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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 

根据《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和《福

建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实施细则（试行）》的有关规定，为

做好我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定工作，《福建省铁皮石斛叶 食品安

全地方标准》的制定项目与 2018 年 8 月提出申请，2019 年 4 月经福

建省健康委员会批准立项（项目编号：2019-2），由福建省中药材产

业协会指导，厦门塔斯曼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负责起草制定工作。 

 

二、标准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根据《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办法》及 2019

年福建省健康委员会下达福建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铁皮石斛叶》

制定计划，2019 年 4 月，由福建省中药材产业协会牵头，厦门塔斯

曼生物工程有限公司负责具体制定工作，相关费用由厦门塔斯曼生物

工程有限公司出资。并且组织厦门市产品质量检验院、厦门大学、福

建农林大学、集美大学、承功（厦门）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等相关铁皮

石斛叶生产企业及科研单位的相关人员组成标准起草小组。标准起草

小组主要参加人员由卢绍基、林文亮、黄瑞平、沈群红、吴振、熊何

健、徐敦明、潘大仁、黄育民、缪建泉、曾绍校、何伟 12 人组成。 

 

三、标准制定背景 

铁皮石斛在中国药典中被列为九大仙草之一，为我国传统的名

贵药材，铁皮石斛全身都是宝，除茎入药外，茎、叶、花在民间有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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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之功效，现已有研究表明，其叶与花所含有的有效药用成分与茎杆

相近。福建省为铁皮石斛的原产地之一，铁皮石斛在本地区《福建中

草药图谱》，《福建植物志》等文献均有相关记载，在福建闽南、闽

西地区一带民间，历史上有长期食用习惯，人群众多。目前福建省人

工栽培铁皮石斛主产区在目前在厦门、龙岩、南平、三明等周边地区，

建设有铁皮石斛种植基地 130 余家，温室栽培、林下栽培总面积超过

3 万亩，年产量约有 200 多吨。由于至今为止市场上没有铁皮石斛叶

的食用标准，导致铁皮石斛叶这一珍品不能进入市场而被浪费。因没

有建立地方标准，暂未列入地方特色食品，也不能作为食品配方原料

进行深加工，产品附加值低，销售形态单一，销量受限，导致产能过

剩，严重打击了种植户的积极性，限制铁皮石斛行业的健康有序发展。

因此制定铁皮石斛叶食品安全地方标准，能够让铁皮石斛叶这一珍品

进入市场，造福千家万户，也能够提高种植户的收入，解决农村剩余

劳动力，振兴乡村经济发展。 

随着铁皮石斛产量的快速提高，叶和花的利用成为亟待解决的

问题，铁皮石斛叶是一种具有食用历史的我国传统中药材，深受消费

者的喜欢，铁皮石斛作为药食两用的药材开发也仅限于我国境内，国

际上还没有关于铁皮石斛茎、花或叶的标准。目前也没有国内、行业

或地方标准，企业均采用企业标准组织生产，由于制定企业标准良莠

不齐，没有统一的标准，凸显不出铁皮石斛叶做特色产品的特点，不

利于特色产品的保护和传承，在这种情况下制定符合产品特点的地方

食品安全标准迫在眉睫。在国内也仅浙江省刚开始制定相关标准，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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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浙江地域位置、气候条件、铁皮石斛道地品种等都有一定差异。 

因此，福建省制定铁皮石斛叶的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有利于福

建省道地药材铁皮石斛叶的开发利用，是一件刻不容缓的重要项目。 

 

四、国内外标准比较情况 

铁皮石斛叶，国内暂无相关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福建

省的地方标准。本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有冲突。 

 

五、简要标准起草过程 

（一）标准起草过程 

2018年 8 月 27日，由福建省中药材产业协会牵头、福建省中药

材产业协会石斛分会、厦门塔斯曼生物工程有限公司具体实施单位向

福建省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递交《关于申请福建省铁皮石斛系列产

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立项报告》及铁皮石斛叶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

项建议书。 

2018 年 10 月 25 日，福建省中药材产业协会组织召开福建省食

品安全地方标准铁皮石斛叶第一次研讨会。向福建省有意向参与标准

制定企业发出邀请函，群策群力，共同完成标准制定工作。 

2019年 2 月 28日，福建省中药材产业协会组织召开福建省铁皮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铁皮石斛叶第二次研讨会。组建标准起草小组，明

确分工，并对工作内容、时间进度等提出要求。 

2019 年 3 月 7 日，福建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组织召开铁皮石斛叶

食品安全地方特色标准制定工作研讨会。王明、方黎剑等专家及省卫



《福建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铁皮石斛叶》 标准编制说明 

6 

 

健委相关领导参加会议，标准起草小组向专家提出相关的技术咨询，

并对铁皮石斛叶标准制定工作要求。 

2019年 6 月 15日，完成资料检索、收集和整理工作。调查和收

集国内外关于铁皮石斛叶的加工情况和相关标准、调研生产企业的生

产工艺等情况，并广泛征求了铁皮石斛叶生产加工企业的意见，形成

标准征求意见稿。 

2019年 6 月 20日，同步相关试验对铁皮石斛叶水分、总灰分、

多糖等指标以及重金属和农残等进行初步研究，进而对安全性指标进

行验证。分别委托厦门海关技术中心、广州汇标检测技术中心、谱尼

测试集团 3家有资质的检验机构随机抽取 6批次铁皮石斛叶开展安全

性指标试验验证。 

2019年 7 月 26日，福建省中药材产业协会组织召开福建省铁皮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铁皮石斛叶第三次研讨会，共同探讨收集的公开征

求意见，公开征求意见共收集到 102条意见建议，经意见汇总处理进

一步修订标准征求意见稿，最终定稿。 

（二）建立标准编制原则 

经过标准起草小组的认真讨论，提出本标准制订的三大原则是：

（1）标准指标应符合福建省栽培加工的铁皮石斛叶生产工艺的实际

要求；（2）铁皮石斛叶作为当地特色传统食品除了要满足食品安全

卫生指标的要求外，同时要考虑铁皮石斛叶特征成分多糖，及福建当

地湿润潮湿气候对产品贮存过程中的易产生黄曲霉毒素的要求。通过

试验验证数据，确定铁皮石斛叶的主要技术指标及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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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查阅相关资料 

标准起草小组成立后，安排人员进行了文献检索、查阅了有关资

料，如《代用茶》（GH/T 1091-2014）、《绿色食品 代用茶》

（NY/T2140-2015）及《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GB 

2763-2017）以及相关文献相关资料，对这些资料进行了分析、研究、

参考。 

（四）行业考察与座谈 

在查阅文献资料的同时，组织标准起草小组成员对福建省铁皮石

斛栽培企业和铁皮石斛叶生产企业进行考察和调研，收集第一手资

料；多次召开有关科研单位、铁皮石斛叶栽培加工企业等单位的专家、

管理人员参加讨论会。通过参与人员的积极讨论和分析，最终我们确

定了标准各项指标、检测方法及限值等。 

（五）开展广泛、代表性的采样工作 

关于福建生产加工铁皮石斛叶产品采样工作。全省选取了铁皮石

斛叶生产企业 5家，合作社 8家，共采集 30份铁皮石斛叶样品(编号

1#-30#)。取样区覆盖了福建省铁皮石斛叶主要产区：龙岩连城、永

定、武夷山、泉州永春、厦门集美、三明泰宁、福州福清、宁德福安

等地。取样厂家的铁皮石斛叶占福建省总产量的 90%以上。所以此次

大规模采集的样品具有福建铁皮石斛叶的代表性及广泛性。 

（六）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查阅文献资料、现场考察、开展实验验证。召开研讨会，广泛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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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各方意见和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形成了《福建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铁皮石斛叶》征求意见稿。 

（七）开展相关试验验证 

同时开展了相关试验对铁皮石斛叶水分、总灰分、多糖等指标以

及重金属和农残等进行初步研究，进而对安全性指标进行验证。分别

委托厦门海关技术中心、广州汇标检测技术中心、谱尼测试集团 3 家

有资质的检验机构随机抽取 6 批次铁皮石斛叶开展安全性指标试验

验证。 

（八）征求意见并修订标准征求意见稿 

标准征求意见稿广泛公开征求意见，发函件数 80 件，最后收集

到 46（科研院校、有关企业、行业、专家和监管部门）件回函，共

收集到 102 条意见建议，采纳 40 条，不采纳 62 条，经意见汇总处理

进一步修订标准征求意见稿，最终定稿。 

 

六、确定各项技术内容的依据 

（一）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干制铁皮石斛叶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检验方

法、检验规则、标识、包装、运输、贮存等内容。 

本标准适用于福建省境内人工种植、生产且符合3.1定义的干制

铁皮石斛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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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术语和定义 

兰科石斛属铁皮石斛（Dendrobium officinale Kimura et 

Migo）的鲜叶为原料，经过拣选、去杂、杀青、揉捻、干燥等工艺制

成的干叶。 

 

（三）原料要求 

原料的优劣关系的产品的质量，是食品安全质量标准的必列项。

我们根据福建省人工栽培铁皮石斛叶的实际情况，为此规定本标准中

符合铁皮石斛鲜叶：无污染、无霉变，无病斑，应符合 GB 2762、GB 

2763及国家有关规定，生产加工用水：应符合 GB 5749的规定。 

 

（四）感官要求 

感官指标是描述和判断新食品（原料）质量最直观的指标，科学

合理的食品感官指标可以反映该新食品（原料）的特征品质和质量要

求，是反映新食品（原料）生物学特征的重要指标之一。 

 我们根据新食品原料质量的技术要求，并结合福建省当地人工栽

培铁皮石斛叶自身特点，我们对加工后产品的色泽、滋味及气味、组

织形态等进行了研究，具体研究内容、方法和结果如下： 

1.1 测定方法： 

取 3g样品置于干净白色陶瓷盘中，在自然光线下采用目测、鼻

嗅的方法进行测定。并另取 3g样品于干净透明无色的玻璃杯中，用

200ml 开水冲泡 3min 后，嗅其气味，尝其滋味，对照感官要求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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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经过多批样品研究，上述研究内容指标有以下特征（见表 1）。 

表 1 感官特征 

项 目 指 标 

色泽 黄褐色至深褐色 

滋味及气味 气味清香、微酸、无霉味 

组织形态 曲卷或扁条状 

杂质 无肉眼可见外来异物 

 

1.2、指标的确定： 

鉴于感官指标是描述和判断新食品（原料）质量最直观的指标，

是反映新食品（原料）生物学特征的重要指标，根据我国食品法相关

规定，拟将以上感官指标列入铁皮石斛叶食品安全质量标准。实事求

是描述本品感官指标，并规定如下（表 2）。 

表 2 感官指标 

项 目 指 标 

色泽 黄褐色至深褐色 

滋味及气味 气味清香、微酸、无霉味 

组织形态 曲卷或扁条状 

杂质 无肉眼可见外来异物 

 

（五）标准指标 

按照相关标准要求，结合铁皮石斛叶的生产工艺及产品特点，收

集了相关标准及近年来的检验报告，确定了各项指标，并采集多个批

次的铁皮石斛叶样品进行检测。结果见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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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指标确定及检测数据统计 

项目 指标 样品批次 结果范围 合格率 

水分/（g/100g） ≤8.5% 30 2.9-9.3 90% 

总灰分/（g/100g） ≤12% 30 7.2-12.3 93.3% 

多糖（以葡萄糖计）/（g/100g） ≥7% 30 7.6-20.6 100% 

铅（以 Pb计）/（mg/kg） ≤2.0  30 0.04-0.70 100% 

总砷（以 As计）/（mg/kg） ≤0.5 30 0.18-0.50 100% 

镉（以 Cd计）/（mg/kg） ≤0.5  30 0.09-0.25 100% 

总汞（以 Cd计）/（mg/kg） ≤0.1  30 0.013-0.027 100% 

 

（六）指标确定说明 

1.1水分、总灰分指标确定 

食品中的水分含量的测定是食品分析的重要项目之一，控制食

品水分含量，对于保持食品的感官性质、维持食品中其他组分的平衡

关系、防止食品的腐败变质等，都起着重要的作用。 

食品中的灰分是指食品经高温灼烧后残留下来的无机物, 灰分

指标可以评定食品是否污染, 判断食品是否掺假。如果灰分含量超标, 

说明了食品原料中可能混有杂质或在加工过程中可能混入一些泥沙

等机械污染物。灰分中主要成分无机盐是六大营养素之一, 因此灰分

含量也是评价食品营养的重要参考指标之一。 

1.2 测定方法： 

水分采用 GB 5009.3 检测方法进行测定。 

总灰分采用 GB 5009.4 检测方法进行测定。         

采用上述检测方法，我们对 30 批样品中的水分、总灰分和含杂

率进行测定，检测结果显示，水分含量分布在（2.9-9.3）区间，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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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分含量分布在（7.2-12.3）区间。结合既往检测数据水分 16 批次

检测数据（3.8-11.3）g/100g 区域间。 

1.3指标的确定： 

食品中的水分含量，总灰分含量的测定是食品分析的重要项目，

不仅影响产品的质量，而且影响贮藏以及质量的稳定。参照《代用茶》

（GH/T 1091-2014）标准中水分和总灰分要求，叶类水分（质量分数）

/%≤8.5%、总灰分（质量分数）/%≤12%。上述多批次检测数据水分

合格率为 90%，总灰分合格率为 93.3%，结合铁皮石斛叶自身特点，

故将以水分、总灰分指标列入标准中，并作出相应限值。详见表 4。 

表 4  铁皮石斛叶水分、总灰分指标限值 

项目 指标 

水分（%） ≤8.5% 

总灰分（%） ≤12% 

 

此外，我们还对包装好的产品进行水分、总灰分稳定性研究（按

照 2015 年版本《中国药典》二部附录 XIX C 有关质量稳定性加速试

验研究方法），取三批样品进行稳定性研究。结果：包装好的现行产

品，其水分、总灰分，均无明显变化，详见表 5。 

 

表 5 包装成品的三批样品水分、总灰分指标加速稳定性研究结果（n=3） 

项目 0个月 1个月 2个月 3个月 

水分（%） 4.23±0.30 4.80±0.11 5.10±0.26 5.20±0.15 

总灰分（%） 7.45±0.50 7.50±0.23 8.35±0.35 9.67±0.20 

 

2.1 多糖 

铁皮石斛（Dendrobium Officinale Kimura et Migo)是兰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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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chidaceae)石斛属(Dendrobium)多年生附生草本植物，是我国传

统名贵中药材，《本草纲目》载为中药中的上品。铁皮石斛的药用部

位是新鲜或干燥的茎，有益胃生津、滋阴清热、免疫调节、延缓衰老

等功效，用于阴伤津亏，口干烦渴，食少干呕，病后虚热，目暗不明

等症。现代药理研究表明，铁皮石斛叶多糖叶也具有广泛的药理学作

用，对人体具有较高的营养和医疗保健价值，对拓宽铁皮石斛的药材

来源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 

有鉴于此，标准起草小组查阅相关文献资料发现，黄月纯等对鲜

铁皮石斛茎、叶高效液相色谱特征图谱比较，分别标示出 33、17 个

特征共有峰，同批次茎、叶相似度为 0.802-0.921，提示鲜铁皮石斛茎、

叶具有类似成分，有较高相似度。符德欢等使用紫外分光光度法测定

铁皮石斛非传统药用部位叶中多糖含量。结果在 9 个铁皮石斛叶样品

中的多糖含量在 9%-19%之间。同样的试验，韩瑜等采用同样的方法

对一个生长周期内铁皮石斛不同部位、不同时期多糖的含量。试验结

果铁皮石斛茎部分的多糖含量高于叶的部分，但叶的多糖含量最高达

14.14%。同样测定方法还有唐丽等测定并比较不同生长龄铁皮石斛茎

与叶总多糖含量，结果发现铁皮是叶的多糖含量在 12.30%-20.17%之

间。 

综上文献所述，铁皮石斛叶富含多糖成分，是铁皮石斛主要营养

和保健成分之一。合理开发铁皮石斛叶多糖资源，有利于缓解铁皮石

斛的资源短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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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多糖检测方法的确定 

标准起草小组结合相关文献研究对铁皮石斛叶中的多糖开展研

究。查阅相关文献资料，由于铁皮石斛叶是铁皮石斛的营养器官，铁

皮石斛属于中药材类别，铁皮石斛叶多糖含量的测定都大多参照《中

国药典》铁皮石斛项多糖含量测定方法（采用紫外分光法，以葡萄糖

为对照品，经硫酸苯酚显色后测定其吸收度），相关食品地方标准也

是如此，例如，浙江省食品地方标准《铁皮石斛叶》（征求意见稿）。 

因此，标准起草小组在厦门大学实验室开展方法学研究，结合委

托谱尼测试进行实验检测，多糖的检测方法以《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15年版一部铁皮石斛项多糖的含量测定。经 3 批铁皮石斛叶样品，

每批次测定 2 次（详见表 6），结果显示每批样品重复测定结果的 RSD

均小于 3%，表明铁皮石斛叶多糖检测方法精密度、稳定性、重复性

良好，适于本品多糖的测定。 

表 6  铁皮石斛叶多糖样品测定 

批号 含量（%） 平均含量（%） RSD（%） 

201901 9.0 9.15 2.31% 

9.3 

201902 17.2 17.35 1.22% 

17.5 

201903 18.5 17.65 1.13% 

18.8 

 

2.3指标的确定 

本品中多糖是一种良好的功能性食品成分，标准起草小组对 30批

次样品铁皮石斛叶多糖检测结果统计分析，多糖含量分布在



《福建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铁皮石斛叶》 标准编制说明 

15 

 

（7.6-20.6）g/100g 区域间，多糖≥7%的为 30 批，合格率为 100%，

查阅相关文献研究，铁皮石斛叶多糖含量在 9%-20.17%均有检测数据

（检测方法均参照《中国药典》铁皮石斛项下多糖含量）。 

综上，铁皮石斛叶多糖含量丰富，而且具有多种生物学活性，多

糖是铁皮石斛叶的主要营养素，可作为主要品质评价指标。因此制定

了铁皮石斛叶多糖测定方法《中国药典》2015 版一部铁皮石斛项多

糖含量测定，多糖（以无水葡萄糖计）≥7%。 

3.1污染物指标 

污染物铅、砷、汞、镉、铬等重金属为食品、药品中常见有害元

素，一直是影响食品质量和安全的主要原因之一，重金属可以在人体

内蓄积，达到一定阈值后，就开始破坏人体的各类生化反应，引发疾

病。食品中为食品、药品含量必控项目。 

标准起草小组充分考虑铁皮石斛种植和铁皮石斛叶加工过程中

可能引入的污染物的情况，将铅、镉、总砷、总汞、铬污染物指标进

行 30批次检测。 

3.2测定方法： 

铅采用 GB 5009.12检测方法进行测定。 

镉采用 GB 5009.15检测方法进行测定。 

总砷采用 GB 5009.11 检测方法进行测定。 

总汞采用 GB 5009.17 检测方法进行测定。 

铬采用 GB 5009.123 检测方法进行测定。 

采用上述检测方法，我们对 30 批样品中的铅、镉、总砷、总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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铬污染物指标进行检测。结果见表 7。 

表 7  铁皮石斛叶污染物检测指标 

项目 指标区间 

铅（以 Pb计）/（mg/kg） 0.04-0.70 

总砷（以 As 计）/（mg/kg） 0.18-0.38 

总汞（以 Hg 计）/（mg/kg） 0.013-0.027 

镉（以 Cd计）/（mg/kg） 0.09-0.25 

铬（以 Cr计）/（mg/kg） 0.70-1.30 

 

3.3指标的确定： 

根据本品的加工工艺，最终成品形式代用茶产品，参照代用茶产

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代用茶》（GH/T 1091-2014）基础标准中规

定代用茶（叶类）限量要求、《保健食品》（GB16740-2014）、《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7）相关规定。 

3.3.1铅：参照代用茶产品生产许可证审查细则中铅为必检项目， 

限量要求：铅（以 Pb计）/（mg/kg）≤5.0；《代用茶》（GH/T 1091-2014）

基础标准中规定代用茶（叶类）限量要求：铅（以 Pb 计）/（mg/kg）

≤5.0；并且参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7）基础标准的规定制定相应限值。茶叶、苦丁茶铅限量标

准（≤5.0mg/kg、≤2.0mg/kg）；结合 30 个批次的干制铁皮石斛叶

样品中铅进行检测分析均符合要求。制定了干制铁皮石斛叶铅（以

Pb 计）的限量值≤2.0 mg/kg。 

3.3.2 总砷：参考《代用茶》（GH/T 1091-2014）基础标准中规

定代用茶（叶类）限量要求：总砷（以 As计）/（mg/kg）≤0.5；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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健并且参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7）

相关规定：谷物及其制品、蔬菜及其制品中总砷限量标准（≤

0.5mg/kg、≤0.5mg/kg）；结合 30 个批次的干制铁皮石斛叶样品中

总砷进行检测分析均符合要求。制定铁皮石斛叶砷（以 As 计）的限

量值为≤0.5 mg/kg. 

3.3.3 镉：参照《代用茶》（GH/T 1091-2014）基础标准中规定

代用茶（叶类）限量要求：镉（以 Cd 计）（mg/kg）≤0.5。并且参

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7）基础

标准的规定制定相应限值：食用菌制品镉限量标准≤0.5mg/kg；结合

30 个批次的干制铁皮石斛叶样品中镉进行检测分析均符合要求，制

定了干制铁皮石斛叶镉（以 Cd计）的限量值≤0.5 mg/kg。 

3.3.4 总汞：参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7）相关规定：食用菌及其制品汞限量标准（≤0.1mg/kg）；

且参照《干制三七茎叶》（DB/S 53-2017）总汞（以 Hg 计）限量要

求≤0.1mg/kg；《保健食品》（GB16740-2014）中总汞的限量要求：

总汞（以 Hg 计）/（mg/kg）≤0.3，制定了干制铁皮石斛叶总汞（以

Hg 计）的限量值≤0.1mg/kg。 

3.3.5 铬：参照《代用茶》（GH/T 1091-2014）、《绿色食品 代

用茶》（NY/T2140-2015）、《干制黄芪茎叶》（DB/S 23-2019）、

《干制三七茎叶》（DB/S 53-2017）标准中均未对铬有限量要求。结

合 30个批次的干制铁皮石斛叶样品中总汞进行检测分析，综上原因，

标准中不将铬（以 Cd 计）列入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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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铅、总砷、镉、总汞作为重要的食品重金属污染物限

量指标，是多数预包装产品必须的安全性指标。重金属元素对人体危

害很大，主要是它们可以导致体内酶活性下降，进而抑制人体正常生

理代谢活动。故将铅、总砷、镉、总汞指标作出相应限值。详见表 8。 

其他污染物限量应符合 GB 2762 的规定。 

表 8  铁皮石斛叶污染物指标限值 

项目 指标 

铅（以 Pb计）/（mg/kg） ≤2.0 mg/kg 

总砷（以 As 计）/（mg/kg） ≤0.5 mg/kg 

镉（以 Cd计）/（mg/kg） ≤0.5 mg/kg 

总汞（以 Cd 计）/（mg/kg） ≤0.1 mg/kg 

 

4.1 农药残留指标 

标准起草小组经种植农户现场调查、资料查阅情况，依据以下

标准农残指标对铁皮石斛花的农药残留指标进行检测分析。 

①参照代用茶产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叶类）必检检验项目：六

六六、滴滴涕、三氯杀螨醇、氰戊菊酯。 

②参照《代用茶》（GH/T 1091-2014）基础标准中农药残留指标：

六六六、滴滴涕、三氯杀螨醇、氰戊菊酯、敌敌畏、乐果、毒死蜱、

克百威、三唑磷、乙酰甲胺磷、杀螟硫磷。 

③参照《绿色食品 代用茶》（NY/T 2140-2015）基础标准中农

药残留指标：多菌灵、氯氰菊酯、毒死蜱、乐果、氰戊菊酯、三唑磷、

克百威、啶虫脒、三氯杀螨醇。 

④参照《绿色食品 食用花卉》（NY/T1506-2015）基础标准中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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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残留指标：毒死蜱、敌敌畏、乐果、敌百虫、甲氰菊酯、氯氟氰菊

酯、联苯菊酯、氰戊菊酯、溴氰菊酯、百菌清、腐霉利、吡虫啉、多

菌灵、甲基硫菌灵、啶虫脒、哒螨灵、克百威、三唑磷、杀螟硫磷、

三氯杀螨醇、咪鲜胺。 

⑤参照 GB 2763-2016 中对茶叶规定的农残 48项指标：苯醚甲环

唑、吡虫啉、哒螨灵、啶虫脒、多菌灵、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

三氯杀螨醇、乙酰甲胺磷、六六六、滴滴涕。 

⑥标准起草小组经调研福建省铁皮石斛栽培过程中农药使用情

况及国内铁皮石斛农药使用文献报道，发现福建省铁皮石斛栽培过程

中农药使用率低，普遍以除菌剂为主，多菌灵及甲基托布津（甲基硫

菌灵）使用较多，低剂量使用吡虫啉、苯醚甲环唑。 

⑦国内铁皮石斛农药使用文献报道统计发现常见农药残留：除虫

菊酯类（氯氰菊酯、氰戊菊酯、溴氰菊酯）；有机磷类（甲胺磷、甲

拌磷、甲基对硫磷、杀螟硫磷、马拉硫磷、杀扑磷、磷胺）、五氯硝

基苯等。 

综上所述，标准起草小组选取 33种农药残留指标项目进行检测。 

 

4.2 检测方法： 

检测方法主要以 GB 2763 标准中指标规定的检测方法和《茶叶

中 448 种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质谱法》

（GB23200.13-2016）和《茶叶中 519 种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的

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法》（GB/T 23204-2008）。标准起草小组对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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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样品中的项目指标进行检测，结果见表 9。 

表 9  铁皮石斛叶农药残留检测指标 

项目 指标区间 

多菌灵/（mg/kg） 0.011-0.135 

甲基硫菌灵/（mg/kg）     （未检出）<0.01 

六六六/（mg/kg） （未检出）<0.01 

滴滴涕/（mg/kg） （未检出）<0.01 

敌敌畏/（mg/kg） （未检出）<0.01 

乐果/（mg/kg） （未检出）<0.01 

毒死蜱/（mg/kg） 0.13-0.17 

三唑磷/（mg/kg） （未检出）<0.01 

氰戊菊酯/（mg/kg） （未检出）<0.02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mg/kg） <0.015-1.56 

克百威/（mg/kg） <0.01-0.02 

三氯杀螨醇/（mg/kg） <0.01-0.014 

啶虫脒/（mg/kg） （未检出）<0.01 

吡虫啉/（mg/kg） <0.01-1.91 

苯醚甲环唑/（mg/kg） <0.03-2.50 

敌百虫/（mg/kg） （未检出）<0.01 

五氯硝基苯/（mg/kg） （未检出）<0.01 

甲氰菊酯/（mg/kg） （未检出）<0.01 

氯氟氰菊酯/（mg/kg） （未检出）<0.01 

联苯菊酯/（mg/kg） （未检出）<0.01 

溴氰菊酯/（mg/kg） （未检出）<0.01 

百菌清/（mg/kg） （未检出）<0.048 

腐霉利/（mg/kg） （未检出）<0.01 

哒螨灵/（mg/kg） （未检出）<0.01 

咪鲜胺/（mg/kg） （未检出）<0.06 

甲胺磷/（mg/kg） （未检出）<0.01 

甲拌磷/（mg/kg） （未检出）<0.01 

甲基对硫磷/（mg/kg） （未检出）<0.01 

乙酰甲胺磷/（mg/kg） （未检出）<0.02 

杀螟硫磷/（mg/kg） （未检出）<0.01 

马拉硫磷/（mg/kg） （未检出）<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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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扑磷/（mg/kg） （未检出）<0.01 

磷胺/（mg/kg） （未检出）<0.01 

烯酰吗啉/（mg/kg） <0.01-0.16 

啶氧菌酯/（mg/kg） （未检出）<0.01 

 

4.3指标的确定： 

根据铁皮石斛中的相关资料查阅和农户现场调查，铁皮石斛人工

栽培主要以树皮、椰壳等基质，害虫较少，主要使用物理、生物等综

合防治方法，使用化学农药频率、次数少。 

从检测结果可以看出单总农药残留检出率非常低。铁皮石斛叶干

制品食用方式为冲泡、煲汤方式等，研究表明，茶汤中的迁入的农药

残留量仅为茶叶中的 15%-30%，通过高温冲泡之后，茶汤中的农药残

留安全风险小；因此针对上述某一类农药残留专门制定限量没有太大

必要，可参照 GB 2763 中植物类食品原料的规定即可。类似的标准有

国山西省食品地方标准《连翘叶》（DBS 14/001-2017）、湖南省地

方标准《桃源大叶茶》（DB43/272-2005）、广东省食品安全地方标

准《白木香叶》以及福建省地方标准地理标志产品《泰宁铁皮石斛》，

农药残留限量都只标注应符合 GB 2763 的有关规定。 

根据检测结果和种植农户现场调查、资料查阅情况进行评估，铁

皮石斛叶农药残留的食品安全风险极低。 

参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T 

2763）、《代用茶》（GH/T 1091-2014）、代用茶食品生产许可证审

查细则等相关规定，通过对农药经销商。铁皮石斛种植户和企业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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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访座谈调查农药使用情况，结合 30 个批次的干制铁皮石斛叶样品

农残含量进行检测，基本都符合 GB/T 2763中植物类食品原料的规定。

只有农残指标吡虫啉，参照 GB 2763 基础标准中茶叶限量标准都是≤

0.5mg/kg，30 批次样品有 3 批次超过限值，检测数值分别为

1.910mg/kg，1.520mg/kg，1.820mg/kg，不合格率占总批次的 10%，

经调查此三批样品农药残留来源，（吡虫啉是烟碱类超高效杀虫剂，

具有广谱、高效、低毒、低残留，一般用于防治如蚜虫、飞虱等），

发现样品在采摘送样时，铁皮石斛叶沾染刚喷洒吡虫啉喷雾剂，刚好

在安全间隔期 20 天内。因此，吡虫啉农药残留，不具有普遍性，限

值以 GB 2763 中具体规定。 

根据检测结果和种植农户现场调查、资料查阅情况进行评估，铁

皮石斛叶农药残留的食品安全风险低。 

综上所述，标准制定了农药残留应符合GB 2763和国家有关规定。 

 

5.1 微生物指标 

鉴于该产品食用方式为冲泡，不属于开袋即食类产品，按照

GB299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微生物限量》适用范围，不需要

检测微生物。 

标准起草小组以严谨的态度，针对铁皮石斛叶的食用，采集包装

好样本进行高温冲泡或煎煮后，对汤水中微生物进行检测，均未检出

霉菌、菌落总数、大肠杆菌、金色葡萄球菌、沙门氏菌，表明铁皮石

斛叶产品中微生物风险较小。因此，标准起草小组将铁皮石斛叶微生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83%9F%E7%A2%B1/483269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B9%BF%E8%B0%B1/10277844
https://baike.baidu.com/item/%E9%A3%9E%E8%99%B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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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项不列入标准中。 

6.1 真菌毒素指标 

黄曲霉毒素 B1是 6种黄曲霉毒素中毒性最大的一种，能引起动物

肝脏的病理变化，如肝细胞变性、坏死等。该物质为多环芳烃化合物，

因具有强烈的致癌作用，而受到人们的高度重视。标准起草小组考虑

到目前福建省地域多雨潮湿气候，实际铁皮石斛叶生产加工过程中，

由于原材料铁皮石斛叶的贮存不当或其他原因，易导致原材料的霉

变，而产生黄曲霉毒素，故在标准编制过程中对该项指标进行检测分

析。 

6.1检测方法： 

黄曲霉毒素 B1采用 GB 5009.22检测方法进行测定。 

采用上述检测方法，我们对 30 批样品中的黄曲霉毒素指标进行

检测，结果见表 10。 

表 10  铁皮石斛叶黄曲霉毒素检测指标 

项目 指标区间 

黄曲霉毒素 B1/（ug/kg） 未检出（<0.1） 

6.2 指标的确定： 

标准起草小组鉴于上述黄曲霉毒素B1指标检测统计结果，多批样

品均未检出（<0.1），结合黄曲霉毒素是由于食品存放不当发生霉变，

霉变后而可能存在黄曲霉毒素，特别是容易污染的粮食、油类及其制

品等，国家对其有严格的限值管控，铁皮石斛叶未在产品类别中。且

标准中设定了严格产品的包装、运输、贮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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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所述，将铁皮石斛叶黄曲霉毒素B1指标项不列入标准中。真

菌毒素限量应符合GB 2761及国家有关规定。 

7.1食品添加剂 

二氧化硫是有毒物质，会对人体造成危害，但是在食品加工生产

中有时会加入二氧化硫作为漂白剂，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

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中，是不允许代用茶产品加工过程

中使用硫磺、亚硫酸钠等产生二氧化硫残留的食品添加剂，从食品安

全出发，标准起草小组中对该项指标进行检测分析。 

7.2检测方法： 

二氧化硫采用 GB 5009.34 检测方法进行测定。 

采用上述检测方法，我们对 30 批样品中的二氧化硫指标进行检

测，结果见表 11。 

表 11  铁皮石斛叶二氧化硫检测指标 

项目 指标区间 

二氧化硫/（mg/kg） 未检出（<0.1） 

 

7.3指标的确定： 

标准起草小组鉴于上述二氧化硫指标检测统计结果，多批样品均

未检出（<0.1），结合实际生产过程中无需加入二氧化硫处理，二氧

化硫指标项不列入标准中。 

 

（七）其他要求 

1.生产加工过程卫生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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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过程的卫生规范应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生产通用卫

生规范》（GB 14881-2013）的规定。 

2.出厂检验项目 

根据企业的实际检测能力状况，规定出厂检验项目为感官要求、

水分、净含量。 

3.标识、标签 

经亚慢性毒性试验得到铁皮石斛叶的 NOAEL 为 20g/kg BW,且无

致畸形和遗传毒性，但由于缺乏系统的人体试验验证，故出于安全考

虑，建议暂不作为婴幼儿、孕妇及乳母食品。结合当地群众食用历史

及食用量，标准推荐食用量为成人每日 6.0g。 

  参照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 2017 年 12 月 26 日发布的《新

食品原料铁皮石斛叶公开征求意见》附件中，铁皮石斛叶公告草案和

有关情况说明要求，标签及说明书中应当标注不适宜人群：婴幼儿、

孕妇和乳母不宜食用，每日推荐食用量≤6 克/天（以干品计）。 

综上所述，干制铁皮石斛叶每日推荐食用量≤6 克/天（以干品

计），婴幼儿、孕妇和乳母不宜食用。 

 

（八）贯彻标准的预期效益 

为了进一步促进福建省铁皮石斛叶的标准花生产，以保证铁皮石

斛叶产品质量得到有效的监管，我们通过制定了福建省《食品地方安

全标准 铁皮石斛叶》标准并实施，从而有效的加强铁皮石斛叶生产

企业的管理，积极的推动铁皮石斛叶产品市场的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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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结果和依据 

标准征求意见稿广泛公开征求意见，发函件数 80 件，最后收集

到 46（科研院校、有关企业、行业、专家和监管部门）件回函，共

收集到 102 条意见建议,主要问题及处理意见如下： 

主要问题：本标准农残指标检测项目过多？能否删减？ 

答：根据国标 GB2763 相关规定及实际调研，结合我们对收集的

铁皮石斛叶样品进行 33 项农残的检测，结合实际数据分析及专家、

企业意见，考虑到铁皮石斛叶干制品食用方式为冲泡、煲汤等，综合

评估，铁皮石斛叶农药残留的食品安全风险极低。因此针对上述某一

类农药残留专门制定限量没有太大必要，可参照 GB 2763中植物类食

品原料的规定即可。最终标准制定了农药残留应符合 GB 2763和国家

有关规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