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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1章关于小麦籽粒质量概念的讨论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
在《质量管理体系——基础和术语》(ISO9000：2000)中对质量概念给出了广义的定义。关于小麦籽粒
质量，早期的国际贸易主要以容重定级，逐步发展成以硬度、籽粒色泽、冬春性为分类依据，按容重
定级的体系。随着产业化和快速检测技术的发展，一些小麦出口国以小麦品种的质量特性为基础，探
讨以用途为分类依据、以蛋白质含量为标准制订价格的新模式。国家标准《小麦》(GB 1351—2008)沿
用以籽粒色泽分类为基础，按容重定级的体系。质量的定义在小麦加工利用过程中的不同阶段，包括
育种、储运、制粉和最终利用，是变化的；研究者将会关注新颖的分析工具和方法，并在谷物化学理
论和方法的基础上，确定质量在小麦生产和不同利用阶段的定义。讨论如何把从消费者反馈中得到的
信息再加工，形成新的育种方向或目标。了解什么是质量，实际定义有何不同，可为在市场上形成有
见地的、经济合理的决策提供依据。因此，从这些定义出发，理解和定义小麦籽粒质量，有助于规范
小麦籽粒质量的概念，统一其含义，制定小麦产品标准，改进小麦质量改良的实践，促进小麦产业和
食品工业、储运物流和消费市场的联系和交流。1 1质量概念质量（quality）是指一组固有特性满足要
求的程度。质量可使用形容词来修饰，如差、好或优秀。固有的（与其相反是“外来的”）就是指在
某事或某物中本来就有的，尤其是那种永久的特性。要求（requirement）是指明示的、通常隐含的或
必须履行的需求或期望。通常隐含是指组织、顾客和其他相关方的惯例或一般做法，所考虑的需求或
期望是不言而喻的。特定要求可使用修饰词表示，如产品要求、质量管理要求、顾客要求。规定要求
是经明示的要求。要求可由不同的相关方提出。等级（grade）是指对功能用途相同但质量要求不同的
产品、过程或体系所作的分类或分级。在确定质量要求时，等级通常是人为规定的。顾客满意
（customer satisfaction）是指顾客对其要求已被满足程度的感受。能力（capability）是指组织、体系或
过程实现产品并使其满足要求的本领（ISO9000：2000）。根据有关质量的定义，从科学的角度理解，
特别是从谷物化学角度理解，质量是一个不确定的目标。科学概念本身牵涉到具体的、定量的信息—
—数量、质量和性能的测定。质量是一个不确定的、可塑造的概念，没有准确定义；它本质上归结于
人们的感知。人们所判定的产品特征的综合就是质量；质量的概念没有对错，只是复杂特性被全部感
知的程度（Bettge, 2010）。人们的感知会随个体、文化的差异而不同。就小麦产业链而言，收储用户
的质量观主要考虑籽粒的物理特性；制粉用户的质量关注点在于出粉率和白度；面制品用户则侧重制
成品的消费者关注点。因此，获得一个统一的质量定义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在最佳条件下，实现目
标质量也是很困难的，尤其对于小麦籽粒质量。当涉及人们的判断时，不仅小麦目标质量的实现是困
难的，小麦质量的定义在小麦加工、销售和最终应用范围的特定阶段也是有所不同的。小麦加工和销
售的每个阶段需要质量的不同定义。在不同的阶段，定义可能不同，有时甚至还是矛盾的。在小麦加
工利用的整个过程中，很少有人能够理解，质量在一个阶段的定义不能表示其在另一个阶段定义的原
因。例如，令一些小麦买家感到失望的是，购买美国的头等制粉用小麦，并不能提供一流的面包制作
品质。这一事实表明，反映小麦籽粒完整性和干净程度（并不代表任何最终用途的适用性）的分级和
销售标准不能被完全接受。中国的小麦收购标准按容重定级，同样不能代表其最终制作食品的质量。
即使使用国际标准《专用小麦品种品质》，特别是《优质小麦强筋小麦》(GB/T17892—1999)、《优质
小麦弱筋小麦》(GB/T17893—1999)标准分类收储的小麦，也不能保证完全满足最终制品的质量。只能
理解为评价质量的性状和食品质量特性有相关关系，但不是等同关系。1 2测定质量在过去的40年里，
植物遗传育种已经通过DNA水平的操作和质量评价技术的发展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这些方法通过遗
传转化也给市场带来了新的产品，大幅提高了选择育种的效率。同时，免疫学和光谱学领域的技术发
展提高了育种工作者快速识别新品种表现型的能力。DNA标记辅助选择和快速表达基因型等遗传操作
得到发展，育种者通过这些方法提高或改变小麦的质量。人们将会投入更多精力去改变小麦多酚氧化
酶活性、淀粉组成、面筋筋力和抗穗发芽特性，并确定每一种方法的最优方案（何中虎等，2005）。
讨论贸易应用中营销和运输阶段的小麦质量，探索小麦质量的定义和知识是当前小麦市场和研究领域
内每个人的目标。尤其是在判定大量小麦的类别和潜在功能时，需要确定质量的含义。这一过程开始
于一个品种的育成和目前消费者在零售货架上寻找满足个人理想质量产品的方式（Bettge, 2010）。在
市场和销售渠道中，虚拟整合作为定义质量的下一个前沿，在整个小麦供应过程中也有讨论的必要。
此外，在销售链中，业务增长的经济意义和如何评估消费者对质量要素的满意程度也是个问题。质量
本身是一个重要的目标，但它又必须从最终使用者满意，以及粮食市场和贸易能够产生经济效益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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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进行定义。谷物中的植物化学物质，如羟基桂皮酸、木脂素类、植物固醇等，已经证明是一系列对
健康有益的物质，并且与全谷物消费有关。然而，一些有益于人类健康的成分对小麦生产和加工利用
提出了挑战。最近，许多文章中都有谷物制品中不同植物化学物质及其含量的数据。然而，因为这些
方法往往是非官方的或者利用不确定的方法，所以不同实验室的结果很难具有可比性。应讨论用于分
析谷物中植物化学物质（检出限、测定限、回收率）分析方法的最低要求。另外，也需要讨论那些广
泛应用而不确定的方法，如总酚含量的测定方法以及应用这些方法得出的结论。全麦制品得到科学家
和消费者越来越多的关注，对于消费者来说，质量的定义和分析方法越来越重要。质量，随着它在营
养和健康上的体现，需要在实际情况下讨论和比较更好、更标准的分析方法。1 3定义质量什么是质量
及其在制粉中是怎么被定义的？质量即小麦制粉需要达到消费者的期望值。对面粉有特殊需求的消费
者，如面包师和其他面粉使用者，他们对面粉的需求应该能够被经济合算地满足。怎样才能使商业制
粉满足消费者的需求，并同时从那些对小麦质量有着不同看法的小麦供应者那得到高质量小麦是需要
考虑的问题。在实验制粉中，有两个基本的方法可用于定义质量。第一个（客观存在的）是一种实验
方法，在制粉过程中降低可变性，以此可以评价小麦固有性能中的不同。第二个（不是必须存在的）
反映的是商业制粉性能，制粉时设置达到预算最大经济利润的出粉率（Bettge, 2010）。作为消费者，
可以用磨粉实验的数据决定买哪种小麦。然而，出粉率、流变学和最终用途的数据是基于标准试验方
法制作的小麦和面粉。例如，一种小麦在65%的出粉率时有良好的烘焙质量，在75%的出粉率时它还
能表现出同样良好的烘焙质量吗？商业和实验磨粉的数据是有相关性的，但这些数据能反映在面包房
中最终应用的表现吗？这还需要实验磨粉技术和商业磨粉结果一致性的信息。

Page 5



《黄淮冬麦区小麦籽粒质量调查与研》

编辑推荐

魏益民等专著的《黄淮冬麦区小麦籽粒质量调查与研究》主要介绍了2008—2010年黄淮冬麦区河南、
河北、山东、陕西1385份农户田问小麦籽粒样品，424份粮库仓储小麦籽粒样品的籽粒质量、小麦品种
质量，以及小麦品种布局等信息；分析了在生产上质量较为稳定的优质小麦品种的特点；讨论了优质
强筋小麦的区域分布特征；提出了生产优质小麦原料和食品的可能性和发展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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