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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岭市地方标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开原大米》

编制说明

2015 年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局批准开原市农

副产品协会使用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开原大米，至今未有企业

申请使用此证明商标。根据《开原大米证明商标初步审定公

告》第三章“开原大米”证明商标的使用申请程序，商标申

请者提出使用申请后需对产品进行检测，制定《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 开原大米》地方标准可以畅通开原大米证明商标的

使用申请渠道，促进区域品牌资源的有效利用，规范开原大

米生产过程，解决制约开原大米产业发展的标准化现实问

题。

一、工作简介

1. 任务来源

根据《铁岭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印发 2022 年第一批

铁岭市地方标准立项计划的通知》，本标准项目《地理标志

证明商标 开原大米》由铁岭市农业农村局归口，项目计划

编号：2022001。

2. 起草单位及协作单位

本标准项目由开原市农副产品协会、辽宁省检验检测认

证中心（辽宁省标准化研究院）牵头起草。协作单位为开原

市农业农村局。

3．主要起草人及分工情况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包括：文武、李文波、李昂、苏昕、

杨西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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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总负责：辽宁省标准化研究院；

标准结构设计：辽宁省标准化研究院；

标准文本撰写：辽宁省标准化研究院；

组织专家评议：辽宁省标准化研究院；

组织现场调研：开原市农业农村局、开原市农副产品协

会；

相关资料检索：开原市农副产品协会。

4. 主要工作过程

（1）实地调研、资料检索，形成工作组讨论稿

在进行标准编制前，辽宁省标准化研究院在开原市农业

农村局的配合下到铁岭市绿荷工贸连锁有限公司、开原市周

氏米业有限公司等单位进行座谈调研。项目组成立后，对与

大米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包括 GB/T

1354-2018《大米》、GB/T 19266-2008《地理标志产品 五常

大米》、LS/T 3247-2017《中国好粮油 大米》等 50余项进行

了对比研究。并根据开原市农业农村局提供的自然条件指标

和《开原大米证明商标初步审定公告》确定和验证了开原大

米的自然环境、质量指标，初步编制完成《地理标志证明商

标 开原大米》标准工作组讨论稿。

（2）开展集中论证，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3年 1月，铁岭市市场监管局召集开原市农业农村局、

辽宁省标准化研究院、开原市农副产品协会召开标准制定工

作中期会议，在会议中辽宁省标准化研究院就标准工作组讨

论稿、标准编制进度进行了汇报。会议进一步明确了《地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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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证明商标 开原大米》地方标准研制的重点工作方向，

与会专家对标准的整体框架、具体条款内容进行了深入研

讨，并提出具体的修改完善意见。标准牵头起草单位辽宁省

标准化研究院根据会议要求对标准进行修改完善形成《地理

标志证明商标 开原大米》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内容

1. 编制原则

本标准遵循“协调统一、规范适用”的编制原则，与国

家现行法律、法规和有关产业政策保持协调一致，在充分考

虑开原大米产品特性的基础上，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

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组织编写，并注重与 GB/T 1354-2018《大米》、GB/T

17891-2017《优质稻谷》等标准的有效衔接。

2. 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开原大米的术语和定

义、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保护范围、要求、产品质量、检验方

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储存和运输。其中，产

品质量指标和卫生指标根据开原大米指标综合情况，结合原

开原大米国家标准关键指标设置，比对 GB/T 1354、DB14/T

1977-2019、T/LNSLX 001-2020 等标准的指标设置，通过实

地调研、征求意见和集中论证，严谨编制出符合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开原大米特色的项目指标。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

论证，预期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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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定《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开原大米》地方标准对于指

导企业规范生产，畅通专用标志申请渠道，提高产品保护力

度，提升品牌价值和城市形象具有重要意义。

四、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

方标准的关系

1. 制定依据

GB 1350 稻谷

GB/T 1354 大米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4404.1 粮食作物种子 第 1部分：禾谷类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 500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的测定

GB/T 5009.10 植物类食品中粗纤维的测定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5490 粮油检验 一般规则

GB/T 5491 粮食、油料检验 扦样、分样法

GB/T 5492 粮油检验 粮食、油料的色泽、气味、口味

鉴定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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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8321 (所有部分)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 131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谷物加工卫生规范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

则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JJF 1070.3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 计量检验规则 大米

2. 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国家相关法规和标准的有关规定。

质量指标要求与 GB/T 1354-2018《大米》保持协调统一，

并在此基础上，按照《开原大米证明商标初步审定公告》对

蛋白质、脂肪、粗纤维共 3项特色指标进行规定。

检验方法根据第六章产品质量提出的指标，依次给出了

检验方法，包括：

项目 检验方法

色泽、气味 GB/T 5492

质量指标 GB/T 1354

蛋白质 GB 5009.5

脂肪 GB 5009.6

粗纤维 GB/T 5009.10

净含量 JJF 1070.3

真菌毒素 GB 2761

污染物 GB 2762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2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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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规则包括一般规则，扦样、分样，产品组批，出厂

检验，型式检验和判定规则。均按照相关国家标准进行规定。

五、征求意见和分歧处理情况

意见征集中。

六、推动标准实施的措施建议

为促进《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开原大米》产业的快速发

展，品牌影响力的持续提升，新标准发布后应积极组织对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保护范围内的种植加工企业、种植户进行宣

贯培训，确保标准在实施过程中被积极采用。

七、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为推荐性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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