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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度

指标

含油量（%）

水分(%)

国家标准三等及

以上的比例（%）

2020年

40.0

6.8

77.5

2021年

40.3

9.3

93%

2022年

40.3

7.6

97.7

2023年

37.6

7.3

34.9

2024年

37.8

7.3

55.8

为掌握和分析2024年我市收获粮食质量品质状况，提高

粮食质量安全风险监测能力，指导粮食企业收购、推介优良种

植品种，武汉市储备粮保障中心根据《市发改委（粮食局）关于

做好2024年粮食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工作的通知》要求，会同有

关区粮食质检机构开展了2024年收获粮食质量调查和品质测

报工作。

依据等距分布原则，此次调查和抽样范围覆盖全市6个新

城区的47个街（乡、镇）、259个村组，在田间、农户、乡村晒场

及收购库点抽取样品513份（其中稻谷样品408份、小麦样品

30份、油菜籽样品46份、玉米样品19份、花生样品10份）。样

品的质量、品质和安全指标均按国家标准方法进行检验。调

查分析结果如下：

稻谷质量及品质状况

一、总体质量状况

通过对408份稻谷样品的检验检测及质量调查分析，结果

显示：出糙率平均值为76.4%，比上年降低1.0个百分点；整精

米率平均值为54.3%，比上年降低0.5个百分点；国家标准三等

及以上的（出糙率≥75.0%）样品占比89.4%，比上年降低4.5个

百分点。2024 年我市稻谷质量受夏季持续高温干旱气候影

响，总体质量情况较上年有所下降。近5年稻谷主要质量指标

情况见表1。

表1 我市2020—2024年收获稻谷主要质量指标对比

注：根据国家标准《稻谷》（GB1350-2009），籼稻质量要求

为：三等出糙率（%）≥75.0，整精米率（%）≥44.0；二等出糙率

（%）≥77.0，整精米率（%）≥47.0；一等出糙率（%）≥79.0，整精米

率（%）≥49.0。

二、品质状况

2024年我市早稻主要种植品种有“鄂早39”“中早39”“潭

两优 83”等，中晚稻主要种植品种有“野香优 689”“乐优 97”

“玮两优8612”“仁优1127”等。

通过对24份稻谷样品的检验检测及品质调查分析，结果

显示：其中全项达到《优质稻谷》国家标准三等的样品有2份，

占样品总数的8.3%，较上年水平有所下降，2024年我市稻谷整

体品质一般。

三、安全监测状况

通过对24份稻谷样品的检验检测及安全调查分析，结果

显示，农药残留、重金属含量（铅、镉、砷、汞）、黄曲霉毒素B1

等安全指标全部合格，总体情况较好。

小麦质量状况
2024年我市小麦主要种植品种有“郑麦”“华麦”“扬麦”

“西农”等系列。通过对30份小麦样品的检验检测及品质调

查分析，结果显示：我市收获小麦整体质量情况比上年略有

提升。其中，容重平均值 761g/L，比上年提高 10g/L，国家标

准三等（容重≥750g/L）及以上的占46.7%，比上年降低3.3个

百分点；水分平均值 11.5%，与上年持平，不完善粒平均值

4.9%，比上年降低 1.0 个百分点。近年小麦整体质量情况对

比见表2。

表2 我市2020—2024年小麦主要质量指标对比

注：根据国家标准《小麦》（GB1351-2023），其质量要求

为：三等容重（g/L）≥750，不完善粒（%）≤8.0；二等容重（g/L）≥
770，不完善粒（%）≤6.0；一等容重（g/L）≥790，不完善粒（%）≤
6.0。

油菜籽质量状况

2024 年我市油菜籽主要种植品种有“德油”“文油”“中

油”“华油”“中双”等系列。通过对 46 份油菜籽样品的检

验检测及品质调查分析，检验结果显示：今年油菜籽整体

质量有所提升。其中含油量平均值 37.8%，比上年上升 0.2

个百分点；国家标准三等（含油量≥38.0%）及以上的占比

为 55.8%，较上年提升 20.9 个百分点。我市去冬今春的低

温冻雨天气对油菜籽生长初期产生不利影响，导致籽粒灌

浆不足，但 3—5 月气候较为适宜，油菜籽长势得以一定程

度恢复，收获期间有利气候条件使不完善粒进一步降低，

整体质量略有提升。近年油菜籽整体质量情况对比见表

3。

表3 我市2020—2024年油菜籽主要质量指标对比

注：根据国家标准《油菜籽》（GB/T11762-2006），其质量

要求为：三等含油量（%）≥38.0，水分（%）≤8.0；二等含油量

（%）≥40.0，水分（%）≤8.0；一等含油量（%）≥42.0，水分（%）≤
8.0。

玉米质量状况
2024年我市玉米主要种植品种有“鄂玉”“裕丰”“登海”系

列。分析结果显示，通过对19份玉米样品的检验检测及品质

调查分析，检验结果显示：容重（g/L）平均值为703，比上年降

低13.8，达到国家三等及以上标准样品占比93.3%，比上年提

高3.3个百分点；水分（%）平均值为11.7,比上年下降0.9个百

分点；不完善粒含量（%）平均值为3.1，比上年下降1.0个百分

点，其中主要类型是破碎粒。

花生质量状况

2024 年我市花生主要种植品种有“罗汉果”、“中花”系

列。通过对 10 份花生样品的检验检测及品质调查分析，检

验结果显示：纯仁率（%）平均值为 72.0，达到国家三等及以

上标准样品占比 85.7%；含油率（%）平均值为 49.5；不完善

粒含量（%）平均值为 5.3，其中主要类型为病斑粒及未熟

粒。

优良品种推介

根据近年来的跟踪监测，推介以下质量良好、市场需求大

的优良品种。

推介早籼稻品种为“潭两优83”“嘉育253”及“早优”系列，

其产量稳定，出糙率、整精米率较高，垩白粒率、垩白度较低，

米粒外观好，直链淀粉含量适中，食味品质好。

推介中晚籼稻品种为“黄华占”、“两优”系列、“荃优”系

列，这些品种性状良好，环境适应性强，稻谷出糙率、整精米率

较高。

推介小麦品种为“郑麦9023”、“扬麦”系列、“西农”系列。

这些品种比较适应我市土壤条件和气候环境，产出的小麦籽

粒饱满、容重大、不完善粒少，且单产较高。

推介的油菜籽品种为“中油杂19”、“德油5号”“华油杂”

系列。这些品种单产较高，油菜籽含油量较高。

推介的玉米品种为“鄂玉24”“黄金粮MY73”。这些品种

具有高产、稳产、适应性好、容重较高等特点。

武汉市储备粮保障中心

年度

指标

平均出糙率（%）

平均整精米率（%）

国家标准三等及

以上的比例（%）

2020年

77.1

49.4

88.9

2021年

77.8

52.9

96.5

2022年

76.3

50.3

82.7

2023年

77.4

54.8

93.9

2024年

76.4

54.3

89.4

年度

指标

平均容重（g/L）

平均水分(%)

平均不完善粒(%)

国家标准三等及

以上的比例（%）

2020年

764

11.9

10.9

36.7

2021年

715

12.1

49.1

13.3

2022年

758

11.4

13.4

65.6

2023年

751

11.5

5.9

50.0

2024年

761

11.5

4.9

46.7

武汉市2024年粮食质量品质调查分析报告

长江日报讯（记者刘睿彻 通讯员
刘勇）眼下，羽绒服热销。真羽绒与假
羽绒的区别在哪里？多少钱的羽绒服
才靠谱？这里告诉你可靠的答案。

12月8日，长江日报记者在武汉产
品质量监督检验所国家纺织服装产品
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湖北）看到，来自华
中地区的多件羽绒服以及一袋袋羽绒
原材料正在接受检测。

检测发现，市面上不合格乃至劣
质羽绒服往往是用“飞丝”代替真正的
羽绒填充到服装中。该检验中心主检
工程师唐金波边介绍边展示真羽绒和

“飞丝”的区别。
羽绒主要来源于鹅、鸭的腹部朵

状绒毛。由于独特的星朵状结构，羽
绒能够形成良好的保暖层，保暖效果
优于棉花、羊毛、蚕丝等其他天然保暖
材料。

合格羽绒服内充绒应该是绒子，
也叫绒朵。记者看到，绒子像一朵朵
小小的雪绒花，面积约1平方厘米。它
们有着绒核和绒枝，用手摸上去感觉
像棉花，但比棉花更轻柔。

劣质羽绒服充的是“飞丝”，“飞
丝”是羽丝和绒丝的混合物。羽丝是
羽毛上掉下的丝，绒丝是羽绒上掉下
的丝。“飞丝”看似为羽绒的一部分，其
实只能算“边角料”，保暖效果很差。

记者发现，绒子和“飞丝”远看都
是白花花一片，但近看区别很明显，

“飞丝”看上去像一堆散沙，没有成形
的绒朵，摸上去也像细沙，缺乏柔和的
感觉。

唐金波介绍，2011年的国家推荐
性标准用“含绒量”来衡量羽绒量，而
2021年新的国家推荐性标准改用“绒
子含量”来衡量羽绒量。这意味着标
准更严格，羽绒主要由绒子构成，“飞
丝”不能是主要成分。在新的国标中，
绒子含量要达到50%以上才能算一件
羽绒制品，否则就不能叫羽绒制品。

对消费者而言，不可能打开羽绒
服内部查看绒子含量，主要还是通过查看服装的吊牌、水洗标
判断羽绒服的品质。唐金波介绍，根据新国标，规范的羽绒服
标签应该标有绒子含量，如白鸭绒80%、白鹅绒90%等。绒子
含量越高，羽绒品质越好。

羽绒服标签还应标有充绒量，短款羽绒服的充绒量应该
达到130克以上，长款羽绒服的充绒量应该在230克以上。当
然，一些薄款羽绒背心可能达不到这一数值。

对羽绒服的检测有多项指标，如绒子含量、蓬松度、浊度、
耗氧量等。唐金波展示了几份企业送检羽绒服的检测报告，
最受关注、检测最多的是绒子含量。如果绒子含量达到羽绒
服标称的含量，在这项指标上就是合格的，反之不合格。比
如，一件羽绒服标称含90%的白鸭绒，那么检测的2克羽绒样
品中绒子含量就应该达到1.8克左右。

从价格上看，鸭绒的成本为500元—600元/公斤，鹅绒的
成本超1100元/公斤，一件能称得上羽绒服的衣服仅羽绒自
身的成本就达一两百元。因此，一两百元的羽绒服很难保证
质量。

“一分价钱一分货”在羽绒服上体现得特别明显。检测中
发现，品牌羽绒服总体质量更经得起考验。唐金波建议消费
者，选择正规渠道购买品牌羽绒服，对网上推销价格明显低于
成本的羽绒制品保持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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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江日报记者徐璐

上周末，冬日暖阳下的汉口西北湖畔，稚嫩却专业的戏曲
唱腔穿透晴空。在荀亯社・传承小京班（以下简称小京班）的
教室里，孩子们耍起比自己还高的花枪，一遍遍练习着经典剧
目。另一个角落，老师展示着各种手势，兰花指纤细柔美，似
在轻拈花朵，剑指则刚劲有力，仿佛持剑而立，孩子们从手腕
的转动到手指的伸展都认真模仿着。

这是小京班的第十个年头。这个冬天，小京班创始人陈
芳芳觉得，京剧的春天缓缓走来。

2014年，毕业于中国戏曲学院附中的陈芳芳在武汉京剧
院当了几年专职京剧演员后，萌生开班教京剧的念头。在她
最初的设想里，至少也会有几十名学生。没想到一年过去了，
她只招收到两三个孩子。当时的武汉，孩子和家长对于传统
文化的意识非常薄弱。最初几年时间，学员数量都极少，她完
全是凭着一份对京剧艺术的热爱在苦苦支撑。也正是这份困
难让陈芳芳第一次感受到，这个行业太难了。

2014 年，6 岁的张博雯来到小京班，成了仅有的两三名
学员之一。她并不是先天条件特别优越的孩子，特别是音
准，总是有点找不到。但是，她就是特别喜欢京剧，刻苦而
有韧性，小小的身体里蕴含着巨大的能量。不服输的陈芳
芳被孩子的刻苦劲儿感动，对她倾注了特别多的心血。经

过手把手的教学，张博雯攻破了一道又一道难关，2020年顺
利考入中国戏曲学院附中。学习京剧10年之后，张博雯说：

“感谢各位老师愿意一直帮助我，照耀我斑斓的梦想。”现在
的张博雯是小京班小学员们的偶像，大家都亲切地叫她“大
师姐”。

唱花旦出身的陈芳芳在给小京班起名称时颇动了一番脑
筋。“荀”来自花旦名角荀慧生，同时意味着探寻如何把京剧更
好地传播下去；“亯”是享的古字，她希望每一名学员都能享受
京剧带给自己的人生辉煌；“传承小京班”自然就象征着面向
孩子让京剧代代传承。

10年来，经过了4次搬家，小京班如同一颗顽强的种子，在
京剧艺术的沃土里生根发芽，历经风雨，绽放出绚烂的光彩。

陈芳芳回忆说，小京班的转机出现在2016年。那年，武
汉开始开展“戏曲进校园”活动，小朋友们有机会登上了湖北
卫视的全国社区网络春晚，学校里的学生们也因此对京剧有
了初步认识。一些学生开始慕名而来，小京班开始逐渐壮大，
就像在黑暗中看到了一缕曙光。从那时开始，京剧传承的星
星之火开始燎原。

10 年间，小京班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戏曲的普及
程度与之前相比有了极大的提高。之前学戏曲的时候，不
仅是没什么人学，想找资料都特别难，跑遍武汉的大小书
店都不一定买得到；现在学戏曲，开始被人羡慕，私下聊起

来会觉得是家里有传统文化意识和修养的才会学戏曲，学
习渠道和展示平台也越来越多了。现在的小京班基本每
个月有 4 到 5 场表演，而且全部都在公众平台，还有省、
市、区级群艺馆、文化馆的活动，提供了各种各样的舞台和
比赛。

如今，小京班在读学员有100多名，最小的4岁，最大的
16岁，基本是因为自己感兴趣来学习的。陈芳芳说：“有的小
朋友才两三岁，在家里看到戏曲频道就不换台了，甚至哭着吵
着要来唱戏，一来这儿就不肯走了，挂着髯口、穿着水袖就不
肯脱。”

12岁的秦紫涵来自武汉美加外语学校，学习京剧5年，
正在备考中国戏曲学院附中。和很多孩子一样，秦紫涵最
初接触京剧是在学校京剧社团，被京剧华丽的装扮、夸张
的表演深深吸引，直到在小京班接受了专业训练才发现真
要一板一眼“唱念做打”绝不是一件轻松的事。老师们是
各个行当的青衣、舞旦、花旦、老旦，从基本功、视唱练耳、
步法身段到戏曲常识，一点点教会他们，更需要他们持之
以恒地练习，亲身体会才真正理解书里说的“台上一分钟，
台下十年功”。

小京班的10年是一豆灯火被渐渐点亮的10年。它一路
走来，见证了孩子们的成长，也见证了京剧艺术在武汉的传承
和发展。

开班10年，在读学员从两三个发展到100余人

这里培育出一群小小京剧传承人

小京班第一批学员“小精灵”。 小京班学员在汉街演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