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全汁葡萄酒识别技术导则》国家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达的 2011 第三批国家标准制定计划，《全

汁葡萄酒识别技术导则》（计划编号：20112092-T-607）列入制定计划，本

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由全国酿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中国食

品发酵工业研究院等单位起草。 

2、 目的意义 

根据国家标准 GB 15037-2006《葡萄酒》的规定，葡萄酒是以新鲜葡萄

或葡萄汁为原料经全部或部分发酵而成的含有一定酒精度的发酵酒，因此，

市售葡萄酒应该符合不含外源添加水的要求。但是，由于我国目前缺少相应

的分析方法标准，监管机构难以在流通领域对葡萄酒产品的真实属性进行有

效判断，市场上依然存在着以前的半汁“葡萄酒”或“三精一水”产品冒充

葡萄酒的现象，破坏了我国葡萄酒产业诚信体系和行业形象。 

欧盟、美国等国家和地区对葡萄酒执行严格的管理措施，除应用现代分

析方法对葡萄酒的理化和感官指标进行分析外，在葡萄酒的真实性鉴别方面

也制定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开发了配套的分析手段、建立了对应的鉴别模型

和数据库，如欧盟建立了葡萄酒稳定同位素数据银行 wine databank）。欧盟

联合研究中心（JRC）从 1991 年开始收集欧盟和其他国家的葡萄和葡萄酒样

品，结合葡萄酒产地、生产年份、葡萄品种等有关参数，建立水中稳定氧同

位素数据库，应用于葡萄酒掺水鉴别，解决了全汁葡萄酒的真伪鉴别技术难

题。 

本标准根据国内外文献资料和国际相关组织的技术文件中全汁葡萄酒

识别的指导原则，建立可用于中国全汁葡萄酒识别的一般原则和程序，有助

于进一步完善我国葡萄酒技术标准体系。充分发挥关键技术标准在行业规范

化发展中的支撑作用。 

3、 简要编制过程 

2012 年 1 月-2012 年 4 月，计划下达后，为了使本标准更具有先进性、

科学性，起草工作组开展多项基础研究工作。查阅大量国内外全汁葡萄酒识



别方法的文献资料及相关技术法规，通过对各方法的特点进行对比分析，确

定了采用葡萄酒水中氧稳定同位素的测定法来识别是否掺水，并初步总结建

立了可用于全汁葡萄酒真实性识别的一般原则和程序。 

2012 年 5 月-2012 年 8 月，起草工作组结合行业标准《葡萄酒中水的氧

稳定同位素比值 18O/16O 测定方法 同位素平衡交换法》的制定过程，首先通

过稳定性、准确性等方法学研究，建立了结合同位素平衡交换法测定葡萄酒

中水的氧稳定同位素比值的分析方法，该方法经过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

等多家检测单位验证，结果符合要求。 

2012 年 8 月~2013 年 4 月，起草工作组结合国内葡萄酒各产区生产情况，

通过采集样品、构建模型、预测识别以验证该标准的实用性。 

2013 年 5 月-2013 年 7 月，在以上工作基础上形成了标准草案。 

2013 年 8 月 23 日，在全国酿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召开的葡萄酒领域相

关标准制定工作研讨会上对《全汁葡萄酒识别技术导则》国家标准草案进行

了讨论，与会专家一致肯定了此项标准以及前期研究工作的意义，并提出宝

贵意见，起草工作组根据讨论意见进一步修改标准文本。 

2013 年 9 月-2015 年 9 月，起草工作组联合全国多个产区的葡萄酒生产

企业反复验证该标准的实用性。 

2015 年 9 月-2015 年 12 月，起草工作组在上述研究基础上，形成了征

求意见稿。 

二 、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标准编制原则 

以科学技术和实验数据为依据，结合行业实际生产情况，经过科学研究

而制定。本标准的制定充分考虑规范葡萄酒行业发展，促进葡萄酒行业技术

进步，保证产品质量真实性；充分考虑国内相关的法规要求，结合国情和产

品特点；与相关标准法规协调一致；确保标准的科学性、先进性、可操作性。 

1) 指导全汁葡萄酒识别的一般性原则和操作程序，简明易懂，操作

性强。 

2) 适用范围与当前检测技术相适应。 

3) 结合我国葡萄酒产区划分情况，与葡萄酒的生产流通相适应。适



用于葡萄酒行业的推广应用。 

2、主要内容 

本标准规定了全汁葡萄酒识别程序，包括建库样品采集，样品水中氧同

位素测定，氧同位素数据库构建，供试样品真实性识别等步骤。 

本标准适用于葡萄原料来自同一产区的全汁葡萄酒的真实性识别。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分析 

标准制定过程中针对全汁葡萄酒真实性鉴别技术方法进行了系统研究。 

（1）水中 δ18O 在葡萄酒掺水检测中的应用可行性研究：通过成品酒模

拟试验、发酵过程模拟实验分析验证应用 δ18O 检测葡萄酒掺水的可行性，

检测限可低至 5%。 

（2）水中 δ18O 的影响因素分析：系统研究了葡萄原料产区、葡萄品种、

采摘年份、采摘日期、植株均一性、发酵工艺、保存期、产地自来水等因素

对葡萄酒水中 δ18O 分布的影响，研究结果证实葡萄原料产区、采摘年份等

可作为对葡萄酒水中 δ18O 影响最大的因素，在全汁葡萄酒识别数据库中作

为重要的影响参数。 

（3）我国葡萄酒的水中 δ18O 数据库构建：标准制定期间收集了不同年

份、产区的葡萄和葡萄酒样品，建立了我国葡萄酒的氧同位素数据库，截止

至 2015 年 12 月份，已收集到 1000 余个葡萄和葡萄酒样品。通过随机选取

样品与数据库进行对照和识别预测，验证了该识别程序的有效性。 

四、 标准中涉及的专利 

无。 

五、 产业化情况、推广应用论证和预期达到的经济效果等情况 

该标准的实施，将填补我国全汁葡萄酒识别方法标准的空白，对全汁葡

萄酒识别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为保障我国葡萄酒行业监控发展提供有效技

术支撑。 

六、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 

          比情况，国内外关键指标对比分析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相关 

          数据对比情况。 

无。 



七、 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

性 

本标准从我国葡萄酒行业的实际情况出发，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技术法规

和资料，体现了科学性、先进性和可操作性原则，在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国

内相关的法规要求，结合葡萄酒行业的特点；与相关标准法规包括强制性标

准协调一致。 

八、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九、 标准性质的建议说明 

《全汁葡萄酒识别技术导则》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十、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在本标准通过审核、批准发布之后，由相关部门组织力量对本标准进行

宣贯，在行业内进行推广。建议本标准自发布 6 个月之后开始实施。 

十一、 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二、 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全国酿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2016 年 1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