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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任务来源 

营山县以脱贫攻坚为抓手，依托乡村振兴战略，全力打造“南充中国晚熟

柑橘之乡营山产业带”。2019 年 9 月，营山县“晚熟柑橘”正式获批建设省级

农业标准化示范项目，旨在通过标准化服务“晚熟柑橘”产业，探索标准实施新

机制，创新农业生产管理，促进“营山县晚熟柑橘”产业发展。随着柑橘行业的

发展，市场的消费需求越来越精细，果品质量分级的需求逐渐凸显，由此研制营

山县晚熟柑橘的质量分级标准十分必要。依托此项目的建设工作，并借鉴相关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结合营山县晚熟柑橘大雅柑质量分级现状，特指定本团体标

准。 

  二、重要意义 

近年来，晚熟柑橘在县农业农村经济发展中的重要性逐渐凸显。2018 年，

营山县在建设晚熟柑橘产业带过程中，大力引进省内、外晚熟柑橘种植企业，但

各企业之间在技术和管理上存在差异。营山晚熟柑橘在销售过程中，在定级、定

价方面，采购者的话语权大于生产者，不利于销售溢价。为规范营山县晚熟柑橘

大雅柑的质量分级，提高商品价值，促进县晚熟柑橘产业的发展。 

  三、主要工作过程 

  （1）成立标准编制小组。 

  成立包括柑橘生产经营者、标准化工作者等专业人员的标准编制小组，明确

了相关单位和负责同志的职责和任务分工。 

  （2）前期调研。 

  标准编制小组多次走访、调研营山县几家晚熟柑橘种植大户，了解晚熟柑橘

销售模式、销售质量与价格、以及采购贮藏分级的管理等，了解本地晚熟柑橘生

产者对于果品质量分级反馈和需求，提出《营山县晚熟柑橘大雅柑质量分级》的

立项需求。 

  （3）标准立项。 

  2022年5月，营山县宏泰源晚熟柑橘种植开发技术协会印发了《营山县宏泰

源晚熟柑橘种植开发技术协会团体标准立项公告》（营宏泰源柑协[2022]003号），



 

并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上发布。 

  （4）标准起草 

  立项公告发布后，由标准编制小组根据收集到数据资料，结合实际调研和起

草人的知识和经验，初步形成了标准讨论稿，经晚熟柑橘栽培专家进行修订和把

关。标准研制组深入到晚熟柑橘基地，与基层果农、当地专业技术人员交流咨询，

将团体标准中内容逐条进行讨论研究，对问题技术指标当场纠正，对争议性指标

由研制组通过资料对比和现场核实，形成了团体标准讨论稿和编制说明。 

（5）广泛征求意见及其审定。 

营山县宏泰源晚熟柑橘种植开发技术协会将《营山县晚熟柑橘大雅柑质量分

级》初稿送至营山县晚熟柑橘生产企业及相关专家处，征求专家的意见，并按专

家意见修改后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然后将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发布在全国团体

标准信息平台上，公开向社会各界征求意见。 

四、标准内容说明 

本标准共有6章组成。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营山县晚熟柑橘大雅柑的分级、标签标识、包装、运输和贮藏

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生产和销售晚熟柑橘大雅柑的质量分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主要引用了以下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32950 鲜活农产品标签标识； 

GB/T 12947 鲜柑橘； 

NY/T 1190 柑橘等级规格； 

GB/T 40446 果品质量分级导则。 

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对本文中重相关术语进行了规定，包括分级、标签标识、包装、脱绿。 



 

4 分级要求 

依据本标准的需要，规定了质量分级（特级、一级、二级）的标准要求和质

量容许度，以及规格要求（大果、中果、小果）的标准要求和大小一致性方面的

内容。 

5 标签标识 

依据本标准的需要，规定了质量分级和规格要求在包装上的要求，以及标签

标识内容和果品包装方式等方面的内容。 

6 包装、运输和贮藏 

依据本标准的需要，规定了果品包装材质、运输环境、贮藏环境条件和时长

等方面的内容。 

五、与有关现行法律、政策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是在 GB/T 40446 《果品质量分级导则》的技术范围内，结合柑橘分

等分级相关标准所研制的团体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等法律法

规文件的规定，并在制定过程中参考了相关领域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其他省市

地方标准。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结果和依据 

无。 

七、提出标准实施的建议 

在标准实施过程中，发现问题要做到及时反馈，并对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研

究，做好标准后续的修订工作，确保本标准具有实际的指导意义，达到提高行业

水平的目的。 

八、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结果和依据 

无。 

 

 

标准编制小组 

二〇二二年五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