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淳安 山核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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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安山核桃产业发展状况，由淳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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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该标准由淳安山核桃产业协会提出，浙江省山核桃产业协会归口，由淳安县山核桃产业协会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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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淳安栽培山核桃历史悠久，早在三百多年前的清顺治《淳安县志》就有记载。清乾隆《淳安县

志》记载“山核桃产西邑乡，白露前后采取”。淳安山核桃具有壳薄肉厚、油脂蛋白质多、营养丰

富、食味鲜美等特点。目前，淳安山核桃基地规模达 36.4万亩，占全国山核桃总面积 30%左右，

2019年产量 8827吨，产值达 8.25亿元。

在淳安山核桃品牌建设上，至 2020年，淳安企业注册了“瑶记”、“常香果”、“野花香”、

“山之子”、“方腊”、“千岛凰子”等一大批山核桃知名品牌，“浙江山核桃之乡”瑶山，已连

续举办了 13届山核桃文化节活动。全县从事山核桃加工、销售企业 56家，其中坚果通过 SC认证

企业 11 家，2 个浙江省名牌产品、浙江省著名商标；5 个杭州市名牌产品、杭州著名商标；瑶记

产品获得浙江省名牌林产品。“瑶记”、“常香果”、“野花香”等山核桃连续几届荣获中国义乌

国际森林博览会“金奖”。

“淳安 山核桃”是一枚品牌，代表着淳安这一天目山脉特有山核桃坚果产品，其区域大于淳

安县辖区天目山地区，打破了行政区划范围特定。“淳安山核桃”产品不仅是淳安县区域产品的形

象代表，更是天目山脉地区，生态化栽培、有机化生产、特定化设计的品牌产品。

制订省级“淳安 山核桃”团体标准，促进“淳安山核桃”生态栽培、加工水平，提高商品质

量，维护和提高“淳安 山核桃”在国内外市场的信誉，保护使用者和消费者的合法权益，以便更

好地促进“淳安 山核桃”以及全省乃至全国山核桃产业又好又快发展。

（四）主要工作过程

1、前期讨论调研：

2021年 4月 1日淳安县山核桃产业协会、淳安县林业局、杭州千岛湖瑶记实业有限公司等标

准起草单位对淳安山核桃造林地进行实地考察，深入了解山核桃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情况。



2021年 5月 3日县协会组织专家在杭州千岛湖瑶记实业有限公司山核桃生产加工企业实地调研，

并对团体标准制定事宜展开研讨。

2、标准立项

2021 年 6月 1日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淳安县山核桃产业协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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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8日邀请浙江农林大学、临

安农林技术推广中心、临安区山核桃产业协会、淳安山核桃产业协会等十余家单位参与评审，专家

组通过听取申请单位汇报，同意予以立项。并于 2021 年 7月 6日发布《浙江省山核桃产业协会关

于<淳安山核桃>团体标准立项通告》（浙山核桃协〔2020〕8 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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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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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6月 15 日至 6 月 30 日在行

业领域内广泛征求意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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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评审和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1年 7月 9日，根据起草工作组的修改建议召开专家评审会议，专家建议该标准要突出淳

安山核桃特色，围绕优越的自然环境、规范经营管理模式、优良的产品品质，打造淳安山核桃亮点，

同时对标准内容和格式提出修改意见。起草工作组于 2021 年 7 月 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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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淳安 山核桃”。

2、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淳安山核桃、自然环境、复合经营、采收果实、加工要求、加工工艺、试验方法、

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等基本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山核桃生态栽培和生产加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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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对淳安山核桃、生态栽培等结合目前行业生产实际和习惯进行了界定。

5、自然环境

淳安位于浙江西部，属中亚热带季风气候区北缘，四季分明、温暖湿润、雨量充沛；以红壤、

黄壤和岩性土为主；植被资源丰富，生物种类繁多，有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

6、生态栽培

淳安山核桃采用审（认）定的良种大果径嫁接苗。栽培技术、树体管理、人工授粉、肥水管理

按 DB33/T 222执行。根据山核桃生态栽培情况，林下应人工或机械全园除草，不得使用除草剂；

可套种绿肥、灌木、中药材或经济林。生物防治按照 LY/T 2852 执行。

7、果实采收及处理

果实采收及处理按照 DB33/T 222规定执行。

8、加工工艺

根据现有山核桃企业不同加工方式可分为非手剥核桃、手剥核桃及山核桃仁，并对应不同加工

流程。

9、要求

根据淳安山核桃特点，对原料要求、感官要求、质量要求进行规范。各项指标参考文献并检测，

以确定其范围。其中非手剥山核桃平均果径≥2.15 cm，每千克≤200 颗；手剥山核桃和山核桃仁

为 2.00≦ x ≦2.15 cm，每千克≤350颗。感官上非手剥山核桃主要特点为色泽椒盐微带白色盐霜，

口味上咸甜适中或奶油味，形态上多数开缝；手剥山核桃色泽上泛有油光，形态上果仁易剥，碎仁

率低；山核桃桃仁色泽上呈黄色或淡黄色，形态上仁肉完整。在碎仁率、水分、酸价等指标上，非

手剥山核桃要求要高于/等于手剥山核桃高于/等于山核桃仁；在空瘪籽率、黑斑率、霉变率等指标

上，非手剥山核桃要求要低于/等于手剥山核桃低于/等于山核桃仁；三者过氧化值均为 0.5 g/100 g。

安全指标应符合 GB 19300 的规定，食品添加剂使用应符合 GB 2760 的规定，加工过程卫生

要求应符合 GB 14881 的规定。

10、试验方法

根据前期调研结果，明确感官指标、质量指标的试验方法，其中霉变率按 GB 19300规定的方

法执行；理化指标中各具体指标按对应国家标准执行。

11、检验规则

山核桃检验的各项指标均达到本标准要求为合格。若出现有不合格，允许复检，复检仍有不合

格项目的，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型式检验项中微生物指标不得复检。

12、标志包装

包装标识符合 GB 7718 和 GB 28050规定；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 GB/T 191的规定。

13、运输贮藏

根据食品运输要求，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干燥，有防尘、防雨设备，严禁混装污染物品。

成品，严禁与有毒害、污染的物品混放。常温贮存地应通风、透气、干燥、阴凉、无直光，温度≤

25℃，相对湿度≤60％；冷库贮存以 0℃～ 5℃，相对湿度 35％～ 50％为宜。



14、保质期

考虑到每家企业的原料处理方式，加工工艺参数，包装材质、贮存条件等不同，因此规定为

“成品应符合本文件规定，自生产之日起，在包装完整未启封的情况下，产品保质期按产品包装标

签标准执行。”

三、标准的协调性以及预期的经济效果

本文本与我国相关法律法规保持协调一致。现有的山核桃部分国家行业标准比较老旧。国家标

准 GB/T 24307-2009《山核桃产品质量等级》中个别指标已经不符合现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要求，

同时标准里面对涉及到的质量指标专业术语未进行定义，也未细化具体指标的检测方法，因此标准

在合规性和可操作性方面已经很低，不符合时代发展的需求；林业部行业标准 LY/T 1768-2008

《山核桃产品质量要求》主要是针对加工后的成品进行相应的规定，同时标准里面的部分内容已不

符合当下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规定，现已废止。

本文本制订，首先带动淳安县山核桃主产区，10 万户林农，36.4万亩基地，预计年产量从原

8000吨，提高到 8400吨，年产量提高 5%以上，单价从原 40 元/公斤，提高到 45元/公斤，仅产

品质量提 200万元，总产值提高 4400万元。以带动辐射浙江省临安、桐庐、富阳、安吉等县市为

例，至少增加产值上亿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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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淳安 山核桃》团体标准修订起草工作组

2021年 7月 2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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