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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标准制修订项目立项建议。具体通知如下： 

一、指导思想 

统筹考虑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健康中国建设和现代农

业整体推进，根据农产品对人体健康影响、食物营养摄入需求

等，制定科学系统的农产品营养标准，指导农业生产转型升级，

引导城乡居民合理消费。 

二、标准体系框架 

参考我国食品营养标准体系框架总体设计思路和对食用

农产品的要求，秘书处初步构建了农产品营养标准体系框架图

（见附件 1），将农产品营养标准初步划分为基础标准、营养

成分检测方法标准、营养品质评价标准、营养标签标识标准、

产品标准、生产技术规程等 6个方面。从营养角度将农产品初

步划分为三类，开展分类评价。普通农产品：大米、小麦、猪

肉等，强调基础地位，重点分析主要提供的营养素种类，评价

营养素的全面性、均衡性和独特特征。功能性农产品：枸杞、

蓝莓、燕麦等具有一定功效作用的农产品、食药物质等，强调

补充促进地位，重点评价其特征性营养成分和健康功效。营养

强化农产品：富硒稻谷、铁锌强化小麦等，强调面向“隐性饥

饿”等特殊人群，重点评价所强化的营养素的含量水平。 

三、重点内容 

1.农产品营养基础标准。在国家标准、卫生行业标准的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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础上，根据农产品的特点和农业产业发展需求，对术语、分类

等基础、通用性标准适当补充完善。 

2.营养成分检测方法标准。七大营养素已制定了较为完善

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但部分生物活性物质、植物化学物、抗

营养因子尚缺乏检测方法标准。建议根据农产品中所含物质的

类别，尽量建立适用范围更广的检测方法。为了满足农产品现

场收购、流通和在线质量控制的需求，可制定快速检测方法标

准。  

3.农产品营养品质评价标准。重点探讨不同类别农产品的

营养特征、营养属性如何描述，探讨营养品质、营养价值是否

能用高低和等级来进行评价。可根据不同类别农产品的特性及

其在膳食中发挥的作用进行分类评价。 

4.营养特征显著的农产品产品标准。围绕营养特征突出、

小众的、特色的、药食同源的相关农产品，制定其产品标准或

等级规格标准。需注意与绿色食品标准、地理标志产品标准、

《中国好粮油》系列标准等的区别与界限。 

5.生鲜农产品营养标签标识标准。参考《预包装食品营养

标签通则》以及保健食品功能声称及市场监管部门对食品标识

的相关管理办法，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的框架范

围内，完善生鲜农产品的营养标签标识。 

6.营养导向型农业生产技术规程。制定涉及营养导向的农

产品育种、种植、养殖、储运相关技术规程类标准。应更多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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