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中国民贸一乡一品团体标准

《苏家坨玉巴达杏》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介

（一）任务来源

海淀区苏家坨玉巴达杏作为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志认证的地标产品，在海

淀区的栽培历史超过 500年，明代时，其为皇家贡品享誉京城。玉巴达杏，本质

上是一种鲜果，清代文献《帝京岁时纪胜》明确记载“巴达杏”为其古称，印证

了其元世祖赐名“玉巴达”（意为“好吃的杏”）的历史地位。当前玉巴达杏的

种植耕地不超过 4000 亩，并且面临种植范围分散、储运技术落后、品牌认知局

限三大困境，为缓解当前产业困境、实现乡村产业可持续发展，保护种业资源、

让老口味流传下去，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等相关部门在充分调研的基础上，立足

一乡一品战略，决定形成一套可贯彻落实的苏家坨玉巴达杏的产品标准。

根据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于 2025年 6 月 20 日发布的《关于发布中国民族贸

易促进会 2025 年度团体标准项目计划（第六批共 3 批）的通知》，本标准予以

立项。标准项目名称为《苏家坨玉巴达杏》，项目编号为 T/OTOP-202535，由中

国民族贸易促进会提出，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归口。

（二）起草单位

北京麦斯达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人民政府、北京市

海淀区农业农村局、北京市农林科学院、北京大西山文化旅游开发有限公司、北

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七王坟村股份经济合作社。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可行性及意义

（一）必要性

目前，苏家坨玉巴达杏产业面临着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在生产环节，种植

流程多依赖经验，缺乏统一规范，导致果实品质参差不齐；储存和运输方面，冷

链、包装等储存技术不规范，使得玉巴达杏保质期短，销售周期不足 20 天，难

以拓宽销售半径；品牌建设上，当前销售主要依赖本地采摘和口口相传，外地市

场认知度低，品牌影响力有限；同时，还面临着气候导致的落果问题，以及鲜果

销售压力大、缺乏深加工产品等情况。

此外，目前有一些国家、行业或地方标准，比如农业行业标准《鲜杏》（NY/T
696—2003）、《杏贮运技术规范》（NY/T 2381—2013）以及北京市地方标准《鲜

食杏无公害生产综合技术》（DB11/T 435—2007），这些标准要么发布时间久远，

要么内容较为笼统，未针对玉巴达杏的特性（如果肉胶质感、红晕分布等）进行

细化，无法满足苏家坨玉巴达杏产业发展的实际需求。因此，制定专门的《苏家



坨玉巴达杏》团体标准十分必要。

（二）目的

通过标准化手段，解决苏家坨玉巴达杏产业当前存在的问题。具体而言，是

要制定产品标准，从果实分级、质量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和标签、

保存和运输方面，结合文旅与 “一乡一品” 认证赋能品牌，推动从 “土特产

品” 向 “高端商品” 转型，让承载 500 年贡品历史的玉巴达杏成为可持续的

“富民果”，实现产业高质量发展与乡村振兴。

（三）意义

一方面，有利于提高苏家坨玉巴达杏的整体品质和市场竞争力，通过标准化

生产和规范化管理，确保产品质量稳定可靠，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

另一方面，能够促进产业升级，推动玉巴达杏产业向规模化、集约化、品牌化方

向发展，增加农民收入，助力乡村振兴。此外，该标准的制定还能传承和弘扬玉

巴达杏的历史文化，提升其品牌价值和文化内涵，使这一具有 500年历史的“贡

品”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活力，成为可持续的“富民果”。

三、编制过程介绍

（一）预研阶段（2025 年 5 月）

标准起草人员广泛搜集、查阅了与玉巴达杏相关的资料，包括其历史文化、

种植技术、生产情况等。同时，深入北京市海淀区苏家坨镇的玉巴达杏种植产区

进行实地调研，了解当地的种植现状、存在的问题以及种植户的需求。结合搜集

到的资料和调研结果，对标准制定的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了充分论证，为后续的

标准制定工作奠定了基础。

（二）立项阶段（2025 年 6 月）

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对申报材料进行了审核和评估，认为《苏家坨玉巴达杏》

团体标准的制定符合相关要求和产业发展需求，于 2025年 6 月 20 日发布通知，

批准该标准立项，并明确了标准的归口单位为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

（三）起草阶段（2025 年 7 月）

标准起草人员参加了关于苏家坨玉巴达杏的培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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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进行起草。

在起草过程中，召开研讨会，标准起草人员在会上介绍了项目背景、目的意义和

预期目标、汇报了团体标准《苏家坨玉巴达杏》的框架结构和主要技术内容，与

会人员围绕产品特性和品牌来源、科学合理的分级体系、关键技术指标的选取和

设定、适宜的包装方式以及有效的保鲜储存方法等核心议题展开了深入、务实的

交流与探讨，形成了《苏家坨玉巴达杏》标准征求意见稿。为该标准下一步进入

公开征求意见阶段奠定了坚实的工作基础。



四、制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一）制定原则

1.适用性原则

本文件紧密贴合苏家坨玉巴达杏鲜果生产、流通全链条的实际需求，从果实

分级到质量要求、从检验规则到包装运输，均以可操作性为核心。在检验环节，

针对包装件与散装产品的不同形态，明确差异化抽样数量与点位，配合复核机制

确保检验结果贴合实际；在包装环节，区分特级、一级与二级果实的内包装要求，

根据中短途与远距离运输特点规定外包装材质及冷链措施，适配不同销售半径的

物流需求；在检验方法上，感官检验采用鼻嗅、口尝、眼看等直观方式，理化与

卫生检验引用现行国家标准方法，兼顾专业性与实操性，确保种植户、合作社、

经销商等不同主体均能便捷应用，有效覆盖从田间采收至市场流通的各环节场景。

2.先进性原则

本文件紧密结合产业发展需求与技术前沿，以科学性和前瞻性为导向构建规

范体系。在编制依据上，严格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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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引用 GB 2762、GB 2763 等最新版本的国家

强制性标准，确保技术基准与当前行业要求同步；在地理标志界定上，精准限定

海淀西山东麓 C 型山洼的经纬度、海拔、土壤及年温差等核心参数，形成唯一

且可追溯的产地范围界定，较常规鲜杏标准更具地理特异性；在技术指标设置上，

果实分级通过单果重、可溶性固形物、果面缺陷量化等维度实现精细化区分，质

量要求中明确 “半离核、仁甜” 等品种独特感官特征，检验规则结合包装件与

散装产品差异制定针对性抽样方案，包装运输引入环保材料与冷链物流规范，全

面覆盖从生产到流通的现代化技术需求，体现标准对产业升级的引领性。

3.统一性原则

本文件制定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要求，与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

准和地方标准相协调、相统一。同时，在标准内部，各项技术要求和规定保持一

致。

4.规范性原则

多次召开标准编写研讨会，起草组就标准的框架、结构、内容广泛讨论，发

表意见，标准的格式、结构和语言表述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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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制定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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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T 276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4285《农药安全使用准则》

GB 4806.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接触用塑料材料及制品》

GB 5009.8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抗坏血酸的测定》

GB/T 5737《食品塑料周转箱》

GB/T 6543《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

GB/T 8855《新鲜水果和蔬菜 取样方法》

GB/T 1245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酸的测定》

GB/T 15091《食品工业基本术语》

GB/T 17479《杏 冷藏》

GB/T 33129《新鲜水果、蔬菜包装和冷链运输通用操作规程》

GH/T 1399《杏 等级规格》

NY/T 696《鲜杏》

NY/T 1778《新鲜水果包装标识 通则》

NY/T 2381《杏贮运技术规范》

NY/T 2637《水果和蔬菜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测定 折射仪法》

NY 5013《无公害食品 林果类产品产地环境条件》

DB 11/T 435《鲜食杏无公害生产综合技术》

DB 65/T 4300《新疆鲜食杏果品质量分级标准》

DB 3702/T 27.1《地理标志产品 少山红杏 第 1 部分：生产技术规程》

DB 3702/T 27.2《地理标志产品 少山红杏 第 2 部分：质量标准》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相关要求，与相关的行业标准、地方

标准相协调。在制定过程中，充分参考了现有标准的相关内容，并结合苏家坨玉

巴达杏的特点进行了补充和完善，既保持了标准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又突出了地

方特色。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述

（一）范围

本文件明确规定了苏家坨玉巴达杏的果实分级、质量要求、试验方法、检验

规则、包装和标签、保存和运输，适用于苏家坨玉巴达杏的鲜果产品。该范围覆

盖了产品从采收后到市场流通的全流程关键环节，既为生产端的分级、检验提供

了操作依据，也为流通端的包装、保存、运输制定了统一标准，旨在通过全链条

规范保障产品品质稳定性，同时为市场交易提供明确尺度。

（二）规范性引用文件

文件中引用了一系列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为苏家坨玉巴达杏的

质量检测、分级与检验等环节提供了权威技术依据。这些引用文件确保了玉巴达

杏标准的要求与国家及行业通用规范的一致性，同时充分考量了该品种的特性。



卫生安全类：GB 2762规定卫生要求中的污染物限量和 GB 2763规定卫生要

求中的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为食品安全筑牢底线。经验证，当地种植基地近 3
年的土壤和果实检测数据显示，污染物和农药残留均符合上述标准限值，故引用

具有实际适用性。

检测方法类：GB 5009.86用于理化检验中维生素 C 含量的测定、GB/T 12456
用于理化检验中总酸含量的测定、NY/T 2637用于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测定，为

理化指标提供权威检测依据。实验表明，采用这些方法对同一批果实重复检测 3
次，相对偏差均≤2%，结果稳定性满足要求。

包装与储运类：GB 4806.7 确保内包装吸塑盒的安全性，经材质检测，符合

重金属迁移量等指标；GB/T 6543规范外包装用瓦楞纸箱的要求、GB/T 5737 规范

外包装用塑料周转箱的要求适配当地物流条件，测试显示采用该类包装可使运输

损耗率降低 15%；GB 33129 要求针对远距离运输，实验验证 0℃～5℃冷链可延

长保鲜期至 7天，较常温运输货架期延长 2 倍。

抽样与分级类：GB/T 8855 规定感官检验的取样量和 GH/T 1399 提供卫生检

验中容许度的检验方法保证检验的科学性，通过随机抽样对比实验，按此方法抽

取的样本合格率与整体批次合格率偏差≤3%。

（三）术语和定义

1. 苏家坨玉巴达杏：定义中明确限定“海淀西山东麓 C 型山洼（东经 116°
03′～116°16′，北纬 39°58′～40°06′，海拔 70m～300m）”，该范围

基于 500 年种植历史的核心产区划定，经地理信息系统（GIS）核实，此区域形

成独特的“小气候”——年温差≥15℃，是果实风味形成的关键环境因素；规定

“褐土（pH6.5～7.0，有机质≥6mg/kg）”，经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检测，该区域

土壤样本 pH 值均值 6.8，有机质含量均值 7.2mg/kg，此条件下果实可溶性固形

物含量较其他土壤类型高 1.2%～1.5%，故作为限定指标。

2. 其他术语：“果面缺陷”“可溶性固形物”“总酸”直接引用 NY/T 696
和 GB/T 15091，确保与行业通用术语一致，避免歧义。

（四）果实分级

本文件根据苏家坨玉巴达杏的商业价值和品质特征，将果实分为特级、一级、

二级三个等级。该分级体系以以下核心指标，形成了多维度的品质评判标准。

1. 单果重：特级≥70g、一级 60～70g、二级 50～60g。基于 2023—2024年

对苏家坨镇核心果园的采样数据，70g 以上果实占比约 15%，且市场售价较 60～
70g 区间高 30%，故将其定为特级；50g 以下果实风味偏淡，商业价值低，未纳

入等级。

2. 可溶性固形物：特级≥13.0%、一级≥12.0%、二级≥10.0%。经折射仪法检

测，特级果均值 13.8%，一级果均值 12.5%，二级果均值 10.8%，该指标与果实

甜度直接相关，符合消费者对“风味浓郁”的需求。

3. 果形与色泽：统一要求“果皮底色黄白，阳面有红晕”，这是苏家坨玉巴

达杏的典型品种特征。实验观察显示，90%以上成熟果实符合此色泽描述，而果

形端正度与商品性正相关，特级果要求“典型特征”，二级果允许“轻微缺陷”，适

配市场对不同档次产品的需求。



4. 果面缺陷：

碰压伤、裂果：全等级禁止，因这类损伤会导致果实快速腐烂，实验显示有

碰压伤的果实常温保存期缩短至 1天，故严格限定。

磨伤、日灼：特级和一级部分指标≤0.2cm²，二级≤0.5cm²。基于损伤对品质

的影响测试，面积≤0.5cm²的磨伤不影响风味，且消费者接受度较高。

虫伤：全等级允许轻微虫伤 1处，经安全性评估，此类虫伤未涉及果肉深层

污染，且符合绿色种植的实际情况。

（五）质量要求

质量要求是核心内容之一，旨在通过明确感官、理化、卫生及容许度的具体

指标，从品质稳定性、安全性和市场适配性三个维度规范苏家坨玉巴达杏的产品

特性，既保障消费者权益，又为产业端提供清晰的品质管控目标。

1.感官要求针对果实的成熟度、果形、果面、质地与风味设定统一标准：

（1）强化品种辨识度：明确“果皮黄白，阳面有鲜红晕”“果实偏圆形，

果顶微凹”等特征，是苏家坨玉巴达杏区别于其他杏品种的典型标志，通过外观

一致性巩固消费者对产品的认知，维护“百年贡品”的品种独特性。

（2）保障基础品质体验：要求“表面光滑、无裂果、无腐烂”“果肉细腻

多汁、香味浓郁、仁甜”，直接对应消费者对鲜果“新鲜、适口”的核心需求，

确保产品从外观到口感均符合市场预期，避免因感官缺陷影响消费体验。

2.理化指标：

（1）风味与营养底线：总酸与可溶性固形物的配比决定了果实“酸甜平衡”

的独特口感，这是苏家坨玉巴达杏受市场青睐的核心卖点；维生素 C 含量则体现

其营养价值，通过量化指标确保产品不仅“好吃”更“有营养”。

（2）统一品质基准：避免因种植环境、采收时间差异导致的品质波动，为

生产者提供明确的管控目标，保障不同批次产品品质的稳定性。

3.卫生要求明确“污染物限量符合 GB 2762、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符合 GB 2763”：
（1）筑牢食品安全防线：以国家强制性标准为底线，确保果实中重金属、

农药残留等有害物质不超标，从源头消除食品安全风险，保障消费者食用安全。

（2）适配市场准入规则：满足国内外市场对农产品卫生安全的通用要求，

为苏家坨玉巴达杏拓宽销售渠道提供合规性支撑。

4.容许度针对不同等级果实设定不合格品比例上限：

（1）平衡理想品质与实际生产场景：考虑到鲜果在采收、分选、运输过程

中可能出现的轻微损耗，在严格管控整体品质的前提下，给予合理容错空间，避

免因过度苛求“零缺陷”导致生产成本激增或产品浪费。

（2）提升标准实操性：为分级检验提供可落地的判定依据，使生产者、经

销商在实际操作中能够高效执行分级，同时保障市场流通的产品整体符合对应等

级要求，避免因标准过严而难以执行。

（六）试验方法

与上文的质量要求一一对应，试验方法中感官检验按 GB/T 8855 确定取样

量通过鼻嗅口尝眼看进行，理化检验中总酸按 GB/T 12456、维生素 C 按 GB
5009.86、可溶性固形物按 NY/T 2637 检测，卫生检验中污染物限量按 GB 2762、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按 GB 2763 检测，容许度检验按 GH/T 1399 进行，通过统一



检验方式验证苏家坨玉巴达杏是否符合既定质量要求，为产品质量判定提供客观

依据，保障产品从生产到流通的品质稳定与市场交易规范。

（七）检验规则

同一产地、同一品种、同一采收日期的玉巴达杏作为一个检验批次。这样划

分检验批次，能够保证同一批次产品在生长环境、品种特性和采收时间等方面的

一致性，便于对产品质量进行统一检验和评估，确保检验结果的代表性和可靠性；

随机抽样的方法能够避免人为因素的干扰，保证样本的随机性和代表性。抽样数

量的规定既考虑了产品总量的大小，又确保了样本具有足够的数量来反映整体产

品的质量状况，从而使检验结果更加准确、可靠；判定规则既严格把控了单个果

实的质量，又从整体批次上考虑了产品的合格率，能够有效保证上市产品的质量

水平，维护消费者的权益；卫生指标中有一项不符合要求，则判定该批次产品不

合格。卫生安全是农产品的首要要求，采用如此严格的判定规则，体现了对消费

者健康的高度重视，确保任何存在卫生安全隐患的产品都不能进入市场。

（八）包装和标签

包装要求旨在保护玉巴达杏在运输和贮存过程中免受物理损伤、污染和变质，

同时保证通风透气性以维持果实新鲜度。内包装采用网状环保珍珠棉进行单果包

装，这是由于玉巴达杏果实脆弱易损，借鉴同类鲜果经验，该材料能极大程度保

护果实、减少摩擦与挤压，其网状孔隙结构亦有利于通风透气；单层蛋壳型吸塑

盒可完美贴合果形提供保护，且每盒果实数量不超过十个，有效控制重量并科学

防止果实间过度挤压，同时基于健康与美味考量，参考边际效应原理，避免过量

食用降低品尝兴趣。外包装限定盒装数量为 1 至 3盒，因其保质期较短，旨在确

保顾客能在最佳赏味期内品尝完毕，平铺式放置也用于防止果实过度挤压；中短

距离运输因可在常温下进行，故采用便捷包装并符合食品安全标准，远距离运输

则选用便于搬运、储存且提升物流效率的包装方案。详细的标签信息为消费者提

供全面的产品来源、品质等级等关键信息，便于了解，同时有助于实现产品追溯

管理、加强质量监管，并提升品牌形象与市场认可度，品牌标识基于玉巴达杏的

历史底蕴与文化色彩进行设计，品牌标识释义见下图。



图 1 品牌标识释义

（九）保存和运输

适宜的温度是维持果实新鲜度和品质的关键，温度过高会加速果实成熟和变

质，温度过低可能导致果实冻伤。保存时留有适当间隙，便于通风换气、定期检

查果实质量，及时挑出变质果实。按等级堆放便于管理和销售，通风换气能够保

持保存环境的空气流通，降低果实周围的二氧化碳浓度和湿度，减少病虫害的发

生。定期检查能够及时发现问题果实，防止变质果实对其他果实产生不良影响，

保证整体产品的质量；长途运输时宜使用具有冷藏条件的工具。清洁卫生的运输

工具能够避免果实受到污染，防雨、防晒设施可防止果实因天气因素受损。避免

与有害物品混装混运是为了防止有害物品对果实造成污染和异味渗透，影响果实

品质。冷藏运输工具能够在长途运输过程中维持果实的适宜温度，保持果实的新

鲜度和品质；运输过程中轻装轻卸，避免挤压、碰撞，防止果实损伤。

（十）主要技术指标的实验验证

苏家坨玉巴达杏标准中的各项技术指标，果实分级标准、感官指标、理化指

标等，是在充分参考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的基础上，结合苏家坨

玉巴达杏的实际种植和生产情况制定的。在标准制定过程中，起草单位组织专业

人员对苏家坨镇玉巴达杏种植产区的多个果园进行了实地采样和检测。

对不同等级果实的单果重、色泽、果面缺陷和可溶性固形物等指标进行了大

量的检测和统计分析，确保分级标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

对果实的感官品质和理化指标进行了多次重复检测，验证了这些指标能够准

确反映苏家坨玉巴达杏的品质特征。

卫生指标的确定则严格遵循了国家相关食品安全标准，通过对果实中污染物

和农药残留的检测，确保产品符合卫生安全要求。



六、标准中如有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

七、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

平的对比情况

本文件没有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

八、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在起草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九、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一）大力推广宣传贯彻

1.官网发布

在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官网等相关网站上发布标准全文，供社会各界查阅和

下载。

2.实地宣传

组织人员深入苏家坨镇的玉巴达杏种植产区，通过发放宣传资料、现场讲解

等方式，向种植户宣传标准的内容和重要意义，提高他们对标准的认识和理解。

3.图解展示

制作标准内容的图解版，将图解版以纸质或电子的形式发送至各个相关单位、

相关企业。以图解版的形式进行上墙宣传、宣传册宣传，并通过图解版促进学习。

4.线上宣贯

利用微信公众号、短视频平台等线上渠道，发布标准解读、种植技术指导等

内容，将标准内容以简单、鲜明的形式进行展示，扩大宣传范围，提高标准的知

晓度。

5.文字宣传

在相关的报纸、杂志等媒体上发表文章，介绍标准的制定背景、主要内容和

实施意义，对标准内容进行宣传。

（二）积极开展检查改进

标准发布后，在苏家坨镇辖区内的七王坟村、车耳营村、草厂村、西埠头村



等玉巴达杏核心产区，多层次分批次开展标准宣贯培训、实施监督检查和持续改

进。建立标准实施信息反馈机制，及时收集种植户和市场对标准实施情况的意见

和建议，对标准中存在的问题进行及时修订和完善，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和适用性。

同时，加强对标准实施情况的监督检查，对不按照标准进行种植、生产和销售的

行为进行纠正和处理，保证标准的有效实施。

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5年 7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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