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5. 小麦粉等级及部分质量指标

　　小麦加工精度共分四级。

　　　　　　表 1 小麦粉质量指标

等级 加工精度

灰分

%

(以干物计 )

粗细度

%

面筋质

%

(以湿重计 )

含砂量

%

磁性金属物

g/kg

水分

%

脂肪酸值

(以湿基计)

气味

口感

特
制
一
等

按实物标准

样品对照检

验粉色麸星

＜ 0.70

全部通过 CB36 号筛，

留存在 CB42 号筛的不

超过 10.0%

＞ 26.0 ＜ 0.02 ＜ 0.003 ≤ 14.0 ＜ 80 正常

特
制
二
等

按实物标准

样品对照检

验粉色麸星

＜ 0.85

全部通过 CB30 号筛，

留存在 CB36 号筛的不

超过 10.0%

＞ 25.0 ＜ 0.02 ＜ 0.003 ≤ 14.0 ＜ 80 正常

标
准
粉

按实物标准

样品对照检

验粉色麸星

＜ 1.10

全部通过 CQ20 号筛，

留存在 CB30 号筛的不

超过 20.0%

＞ 24.0 ＜ 0.02 ＜ 0.003 ≤ 13.5 ＜ 80 正常

普
通
粉

按实物标准

样品对照检

验粉色麸星

＜ 1.40 全部通过CQ20号筛 ＞ 22.0 ＜ 0.02 ＜ 0.003 ≤ 13.5 ＜ 80 正常

南方特制一等 南方特制二等 南方标准粉

12 13



16. 大米等级与部分质量指标

　　大米加工精度共分四级。

一级：	背沟无皮，或有皮不成线，米胚和粒面

皮层去净的占 90%以上 ;

二级：	背沟有皮，米胚和粒面皮层去净的占

85%以上 ;

三级：	背沟有皮，粒面皮层残留不超过五分之

一的占 80%以上 ;

四级：	背沟有皮，粒面皮层残留不超过三分之

一的占 75%以上。

晚籼一级

晚籼二级

晚籼三级

晚籼四级

14 15







18. 关于 81 号文件精神的解读

　　《关于促进粮油加工业节粮减损的通知》文

件明确提出了四项重要举措以推进粮油加工业节

粮减损，减少粮油加工环节的损失浪费，改善粮

油品质质量，有效提高副产物综合利用率，实现

粮油资源的良好而可持续发展。一是完善粮油加

工标准体系，引导和规范企业适度加工；二是加

大粮油加工节粮技改支持力度，鼓励开发生产新

产品 ; 三是大力推进结构调整，加快发展节约型

粮油加工产业；四是加强节粮减损宣传，引导粮

油科学加工和健康消费。

　　其中：各地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会同粮食

部门加大对粮油加工企业节粮技改支持力度，鼓

励企业在生产、流通、加工、消费全程推广节粮

减损新设施和新技术、新工艺、新材料、新设备，

推进粮油加工节粮节能节水等重大关键技术的产

业化和应用示范，明显提高成品粮油出品率和副

产物综合利用率。（截至 2013 年，粮油加工业

技改升级专项已经累计支持了 1132 个项目，投

资总额 342 亿元，其中中央投资补助 20亿元）

支持粮油加工营养健康新产品开发和成果转化。

鼓励企业采用先进适用节粮技术装备改造生产

线，促进产品升级换代，支持加工开发生产优质

专用米、留胚米、免淘米、速煮糙米、专用粉、

预拌粉、专用油、木本食用油等既营养健康又节

约粮食的新产品。推动全谷物及杂粮食品等营养

健康新产品开发及产业化。鼓励企业加工生产小

包装成品粮油和粮油食品，方便城乡居民适量消

费。大力推进主食产业化，延长口粮加工产业链。

强化加工企业质量安全检测能力建设。推进粮油

产品品牌化，以消费者的营养健康为导向，培育

一批质量安全可靠、市场竞争力强的名牌产品。

　　支持粮油加工副产物规模化综合利用。鼓励

大型企业开展米糠、稻壳、麸皮、麦胚、玉米皮、

玉米胚、玉米芯等副产物的综合利用，做到“吃

干榨尽”。支持玉米、大豆深加工食品和薯类新

产品开发，提升深加工产品层次和技术水平，提

高产出率。推进大型高效低耗节粮节能智能化粮

油加工成套装备产业化。

　　对节粮减损典型企业进行示范宣传。中国粮

食行业协会研究制定节粮减损示范企业创建标准

和评选办法，引导创建一批稻谷、小麦、食用植

物油、玉米深加工、主食产业化等加工节粮减损

示范企业，通过每年“世界粮食日”暨“全国爱

粮节粮宣传周”、“放心粮油宣传日”等活动，

宣传示范企业和典型经验，扩大市场影响力，发

挥对行业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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