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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生异物控制良好操作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适用于花生种植企业、花生脱壳加工企业、花生加工企业、花生产品下游客户对于其自身及

前端供应商在异物控制方面的管理及要求。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文件没有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花生仁（Peanut kernel）

花生果去掉果壳后的果实，不包含破碎及半粒。

半粒（Split kernel）

花生仁被分成的两片完整的胚瓣，且破损小于胚瓣体积的四分之一。

破碎（Broken kernel）

籽仁破损达到其体积四分之一及以上的颗粒，包括花生破碎的单片子叶。

脱皮花生（Blanched peanuts）

花生仁去掉果皮（红衣）后的果实，且表面果皮（红衣）面积小于其总面积的四分之一。

脱皮半粒（Split blanched peanuts）

花生仁去掉果皮（红衣）后被分成的两片完整的胚瓣，且破损小于胚瓣体积的四分之一。

4 基本要求

田间管理

4.1.1 种植

4.1.1.1 花生种植前，应对种植地进行深耕清地，应使用适当的农业机械以尽可能剔除土壤内残留的

前季作物纤维、塑料薄膜、线绳、玻璃、石头等异物。

4.1.1.2 花生生长期内，施肥、浇灌、除虫害及除草过程中，应防止肥料、农药包装物及浇灌滴灌等

所带来的塑编袋、线绳、玻璃及硬塑料等异物的污染。

4.1.1.3 鼓励建立适当的农业日志，以监控并记录土地中异物数量、品类及异物去除操作情况。

4.1.2 收获

4.1.2.1 选择合适的收获时机，防止由于荚果不成熟或成熟过度，造成脱壳不尽，导致果壳异物污染。

4.1.2.2 收获前，应检查土壤中异物情况，必要时清除残留在土壤表面的塑料薄膜、玻璃残渣等异物。

4.1.2.3 收获前，应检查收割机零部件完整情况，并对收割机进行彻底清洁，防止零部件脱落导致的

异物污染。

4.1.2.4 鼓励建立适当的收获记录，以关注并记录收获过程中异物控制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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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3 晾晒

4.1.3.1 晾晒前，应对晾晒场地进行彻底清洁，防止石头、玻璃等异物污染。

4.1.3.2 晾晒场地应与生活区有效隔离，防止晾晒过程生活垃圾污染造成的异物污染。

4.1.3.3 应采取适当措施以防止虫鼠害造成的异物污染。

4.1.3.4 鼓励建立晾晒记录，以关注并记录晾晒过程中的异物控制情况。

4.1.4 储存

4.1.4.1 建议设立单独的存放区域，依品种、规格分类隔离存放，不得混放，防止过敏源及其他交叉

污染。

4.1.4.2 建议花生离墙、离地存放，防止受潮、便于检查。

4.1.4.3 应采取适当措施以防止虫鼠害造成的异物污染。

4.1.4.4 鼓励建立储存记录，以关注并记录储存过程中的异物控制情况。

脱壳加工控制

4.2.1 脱壳

4.2.1.1 应充分调查供应链上游引入异物的风险来源（如上游是否有加工工艺额外引入异物，包括但

不限于铁砂破口筛选机），对于识别出来的异物风险来源应进行风险评估和控制（如考虑到铁砂对后续

花生加工的异物风险，应采用未使用铁砂式破口机的花生果作为脱壳原料）。

4.2.1.2 脱壳前，应对花生原料进行初筛，去除泥土、石块、玻璃、硬塑料、塑料薄膜等明显异物。

4.2.1.3 脱壳前，检查脱壳机零部件完整情况，并对脱壳机进行彻底清洁，防止零部件脱落及机器内

物料残留造成的异物污染。

4.2.1.4 脱壳时，要注意调整脱壳机参数，减少因脱壳机效率问题而造成的花生果的引入。

4.2.2 筛选

4.2.2.1 过筛前，检查分级筛及筛网完整情况，并对筛网进行彻底清洁，防止零部件脱落及筛网内物

料残留造成的异物污染。

4.2.2.2 应分析记录分级筛筛除的异物种类及数量情况，以对后续加工提供相应信息支持，对于异常

情况需要及时向下游客户分享预警。

4.2.3 去石

4.2.3.1 加工前，评估去石机的去石效率，并对去石机进行彻底清洁。

4.2.3.2 加工过程中，定期验证去石机的去石效率，并及时作出调整。

4.2.3.3 应关注去石机引风量等参数，以保证轻杂的去除效果。

4.2.3.4 应分析记录异物种类及数量情况，以对后续加工提供相应信息支持，对于异常情况需要及时

向下游客户分享预警。

4.2.4 色选

4.2.4.1 鼓励在初加工环节引入色选设备，作为花生初加工中异物控制的关键控制措施。

4.2.4.2 加工前，验证色选仪去除红衣以外颜色异物的工作效率，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4.2.4.3 加工过程中，定期检查压缩空气出气口是否堵塞。

4.2.4.4 加工过程中，定期清理色选仪背景板，以保证异物去除效果。

4.2.4.5 应分析记录异物种类及数量情况，以对后续加工提供相应信息支持，对于异常情况需要及时

向下游客户分享预警。

4.2.5 人工拣选

4.2.5.1 若使用人工拣选，则需配置适当的拣选带、充足的拣选人员、有效的轮休时间、合适的灯光

照度，输送带带速及料层厚度并予以控制，以保证异物的剔除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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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5.2 应分析记录异物种类及数量情况，以对后续加工提供相应信息支持，对于异常情况需要及时

向下游客户分享预警。

4.2.6 强磁滚轴

4.2.6.1 鼓励在包装前输送带末端增设强磁滚轴，用以去除钢砂等金属异物。

4.2.6.2 强磁滚轴长度应大于输送带宽度，位置设定应满足所有花生均能有效与其接触，磁力强度应

大于 10000 高斯，目标磁力强度在 12000 高斯以上。

4.2.6.3 加工前，应验证强磁滚轴的磁力，合格后方可投入使用。

4.2.6.4 加工过程中，应定期清理强磁滚轴吸附异物，同时注意吸附的异物不要掉落到产品上。

4.2.6.5 应关注并分析记录强磁滚轴筛除的异物种类及数量情况，以对前端加工提供相应信息支持。

4.2.7 人员管理

4.2.7.1 加工人员应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4.2.7.2 培训内容应覆盖食品安全、加工过程异物控制要求、设备使用维护保养要求等内容，且理论

知识和实际操作相结合，培训后应进行考核，并做好记录。

4.2.7.3 生产区域禁止带入或使用玻璃、易碎性塑料制品及竹木制品，必须使用时，应采取安全防护

措施。

4.2.7.4 任何员工不得将茶具、餐具等物品带入生产区域；不得佩戴首饰及其他个人物品进入生产区

域。

4.2.8 记录要求

4.2.8.1 鼓励建立脱壳加工记录，以关注脱壳各加工过程的异物控制情况。

花生加工过程控制

4.3.1 人员

4.3.1.1 加工人员应经培训合格后方可上岗。

4.3.1.2 培训内容应覆盖食品安全、加工过程异物控制要求、设备使用维护保养要求等内容，且理论

知识和实际操作相结合，培训后应进行考核，并做好记录。

4.3.1.3 应建立个人卫生管理制度，并保证有效实施，包括操作人员、临时工、维修人员、参观人员

等。

4.3.1.4 生产区域禁止带入或使用玻璃、易碎性塑料制品及竹木制品，必须使用时，应采取安全防护

措施。

4.3.1.5 任何员工不得将茶具、餐具等物品带入生产区域；不得佩戴首饰及其他个人物品进入生产区

域。

4.3.2 设备

4.3.2.1 与食品物料相接触的设备、工具、管道应采用无毒、无味、抗腐蚀的不吸水不变形的材料制

作，设备工具管道应采用卫生设计，表面光滑，内部无死角，无盲端，不漏隙，便于清洗、拆卸和消毒，

避免由于自身设计和磨损引入异物。

4.3.2.2 提升用料斗宜使用蓝色四氟乙烯材料，防止硬塑料破损或者摩擦引入的异物污染。

4.3.2.3 生产区域不可使用竹木制品、胶带、铁丝、塑编绳等临时性维护设施对设备及工器具进行维

护，防止异物污染。

4.3.2.4 生产过程中产品裸漏的区域应加盖进行防护，尤其是异物关键控制点后直到包装前的区域。

4.3.2.5 应做好设备维护保养计划，严格依据计划要求开展设备维护保养工作并做好记录。

4.3.2.6 应保证设备状态持续完好可控，若进行临时性维修应对其进行记录并全程监控，维修完成后，

应清点所使用的所有工器具及零部件，所维修的设备及其周围环境需进行清洁、消毒、验收后方可恢复

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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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3 环境

4.3.3.1 建筑内部结构（含顶棚、墙壁、门窗、地面等）应易于维护、清洁或消毒，应采用适当的耐

用材料建造，不宜使用瓷砖类易破损建筑材料。若原厂房内部已使用瓷砖类易破损建筑材料，应纳入易

碎易脱落物品清单进行统一管理。

4.3.3.2 应制定车间、仓库的玻璃、硬塑料、螺帽等易碎易脱落物品清单，并定期对清单上的易碎易

脱落物品进行检查确认；同时需对实验室玻璃器具进行管控，不建议在生产车间或者仓库使用玻璃取样

器具，若考虑产品特性需要必须使用时，玻璃器具进出车间应专人清点数量、检查状态并记录，如发现

易碎品或易脱落物品存在异常情况后，立即通知相关部门进行盘查，并及时通知工程部门进行维修，保

证产品不受到异物的污染。

4.3.3.3 进入车间工作人员使用的刀具、笔具均应使用金属一体成型材质，统一进行采购、领用、保

存、更换，并定期进行检查，防止出现产品异物污染事件。

4.3.3.4 在生产区域内，不得将照明灯直接安装在操作台或有裸露产品的生产线的正上方；对已安装

的所有照明设施的固定装置应加以保护，并安装防爆装置；对所有玻璃贴防爆膜，以防其破损而造成对

产品的污染。

4.3.4 供应商管理

4.3.4.1 应制定原料、辅料及包材异物质量标准并有效实施，以便供应商依据标准要求不断完善异物

控制要求。

4.3.4.2 应依据异物质量标准建立供应商来料取样检验方法及要求，并有效开展实施，应及时向供应

商反馈来料异物检验情况并推动供应商进行调查及改善。

4.3.4.3 应制定供应商管理程序，明确对于供应商的基本要求，建立合格供应商名录，并依据程序要

求开展供应商管理活动。

4.3.4.4 鼓励通过供应商审核等形式验证供应商加工现场异物管理能力。

4.3.5 异物控制体系自查

4.3.5.1 应建立异物控制体系自查管理制度，通过制定自查表，定期不定期采用内部巡检、调取加工

过程监控核验、文件记录检查等多种形式自查异物控制体系运行情况。

4.3.5.2 自查过程发现不符合，应及时进行纠正并采取纠正措施防止不符合情况再次发生，并进行风

险评估，识别潜在风险产品并评估其处理方式。

食品防护

4.4.1 培训

4.4.1.1 应对人员进行食品防护计划的培训，确保员工明确其职责、出入控制程序，出入限制区域、

有毒有害化学品控制及报告可疑行动的程序，理解蓄意掺杂污染的危险和可能的后果。

4.4.2 监督

4.4.2.1 对工厂工作人员实行工作牌制度，对进入工厂区域内人员进行登记，以便有效识别，防止恶

意投入异物事件发生。

4.4.2.2 建立食品安全防护制度，制定检查表，定期识别在外部、内部、储存、运输和接收、水和冰、

人员等方面均符合食品安全防护要求。

4.4.2.3 对加工车间（尤其是 CCP/OPRP 点、主要生产工艺、产品裸漏位置等质量控制关键位置、包材

使用前检查区域、生产过程筛下物检查区域）、化学品存放区域、储水设施、仓库、实验室等关键区域，

应建立 CCTV 监控设施，以便随时发现异常情况；CCP/OPRP 点等食品防护高风险区域 CCTV 监控记录应

至少保存 6 个月，其它区域保存 3 个月。

运输过程

4.5.1 装运前，应对集装箱进行彻底检查，防止残留、脱落、破损等现象对成品造成异物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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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2 产品发运前，单个独立包装应有唯一编号铅封。

4.5.3 集装箱发运前，集装箱应有唯一编号铅封，并与检验检测证书内集装箱编号匹配。

5 异物种类及来源分析

表 1 异物种类及来源分析表

分类 异物种类 异物来源 照 片

恶性杂质

玻璃

1.频繁发生在田间管理（收获、晾晒）；

2.偶尔发生在生产过程（玻璃制品破碎）；

3.很少发生在食品防护失效（蓄意投放）。

石头、土块、砖块

1.频繁发生在田间管理（收获、晾晒）；

2.经常发生在加工设备残留（去石机等）；

3.很少发生在食品防护失效（蓄意投放）；

金属

1.经常发生在田间管理（收获、晾晒）；

2.偶尔发生在脱壳或生产过程（仪器设备脱

落）；

3.偶尔发生在花生果选果过程（工艺引入）；

4.很少发生在食品防护失效（蓄意投放）；

陶瓷

1.偶尔发生在田间管理（收获、晾晒）；

2.偶尔发生在初加工和后续生产车间（厂房墙

壁脱落）；

硬塑料（有机玻

璃）

1.经常发生在田间管理（收获、晾晒）；

2.偶尔发生在脱壳过程（仪器设备脱落）；

3.偶尔发生在生产过程（仪器设备脱落、料

斗）；

4.很少发生在食品防护失效（蓄意投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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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异物种类 异物来源 照 片

毛发

1.频繁发生在田间管理（收获、晾晒人员引

入）；

2.频繁发生在初加工管理（人员引入）；

3.经常发生在生产过程（人员引入）；

4.经常发生在包装过程（包装袋引入、人员引

入）；

烟头
1.经常发生在田间管理（收获、晾晒）；

2.偶尔发生在初加工管理（人员引入）；

动物粪便 1.经常发生在田间管理（收获、晾晒）；

虫害

1.频繁发生在田间管理（收获、晾晒）；

2.经常发生在初加工管理（加工、仓储）；

3.偶尔发生在生产过程（加工、包装）；

4.偶尔发生在仓储环节；

一般性杂

质

动物粪便 1.经常发生在田间管理（收获、晾晒）；

虫害

1.频繁发生在田间管理（收获、晾晒）；

2.经常发生在初加工管理（加工、仓储）；

3.偶尔发生在生产过程（加工、包装）；

4.偶尔发生在仓储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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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类 异物种类 异物来源 照 片

线绳

1.经常发生在田间管理（收获、晾晒）；

2.频繁发生在初加工管理；

3.频繁发生在包装过程；

4.偶尔发生在生产过程；

大豆
1.经常发生在田间管理（收获、晾晒）；

2.偶尔发生在初加工管理；

玉米
1.经常发生在田间管理（收获、晾晒）；

2.偶尔发生在初加工管理；

竹木制品

1.经常发生在田间管理（收获、晾晒）；

2.偶尔发生在初加工管理；

3.偶尔发生在生产过程管理；

4.很少发生在仓储环节；

橡胶

1.经常发生在田间管理（收获、晾晒）；

2.经常发生在初加工管理；

3.偶尔发生在生产过程管理；

胶带

1.经常发生在田间管理（收获、晾晒）；

2.偶尔发生在初加工管理；

3.偶尔发生在生产过程管理；

4.偶尔发生在包装环节。

6 田间管理及脱壳加工控制（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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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在田间管理环节引入 GAP（良好农业规范），以规范种植、收获、前期仓储及相关人员、设

备要求等，减少恶性杂质及一般性杂质的引入风险。

推荐在脱壳加工环节引入 GMP（良好操作规范），以规范脱壳、初加工产品仓储、转运及相关人

员、设备要求等，减少金属、毛发、烟头、虫害、果壳、线绳、大豆、玉米、饲料颗粒、竹木制品及胶

带等异物的引入风险。

7 花生加工：原料管理

依据供应商管理程序建立合格供方名录，为从源头开始控制恶性杂质，应对供应商提出以下要求：

——初加工环节引入良好操作规范（GMP），以便对人员、设备、来料、加工方法及环境等多环节

进行统一管理；

——配备强磁选设备，吸附花生中的磁性物质，磁力强度应大于 8000 高斯以上，至少每 4小时清

洁磁选设备，同时注意吸附的异物不要掉落到产品上，禁止使用压缩空气清理磁选设备；

——斗提：使用蓝色聚氟乙烯材质；

——配备色选仪，以便初步筛除花生仁以外异物；

——将异物控制要求纳入 GMP 环节进行统一监管；

——成品包装袋应统一规格，不可使用饲料包装袋及容易导致线绳脱落的包装袋进行包装；

——将异物控制作为关键点纳入供应商管理程序要求；

——初加工环节引入追溯体系，便于供方追溯管理。

严格制定原料异物质量标准并有效实施检测，防止杂质过多而导致的后续加工困难，对于超出检

验限值的原料，实施退货处理。

推荐对原料进行初筛，以便对脱皮前产品进行有效的异物控制，设备选型应符合最终产品质量要

求，去石、风选、过筛、色选、磁选为必备加工设备，推荐引入金探或 X光机作为原料初筛的最后筛选

工序：

7.3.1 初加工环节以清洁原料中带来的异物为主，应根据剔除目标设置异物控制工艺参数，并充分利

用异物与花生仁的差异性来有效去除异物（尤其是白色异物）；

7.3.2 色选：考虑多功能色选机（例如红外功能、深度学习功能等），以便更有效筛出花生仁中的异

物，且应利用后道工序剔除的异物对色选机进行持续再学习以提高其异物剔除能力；

7.3.3 人工挑选：随着行业技术升级，人工挑选应以验证前道工序的效果为目标，不再以挑出异物为

主导；

7.3.4 吸风：一般建议在去石机、脱皮、振动筛及人工挑选工艺后设置吸风以有效剔除红衣及轻质异

物；

7.3.5 磁选：磁选设备的选择与设计应考虑适宜的磁铁材质（如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磁棒直径（通

常为 2.5 厘米）、磁棒间距（在不影响物料下料的情况下建议磁棒间距与磁棒直径保持一致）、磁铁强

度（至少 8000 高斯以上）、磁棒宽度（需与物料下料宽度匹配）等因素，避免短路，且采用多层交叉

层叠（至少 2层磁棒以上）的方法，确保花生通过时均能与磁棒接触且不会发生堵塞。一般建议在产生

摩擦、运动的设备后设置磁选来剔除潜在产生的磁性物质；

7.3.6 异物控制设备在投入使用前或发生工艺变更后，应对其异物控制能力进行确认，确认宜使用测

试模块进行现场确认，测试模块宜覆盖对应异物控制设备控制的所有异物类型且应考虑设备在常规及极

端条件下（如不同速度、不同位置、连续出现异物、拒出失效等）控制食品安全风险的有效性，通过异

物控制能力确认后的设备方可投入生产。

原料前处理筛选流程示意图及要求如下（具体的工艺设计应根据实际物料及设备运行情况调整）：

图 1 花生原料前处理筛选流程示意图

投料（方孔筛） 风选去石 色选 过筛 人员拣选

磁选金探/X 光机

吸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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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原料前处理筛选流程及要求

工艺流程
异物控

制设备

设备关键

影响因素
目标异物类型 确认方法 监控方法 验证方法 纠正措施

花

生

加

工

原

料

筛

选

投料 方孔筛

1. 孔 径 ： 不 大 于

5*5cm(应结合去石机

的剔除能力选择孔径

尺寸，如去石机拒出

口孔径为3cm，则前端

应选用3*3cm孔径的

方孔筛，保证大尺寸

异物在前期先筛除）

1.控制大于筛网

孔径的大规格异

物

2.长线绳

1.定期检查确认孔径

规格在允许范围之内

2.定期确认筛网完整

性（包括是否破损/

变形，筛网与设备框

架紧密贴合的程度，

是否存在溢流或短

路）；

3.建议频率：每季度。

1.定期检查筛网完

整性（包括是否破

损/变形，筛网与设

备框架紧密贴合的

程度）,是否存在网

孔堵塞、溢流或短

路，并对方孔筛进

行彻底清洁；

2.建议频率：开班、

收班、每24小时。

1.每天收集分析

筛下物种类及数

量，记录并进行趋

势分析。

1.及时修复或更换完好

的筛网并记录，同时启

动风险评估，评估对监

控间隔期已生产产品和

后续生产线的影响；

2.出现异物异常增高或

恶性杂质超标情况及时

反馈上游供应商，情节

严重更换供应商。

去石

（风

选）

去石机

1.振筛坡度

2.振动频率

3.流量（投料量）

4.引风量

1.去除大部分不

规则石头、土块、

金属，部分陶瓷、

玻璃等重异物

2.去除部分线

绳、果壳、红衣

等轻异物

3.一般尺寸和花

生相近（约1cm）

的杂质比较容易

通过拒出口拒

出，尺寸较大

（如>4cm）、薄

片或圆形的杂质

较不易剔除

1.根据目标异物类型

选择试块对设备进行

空机测试及针对不同

产品族的带料测试，

需考虑设备关键影响

因素的常规及极端条

件；

2.建议频率：每年、

设备维修或参数变更

后。

1.开机前检查去石

机参数设定是否准

确（参数以能到达

目标剔除比例实验

确定的参数为准）；

2.定期检查清理筛

片；

3.建议频率：开班、

收班、每24小时。

1.每季度用测试

块验证去石机的

去石能力，剔除比

例依据设备情况

设定并有效实施

（测试块应覆盖

不规则石块、玻

璃、土块、砖块等

重异物及长线绳

子、包装袋绳等轻

异物）；

2.每天收集分析

筛下物种类及数

量，记录并进行趋

势分析。

1.确认设备关键影响因

素有无异常；

2.调整去石机参数设定

或者对去石机进行维

修,同时启动风险评估，

评估对监控间隔期已生

产产品和后续生产线的

影响；

3.出现异物异常增高或

恶性杂质超标情况及时

反馈上游供应商，情节

严重更换供应商；

4.出现大于前端方孔筛

孔径的异物时，及时核

查前端方孔筛完好性，

并及时修复；

色选 色选机 1.参数设定 1.剔除红衣色以 1.根据目标异物类型 1.开机前检查色选 1.每周验证色选 1.确认设备关键影响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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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流程
异物控

制设备

设备关键

影响因素
目标异物类型 确认方法 监控方法 验证方法 纠正措施

2.流量

3.压缩空气压力

4.背景板清理频率

5.应具备自动报警装

置

6.红外功能(设备具

备时)

外的异物

2.如带红外功

能：剔除在红外

光谱下与花生存

在光学特性差异

的杂质

选择试块对设备进行

空机测试及针对不同

产品族的带料测试，

需考虑设备关键影响

因素的常规及极端条

件；

2.建议频率：每年、

设备维修或参数变更

后。

机参数设定是否正

确（参数以能到达

目标剔除比例实验

确定的参数为准）；

2.开机前检查压缩

空气出气口是否堵

塞；

3.随时关注自动报

警装置报警情况。

机工作能力，剔除

比例依据设备情

况设定并有效实

施（测试块应覆盖

圆滑石块、有色玻

璃、白塑料、玉米、

大豆等红衣色以

外颜色异物，如带

红外功能还应包

含与红衣颜色相

近但与花生存在

红外光谱下光学

特性差异的试块）；

2.每天收集分析

筛下物种类及数

量，记录并进行趋

势分析。

素有无异常；

2.调整色选机设定参数

或对色选机进行维修,

同时启动风险评估，评

估对监控间隔期已生产

产品和后续生产线的影

响；

3.及时清理出气口；

4.出现前端工序应剔除

的异物时，应及时检查

前端异物剔除工艺的工

作效果，并作出调整；

5.出现异物异常增高或

恶性杂质超标情况及时

反馈上游供应商，情节

严重更换供应商。

过筛
不锈钢

条形筛

1.规格：筛长1.5m以

上，振筛宽度设计应

考虑与前后端设备的

匹配，应大于等于前

端输送带宽度

2.孔径：10-25cm*5.5

± 0.5mm （ 适 用 于

34/38）

3.流量、振动频率：

设定应以单层物料通

过筛面为目标

1. 控 制 厚 度

5.0mm以下的异

物

1.定期检查确认孔径

规格在允许范围之

内；

2.定期确认筛网完整

性（包括是否破损/

变形，筛网与设备框

架紧密贴合的程度，

是否存在溢流或短

路）；

2.建议频率：每季度。

1.开班、收班、每

小时检查筛网完整

性（包括是否破损/

变形，筛网与设备

框架紧密贴合的程

度），是否存在网

孔堵塞、溢流或短

路；

2.制定合理的清洁

频率确保条形筛无

堵塞，至少每4个小

时清洁一次。

1.每月验证不锈

钢条形筛的能力，

剔除比例依据设

备情况设定并有

效实施（测试块应

覆盖适宜尺寸及

异物类型），同时

验证时应考虑最

差情形（例如清洁

前进行验证）；

2.每天收集分析

筛下物种类及数

1.及时修复或更换完好

的筛网并记录，同时启

动风险评估，评估对监

控间隔期已生产产品和

后续生产线的影响；

2.清堵；

3.出现前端工序应剔除

的异物时，应及时检查

前端异物剔除工艺的工

作效果，并作出调整；

4.出现异物异常增高或

恶性杂质超标情况及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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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流程
异物控

制设备

设备关键

影响因素
目标异物类型 确认方法 监控方法 验证方法 纠正措施

量，记录并进行趋

势分析。

反馈上游供应商，情节

严重更换供应商。

人员

拣选

输送带

-拣选

人员配

备

1.选择与花生颜色有

显著差异的输送带，

建议绿色背景输送

（以提升白色异物的

剔除率）

2.皮带速度

3.物料厚度（确保人

员检查的时候的物料

为单层）

4.灯光照度（至少

540LUX）

5.人员配置

1.去除红衣色差

以外异物

2.去除输送带色

差以外异物

1.定期检测挑选区域

灯光照度（建议频率：

每月）；

2.定期检验员工视力

（建议频率：每年）。

1.开班检查确认皮

带速度、物料厚度、

灯光照度及人员配

置满足要求；

2.人员每两小时强

制休息10min，避免

人员过度疲劳，造

成识别能力下降。

1.每月投石头，硬

塑料类等测试块

（测试块应覆盖

适宜尺寸及异物

类型）进行人员拣

选能力验证；

2.每天收集分析

筛下物种类及数

量，记录并进行趋

势分析。

1.若试块不能被有效识

别，则需要回顾关键因

素是否在规定范围之

内；若不在，需进行调

整并确认有效，同时启

动风险评估，评估对监

控间隔期已生产产品和

后续生产线的影响；

2.出现前端工序应剔除

的异物时，应及时检查

前端异物剔除工艺的工

作效果，并作出调整；

3.出现异物异常增高或

恶性杂质超标情况及时

反馈上游供应商，情节

严重更换供应商。

风选 吸风口

1.风量

2.流量

1.去除毛发、线

绳、红衣、小片

塑料薄膜等轻杂

质

1.根据目标异物类型

选择试块对设备进行

测试，需考虑设备关

键影响因素的常规及

极端条件；

2.吸风口位置放置在

花生传送带的末端，

花生下落的位置；

3.建议频率：每年、

设备维修或参数变更

后。

1.开收班检查吸风

口的风力（静态验

证以橡胶球（或乒

乓球）或塑料线绳

为目标物，测定风

速和风量是否合

适。一端需要固定，

避免测试物体丢

失。以能吸走破碎

花生壳为最小限值

风量，同时以不能

1.每月对吸风口

进行阳性投料验

证（在常规原料中

加入线绳等轻杂）；

2.回顾后续物料

在轻杂上的去除

效果，以随时调整

吸风口风量。

1.启动风险评估，评估

对监控间隔期已生产产

品和后续生产线的影

响；

2.及时调整吸风口风量

大小及产品流量。

3.出现异物异常增高情

况及时反馈上游供应

商，情节严重更换供应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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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流程
异物控

制设备

设备关键

影响因素
目标异物类型 确认方法 监控方法 验证方法 纠正措施

吸走花生仁为最大

限值）。

磁选 磁选

1.磁铁强度

2.磁铁材质

3.流速

4.磁棒设计

1.去除磁性类杂

质

1.确认磁棒设计合理

（见5.3.5内容）；

2.使用高斯计对每根

磁棒选择3个点测量

磁力强度，需每个点

强度都满足最低磁场

强度要求；

3.建议频率：每月。

1.开机前确认生产

流量处于规定范

围；

2.定期检查、清理

磁条上杂质（至少

每4小时）。

1.每天收集分析

磁棒上的杂质种

类及数量/重量，

记录并进行趋势

分析。

1.若磁力强度低于最低

要求，需及时更换磁条，

同时启动风险评估，评

估对监控间隔期已生产

产品和后续生产线的影

响；

2.出现前端工序应剔除

的异物时，应及时检查

前端异物剔除工艺的工

作效果，并作出调整；

3.出现异常恶性金属杂

质，及时分析查找源头，

并作出相应调整；

4.出现异物异常增高或

恶性杂质超标情况及时

反馈上游供应商，情节

严重更换供应商。

金探 金探仪

1.流量

2.识别系统

3.报警系统

1.去除至少直径

1.0mm以上的铁、

1.5mm以上的非

铁和1.5mm以上

的不锈钢金属异

物（根据工艺以

及设备能力可进

一步提高灵敏

度）

1.根据目标异物类型

选择试块对设备进行

空机测试及针对不同

产品族的带料测试，

需考虑设备关键影响

因素的常规及极端条

件、试块的不同位置、

饱和度（连续投放试

块）、拒出失效功能

确认；

1.开机前检查设备

参数设定是否正

确，且所有产品经

过金属检测器；

2.开班、收班、每2

小时利用标准测试

块检测金探仪的有

效性，验证合格后

方可投入生产；

3.随时关注自动报

1.每年设备厂家/

第三方机构对金

探进行检查验证；

2.每天收集分析

拒出物种类及数

量，记录并进行趋

势分析；

3.产品放行前需

检查设备后台数

据无异常；

1.如发现金探仪失灵，

马上停止该台设备的使

用，由授权人重新调试

设备直至恢复正常工

作；

2.隔离监控间隔期内产

品，并使用离线设备（相

同检测限值，并在一年

内曾针对该产品做过确

认）进行验证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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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流程
异物控

制设备

设备关键

影响因素
目标异物类型 确认方法 监控方法 验证方法 纠正措施

2.建议频率：每年、

设备维修或参数变更

后。

警装置报警情况。 4.定期下载设备

后台数据，验证数

据与剔除物中异

物的匹配性，设备

后台数据建议保

存6个月以上。

3.出现前端工序应剔除

的异物时，应及时检查

前端异物剔除工艺的工

作效果，并作出调整；

4.出现异常恶性金属杂

质，及时分析查找源头，

并作出相应调整；

5.出现异物异常增高或

恶性杂质超标情况及时

反馈上游供应商，情节

严重更换供应商。

X光

机
X光机

1.物料厚度（流量）：

2.灰度值的设定

3.拒出延迟时间

4.翻版系统的压缩空

气压力

5.翻版系统稳定性

1.利用组织结构

差异去除金属

(1.0mm)、玻璃

（2mm）、陶瓷、

土块、石块等异

物（根据工艺以

及设备能力可进

一步提高灵敏

度）

1.根据目标异物类型

选择试块对设备进行

空机测试及针对不同

产品族的带料测试，

需考虑设备关键影响

因素的常规及极端条

件、试块的不同位置、

饱和度（连续投放试

块）、拒出失效功能

确认；

2.建议频率：每年、

设备维修或参数变更

后。

1.开机前检查设备

参数设定是否正

确，且所有产品经

过X光机；

2.开机前检查防护

帘完好情况；

3.开机前检查空气

过滤器上是否积有

灰尘；

4.开班、收班、每2

小时利用标准测试

块检测X光机的有

效性，验证合格后

方可投入生产；

5.随时关注自动报

警装置报警情况。

1.每年设备厂家/

第三方机构对X光

机进行检查验证；

2.每天收集分析

拒出物种类及数

量，记录并进行趋

势分析；

3.产品放行前需

检查设备后台数

据无异常；

4.定期下载设备

后台数据，验证数

据与剔除物中异

物的匹配性，设备

后台数据建议保

存6个月以上。

1.如发现X光机失灵，马

上停止该台设备使用，

由授权人重新调试设备

直至恢复正常工作（注

意找回破损防护帘，且

维修或更换防护帘，及

时清理空气过滤器上灰

尘）；

2.隔离监控间隔期内产

品，并使用离线设备（相

同检测限值，并在一年

内曾针对该产品做过确

认）进行验证处理；

3.出现前端工序应剔除

的异物时，应及时检查

前端异物剔除工艺的工

作效果，并作出调整；

4.出现异常恶性金属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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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流程
异物控

制设备

设备关键

影响因素
目标异物类型 确认方法 监控方法 验证方法 纠正措施

质，及时分析查找源头，

并作出相应调整；

5.出现异物异常增高或

恶性杂质超标情况及时

反馈上游供应商，情节

严重更换供应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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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花生加工：生产过程控制

加工过程中为保证异物控制水平，设备选型应符合最终产品质量要求，去石、风选、过筛、色选、

磁选、金探及 X 光机为必备加工设备。

8.1.1 脱皮加工环节应根据剔除目标设置异物控制工艺参数，并充分利用异物与脱皮花生的差异性来

有效去除异物；

8.1.2 色选：考虑多功能色选机（例如红外功能、深度学习功能等），以便更有效筛出花生产品中的

异物，且应利用后道工序剔除的异物对色选机进行持续再学习以提高色选机剔除异物的能力；对于半粒

花生，色选机应设置在半粒工艺之后，以有效剔除内霉粒；

8.1.3 人工挑选：随着行业技术升级，人工挑选应以验证前道工序的效果为目标，不再以挑出异物为

主导；

8.1.4 吸风：一般建议在去石机、脱皮、振动筛、人工挑选工艺后设置吸风来剔除红衣及轻质异物；

8.1.5 磁选：磁选设备的选择与设计应考虑适宜的磁铁材质（如烧结钕铁硼永磁材料）、磁棒直径（通

常为 2.5 厘米）、磁棒间距（在不影响物料下料的情况下建议磁棒间距与磁棒直径保持一致）、磁铁强

度（至少 8000 高斯以上）、磁棒宽度（需与物料下料宽度匹配）等因素，避免短路，且采用多层交叉

层叠（至少 2 层磁棒以上）的方法，确保花生通过时均能与磁棒接触且不会发生堵塞。一般建议在产生

摩擦、运动的设备后设置磁选来剔除潜在产生的磁性物质；

8.1.6 金探：由于方向效应有可能引起异物漏检，建议可以放置多个不同方向的金探，来增强异物检

测能力；

8.1.7 X 光机：应作为异物关键控制点进行管理，并且设置在包装前的最后环节；由于方向效应有可

能引起异物漏检，建议可放置多个不同方向的 X 光机，来增强异物检测能力；从最后的异物控制设备出

来的物料，宜直接进入到包装工序，避免因较长连接设备或环境暴露，导致的异物再次污染；

8.1.8 异物控制设备在投入使用前或发生工艺变更后，应对其异物控制能力进行确认，确认宜使用测

试模块进行现场确认，测试模块宜覆盖对应异物控制设备控制的所有异物类型且应考虑设备在常规及极

端条件下（如不同速度、不同位置、连续出现异物、拒出失效等）控制食品安全风险的有效性，通过异

物控制能力确认后的设备方可投入生产。

包装材料在投入使用前，应对其内外表面异物情况进行检查，防止线绳脱落等造成异物污染。

花生加工处理流程示意图及要求如下（具体的工艺设计应根据实际物料及设备运行情况调整）：

图 2 花生加工处理流程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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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花生加工处理流程及要求

工艺

流程

异物控

制设备

设备关键

影响因素
目标异物类型 确认方法 监控方法 验证方法 纠正措施

花

生

加

工

过

程

去石

（风

选）

去石机

1.振筛坡度

2.振动频率

3.流量（投料量）

4.引风量

1.去除生料筛选

遗留的石头、土

块、金属、陶瓷、

玻璃等重异物

2.去除线绳、果

壳、红衣等轻异

物

3.一般尺寸和花

生相近（约1cm）

的杂质比较容易

通 过 拒 出 口 拒

出 ， 尺 寸 较 大

（如>4cm）、薄

片或圆形的杂质

较不易剔除

1.根据目标异物类

型选择试块对设备

进行空机测试及针

对不同产品族的带

料测试，需考虑设

备关键影响因素的

常规及极端条件；

2.建议频率：每年、

设备维修或参数变

更后。

1.开机前检查去石

机参数设定是否准

确（参数以能到达目

标剔除比例实验确

定的参数为准）；

2.定期检查清理筛

片；

3.建议频率：开班、

收班、每24小时。

1.每季度用测试块验

证去石机的去石能

力，剔除比例依据设

备情况设定并有效实

施（测试块应覆盖不

规则石块、玻璃、土

块、砖块等重异物及

长线绳子、包装袋绳

等轻异物）；

2.每天收集分析筛下

物种类及数量，记录

并进行趋势分析。

1.确认设备关键影

响因素有无异常；

2.调整去石机参数

设定或者对去石机

进行维修，同时启动

风险评估，评估对监

控间隔期已生产产

品和后续生产线的

影响；

3.出现异物异常增

高时及时反馈生料

筛选环节，及时调整

相应异物去除工艺。

烘烤

（如

需）

烘炉-

出料口

防撞条

1.防撞条材质：不锈

钢或有色PU材质

1.控制防撞条破

损产生的新异物

污染

2.控制烘炉内物

料残留导致的异

物污染

无 1.开收班前检查烘

炉的清洁程度；

2.开收班前检查防

撞条的完整性。

无 1.若未清洁干净，则

立即重新清洁烘炉，

直至达到要求；

2.追回破损防撞条

异物，并评估防撞条

耐破损性能，及时更

换材质或换新（若检

查间隔期内破损防

撞条异物未被找到，

及时隔离间隔期内

加工产品，并进行返

工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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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

流程

异物控

制设备

设备关键

影响因素
目标异物类型 确认方法 监控方法 验证方法 纠正措施

过筛

不锈钢

条形筛

/方孔

筛/圆

孔筛

1.规格：筛长1.5m以

上，振筛宽度设计应

考虑与前后端设备的

匹配，应大于等于前

端输送带宽度

2.孔径：条形筛：

10-25cm*5.5±0.5mm

（适用于34/38）

方孔筛：5±0.5mm（适

用于34/38）

3.流量、振动频率：

设定应以单层物料通

过筛面为目标

1.去除胚芽及破

瓣

2. 控 制 厚 度

5.0mm 以下的异

物

1.定期检查确认孔

径规格在允许范围

之内；

2.定期确认筛网完

整性（包括是否破

损/变形，筛网与设

备框架紧密贴合的

程度，是否存在溢

流或短路）；

3.建议频率：每季

度。

1.开班、收班、每小

时检查筛网完整性

（包括是否破损/变

形，筛网与设备框架

紧密贴合的程度），

是否存在网孔堵塞、

溢流或短路；

2.制定合理的清洁

频率确保条形筛无

堵塞, 至少每4个小

时清洁一次。

1.每月验证不锈钢条

形筛的能力，剔除比

例依据设备情况设定

并有效实施（测试块

应覆盖适宜尺寸及异

物类型），同时验证

时应考虑最差情形

（例如清洁前进行验

证）；

2.每天收集分析筛下

物种类及数量，记录

并进行趋势分析。

1.及时修复或更换

完好的筛网并记录，

同时启动风险评估，

评估对监控间隔期
已生产产品和后续

生产线的影响；

2.清堵；

3.出现前端工序应

剔除的异物时，应及

时检查前端异物剔

除工艺的工作效果，

并作出调整。

风选 吸风口

1.风量

2.流量

1.去除毛发、线

绳、红衣、小片

塑料薄膜等轻杂

质

1.根据目标异物类

型选择试块对设备

进行测试，需考虑

设备关键影响因素

的常规及极端条

件；

2.吸风口位置放置

在花生传送带的末

端，花生下落的位

置；

3.建议频率：每年、

设备维修或参数变

更后。

1.开收班检查吸风

口的风力（静态验证

以橡胶球（或乒乓

球）或塑料线绳为目

标物，测定风速和风

量是否合适。一端需

要固定，避免测试物

体丢失。以能吸走破

碎花生壳为最小限

值风量，同时以不能

吸走花生仁为最大

限值）。

1.每月对吸风口进行

阳性投料验证（在常

规原料中加入线绳等

轻杂）；

2.回顾后续物料在轻

杂上的去除效果，以

随时调整吸风口风

量。

1.启动风险评估，评

估对监控间隔期已

生产产品和后续生

产线的影响；

2.及时调整吸风口

风量大小及产品流

量。

色选 色选机

1.参数设定

2.流量

3.压缩空气压力

1.剔除花生仁色

以外的花生果、

果壳、土石、塑

1.根据目标异物类

型选择试块对设备

进行空机测试及针

1.开机前检查色选

机参数设定是否正

确（参数以能到达目

1.每周验证色选机工

作能力，剔除比例依

据设备情况设定并有

1.确认设备关键影

响因素有无异常；

2.调整色选机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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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

流程

异物控

制设备

设备关键

影响因素
目标异物类型 确认方法 监控方法 验证方法 纠正措施

4.背景板清理频率

5.应具备自动报警装

置

6.红外功能（设备具

备时）

料等异物

2. 如 带 红 外 功

能：剔除在红外

光谱下与花生存

在光学特性差异

的杂质

对不同产品族的带

料测试，需考虑设

备关键影响因素的

常规及极端条件；

2.建议频率：每年、

设备维修或参数变

更后。

标剔除比例实验确

定的参数为准）；

2.开机前检查压缩

空气出气口是否堵

塞；

3.随时关注自动报

警装置报警情况。

效实施（测试块应覆

盖圆滑石块、有色玻

璃、塑料、玉米、大

豆等花生仁以外颜色

异物，如带红外功能

还应包含与花生仁颜

色相近但与花生存在

红外光谱下光学特性

差异的试块）；

2.每天收集分析筛下

物种类及数量，记录

并进行趋势分析。

参数或对色选机进

行维修，同时启动风

险评估，评估对监控

间隔期已生产产品

和后续生产线的影

响；

3.及时清理出气口；

4.出现前端工序应

剔除的异物时，应及

时检查前端异物剔

除工艺的工作效果，

并作出调整。

人员

拣选

输送带

-拣选

人员配

备

1.选择与花生颜色有

显著差异的输送带，

建议白色背景输送

（以提升非白色异物

的剔除率）

2.皮带速度

3.物料厚度（确保人

员检查的时候的物料

为单层）

4.灯光照度（至少

540LUX）

5. 人员配置

1.去除不完善及

损伤产品

2.去除非白色的

杂质

1.定期检测挑选区

域灯光照度（建议

频率：每月）；

2.定期检验员工视

力（建议频率：每

年）。

1.开班检查确认皮

带速度、物料厚度、

灯光照度及人员配

置满足要求；

2.人员每两小时强

制休息10min，避免

人员过度疲劳，造成

识别能力下降。

1.每月投石头，硬塑

料类等测试块（测试

块应覆盖适宜尺寸及

异物类型）进行人员

拣选能力验证；

2.每天收集分析筛下

物种类及数量，记录

并进行趋势分析。

1.若试块不能被有

效识别，则需要回顾

关键因素是否在规

定范围之内；若不

在，需进行调整并确

认有效，同时启动风

险评估，评估对监控

间隔期已生产产品

和后续生产线的影

响；

2.出现前端工序应

剔除的异物时，应及

时检查前端异物剔

除工艺的工作效果，

并作出调整。

磁选 磁棒
1.磁铁强度

2.磁铁材质

1.去除磁性类杂

质

1.确认磁棒设计合

理（见6.1.5内容）；

1.开机前确认生产

流量处于规定范围；

1.每月检测磁棒强

度；

1.若磁力强度低于

最低要求，需及时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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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

流程

异物控

制设备

设备关键

影响因素
目标异物类型 确认方法 监控方法 验证方法 纠正措施

3.流速

4.磁棒设计

2.使用高斯计对每

根磁棒选择3个点

测量磁力强度，需

每个点强度都满足

最低磁场强度要

求；

3.建议频率：每月。

2.定期检查、清理磁

条上杂质（至少每4

小时）。

2.每天收集分析磁棒

上的杂质种类及数量

/重量，记录并进行趋

势分析。

换磁条，同时启动风

险评估，评估对监控

间隔期已生产产品

和后续生产线的影

响；

2.出现前端工序应

剔除的异物时，应及

时检查前端异物剔

除工艺的工作效果，

并作出调整；

3.出现异常恶性金

属杂质，及时分析查

找源头，并作出相应

调整。

金探 金探仪

1.流量

2.识别系统

3.报警系统

1. 去 除 直 径

0.8mm以上的铁、

1.0mm 以上的非

铁和 1.2mm以上

的不锈钢金属异

物（根据工艺以

及设备能力可进

一 步 提 高 灵 敏

度）

1.根据目标异物类

型选择试块对设备

进行空机测试及针

对不同产品族的带

料测试，需考虑设

备关键影响因素的

常规及极端条件、

试块的不同位置、

饱和度（连续投放

试块）、拒出失效

功能确认；

2.建议频率：每年、

设备维修或参数变

更后。

1.开机前检查设备

参数设定是否正确，

且所有产品经过金

属检测器；

2.开班、收班、每2

小时利用标准测试

块检测金探仪的有

效性，验证合格后方

可投入生产；

3.随时关注自动报

警装置报警情况。

1.每年设备厂家/第

三方机构对金探进行

检查验证；

2.每天收集分析拒出

物种类及数量，记录

并进行趋势分析；

3.产品放行前需检查

设备后台数据无异

常；

4.定期下载设备后台

数据，验证数据与剔

除物中异物的匹配

性，设备后台数据建

议保存6个月以上。

1.如发现金探仪失

灵，马上停止该台金

检的使用，由授权人

重新调试设备直至

恢复正常工作；

2.隔离验证间隔期

内产品，并使用离线

设备（相同检测限

值，并在一年内曾针

对该产品做过确认）

进行验证处理；

3.出现前端工序应

剔除的异物时，应及

时检查前端异物剔

除工艺的工作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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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

流程

异物控

制设备

设备关键

影响因素
目标异物类型 确认方法 监控方法 验证方法 纠正措施

并作出调整；

4.出现异常恶性金

属杂质，及时分析查

找源头，并作出相应

调整。

X 光

机
X光机

1.物料厚度（流量）

2.灰度值的设定

3.拒出延迟时间

5.翻版系统的压缩空

气压力

5.翻版系统稳定性

1.利用组织结构

差 异 去 除 金 属

(1mm) 、 玻 璃

（2mm）、陶瓷、

土块、石块等异

物（根据工艺以

及设备能力可进

一 步 提 高 灵 敏

度）

1.根据目标异物类

型选择试块对设备

进行空机测试及针

对不同产品族的带

料测试，需考虑设

备关键影响因素的

常规及极端条件、

试块的不同位置、

饱和度（连续投放

试块）、拒出失效

功能确认；

2.建议频率：每年、

设备维修或参数变

更后。

1.开机前检查设备

参数设定是否正确，

且所有产品经过X光

机；

2.开机前检查防护

帘完好情况；

3.开机前检查空气

过滤器上是否积有

灰尘；

4.开班、收班、每2

小时利用标准测试

块检测X光机的有效

性，验证合格后方可

投入生产；

5.随时关注自动报

警装置报警情况。

1.每年设备厂家/第

三方机构对X光机进

行检查验证；

2.每天收集分析拒出

物种类及数量，记录

并进行趋势分析；

3.产品放行前需检查

设备后台数据无异

常；

4.定期下载设备后台

数据，验证数据与剔

除物中异物的匹配

性，设备后台数据建

议保存6个月以上。

1.如发现X光机失

灵，马上停止该台设

备使用，由授权人重

新调试设备直至恢

复正常工作（注意找

回破损防护帘，且维

修或更换防护帘，及

时清理空气过滤器

上灰尘）；

2.隔离验证间隔期

内产品，并使用离线

设备（相同检测限值

且在一年内曾对该

产品做过确认）进行

验证处理；

3.出现前端工序应

剔除的异物时，应及

时检查前端异物剔

除工艺的工作效果，

并作出调整；

4.出现异常恶性金

属杂质，及时分析查

找源头，并作出相应

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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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艺

流程

异物控

制设备

设备关键

影响因素
目标异物类型 确认方法 监控方法 验证方法 纠正措施

包装 除尘机

1.包装袋材质 1.去除包装袋内

部残留线绳等轻

杂

2.去除包装物外

表面线绳

无 1.供应商选择控制；

2.来料检验：每批来

货包装进行来样检

验，合格后方可入库

使用（每次验货，取

一个吨袋，依据产品

包装的方式装料，以

评估包装袋内线绳

脱落情况）；

3.包材使用之前需

进行检查（如灯检、

磁检、金检等）以防

止异物。

无 1.退货或更换供应

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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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花生加工：仓储发运要求

仓储

9.1.1 仓库应以无毒、坚固的材料建成；地面应平整，便于通风换气；仓库的设计应能易于维护和清

洁，防止虫害藏匿，并应有防止虫害侵入的装置。

9.1.2 应按品种、规格、入库先后和生产批次分类隔离存放，不得混放，防止过敏源及其他交叉污染。

9.1.3 货物应离墙、离地存放，防止受潮、便于检查。

9.1.4 宜在相对湿度低于 70%，温度低于 15℃的条件下储存花生制品，发货前需要有足够的回温时间，

避免包装和环境产生温差，导致的冷凝水产生；若有短期暂存发货产品，可于常温储存，常温储存时间

不宜超过 5 天。

9.1.5 应采取有效措施（如风幕、挡鼠板、灭蝇灯等），防止虫鼠害的侵入；应制定和执行虫鼠害控

制措施，并定期检查，及时更换虫鼠害控制设施，若发现有虫鼠害痕迹时，应追查来源，消除隐患。

9.1.6 应准确绘制虫鼠害控制平面图，标明灭蝇灯、捕鼠器、生化信息素等虫鼠害捕杀装置的放置位

置，并保留除虫灭害工作记录，定期进行趋势分析。

发运

9.2.1 严格制定成品杂质检测标准，发货前进行验货合格后方可发货。

9.2.2 发运前需对每袋花生进行检查：

9.2.2.1 外包装四周、上下表面清洁，无异物，无明显污迹，无破损变形或物料泄露的痕迹；

9.2.2.2 花生包装袋周围无虫鼠害尸体与痕迹；

9.2.2.3 用于承载物料的卡板应完整清洁。

9.2.3 发运前需对发运车厢进行检查：

9.2.3.1 集装箱和车辆整洁，密闭时无透光和破漏，车厢内壁无掉漆、生锈、脱焊、铁屑、木碎、玻

璃或其他异物；

9.2.3.2 集装箱和车辆无脏污灰尘，异味，无积水，无杂物或者垃圾，不可与易碎品、玻璃制品、危

险品、化学品等物质混用；

9.2.3.3 无昆虫、寄生虫或者老鼠污染的痕迹。

10 异物控制体系验证

在线抽验

10.1.1 要求每 2小时内在成品包装前取样验杂，取样量为 2kg 以上；建议使用自动取样器取样确保样

品代表性。

10.1.2 建议每 2小时取样的同时安排专人在线观察产线 15 分钟是否有杂质出现。

10.1.3 出现杂质检出情况时，应依据杂质分布情况，通过原料筛选及加工过程控制流程分析其来源，

确认应将其剔除的工艺设备，并调整相应设备的参数设定，待相应工艺异物控制验证合格通过后，方可

继续生产，以保证异物控制体系的有效性。

10.1.4 停产并隔离在线抽验间隔期内产品，待抽验合格后方可投入继续生产。

成品抽验

10.2.1 月度抽验：建议每月在成品库抽验两个吨袋以上成品进行验杂，以验证异物控制体系实施的有

效性。

10.2.2 季度抽验：建议每季度在成品库抽验一个批次所有产品进行验杂，以验证异物控制体系实施的

有效性。

10.2.3 抽验要求在单独的输送带上进行，采用人工检验的方式实施，带速应低于人员拣选环节的带速

（如 80%的带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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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4 出现杂质检出情况时，应依据杂质分布情况，通过花生加工原料筛选及生产过程控制流程分析

其来源，确认应将其剔除的工艺设备，并调整相应设备的参数设定，待相应工艺异物控制验证合格通过

后，方可继续生产，以保证异物控制体系的有效性。

剔除物管理

10.3.1 针对不同工艺过程应建立异物预警限值和升级限值，以及明确超过预警限值和升级限值相对应

的行动 （例如启动根本原因调查、提高拒出异物检查频率、降低生产带速、停工、扣留产品、返工等），

对于 OPRP/CCP 点，当剔除异物达到升级限值时，应停机。

10.3.2 在特定区域（远离生产区域），基于生产线可能存在的异物特性、大小来选择合适的拒出物检

查方法，例如：金探/X 光机剔除物需经过人工挑选、磁选、至少同等灵敏度的金探或 X 光机离线检查；

磁选吸附物需进行目视离线检查；筛网/色选机剔除物需要使用目视和磁棒相结合进行离线检查。

10.3.3 对剔除物中的异物进行保存及记录，与设定的异物限值对比，采取相应的行动。

10.3.4 定期对剔除的异物数据进行趋势分析，利用下工序的剔除物数据验证上工序的有效性，利用下

工序剔除的异物对前端异物剔除设备进行继续学习优化设备参数，以不断完善上工序设备的异物剔除能

力。

10.3.5 选定专用区域作为剔除物存放区域，专人监管。

10.3.6 对于剔除物如需返工，则必须规定明确的返工要求（例如返工工艺、返工后验证等）。

10.3.7 设立剔除物的进出台账，以免剔除物丢失导致的产品异物再次污染。

11 对下游客户建议

异物控制体系评估

11.1.1 建议下游客户评估自身产品生产线异物控制能力，以完善相应硬件软件水平，降低异物污染事

件发生的概率。

异物控制建议

11.2.1 鼓励在终产品加工包装前，综合利用以下去除异物手段以降低终产品异物污染风险：

11.2.1.1 因原辅料经运输过程的颠簸，轻杂的存在不可避免，鼓励下游客户在投料时或预混前增设引

风设施，以降低线绳等轻异物对产品的污染；

11.2.1.2 建议在投料后预混前引入 X 光机，以验证供应商的异物控制体系，并降低异物对成品的污染；

11.2.1.3 建议可以依据拟加工产品工艺及产品性质，综合利用过滤器、筛网、金属探测器、磁棒、色

选机、X 光机、重力分选设施等异物检查及剔除手段，以期将异物降低至可接受水平。

11.2.2 建议在包装后，增设 X光机作为验证手段，以验证终产品是否存在异物污染，以降低过程污染

及蓄意投放等导致的异物污染事件的发生。

11.2.3 建议与上游供应链共享发现的异物和趋势，以促进供应链整体异物管控提升。

11.2.4 鼓励建立食品安全防护制度，以减少蓄意投放等造成的异物污染事件发生的概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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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

强磁滚轴及多层磁力架图示

强磁滚轴 多层磁力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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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金探的确认

B.1 确认

B.1.1 确认是通过获取客观科学证据以证实控制措施能有效地将食品安全风险降低至可接受水平。

B.1.2 什么时候需要对设备做确认？

——新设备安装后使用前；

——设备任何一个参数设置被更改；

——设备的物料输送皮带机发生变化，如皮带材质更换、皮带最高、最低、常速、定速变化等；

——拒出装置、报警装置等任何装置发生了移动或调整、改装；

——有新增的产品族（如不同克重、不同形状、不同尺寸、不同产品效应的产品）；

——至少每年一次（当某个产品的排产频率较低、超过一年时，必须确保至少在该产品的下一次

生产前完成确认）。

B.1.3 确认时需要考虑设备在常规及极端条件下（如不同速度、不同位置、连续出现异物、拒出失效

等）控制食品安全风险的有效性。

B.1.4 金探的确认

B.1.4.1 确认前需识别生产线或原料带来的所有目标异物的种类。

B.1.4.2 使用有认证的标准试块（确保大小，形状和材质符合要求）进行确认。

B.1.4.3 考虑不同的物料速度：

——桥式金检：在最高速度，最低速度和常速下（介于最高速度和最低速度之间，生产经常使用

的速度）分别进行确认；

 最高速度：为确保金属检测系统确认样品能在生产时皮带运行最快速度下通过金属检测

系统，可以先开启金属检测系统皮带，待其达到最大速度后将样品放置在金属检测系统

入口前方。

 最低速度：为确保金属检测系统样块能在皮带运行最慢速度下通过金属检测系统，可以

将皮带停止，在参数中先选择皮带运行的最低速，然后在金属检测系统入口前（如：检

测系统前1cm的距离）的皮带上放置样品，再开启金属检测系统皮带。

——喉式金检：自由落体通过金检的最低速度和最高速度。通常最高速可以从自由落体的最高点

放入试块，最低速在金检口放入试块；

——管道金检：需要确认管道内不同流速（最高速度，最低速度和常速）的金检识别和拒出能力。

B.1.4.4 考虑不同的异物位置：

——桥式金检：需确认当异物在产品的不同位置（如产品的前、中、后）时，是否都能被识别和

剔除；

——喉式金检和管道金检：无需进行试块在产品不同位置的确认，但需确保做金检确认时，产品

和试块同时在通道中。

B.1.4.5 考虑异物饱和度，即当异物连续出现时，对于金检的识别和拒出能力的确认：

——桥式金检：最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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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喉式金检和管道金检：三个试块一同进入产品流中进行确认。

B.1.4.6 考虑产品效应及包材效应，应进行带料确认，且确认覆盖不同规格，不同种类的产品。

B.1.4.7 考虑设备的拒出失效模式：当拒出系统在接收到检测系统探头检测到异物的信号后，没能有

效剔除受影响的所有产品到拒出桶时，设备是否会报警、皮带是否会自动停机。拒出失效确认的具体确

认操作方法举例：

——参数设置中选择模拟金属检测系统的测试头失效测试，确认金检系统是否会报警、皮带是否

会自动停机（只适用于有此功能的设备）；

——对于使用压缩空气或气缸作为拒出装置的拒出系统，需将拒出系统压缩空气切断，确认金检

系统是否会报警、皮带是否会自动停机（只适用于有此装置的设备）；

——通过人为控制的方法，将经过金属检测系统的测试试块拿出，不让其进入金属检测系统拒出

桶内，确认金检系统是否会报警、皮带是否会自动停机；

——通过故意挡住金属检测系统的高料位电眼(位于拒出桶内)，确认金检系统是否会报警、皮带

是否会自动停机；

——当经过金属检测系统的测试块进入拒出桶时，通过故意挡住拒出桶下游位置的确认电眼，确

认金检系统是否会报警、皮带是否会自动停机。



附件三

青花协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标准名称 花生异物控制良好操作规范

负责起草单位 /

单位地址 /

参与起草单位 /

表 1 标准起草人（全部起草人，应与标准文本前言中起草人排序一致）

序号 姓名 单位 职务 职称 电话

1 / / / / /

2

3

4

5

6

7

8

1、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异物是影响产品质量的一个重要原因，也是客户反映和客户抱怨索赔的比例最高的因素之

一，花生原料及其初加工产品中存在的异物对后端花生制品相关的消费者、厂商、品牌及整个

行业都会造成不良影响。因此，制定花生中异物控制的良好操作规范的重要性尤为重要，良好

的异物控制规范可以降低异物风险，保障食品安全质量，促进花生行业的健康发展。

花生中异物具有大小不一、形式多样性的特点，且由于中国国内特殊的农业经济形式，花

生种植大部分以小农种植为主，田间晾晒及摘果晾晒等管理相对都比较粗放，导致花生原料中

异物来源复杂多样。目前国内尚无针对具体食用农产品及食品的原料异物控制体系，且花生从

种植、收获、贮存、脱壳、加工等各环节之间难以形成统一规范的异物管理要求，因此为了降

低后续花生终端产品的异物风险，急需制定从花生种植到成品加工的全过程花生异物控制良好

操作规范。

花生异物控制良好操作规范标准的建立目的是通过对异物来源及种类的统计分析，及对花

生加工原料、花生加工过程各去除异物工艺步骤的逐一分析，制定了各异物去除工艺的确认方

法、监控方法、验证方法及纠正措施。并通过进一步完善种植环节、脱壳加工环节、花生加工

环节、仓储发运环节的规范化管理要求，建立了花生异物控制良好操作规范，提供了相应异物

控制体系的验证方法及对下游客户在异物控制方面的一些建议，以期实现将花生及其产品中的



异物降低到可接受水平的总体目标。

2、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基于对花生异物来源及种类的统计分析，及对花生加工原料、花生加工过程各去除异物工

艺步骤的逐一分析建立相关花生异物控制良好操作规范。

无现行参考依据，与现行的相关法律法规及标准并行。

3、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详细说明）

无

4、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无

5、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6、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实施日期等）

无

7、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8、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注：没有的请填写“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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