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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莞市普洱茶干仓仓贮管理评价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东莞市普洱茶干仓仓贮管理的基本要求、仓库选址、建设布局、仓贮过程管理等评价

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东莞市普洱茶干仓仓贮管理的评价，其他茶类仓贮管理评价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东莞市普洱茶干仓仓贮管理评价工作管理办法》

《东莞市普洱茶干仓仓贮管理评价证书管理办法》

GB 316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经营过程卫生规范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东莞市普洱茶干仓 仓贮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2211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贮存

对普洱茶进行保护、管理的存放过程。

3.2 空间利用率

仓库内普洱茶贮藏所占体积与仓库总体积的百分比。

3.3 隔离带

仓库的内墙与外墙之间的间隔空间。

3.4 干仓

通风避光、干净无异味，经常性的温度小于32°、湿度小于75%的普洱茶仓贮环境。

4 评价目的和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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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评价目的

为实现东莞市普洱茶仓贮行业良性发展的目标，满足规范普洱茶仓贮管理活动的要求，基于企业业

务流程，通过对普洱茶仓贮企业仓贮管理全过程、各环节有关要素的识别、分析和评价，评估企业仓贮

管理完善程度，发现问题，识别可改进和提升的空间，为东莞市普洱茶仓贮行业管理水平的提升以及普

洱茶经营、交易提供依据。

4.2 评价范围

4.2.1 涵盖东莞市普洱茶干仓贮企业从仓库选址、仓库建设及设施要求、设备设施管理、温湿度管理要

求、堆垛与翻仓、茶叶检验管理、不合格品的管理、产品追溯和召回管理、人员要求、投诉处理、应急

处理、信息档案管理等要素。

4.2.2 涉及东莞市普洱茶干仓仓贮企业及相关方。

4.2.3 包括产品和物料的正向物流和信息流，还包括产品和物料的逆向物流和信息流。

4.2.4 仓贮管理过程信息化管理及信息披露。

5 企业基本要求

5.1 具有独立的法人资格，企业建设和经营过程遵守有关法律、法规、政策和标准。

5.2 依据茶叶相关国家标准建立了仓贮管理质量保障制度，具有明确的措施并有效运行。

5.3 提供的评价文件和数据资料真实有效。

6 评价原则及要求

6.1 评价原则

评价指标全面、系统、科学。评价依据完整、准确、可信。评价过程规范，评价文件完整、统一、

清晰、可追溯。评价结果客观、准确、公正。

6.2 评价方式

6.2.1 东莞市普洱茶干仓仓贮管理评价应由具备评价资格、独立于企业的第三方评价机构进行。

6.2.2 第三方评价机构应按照本标准规定的评价方法和评价程序进行。

6.2.3 第三方评价机构应按依据评价准则《东莞市普洱茶干仓 仓贮技术规范》的要求实施评价。

6.3 评价方法

6.3.1 东莞市普洱茶干仓仓贮管理评价采用评分制进行评价。根据分值确定企业仓贮管理完善程度，判

定等级。

6.3.2 依据东莞市普洱茶干仓仓贮管理评价指标、要求和评价依据，以文件评审和现场评审相结合的方

式，通过综合打分进行评价。

6.4 评价指标选择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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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1 全面性和系统性原则

评价指标应涵盖的评价范围见 4.2，评价指标体系应全面系统、层次清晰。

6.4.2 可量化和可测量（或可评价）原则

评价指标应可量化、可测量或可评价，满足东莞市普洱茶干仓仓贮管理水平定量分析和客观评价需

要。

6.4.3 独立性和代表性原则

评价指标应相对独立并且具有代表性。指标配分应体现普洱茶仓贮行业特征，突出仓贮过程对普洱

茶质量安全保障属性。

7 评价指标体系及要求

7.1 评价指标体系

东莞市普洱茶干仓仓贮管理评价指标分为三级，表１给出一级、二级评价指标，其中一级评价指标

3项，二级评价指标 17 项，三级指标 54 项。

具体评价要求依据《东莞市普洱茶干仓 仓贮技术规范》对应条款为评价依据。

根据指标可量化程度，评价指标分为定量指标和定性指标两类。

表１ 东莞市普洱茶干仓仓贮管理评价一级和二级评价指标

序号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说明

1
4 企业基本要求

4.1 资格及合规要求 否决项

2 4.3 仓贮管理制度 定性指标

3

5 硬件要求

5.1 仓库选址 定量、定性结合指标

4 5.2 仓库建设 定量、定性结合指标

5 5.3 仓内设施 定量、定性结合指标

6

6 管理要求

6.1 基础要求 定量、定性结合指标

7 6.2 设备设施管理要求 定性指标

8 6.3 温湿度管理要求
定量指标（其中 6.3.4 中经常性湿度

＞75%为否决项）

9 6.4 堆垛与翻仓 定量、定性结合指标

10 6.5 茶叶检验管理要求 定量、定性结合指标

11 6.6 不合格的管理 定性指标

12 6.7 产品追溯与召回管理 定性指标

13 6.8 人员要求 定性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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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6.9 投诉处理 定性指标

15 6.10 应急处理 定性指标

17 6.10 信息档案管理 定量、定性结合指标

7.2 指标选取及要求

7.2.1 评价指标根据《东莞市普洱茶干仓 仓贮技术规范》的要求或企业仓贮管理过程要求，指标应包

括表１一级评价指标，二级评价指标的要求。若指标要求中企业不适用时，应对该指标的不适用情况或

依据予以说明。

7.2.2 否决项指标为企业必须达到的指标，如企业或行业有特殊原因可调整，但应详细说明，并经技术

委员会认可。

7.2.3 定量指标主要包括空间利用率、仓贮温度、仓贮湿度、堆垛要求等。定量指标应统一来源或计算

方法，数据要求准确、统一、真实，必要时，对数据来源和数据质量进行分析和说明。

7.2.4 定性评价指标应说明评价的依据。

7.2.5 指标选取应考虑动态性（如政策、法规和标准的变化，指标的时间特性等），适时进行调整。

7.3 评价程序

第三方评价过程应根据评价流程（参见附录 A）和企业普洱茶仓贮管理关键环节，收集评价信息，

核实各种信息的可靠性、合理性和合规性，进行综合评价，主要过程：

———查看资质文件、管理文件、报告文件、统计报表、原始记录；

———根据实际情况，开展对相关人员的座谈；

———实地调查、抽样调查；

———对评价证据进行分析；

———评价企业是否满足评价指标要求。

7.3.1 评价受理

满足申请条件的企业向东莞标协下辖的技术委员会提交正式申请表，并提供相关申请材料。技术委

员会在7个工作日内对申请组织提交的申请资料完整性进行初步评价，同时对申请组织在国家企业信用

信息公示系统等公共平台上查询其有无违法等异常行为，对合规性及信用情况进行评审，并做出是否受

理的决定，保存评审记录。

技术委员会将初审合格的申请企业名单及其申请资料报送至评价机构。

未通过评审的，通知评价申请组织补充、完善资料，或不同意受理评价申请，并明示理由。

7.3.2 文件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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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2.1 由评价机构对评价申请材料的完整性进行审查，包括申请表、营业执照、合法资质、管理制度

等，并保持文审记录，以确保：

— 评价要求规定明确，形成文件并得到理解；

— 评价机构和申请组织之间在理解上的差异得到解决；

— 对于申请的评价范围、申请组织的工作场所和任何特殊要求，评价机构均有能力开展评价服务。

7.3.2.2 申请材料不齐全，或不符合要求的，应书面通知评价申请组织在规定的时间内补充、完善，或

不同意受理评价申请，并明示理由。

7.3.3 评价前策划

7.3.3.1 评价机构委派具有相应资质和专业能力的人员组成评价组，每个评价组应由资格审核员承担评

价工作。

7.3.3.2 对同一评价申请组织，评价活动基本不能连续2次以上（含2次）委派同一评价员实施评价。

7.3.3.3 评价组应制定书面的评价计划，经评价机构审定后交评价申请组织并获得确认。评价计划应保

证对评价对象的全部仓贮管理活动逐一进行现场评价。

7.3.4 现场评价

由评价机构委派评审组进行现场评价。

7.3.4.1 现场评价内容

现场评价应覆盖《东莞市普洱茶干仓 仓贮技术规范》所明示的所有内容，有相关法律法规要求的，

评价机构遵照执行。

7.3.4.2 现场评价时间

一般情况下，评价机构应根据受评价方的有效人数、评价场所规模和评价仓贮数量等因素确定评价

人日数，评价时间应确保评价的有效性。

7.3.4.3 现场评价程序

现场评价程序应包括：（1）首次会议；（2）现场评价；（3）评价组内部沟通交流；（4）与受评

价方沟通交流；（5）末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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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4.4现场评价方式

评价机构应通过现场观察、询问及资料查阅等方式实施现场评价。

7.3.4.5 终止现场评价要求

发生以下情况时，评价组应向评价机构报告，经评价机构同意后终止现场评价：

（1）受评价方对评价活动不予配合，评价活动无法进行。

（2）受评价方实际情况与申请材料有重大不一致。

（3）其他导致评价程序无法完成的情况。

7.3.4.6 现场评价结论

评价组在现场根据评价准则、评价证据对各评价指标给予符合与不符合的判定，并进行赋分，判定

评价等级。评价机构应在下一次评价时对申请组织针对不符合项所采取的纠正和纠正措施及其结果的有

效性进行验证。

8 评价报告

8.1评价报告内容及要求

东莞市普洱茶干仓仓贮管理评价报告应充分体现评价组在现场开展评价的实施过程，内容简要、证

据充分支撑评价结论。针对每一项评价条款的要求，详细阐述评价的过程和判定企业符合情况的充分依

据，对引用的关键内容给出证据文件来源，对计算给出详细的计算过程和数据依据，做到证据和信息可

信、内容精要、判定准确。

评价报告应包括（不限于）以下内容：

———企业仓贮规模、设施设备、管理手段等简述；

———评价信息（评价范围、评价数据来源、评价依据和记录等）；

———评价方法、指标评分、结果解释等其他说明；

———数据来源和数据分析说明；

———评价结论及说明等；

———不符合报告；

———改进建议清单等。

8.2 评价报告责任要求

第三方评价机构对出具的东莞市普洱茶干仓仓贮管理评价报告负责，对报告内容的真实性承担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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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企业或相关方对评价报告内容有异议时，评价机构有责任进行解释说明。

8.3 评价报告技术评审

8.3.1 东莞标协应建立技术评审制度对评价活动进行内部质量管控，应安排至少 2名具备能力的检查小

组（非评价组成员）对评价报告进行技术评审。技术评审可采取文件审核的形式，对评价组的所有工作

文件以及企业提供的证据资料进行评审，必要时可访问评价组成员和企业。

8.3.2 技术评审发现评价证据不能支撑评价结果的情况，应开出澄清项给评价组整改，如果有影响评价

结果的问题评价组不能解决，检查小组可根据问题的性质调整评价分数，必要时可改变评价结论。

9 评价结果

9.1 评分计算方法

《东莞市普洱茶干仓 仓贮技术规范》中 4.1,6.3 指标条款为否决项内容，否决项要求不符合，不

能评为东莞市普洱茶干仓仓贮管理合格企业。指标中含“应”字条款内容为企业应达到的基本要求，不

符合则进行扣分；指标中含“宜”字条款为鼓励企业提升项目，若未满足要求则该项不得分，若满足要

求该项则给分。所有指标总配分值为 1000 分（标准项配分 900 分+提升项配分 100 分，指标配分参见附

录 B），评价综合得分（f）为评价实际得分/指标总配分值*100%的计算结果。

9.2 评价结论

评价结论分为合格和不合格。合格划分为5个等级，详见表*。

表2 评价结论分级

评价结论 分级 证书星级 条件（%）

合格

一级 ★★★★★ f≥90

二级 ★★★★ 80≤f＜90

三级 ★★★ 70≤f＜80

四级 ★★ 60≤f＜70

五级 ★ 50≤f＜60

不合格 --- --- f＜50

9.3 评价结果公布

由东莞标协对评价结果进行公布，合格的企业颁发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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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附录）

评价流程及要求

A.1 评价基本流程

第三方评价基本流程包括申请评价、评价前准备、现场评价、技术评审及出具报告等阶段，详见

图 A.1。

企业提出申请

委员会资格审查

委员会核对申报

资料

不满足，退回

满足

协会发放证书

评价机构进行文

件审核

评价机构评价组

进行现场评价

否 企业补充资料

否

委员会评估企业

合规性及信用情

况

企业补充材料

不予受理

否

评价机构出具评

价报告

委员会技术评审

不予受理

否

图 B.1东莞市普洱茶干仓仓贮评价流程图

出具不符合清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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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 实施评价

A.2.1技术委员会受理东莞市普洱茶干仓仓贮管理评价申请时，应对普洱茶仓贮企业申请要求的符合性

和评价活动的可行性进行评审，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地方环保、安监网站等渠道对申请企

业的合规性与信用情况进行调查，审核企业基本要求的符合性，在企业满足第４章要求基础上进行评价

工作。

A.2.2评价组由组长及数名组员构成，评价机构应确保评价组具有茶叶仓贮评价需要的各种知识和能力，

包括茶行业、食品生产经营、仓贮相关法律法规知识、评价技能等。

B.2.3评级机构受理评价申请后，应通过对企业提交的全部资料进行文件评审，识别出后续现场评价

的重点。

A.2.4评价机构应根据文件评审结果、仓贮过程的复杂程度、规模大小、评价场所数量和分场所位置等

因素，策划现场评价方案和企业准备材料清单。

A.2.5通过走访仓贮现场、与相关人员交流、查阅文件和记录、汇总数据等方式对企业普洱茶仓贮管理

水平进行评价，并提出改进建议。评价组在现场获取的信息必须确保真实有效，能够满足评价要求。

A.3 编写评价报告

完成现场评价工作后，评价组长应负责按时完成评价报告的编制工作，评价报告内容及要求见第 8

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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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东莞市普洱茶干仓仓贮管理现场评价表

B.1给出了东莞市普洱茶干仓仓贮管理评价指标构成、指标评价要求、评分配分、评价不符合判定等级

及证明材料等。

表B.1 东莞市普洱茶干仓仓贮管理评价表

条款

号

一级

指标

二级

指标
评价要求

评价

配分

提升

项配

分

不

适

用

评价依

据及证

明材料

符

合

次要

不符

合

主要

不符

合

严重

不符

合

提

升

项

单

项

得

分

1

4 企

业基

本要

求

4.1

资格

及合

规要

求

企业应具有独立

法人资格，企业

建设和经营过程

应遵守有关法

律、法规、政策

和标准。

40 0

2

4.2

质量

保障

制度

4.2 企业应具

有明确的仓贮管

理制度并有效运

行。包括但不限

于：贮存产品出

入库台账管理制

度、仓库卫生管

理制度、仓库消

防安全管理制

度、仓库产品在

库管理制度。

60 0

小计 100 0

3
5 硬

件要

求

5.1

仓库

选址

5.1.1 仓库应

在上风区并距离

重污染工业区、

大型垃圾场、垃

圾焚烧厂等污染

源 1KM 以上。

20 0

4

5.1.2 仓库选

址应避免低洼、

泄洪、排水、内

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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涝严重等区域。

5

5.2

仓库

建设

5.2.1 仓库主

体建筑应具备独

立建筑空间。

20 0

6

5.2.2 墙面应

采用安全、无毒

材料，宜采用环

保材料。

10 5 0

7

5.2.3 仓库宜

具有隔热、通风、

排水、消防等措

施。

20 0

8

5.2.4 仓库地

面应具备避免扬

尘的硬化覆盖，

宜采用密度高、

透气性好的材

料，宜有防潮功

能设施与技术措

施。

20 10 0

9

5.2.5 仓库的

空间高度应不小

于 2.5m。

20 0

10

5.2.6 仓库总

面积应满足仓贮

要求，不小于

100m 平方米。

20 0

11

5.3

仓内

设施

5.3.1 仓内应

有遮光措施。
30 0

12

5.3.2 光源与

货物的距离应不

小于 1m，光线不

宜直射茶叶。

20 5 0

13

5.3.3 仓内应

有通风设施，宜

有带过滤的新风

系统。

20 10 0

14

5.3.4 仓内应

有温湿度监测设

备，温湿度监测

3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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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布点见附录

A。

15

5.3.5 仓内应

有控温措施，宜

设隔离带、隔热

层。

20 10 0

16

5.3.6 仓内应

有除湿设施，设

施宜选用木炭、

生石灰等生态材

料。

20 5 0

17

5.3.7 仓内应

设有防虫鼠设

施。

20 0

18

5.3.8 置物架

应选择坚固、无

异味的材料，最

底层层板与地面

距离应不小于

10cm。

30 0

19
5.3.9 仓库宜

有监控设备。
0 5 0

小计 350 50

20

6 管

理要

求

6.1

基础

要求

6.1.1 应保持

仓内整洁、无霉

斑、无蛛网，不

应混放杂物。

10 0

21

6.1.2 企业应

建立茶品分类机

制并有效执行，

宜分库存放

15 5 0

22

6.1.3 空间利

用率宜在 45%到

75%之间。

20 0

23

6.2

设备

设施

管理

要求

6.2.1 除湿设施

应定期进行保养

并保持记录，使

用除湿材料的应

定期更换。

10 0

24
6.2.2 通风、除

湿设施应定期保
2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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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并保持记录。

25

6.3

温湿

度管

理要

求

6.3.1 仓内 1年

内的平均温度有

效范围应在 18℃

到 32℃之间。

30 0

26

6.3.2 仓内 1日

内最大温差应为

±2℃。

10 0

27

6.3.3 仓内物

料堆顶与地面的

温差应在±1℃。

10 0

28

6.3.4 仓内相

对湿度的有效范

围应在55%到 75%

之间。

30 0

29

6.3.5 仓内 1周

内最大湿度差应

在±5%。

10 0

30

6.4堆

垛与

翻仓

6.4.1 堆码之

间距离应不小于

60cm，堆内货箱

之间不小于 1cm，

堆高应不大于层

高的 2/3。

20 0

32

6.4.2 茶垛的

短边距离宜不大

于 2m。

0 5 0

33

6.4.3 仓贮过

程中，每月宜进

行上下翻堆，保

持记录。

0 5 0

34

6.5茶

叶检

验管

理要

求

6

.

5

.

1

入

仓

检

验

6.5.1.1 根

据仓贮相关

要求建立入

仓验收规则

和管理制度

并实施，保持

记录，验收项

目宜包括感

官检验、感官

审评、水分含

15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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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等。

35

6.5.1.2 包

装应完好无

损，标识清

楚，包装材料

宜选择透气

性好的材料。

10 5 0

36

6

.

5

.

2

定

期

检

查

6.5.2.1 仓

库内茶品检

查周期应不

低于 1 次/

周，高温多雨

季节应不低

于 2次/周；

20 0

6.5.2.2 定

期检查发现

有异常茶品

需隔离存放，

做好标识，保

持记录。

10 0

37

6.5.2.3 定

期检查应不

限于目视和

感官检验，宜

对特定监控

茶品内含品

质进行规律

性检测。

10 0

38

6

.

5

.

3

出

仓

检

验

6.5.3.1 根

据仓贮相关

要求建立出

仓验收规则

和管理制度

并实施，保持

记录，验收项

目宜包括感

官检验、感官

审评、水分含

量等。

15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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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6.5.3.2 包

装应完好无

损，标识清

楚。

10 0

40

6.5.3.3 出

仓时应提供

签章证明文

件，宜包括仓

贮期间的过

程数据和文

件。

10 5 0

41 6.6

不合

格品

的管

理

6.6.1 根据仓

贮相关要求判定

为不合格品不得

入仓。

20 0

42

6.6.2 仓贮期间

出现的不合格品

应及时进行退仓

处理，保持记录。

10 0

43

6.7

产品

追溯

与召

回管

理

6.7.1 茶品应

有追溯标识。
10 0

44

6.7.2 仓库应有

可追溯数据记

录，宜采用数据

采集、监测、记

录等信息管理系

统。

10 5 0

45

6.7.3 应建立

茶品召回制度，

并配合相关管理

部门追溯和召

回。

20 0

46
6.8

人员

要求

6.8.1 从业人

员应取得健康证

后，并在健康证

有效期内方可上

岗。

10 0

47

6.8.2 从业人员

应保持个人清

洁。

1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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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6.8.3 进仓人

员应不得有异

味，不得将无关

的物品带入茶

仓，不得在仓内

饮食、吸烟、随

地吐痰、乱扔废

弃物等，宜根据

仓库要求穿着防

护服。

10 5 0

49

6.8.4 企业应

建立相关岗位的

培训制度，根据

不同岗位的实际

需求，制定和实

施培训计划并进

行考核，做好培

训记录。

10 0

50

6.9

投诉

处理

应建立客户投诉

处理制度并有效

执行。

10 0

51

6.10

应急

处理

应建立、实施并

保持对潜在紧急

情况进行应急准

备并作出响应所

需的制度，配置

应急物资。紧急

情况包括但不限

于：火灾、洪涝、

突发外界环境异

味、地震、极端

天气等。

20 0

52

6.11

信息

档案

管理

6.11.1 纸质记

录应及时存档，

电子记录应每月

备份 1次。

10 0

53

6.11.2 所有信

息记录（日常监

控视频存档资料

除外）保存期限

不得少于仓贮期

满后 6个月，有

10 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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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件的企业宜长

期保存。

54

6.11.3 日常监

控视频存档资料

保存期限应不少

于 1个月。

5 0

小计 450 50 0

合计得分 900 100

总计得分

说明：1.次要不符合：基本是符合的，但有效性还不够完善，比如确认记录，大部分都做了，还有少量

没做，得 60%分值；

2.主要不符合：系统上非常不完善，根本就没有经过查证，需要改进的，得分为 20%分值；

3.严重不符合：此项不符合更严重，比如违反了食品方面的法律法规或者存在此方面隐患的，此

情况为严重不符合，得分“0”。

4.如果企业同时满足条款中“应”和“宜”要求的内容，则在符合性和提升项同时赋分，若仅满

足该条款中的“应”要求内容，则仅给符合性赋分。

5.如果此条款不适用的，即为 NA，如原有分值 20 分，也会在总分里扣掉这 20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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