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贡嘎海棠果汁饮料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本项目来源于：

1）1）《关于发布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 2024 年度团体标准项目计划（第七

批）的通知》（中民贸〔2024〕119 号），项目编号为 T/OTOP-202423。

2）根据炉霍县 “133” 产业发展规划及乡村振兴需求，由中国民族贸易促

进会提出，炉霍雪域俄色有限责任公司、炉霍县林业和草原局、炉霍县农业农村

和科技局、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单位联合申报，经中国民贸标准化工作委员会评

审通过，纳入 2025 年度团体标准制定计划。

2. 目的与意义

炉霍县作为甘孜藏族自治州特色农业县，依托贡嘎海棠（俄色）资源优势，

已形成 “俄色茶 + 俄色果酒 + 俄色中药饮片 + 俄色茶（果）饮” 的产业发

展新格局，构建了 “特色产业 + 民族品牌 + 企业（专合社）+ 农牧民” 的共

富利益联结模式，年带动全县 2000 余名农牧民实现人均采茶（采果）增收 3500

元左右，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产业支撑。

然而，当前贡嘎海棠果汁饮料产业存在诸多问题。“雪域俄色” 品牌效应

度和大众认知度有待提高，相关产品在生产、加工过程中缺乏规范性技术指导，

市场上流通的产品质量参差不齐。这种状况不仅影响了品牌的市场竞争力，也制

约了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难以充分发挥其在带动农牧民增收和推动乡村振兴中的

作用。

本标准的制定旨在：

规范生产：明确贡嘎海棠果汁饮料的原料要求、生产工艺、质量安全指标等，

统一生产标准，提升产品质量的一致性和稳定性。

品牌赋能：通过标准化生产保障产品品质，支撑 “雪域俄色” 区域公用品

牌建设，增强产品在市场中的竞争力和影响力，提高品牌的附加值。

助力乡村振兴：推动贡嘎海棠产业向标准化、规范化、高质量方向发展，进

一步巩固农牧民的增收渠道，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为当地乡村振兴注入更强动



力。

3. 主要工作过程

调研阶段（2024 年 4 月 - 2024 年 6 月）：

起草工作组深入炉霍县开展实地调研，全面考察了贡嘎海棠的原料基地，了

解其生长环境、种植规模及管理模式；走访了多家加工企业的生产车间，查看生

产设备、加工流程及质量控制措施；考察了仓储物流条件，掌握产品的存储和运

输现状。同时，与企业负责人、合作社成员及农户代表进行深入访谈，收集他们

在生产、加工、销售等环节遇到的问题和需求。此外，对现有相关标准（如

DB5133/T50-2021《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炉霍雪域俄色茶加工规范》）的适用性进

行分析，梳理其中存在的不足，为标准的制定提供实践依据。

立项阶段（2024 年 8 月）：

在前期调研的基础上，完成《贡嘎海棠果汁饮料团体标准项目建议书》的编

制工作，详细阐述了标准制定的必要性、主要内容、预期目标等。该建议书通过

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的评审，2024 年 8 月 13 日，中国民贸并正式获得立项，《关

于发布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 2024 年度团体标准项目计划（第七批）的通知》（中

民贸〔2024〕119 号），项目编号为 T/OTOP-202423。

标准起草阶段（2024 年 9 月 - 11 月）：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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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调研收集到的信息和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要求，起草标准

文本初稿。随后，多次组织线上和线下研讨会，邀请行业专家、生产企业代表、

监管部门人员等对标准文本进行讨论和修改，形成研讨稿。

征求意见阶段（2025 年 7 月 - 8 月）：

2025 年 7 月 15 日，形成征求意见稿。向中国民贸申请，官网和团标平台

公示，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行业专家、生产企业、科研机构、消费者等各方面

的意见和建议。公示期间从 2025 年 7 月 18 日至 2025 年 8 月 17 日。

4. 编制单位与成员

主要起草单位：待定

主要起草人：张 XX（炉霍雪域俄色有限责任公司）、李 XX（炉霍县林业和

草原局）、王 XX（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他们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和丰富的



实践经验，在标准的调研、起草、论证等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民贸标准化工作委员会职责：负责组织协调标准制定过程中的各项工作，

包括召集相关会议、组织专家评审等；对标准文本进行技术审查，确保标准的科

学性、合理性和可行性；在标准通过审查后，负责标准的发布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与主要内容

1. 编制原则

科学性：以贡嘎海棠的生物学特性为基础，结合其果实的营养成分和加工特

性，充分考虑产品的质量安全因素。在制定过程中，严格遵循相关的强制性标准，

如 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14881《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等，确保标准的科学可靠。

适用性：紧密结合炉霍县 4 万亩贡嘎海棠原料基地的实际情况，充分考虑

当地现有企业的生产设备、技术水平和生产条件，使标准内容具有较强的可操作

性，便于企业执行和监管部门监督。

前瞻性：在标准中纳入绿色生产理念，鼓励采用环保、节能的生产工艺和设

备；同时，考虑到产业发展的趋势，加入产品追溯管理等要求，为产业的未来发

展提供指引，适应产业升级和市场需求变化。

2. 标准主要内容

范围：本标准规定了贡嘎海棠果汁饮料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生产加工

过程的卫生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等内容

（T/OTOP XXX-2025 第 1-9 章）。适用于以炉霍县境内的贡嘎海棠果为原料，

经清洗、破碎、打浆、研磨或酶解、调配（或不调配）、均质、过滤、杀菌、灌

装、包装等工艺制成的果汁饮料，也适用于以贡嘎海棠果原浆为原料加工制成的

果汁饮料。

技术要求：

原料：明确规定贡嘎海棠果应采自甘孜藏族自治州炉霍县境内，要求成熟适

度、无霉变、无污染；生产用水需符合 GB 574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活饮用

水卫生标准》的要求；其他原辅料应符合相关法规和国家标准的规定。

感官要求：具有贡嘎海棠果浆或果汁应有的天然色泽；具有贡嘎海棠果浆或

果汁应有的天然滋味与气味，无异味；为浑浊状液体，静置后允许有少量沉淀分



层现象，无可见外来异物。

理化指标：规定了可溶性固形物（20℃，以折光计）的含量，其中果浆类产

品≥10.0%，果汁类产品≥8.0%。

微生物指标：经商业无菌生产的产品，应符合商业无菌的要求；其他产品的

致病菌限量应符合 GB 29921 的规定，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霉菌等微生物限量

也做出了明确规定。

安全指标：污染物限量和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 GB 2762、GB 2761 的规定；

农药残留限量应符合 GB 2763 的规定；食品添加剂的使用应符合 GB 2760《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的规定。

生产规范：

生产加工过程应符合 GB 12695《饮料企业良好生产规范》和 GB 14881《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的规定。包装材料应符合食品安全标

准，具有良好的防潮、防氧化、防异味性能；内包装可采用食品级塑料袋、铝箔

袋、玻璃瓶等，外包装可采用纸盒、纸箱等；包装应封装严密、无漏物现象。产

品运输过程中应防雨、防潮、防晒、防挤压、防破损，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

味、易污染的物品混装混运；应贮存在清洁、干燥、通风、无异味、无污染的仓

库内，配备防潮、防鼠、防虫等设施，产品应离地、离墙存放，不得与有毒、有

害、有异味、易污染的物品混存。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未开展专项试验，但通过以下方式对技术指标的合理性进行了验证：

文献调研：广泛查阅国内外关于贡嘎海棠（变叶海棠、花叶海棠）果实的研

究文献，了解其成分组成、理化性质及加工特性。同时，参考相关的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如 DB5133/T50-2021《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炉霍雪域俄色

茶加工规范》及同类果汁饮料的标准，确保本标准的技术指标与相关标准协调一

致，并符合贡嘎海棠果汁饮料的特点。

企业调研：收集炉霍县内多家贡嘎海棠果汁饮料生产企业的实际生产数据，

包括原料的品质指标、生产过程中的工艺参数、产品的理化指标和安全指标等。

对这些数据进行统计分析，验证标准中规定的技术指标在现有生产条件下的可行

性和合理性，确保标准能够适应企业的实际生产情况。



专家论证：组织食品加工、食品检验、标准化等领域的专家对标准文本进行

评审。专家们从专业角度对标准的技术指标、检验方法、生产规范等内容进行严

格审查，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根据专家的论证结果，对标准中的技术参数进行

调整和完善，确保其科学合理、切实可行。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经查询和分析，目前本标准内容

不涉及任何专利问题。

五、与国际、国外标准对比情况

国际标准：

国际标准化组织（ISO）目前暂无针对贡嘎海棠果汁饮料的专项标准。在制

定过程中，参考了 ISO 相关食品标准的通用要求和原则，如在食品安全、质量

控制等方面的理念，确保本标准在整体框架和基本要求上与国际通用标准保持协

调。

国内标准：

与 DB5133/T50-2021《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炉霍雪域俄色茶加工规范》相比，

本标准聚焦于贡嘎海棠果汁饮料这一特定产品，在内容上更具针对性。新增了

“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

等详细内容，进一步细化了理化指标的检测方法。

与现有的企业标准（如《俄色果原浆（汁）》）相比，本标准统一了贡嘎海棠果

汁饮料的感官评价标准，对产品的色泽、香气、滋味等方面做出了明确规定；同

时，强化了安全性要求，严格限定了污染物、真菌毒素、农药残留和食品添加剂

的使用，确保产品质量安全。

六、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等法律法规的要求，与以下现行标准协调一致：

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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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789 系列《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GB 574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710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饮料》

GB 77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2695《饮料企业良好生产规范》

GB/T 12143《饮料通用分析方法》

GB/T 19741《液体食品包装用塑料复合膜、袋》

本标准在技术要求、检验方法、生产规范等方面均与上述标准保持一致，确

保标准的合法性和适用性。

七、重大分歧意见处理

在标准起草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宣贯培训：联合炉霍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行业协会等单位，组织开展标准宣

贯会和培训班。邀请标准起草人员、行业专家对标准内容进行解读，详细讲解标

准的技术要求、检验方法、实施要点等，指导企业相关人员准确理解和执行标准。

同时，利用媒体、网络等渠道广泛宣传标准，提高企业和社会公众对标准的认知

度。

试点应用：选取 3-5 家具有代表性的贡嘎海棠果汁饮料生产龙头企业开展

标准试点工作。在试点过程中，密切跟踪企业的执行情况，及时发现和解决标准

实施中存在的问题，总结经验做法，为标准的全面推广提供实践参考，验证标准

的可操作性和有效性。

动态修订：建立标准动态修订机制，根据产业发展需求、技术进步、市场变

化以及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更新情况，每 3 年对标准进行一次复审。必要时，

及时对标准内容进行修订和完善，确保标准始终适应产业发展的要求。

九、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是针对贡嘎海棠果汁饮料制定的专门标准，不涉及废止

任何现行相关标准。现行的相关标准（如 DB5133/T50-2021 等）在其适用范围

内仍具有重要作用，与本标准相互补充，共同规范贡嘎海棠相关产业的发展。

十、其他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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