫁，下游脆弱的承受能力让双方陷入僵持博弈。虽有成本

被动的推动下，玉米淀粉价格缓慢上行，但整体涨幅有限，并未形成连续性的提振。市场依

旧难以走出需求放量不足的阴云。 

图表 16 我国主产区玉米淀粉价格走势 

 

数据来源：Wind 

3.2 影响玉米淀粉价格的因素 

供求关系是影响玉米淀粉价格变化的最直接因素，其他因素都是通过影响供求关系进而

影响到商品价格。其他因素主要包括上游玉米供需、天气、玉米临储政策、玉米深加工行业

政策等。 



 

 

3.2.1 原料玉米供需 

我国玉米产量保持上升趋势，自 2012 年超过 2 亿吨，2014 年产量预计为 2.065 亿吨，

需求在 2009-2011 年大幅增加，但自 2013 年开始下降，国内玉米供需明显宽松，不过，由

于我国玉米施行临时收储政策，导致大量库存进入国储库，因此市场可流通玉米量受限，对

下游生产造成影响。 

我国玉米需求包括饲料需求和工业用需求，其中饲料需求占主导，工业需求比重大概占

比 23%左右，在玉米供应紧张时，国家优先保证饲料用粮需求，并对深加工企业进行限制。 

图表 17 我国玉米供需平衡表 

年份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2013 年  2014 年  

起初库存 3054  4337  4142  4432  4767  6149  8185  
产量 16591  16397  17725  19278  20561  20462  20650  
进口 5  130  100  523  309  326  300  
总供给 19650  20865  21966  24233  25638  26937  29135  
深加工 4079  4508  4903  5151  5021  4850  4800  
饲料 9680  10580  10900  12500  12589  12000  11500  
出口 17  15  11  10  4  7  5  
其他 1537  1620  1720  1805  1875  1895  1905  
总消费 15313  16723  17534  19466  19489  18752  18210  

期末库存 4337  4142  4432  4767  6149  8185  10925  
库存消费比 28% 25% 25% 24% 32% 44% 60% 

数据来源：卓创资讯 

3.3.2 天气和政策因素 

农产品受天气影响很大，在玉米主产区如果出现不利天气，将影响原料玉米产量，进而

影响玉米淀粉供应量。 

我国玉米市场受政策影响非常大，自 2008 年以来开始实施的临时收储政策将大量玉米

收入国储库，使市场流通量受到影响，出现季节性供应紧张。此外玉米临时收储价格抬高玉

米市场价格，导致玉米深价格企业原料成本逐年上升，玉米淀粉下游产品价格市场化，高企

的成本和疲弱的下游价格使玉米淀粉行业亏损。 

为保证饲料用玉米供应，政府在供需紧张时对玉米深加工企业生产进行限制，对价格带

来较大影响。 



 

 

3.3.3 行业集中度 

我国玉米淀粉行业市场集中度高，国内玉米淀粉十强企业总产量 1055 万吨，占全国玉

米淀粉总产量的 68%左右。市场集中度高对价格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当行业进入深度亏损，

大型企业减产或停产出现后，玉米淀粉产量大幅下降，进而影响价格变动。这种特征业导致

玉米淀粉价格波动较为剧烈。 

3.3.4 替代品价格 

替代品价格影响玉米淀粉需求，进而影响玉米淀粉价格。其中木薯淀粉可替代包装用纸、

食品和变性淀粉，小麦淀粉可替代淀粉糖、食品和包装用纸。 

图表 18 玉米淀粉价格与木薯淀粉价格走势对比 

 

数据来源：中粮集团 

3.3.5 副产品价格 

玉米淀粉生产的副产物主要有玉米浆（浸泡液），胚芽，玉米纤维，蛋白质等。副产品

价格影响生产企业利润，进而影响企业开工及玉米淀粉供应量。 

 

 

 

 

 



 

 

图表 19 玉米淀粉价格与副产品利润对比 

 

数据来源：中粮集团 

 



 

 

 

第四章 大商所玉米淀粉期货合约及相关规定 

4.1 大连商品交易所玉米淀粉期货合约 

交易品种 玉米淀粉 

交易单位 10 吨/手 

报价单位 元（人民币）/吨 

最小变动价位 1 元/吨 

涨跌停板幅度 上一交易日结算价的 4% 

合约月份 1、3、5、7、9、11 月 

交易时间 
每周一至周五上午 9:00～11:30，下午 13:30～15:00，以及交易所规

定的其他时间 

最后交易日 合约月份第 10 个交易日 

最后交割日 最后交易日后第 3 个交易日 

交割等级 大连商品交易所玉米淀粉交割质量标准 

交割地点 大连商品交易所玉米淀粉指定交割仓库 

最低交易保证金 合约价值的 5% 

交割方式 实物交割 

交易代码 CS 

上市交易所 大连商品交易所 

 

4.2 大连商品交易所玉米淀粉交割质量标准 

标准品质量应同时满足表 1、表 2 和表 3 要求。 

表 1 感官要求 

项目 质量要求 

外观 白色或微带浅黄色阴影的粉末，具有光泽； 

气味 具有玉米淀粉固有的特殊气味，无异味。 

 

 



 

 

 

表 2 理化指标 

项目 质量要求 

水分/（%） ≤14.0 

酸度（干基）/（0T） ≤1.80 

灰分（干基）/（%） ≤0.15 

蛋白质（干基）/（%） ≤0.45 

斑点/（个/cm2） ≤0.7 

脂肪（干基）/（%） ≤0.15 

细度/（%） ≥99.0 

白度/（%） ≥87.0 

表 3 卫生指标 

项目 质量要求 

二氧化硫/（mg/kg） ≤30.0 

砷（以 As 计）/（mg/kg） ≤0.5 

铅（以 Pb 计）/（mg/kg） ≤1.0 

检验与判定规则： 

同一生产厂家、同一包装规格的产品组为一批。 

抽样数量按照 GB/T 8885 中抽样方案规定，再向上取最近整数后执行，检验方法按照

GB/T 8885 中相关规定执行，有版本更新的，适用新版本相应条款。 

本标准 4 质量要求中任何一个项目不合格，该批次产品为不合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