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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谷物和豆类是最重要的食品和食品原料，每年约有 4.5 亿 t 谷物和 1 900 万 t 豆类（不包括大

豆）进入国际市场。作为最权威的综合性国际标准机构，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制定的谷物和豆类

国际标准在协调和促进国际贸易、提高贸易效率、保障粮食质量安全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主要介绍

ISO 谷物与豆类分委员会的工作范围、组织结构和标准体系，以及我国参与粮食国际标准化活动取得

的成效。下一步，ISO 谷物与豆类标准化工作将重点关注营养健康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新技术、节粮

减损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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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Cereals and pulses are the most important food and its raw materials. Each year, more than 450 

million tons of cereals and 19 million tons of pulses (excluding soya beans) are traded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As the most authoritative and comprehensive standards developing organizatio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ISO) elaborates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for cereals and pulses, which 

plays an important role in coordinating and promoting international trade, improving trade efficiency, and 

ensuring the quality and safety for grain. This article introduces the work scope,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and 

standard framework of the Cereals and pulses Subcommittee of ISO, as well as the achievements of Chin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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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icipation in international standardization of grains. In the future, the ISO Cereals and pulses 

Subcommittee will work with its members to focus on nutrition and health products, new testing technologies 

for quality and safety, as well as food loss and waste. 

Key word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 cereals and pulses;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international trade; standard framework; future trends 

粮食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物质基础，为

人们提供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肪、维生素、

矿物质和膳食纤维等营养物质。谷物和豆类是最

基本、最重要的粮食品种和食品原料，世界上大

多数人口以谷物为主食，我们每日摄入热量的

50%以上来自于谷物消费[1]，豆类则为近 15 亿的

世界素食人口提供蛋白质来源[2]。由于各国资源

禀赋、生产方式、科技水平的差异，国际贸易成为

保障世界粮食需求、调节食物结构的重要手段[3]，每

年约有 4.5 亿 t 谷物和 1 900 万 t 豆类（不包括大豆）

从生产国运输到消费国[4]，为维护全球粮食安全发

挥着关键作用。 

国际贸易离不开国际标准。国际标准化组织

（ISO）作为最权威的综合性国际标准机构，制定

的标准在全球得到广泛应用。ISO 制定发布的谷

物和豆类国际标准不仅是粮食贸易的技术规则，

也为世界各国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制定本国标准、

推动粮食检测技术进步提供了重要依据。ISO 现

有 64 项谷物和豆类标准，由 ISO 食品技术委员会

（ ISO/TC34 ） 下 属 的 谷 物 与 豆 类 分 委 员 会

（ISO/TC34/SC4）负责管理和维护。我国于 2006

年底从匈牙利手中接过 ISO/TC34/SC4 主席和秘

书处工作，在推动国际标准制修订、提高标准质

量、扩大分委员会影响力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

本文主要介绍了 ISO/TC34/SC4 的工作范围、组

织结构和标准体系，以及近年来我国参与粮食国

际标准化活动取得的成效，并对谷物和豆类国际

标准下一步发展趋势进行展望，希望能够为粮食

行业深入了解国际标准化组织、积极参与国际标

准化活动、促进先进适用国际标准的采标、推动

更多中国标准转化为国际标准提供借鉴和参考。 

1  ISO/TC34/SC4 分委员会简介 

ISO/TC34/SC4 成立于 1982 年，是 ISO 农业

食品领域较早成立的 12 个分委员会之一。截至

2021 年 11 月，ISO/TC34 已设立 17 个分委员会， 

包括 13 个产品分委员会和 4 个综合性分委员会

（见图 1），与粮油食品有关的分委员会有油料和

饼粕（SC2）、谷物与豆类（SC4）、动植物油脂

（SC11）。此外，ISO/TC34 还建立了包括社会责

任（可持续发展）、动物福利、维生素/类胡萝卜

素和其他营养物质、适合素食者的食品、植物基

食品等 9 个工作组和 1 个主席咨询组。其中，主

席咨询组是 ISO/TC34 主席的咨询机构，由各分

委员会的主席、秘书以及特邀专家组成，主要讨 
 

 
 

图 1  ISO 食品技术委员会的组织结构（截至 2021 年 11 月） 

Fig.1  Organizational structure of ISO/TC34 Food Products  
(as of November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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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新委员会的成立，协调各分委员会范围交叉的

项目，以及促进委员会与其他相关国际组织的合

作等事项。 

ISO/TC34/SC4 主要围绕谷物、豆类及其制品

开展标准化工作，特别是术语、扦样、检测方法、

产品规格以及包装、储存和运输要求等。由于谷

物和豆类是重要的食品和饲料原料，ISO/TC34/ 

SC4 管理的标准范围不可避免的与其他分委员会

与存在一定交叉，也就是说一项标准可能涉及多

个分委员会。例如，由 ISO/TC34 直接管理的《食

品血糖生成指数（GI）的测定和食品分类建议》

（ISO 26642: 2010）国际标准，适用范围中包括

谷物、豆类及其制品，ISO/TC34/SC16 管理的《分

子生物标志物分析 玉米的 SSR 分析》（ISO/TR 

17623: 2015）适用于玉米杂交品种的一致性、品

种分子指纹等测定；而 ISO/TC34/SC4 管理的《谷

物及其制品、动物饲料兰德尔提取法测定粗脂肪

和总脂肪含量》（ISO 11085: 2015）国际标准，适

用范围中包括饲料。因此，标准范围有交叉的分

委员会之间会建立联络关系，必要时成立联合工

作组，来加强信息互通，共同制定标准，减少重

复工作。ISO/TC34/SC4 已经与 ISO/TC34/SC10、

SC12 和 SC16 建立了内部的联络关系。 

ISO/TC34/SC4 现有 24 个积极成员（P 成员）

和 41 个观察成员（O 成员）①
，成员的组成充分

体现了粮食贸易国对国际标准的关注。在 24 个积 

极成员中，包括阿根廷、法国、加拿大、美国、

印度等主要的粮食出口国，以及阿尔及利亚、韩

国、伊朗、中国等重要的粮食进口国。在 41 个观

察成员中，包括俄罗斯、乌克兰、澳大利亚、泰

国、越南等主要粮食出口国，以及埃及、日本、

菲律宾、印尼等粮食进口国。此外，随着发展中

国家经济快速发展、粮食贸易扩大以及对粮食安

全的重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发展国家加入

ISO/TC34/SC4，例如坦桑尼亚、蒙古等，目前超

过 50%的 ISO/TC34/SC4 成员来自发展中国家。

ISO/TC34/SC4 还与其他粮食国际标准制定机构

                      
① 积极成员（Participating Members）是指积极参与委员会

工作的国家成员体（National Standards Body），具有投票的权利和

义务，并可提名工作组专家。观察成员（Observing Members）是

指具有观察身份的国家成员体，可以发表意见，但在委员会内部

无投票权，也不能提名工作组专家。 

建立了联络关系，例如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AC）、国际谷物科技协会（ICC）、美国油脂

化学家协会（AOCS）、美国谷物协会(CGA，前身

是美国谷物化学家协会 AACC)、谷物和饲料贸易

协会（GAFTA）等。 

为促进重点标准制修订，ISO/TC34/SC4 成立

了 8 个工作组（见表 1），目前 WG 3 命名和词汇、

WG 4 大米直链淀粉、WG 6 豆类、WG 8 真菌毒

素、WG 9 水分含量测定等 5 个工作组正在开展

标准制修订工作，其余工作组完成了标准制修订

任务，处于休眠状态。 

2  ISO 谷物和豆类国际标准 

2.1  体系框架 

截至 2020 年 12 月，ISO 已制定发布 23 574

项国际标准和国际标准文件，其中食品与农业领

域的标准是 1 239 项，占 ISO 标准总数量的 5.2%，

主要由食品（ISO/TC34）、香精油（ISO/TC54）、

烟草和烟草制品（ISO/TC3126）、肥料和土壤改

良剂（ISO/TC134）、软木（ISO/TC87）、杀虫剂

和其他农业化学品通用名称（ISO/TC81）、渔业

和水产养殖（ISO/TC234）等技术委员会制定[5]。

在这些技术委员会中，ISO/TC34 是食品标准的最

大贡献者，截止 2021 年 11 月，已经发布 911 项

国际标准，其中包括谷物和豆类国际标准 64 项

（含 2 项修改单），具体标准目录请见[6]。 

许多专家学者[7-9]对现行 ISO 谷物和豆类标

准体系进行了深入研究，提出了不同分类方法，

并分析了标准体系特点。根据类别，ISO 谷物与

豆类标准可分为术语相关标准（2 项）、产品标准

（4 项）、指南标准（6 项）、检测方法标准（50

项）和检验用仪器标准（2 项），其中检测方法标

准数量最多，涵盖谷物和豆类的常规质量、品质

评价、食品安全、储存相关指标，这体现了一直

以来 ISO/TC34/SC4 标准化工作的重点。 

2.2  标准体系特点 

服务于粮食贸易，减少技术壁垒。1960 年至

1980 年左右，粮食国际贸易量快速增长，ISO 谷

物和豆类标准体系框架在这段时间开始建立并逐

步发展。为了促进谷物贸易，ISO 分别于 1988 年

和 1989 年发布第一版《稻米 规格》（ISO 73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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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ISO/TC34/SC4 成立的工作组和现阶段工作任务 

Table 1  Working groups established by ISO/TC34/SC4 and current tasks 

工作组 名称 状态 现阶段工作任务 

WG 2 储存 Storage 休眠  

WG 3 命名和词汇 Nomenclature and vocabulary 活跃 修订《谷物 词汇》（ISO 5527: 2015） 

WG 4 Amylose in rice 大米直链淀粉 活跃 拟制定直链淀粉测定新方法 

WG 5 色度评估 Colorimetric assessment 休眠  

WG 6 豆类 Pulses 活跃 修订《豆类 杂质、大小、异味、昆虫和品种的测定 实验法》（ISO 605:1991）

WG 7 玉米 Maize 休眠  

WG 8 真菌毒素 Mycotoxins 活跃 
准备新工作项目提案《谷物及制品 16 种真菌毒素的测定 超高效液相色谱

串联质谱法》（ISO/PWI 23719） 

WG 9 
水分含量测定 
Determination of moisture content 

活跃 
制定《谷物及制品 水分含量测定 第 2 部分 自动干燥炉法》（ISO/WD 712-2）

修订《豆类 水分测定 烘箱法》（ISO 24557: 2009） 

 

标准和《小麦 规格》（ISO 7970）两项产品标准，

而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直到 1995 年才发布《稻

米》《小麦》法典标准。目前，许多发展中国家都

采用 ISO 标准进行进口粮食的质量把关。围绕粮

食质量安全评价，ISO 相继制定了水分、千粒重、

灰分、容重和蛋白质、脂肪、真菌毒素等指标的

检测方法，以及名词术语、扦样、检验用筛等基

础标准，这些标准已成为粮食国际贸易合同广泛

引用的经典方法和仲裁方法。 

重视协同验证，提高检测方法适用性。协同

验证是 ISO 谷物和豆类检测方法标准制定中非常

重要的组成部分，用来证明方法适用性、结果一

致性以及分析结果在分析人员、实验室和国家之

间的可比性。通常 ISO 标准文本中包括了重复性

和再现性等精密度数据以及协同验证实验结果，

这是 ISO 标准区别于其他国际组织制定的粮食标

准的最鲜明特点。近年来，ISO 谷物和豆类标准

工作的重点之一是定期修订标准，在完善方法操

作程序的基础上，根据《测量方法与结果的准确

度（正确度与精密度）第 2 部分：确定标准测量

方法重复性与再现性的基本方法》（ISO 5725-2）

有关要求，组织协同验证，补充精密度数据。 

充分反映全球相关性，注重协商一致。全球

相关性是 ISO 标准制定的重要原则之一，具体表

现为标准能够被相关行业和世界各地市场的利益

相关方尽可能广泛地采用或实施。例如，ISO 新

工作项目提案的立项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一

是 2/3 的 P 成员投赞成票，二是至少有 5 个投赞

成票的 P 成员提名专家参与；已发布的 ISO 标准

经过复审确认继续有效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

一是该标准至少在 5 个国家使用，二是投票的 P

成员过半数同意标准有效（简单多数原则）。ISO

立项和复审的规则要求，充分体现了全球相关性

原则。协商一致是 ISO 标准制定的另一重要原则，

一方面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应充分考虑所有利益相

关方的意见，另一方面需要避免对重要关注的实

质性的内容持续反对，因此 ISO 新标准立项之后，

需要经过工作组专家征求意见、委员会征求意见、

ISO 成员征求意见等多个层面投票，充分进行交

流沟通达成一致，标准才能最终发布。 

2.3  我国参与粮食国际标准化活动取得的成效 

2021 年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 周年。

20 年间，我国积极践行自由贸易理念，主动分享

粮食市场资源，推动世界粮食贸易发展。20 年间，

我们主动与世界贸易组织的技术规则接轨，对

ISO 粮食国际标准做到“应采尽采”，为履行入世

承诺、保障进口粮食质量安全打下了坚实基础。

在学习国外先进技术、接轨国际标准的同时，我

们积极参与粮食国际标准化活动，实现了从跟随

者到建设者的角色转变。 

承担 ISO/TC34/SC4 主席和秘书处工作，分委

员会影响力不断提升。2006 年以来，ISO/TC34/SC4

组织发布标准 51 项，P 成员由 18 个增加到 24 个，

O 成员由 33 个增加到 41 个，国际联络组织由 10

个增加到 13 个，ISO 与 CAC 两大重要粮食国际

标准组织的合作更加深入，谷物与豆类国际标准

的影响力日益提高。 

为粮食国际标准体系贡献中国方案。我们组

织国内有关单位和专家积极承担国际标准制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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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务，提升粮食质量安全水平，促进公平贸易，

提高贸易效率。《小麦 规格》《玉米 规格》国际 

标准，在充分研究和沟通协商基础上，科学界定

了粮食降落数值、水分、杂质等质量指标，增加

了食品安全要求。《稻谷和糙米潜在出米率的测

定》国际标准，解决了原标准测定方法精密度差

的问题，为评价稻谷质量提供可靠方法。《谷物及

制品中赭曲霉毒素 A 含量的测定—免疫亲和柱净

化高效液相色谱法》国际标准，解决了原标准技

术落后、无法满足各国对谷物中赭曲霉毒素 A 限

量监管的问题。 

3  ISO 谷物与豆类国际标准未来发展趋势 

国内学者普遍认为现行 ISO谷物与豆类标准体

系具有结构合理、重点突出、体系完善等特点[8-9]，

但是与其他分委员会相比，ISO 谷物与豆类标准

主要服务传统的粮食贸易，标准工作以修订为主，

常规领域多、新方向少、技术更新慢，引领新技

术、新发展不足。近年来，ISO 国际标准致力于

推动实现联合国 2030 可持续发展目标，正在由支

撑产业与贸易为主向经济社会全域扩展，未来粮

食国际标准也将从支撑便利经贸往来向增加营养

健康产品、促进检测技术升级、推动节粮减损等

领域扩展。 

关注营养健康产品相关标准。消费者对健康

和可持续发展日益重视，ISO/TC34/SC4 将加强与

相关国际组织的合作，推动全谷物、富硒、高膳

食纤维等谷物基食品的术语定义、检测方法等相

关标准的制定。制修订豆类相关检测方法标准，

满足植物基食品生产、贸易和消费需求。 

关注粮食质量安全检测新技术。推动谷物感

官检验仪器化，制定谷物品质和食品安全指标检测

新方法，继续制修订标龄长的传统检测方法标准，

应用绿色环保、精准高效的检测新技术，补充完善

协同验证数据，提高标准质量。加强与ISO/TC34/SC16

分子生物标记物分析方法分委员会的合作，制定

基于分子生物学技术的粮食品种测定方法。 

推动节粮减损技术相关标准制修订。做好谷

物和豆类储存技术指南、隐蔽性害虫测定等国际

标准修订工作，推动绿色储粮技术、大米加工精

度术语定义和相关检测方法标准制定。 

4  结语 

习近平主席在致第 83 届国际电工委员会大

会的贺信指出，中国将继续积极支持和参与国际

标准化活动，愿同各国一道，不断完善国际标准

体系和治理结构，更好发挥标准在国际贸易和全

球治理中的作用。新制定的《国家标准化发展规

划纲要》提出了“标准化开放程度显著增强”的

发展目标和“提升标准化对外开放水平”的重点

任务。下一步，ISO/TC34/SC4 秘书处愿同国内相

关机构和专家一起努力，主动向世界分享我国粮

食标准化的成果和经验，推动谷物和豆类国际标

准共商共建，为维护世界粮食安全作出积极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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