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山核桃采收和采后处理技术规程》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基本情况

（一）任务来源

本团体标准的制定是根据浙江省山核桃产业发展状况，由浙江省山核桃产业协会相关企业科

研院所根据《浙江省山核桃产业协会团体标准制修订管理办法（试行）》（浙山核桃协[2020]01

号）和《浙江省山核桃产业协会关于征集 2021年度团体标准申报工作的通知 》等文件要求共同申

请立项。

（二）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该标准由浙江省山核桃产业协会提出并归口，由杭州姚生记食品有限公司执笔起草。

本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主要起草人：

（三）标准起草的目的和意义

山核桃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坚果，主要分布在浙、皖两省交界的天目山脉。我国山核桃种植总

面积大约 140万亩，其中浙江省临安区 48万亩、淳安县 32万亩，浙江桐庐、建德等地区 10万亩

左右；2017年度我国山核桃总产量达 4.2万吨，其中我省的临安、淳安等总产量达 2.8余万吨，我

省种植面积和产量都占了全国的 2/3以上。山核桃是我省临安、淳安等地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也

是浙江省特色林业经济作物。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需求不断提高，生活水平也不断提高，人们更注

重身体健康，饮食方面也更注重营养，而山核桃富含磷脂、不饱和脂肪酸、多酚以及锌、锰、铬等

人体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再加上其酥香醇美的味觉享受，越来越多的受到消费者的重视和喜爱。

如今，浙江的山核桃消费市场，已从当初的“江浙沪”发展至全国各地，甚至远销国外，山核桃市

场需求量越来越大。然而，当前山核桃产业在采收和采后商品化处理上存在诸多问题，由于农户无

标准可依，对产业发展带来了诸多不利因素。一是山核桃的采收安全问题，因为山地崎岖，且需要

上树敲打， 经常有安全事故发生；二是山核桃采后原料干燥问题，原则上需要三个太阳自然晒

干，但是如果山核桃采收期间连续阴雨，造成山核桃原料无法及时干燥，再加上农户质量意识差，

基本上晒一个半太阳就放在家里阴干（俗称阴干籽）。阴干籽加工后无山核桃自然香味，导致山核

桃产品的质量下降。干燥途径单一，已经严重影响山核桃产业的进步发展。三是干燥后山核桃坚果

贮藏方式不当，造成产品质量下降。农户在家里随意堆放，对原料造成二次污染，对山核桃的风味

和品质影响较大。这就十分需要良好且精确的山核桃坚果采收及采后商品化处理技术规范来保证我

省优质山核桃原料的稳定供给。

（四）主要工作过程

1、前期讨论调研：

2020 年 10 月 17 日浙江省山核桃产业协会会长邓杨勇、秘书长黄坚钦，临安农林科技推广中

心首席专家丁立忠，浙江农林大学林业生物技术学院科研实验中心主任杨萍，杭州姚生记食品有限

公司技术负责人高军龙等在浙江农林大学浙江农林大学智能实验楼 S201 室关于山核桃产业团体标



准制定事宜进行第一次研讨，确定了团体标准制定方向；2020 年 12 月 04 日协会组织专家前往杭

州临安裕康食品厂、杭州临安桃源绿色食品有限公司等山核桃生产加工企业实地调研，就当前山核

桃原料采收、贮藏、生产、加工，检测现状进行探访。

2、标准立项

2021年 2 月 27 日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杭州姚生记食品有限公司向浙江省山核桃产业协会提出标

准立项申请和标准草案，协会秘书处标准化工作组初审并于 2021年 3月 27日邀请浙江农林大学，

临安农林技术推广中心，临安林业科技推广中心，杭州临安山核桃产业协会，淳安山核桃产业协

会、杭州临安裕康食品厂、杭州临安桃源绿色食品有限公司、杭州临安红叶炒货食品厂等十余家单

位参与评审，专家组通过听取申请单位汇报，同意立项。并于 2021年 3月 29日发布《浙江省山核

桃产业协会第一批山核桃团体标准立项公告》（浙山核桃协[2020]04号），对该标准予以立项，并

在全国团体标准修订网站予以公告。

3、标准讨论稿起草和编制说明

2021年 3月 29日,标准立项后，执笔起草单位根据前期调研讨论的意见、试验检测数据和起草

组成员单位意见，对标准草案进行了修订和完善，形成讨论稿，于 4 月 20 日至 5 月 5 日在标准起

草组内征求意见，起草工作组通过电话、邮件、微信、会议等多种方式开展相关意见讨论、信息交

流等。

4、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2020年6月8日，根据起草工作组的修改建议召开第二次标准讨论，按照山核桃脱蒲前称为

果，脱蒲后称为果实对术语和定义进行了规范；为提高山核桃质量，引导农户及商贩减少阴干籽，

标准增加阴干籽定义和要求；对山核桃采收时机、采收前准备以及采收方式进行了修改；对脱蒲过

程、漂选要求、干燥方式进行了调整细化；分级引用了团体标准《山核桃原料收购质量等级及检测

技术》要求、将贮藏方式由长期贮藏和短期贮藏调整为常温贮藏和冷库贮藏。并于2021年8月5日整

理出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二、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一）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原则：第一、本标准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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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标准的编制以科学技术为依据，符合国家相关的政策法规、从

有利于推动山核桃产业技术进步，标准化管理，提高产品质量，保护消费者利益，合理利用资源，

提高经济效益为原则；同时结合企业实际生产情况，收集生产企业建议和意见，确保标准具有科学

性、可操作性、先进性。

（二）主要内容的说明

1、标准名称

本标准确定的名称为“山核桃采收和采后处理技术规程”，体现出该标准是技术规程标准。

2、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山核桃采收、脱蒲、漂选、干燥、分级、包装标识、贮藏、运输的基本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山核桃采收和采后处理。

3 、规范性引用文件



在规范性引用文件中列出了在分级和标识中的用到的相关标准。

4、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对青蒲、水籽、干籽、空虚籽、阴干籽结合目前行业生产实际和习惯进行了界定。

5、技术规程

（1）采收

根据实际调研及经验观察确定了采收时间为：白露前后，山核桃果皮由深绿色变为黄绿色，少

量果实脱落，此时为采收适期。采收不宜在雨天进行。采收前，应先将树下的杂草、杂物清理干

净，不得使用除草剂。根据目前实际采收方式定为：前期少量掉落时，及时捡拾。采收旺期，用人

工击落或自然落果等方式采收。青蒲用透气的包装装运。

（2）脱蒲

按照采收方式不同采用不同的脱蒲方式：采用自然落果方式的青蒲不得堆放，即时脱蒲；采用

人工击落方式的青蒲应堆放于阴凉处，堆放厚度不超过50cm，堆放时间不超过48h，及时脱蒲。以

保证产品品质。

（3）漂选

为保证脱蒲后的山核桃果实表面洁净应及时清水漂洗，捞除漂浮在水面的空虚籽。

（4）干燥

干燥按照自然晾晒和机械干燥两种方式去规定，同时强调不得加工阴干籽以提高产品质量。

（5）分级

将干籽用专用设备，按照 T/ZCIA 001 相关要求进行分级。

（6）包装、标识

包装要保证通风散气，符合食品安全要求。

（7）贮藏

贮藏结合当下山核桃产业实际情况，按照常温贮藏和冷库贮藏规定。

（8）运输

运输过程中，不应与有毒、有害、有异味、发霉及其它易于传播病虫害的物品混运，注意防

潮，不得淋雨，保证食品安全卫生要求。

三、标准的协调性以及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标准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保持协调一致。现有的国家行业标准中无山核桃采收及采后商品化

处理标准。其中 LY/T 2131-2019 《山核桃生产技术规程》标准虽然标准阐述的范围为育苗、造

林、整形修剪、成林丰产管理、病虫防治、采收及坚果处理等，但是实际标准里面并未涉及采收及

坚果采后处理章节，只是在附录 A 里面出现采收脱蒲工序，采后处理的话也是主要针对果树栽培和

果园管理方面；浙江省地方标准 DB34/T 900-2009《山核桃脱脯机械化作业技术规范》主要是围绕

采后脱蒲技术进行规范；其他的山核桃类标准基本上都是围绕山核桃栽培技术而制定的。

在贯彻实施时，建议率先在协会会员企业中应用实施，并逐渐带动行业内其他企业积极采用本

标准。并将实施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改进建议反馈给起草组以便进一步对本标准修订完善。



通过该项目的实施，可为浙江省山核桃坚果采收及采后商品化处理提供科学有效的技术保障，

提高山核桃坚果采后的品质，减少农户和加工厂家由于山核桃坚果采后处理不当引起的经济损失。

其次，通过采收和采后商品化处理地方标准的建立确保我省山核桃产业初加工技术水平的提升，以

拉开本省与其他省山核桃在原料质量方面的差距。最后，该标准的建立将规范整个山核桃采收集采

后商品化处理程序，可有效减少因采收方式、处理方式不当引起的安全事故及质量问题。

四、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无

五、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

六、 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山核桃采收和采后处理技术规程》团体标准修订起草工作组

2021 年 8 月 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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