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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佛坪山茱萸》

编 制 说 明

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依据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下发 2021 年度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修

订项目计划的通知》，由佛坪县中药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牵头完成对《陕西省食品

安全地方标准 佛坪山茱萸》的标准编制工作。

1.2标准制定的可行性

1.2.1标准制定的法规依据

2019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关于对党参

等 9种物质开展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管理试点工作的通知》（国

卫食品函〔2019〕311 号）中，将山茱萸列为试点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

的物质名单，要求省级卫生健康委会同市场监管局（厅、委）提出试点的食药物

质种类、风险监测计划和配套监管措施等，报请省级人民政府同意后，报国家卫

生健康委与国家市场监管总局核定。

目前山茱萸作为食品原料使用尚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因此，为

规范陕西省食品原料山茱萸及相关产品生产、进入消费市场，在一定程度上指导

和规范我省特色食品企业的生产和监督管理，保障公众健康和食品安全，根据《陕

西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征集 2021 年度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项建议的通知》

要求，由佛坪县中药产业发展服务中心提出，由陕西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陕

西秦巴山区天然中草药研究开发中心有限公司、西安西大生命科学与健康研究院

有限公司、陕西省保健品检测中心成立标准制定项目组，提出立项建议，经多方

论证后本标准被列入 2021 年度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定计划。

1.2.2 山茱萸的定义

山茱萸，为山茱萸科植物山茱萸 Cornus officinalis 的干燥成熟果肉，又

名山萸、山萸肉、萸肉、枣皮等。呈不规则的片状或囊状，长 1-1.5cm，宽 0.5-lcm。

表面紫红色至紫黑色，皱缩，有光泽。顶端有的有圆形宿萼痕，基部有果梗痕。

质柔软。气微，味酸、涩、微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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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 佛坪山茱萸的定义

佛坪山茱萸，以陕西省佛坪县行政区域及相邻周边地区内人工种植的山茱萸

科植物山茱萸 Cornus officinalis 的成熟果实为原料，经取掉果核、干燥得到

的果肉。

佛坪县位于陕西省汉中地区东北部，地处秦岭山脉中段南坡山峦腹地，为东

经 107°41'至 108°10'，北纬 33°16'至 33°45'。佛坪境内群山起伏，林木葱

笼，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 11.4℃，≥10℃的有效积温 3417．2℃，

无霜期 218 天，年均降水量 900 多毫米，沙质土壤，略呈酸性。山茱萸耐阴但又

喜充足的光照，通常在山坡中下部地段，阴坡、阳坡、谷地以及河两岸等地均生

长良好，一般分布在海拔 400-1800 米的区域，其中 600-1300 米比较适宜。因此，

佛坪县从海拔 550-1600 米都适宜山茱萸生长繁育，生产的山茱萸以果大、肉厚、

色红油润，生物活性成分含量高而享有盛誉。佛坪是“中国山茱萸之乡”、“大

熊猫的故乡”，森林覆盖率高达 91％，被誉为“生物基因库”，是全省唯一加

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与生物圈保护区网络”的县城。

佛坪地域内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国家南水北调工程的重要水源涵养地及

引汉济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决定了佛坪必须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佛坪境

内无大规模使用农药的历史，当地无工矿企业污染源，经检测空气、土壤、水质

均符合绿色食品环境质量标准。同时，佛坪山茱萸大多处于山地，土壤较为肥沃，

适宜山茱萸生长，催肥方式大多为有机肥，山茱萸的培育到结果，人工干预很少。

因此，佛坪山茱萸质量上乘，市场需求大，深受消费者喜爱。

1.2.4 山茱萸的食用及生产加工历史

（1）山茱萸食用历史

山茱萸为山茱萸科植物山茱萸的干燥成熟果肉，又名山萸、山萸肉、萸肉、

枣皮等。山茱萸始载于我国东汉时期的《神农本草经》,列为中品。之后历代本

草多有记载。山茱萸分布于北温带、北亚热带高山地区。该属植物全球共有 4

种，分布于欧洲中部及南部、亚洲东部及北美东部，朝鲜、日本、英国、美国等

也有分布，主产于中国、日本和朝鲜等东亚国家。

在我国的浙江省 700 多年前就有山茱萸酒的记载,南宋《嘉泰会稽志》记有

“重九登高……诸暨人饮茱萸酒必配以豆荚”。河南西峡县以山茱萸为主要原料

https://baike.so.com/doc/1639651-1733217.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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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成的“中国养生酒”远销国外,享有很高声誉,宝鸡博绿酒业有限公司生产的山

茱萸利口酒都是山茱萸酒的佳品。

国外对山茱萸食品的研制资料显示，日本小田鬼人著《果树园艺》谓“山茱

萸有夏茱萸和秋茱萸之分，常作庭园观赏果树栽培、果可鲜食、作宴会果品、亦

作果酱原料。”俄罗斯则从 18 世纪以来就进行山茱萸食品的开发工作，他们将

山茱萸加工成果酒、果子露、果酱、饮料、糖尿病人食品、高级茱萸肴、宇航员

和远洋轮船员工的营养食品等。《美国有花植物 100 科》载：“山茱萸属 2种……

是制造工具用材、同时其果可食。

（2）佛坪山茱萸食用历史

佛坪山茱萸历史悠久，公元 490 年，南朝陶弘景在《本草经集注》中记载：

“山茱萸，生汉中山谷。”《名医别录》也载：“山茱萸，生汉中山谷，九十月

采实”。十七世纪，佛坪就有了野生山茱萸移栽种植，佛坪及其周边的洋县、周

至县现存有数百棵三四百年的古树。

佛坪山茱萸食用、药用价值高。山茱萸，树高约 4～7 米，其药用部分为去

核后的果肉，称山萸肉，为名贵常用中药。《佛坪县志》中记载，山茱萸含有山

茱萸苷、皂苷、鞣质、维生素 A、没食子酸、苹果酸等营养成分。佛坪山茱萸与

国内其它产区对照鉴定显示，本县山萸肉果大肉厚、色红油润等特点。《本草纲

目》列山茱萸为滋补上品，云：“久服可黑发悦颜，轻身延年”。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原佛坪县秦泉饮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现佛坪县农家香

有限责任公司）以山茱萸为主料生产的山茱萸酒，酸甜可口，低酒度、低糖度，

营养丰富，经常饮用可起到美容养颜、开胃补脾、强身健体等作用。在西安、汉

中等周边地区十分畅销，受到消费者的一致好评，一直到 2013 年才停产。

在佛坪县当地，山茱萸通常是熬制汤料的重要辅料，也是制作蜜饯的重要原

料之一，具有提鲜、提色、增味功效，在当地居民饮食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早期主要在当地制作的米酒中使用，酸甜可口同时具有增色的作用；后期在制作

粽子中，加入山茱萸，生产的粽子口味独特,口感细腻柔软，深受当地居民喜爱；

随着深加工技术的不断提高，制作蜜饯加入山茱萸，使蜜饯色泽口感俱佳，获得

当地百姓一致好评，市场前景广阔。当地许多人把晾干的山茱萸当做饮品，具有

滋养身体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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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坪县志》记载，佛坪县酒厂 1981 年开始,采用先进技术,先后试制出中

华猕猴桃酒、山萸肉补酒、刺梨酒、五味子酒、萸肉回春酒(系陕西省科委计划

项目)等新产品。

陕西省地方志办公室—汉中市大事记中记载，2011 年第十八届中国杨凌农

业高新科技成果博览会上，农家香山茱萸蜜饯获得“后稷奖”。

佛坪县卫生和计划生育局、汉中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局山茱萸食用情况证明表

明，多年以来，本县食品企业以山茱萸为原料酿制果酒、制作果脯、蜜饯食品，

餐馆也有用山茱萸煲汤做菜的习惯，经过多年的实践，山茱萸食品未出现过任何

影响身体健康的现象发生，表明佛坪山茱萸食用安全。

（3）佛坪山茱萸生产历史

1959-1971 年，佛坪县苗圃试育出 2万余株山茱萸苗，先后在全县各地动员

农民栽植山茱萸。佛坪现在处于盛果期的山茱萸，大部分都是这一时期栽植的。

1971-2002 年，1971 年，县委调查研究认为“应把山茱萸生产作为佛坪战略

性经济项目来抓”，在西岔河镇试点栽植 39 亩示范园。1975 年，中共佛坪县决

定“要把佛坪建成天麻基地枣皮县”，各级组织层层动员，全县栽植山茱萸 67100

株。2001 年 8 月，国家林业局授予佛坪县“中国山茱萸之乡”称号。

2004 年 10 月 25 日，佛坪山茱萸通过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 GAP 认证中

心专家组审核验收。12 月 22 日，通过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原产地标记认证。2008

年 3 月，陕西省功能食品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与汉中汉江山茱萸开发有限公司、佛

坪县科学技术协会合作，由王喆之等 12 人选育的“山茱萸大红枣 1号”和“山

茱萸石破枣 1号”通过陕西省林木品种审定委员会审定，并获得“陕西省林木良

种证书”。“大红枣 1号”和“石磙枣 1号”已通过苗木繁殖、栽培等研究形成

了一整套品种繁殖栽培技术，并开始大面积推广。至 2010 年，全县山茱萸栽植

面积 9万亩，400 万株，年产山茱萸 800 吨。

近年来，佛坪县山茱萸产业发展态势十分良好，全县山茱萸种植面积达到

10 万多亩 420 余万株，建成山茱萸规范化药源基地 5 万亩，年产量占全国山茱

萸总产量的六分之一左右，被评为全国三大山茱萸生产基地之一。

（4）佛坪山茱萸加工历史

初加工阶段：农户采摘成熟的山茱萸果实，去核晒干，初次包装，然后由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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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商二次包装。

深加工阶段：1970 年 8 月，佛坪县加工鲜山茱萸肉 55000 多公斤。县酒厂

经过多道工序处理，制成山茱萸补酒（后更名为回春酒、红山珍）。1993 年成

立佛坪县农家香食品有限责任公司，将山茱萸肉制成蜜饯销售。佛坪汉江科技开

发公司成立后，将其加工成山茱萸营养果蔬系列营养健康食品。至 2010 年，山

茱萸肉深加工处在研制阶段，加工量较小，全县所产山茱萸肉绝大部分经初加工

后，仍以药材原料出售。

1.2.5 佛坪山茱萸的产业现状

我国山茱萸资源丰富，主要分布于秦岭、伏牛山区、天目山区，主产区为陕

西佛坪县、河南西峡县、浙江淳安县，多为人工栽培。截止2020年底，佛坪山茱

萸种植面积达到10万亩，全国年产量6000吨，佛坪县年产量占全国山茱萸总产量

的六分之一左右，占全省总产量的三分之二左右。

2002 年佛坪县被批准为“国家级山茱萸药源基地县”，“国家级山茱萸规

范化种植示范基地”。2003 年佛坪县制定了《佛坪县中药产业发展规划》，确

定了山茱萸发展目标、规模和经营方式。2004 年佛坪山茱萸取得国家 GAP 认证，

2005 年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2005]41 号）公告批准对佛坪山茱萸实施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2006 年５月３日科研人员在佛坪县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核心

区首次发现大面积野生山茱萸，约 500 多株。2009 年佛坪县又出台了《关于加

快山茱萸产业发展的决定》，进一步明确了山茱萸产业发展规模和建设标准等。

2016 年中央网信办、国家卫计委、国家食药监总局、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等相关

部委负责人在国家卫计委组织召开了山茱萸研讨会，专题研究佛坪山茱萸申报

“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有关问题。2018 年“佛坪山茱萸”成

功被国家工商总局评定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19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函（国卫食品函[2019]311 号）将对党参、山茱萸等 9种

物质开展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药材的物质生产经营试点工作。

近年来，佛坪县委、县政府提出“林药兴县”战略，把山茱萸列为全县经济

发展的主导产业，重点加以发展。山茱萸产业已成为佛坪县乃至汉中市农民收入

的主要来源，是该区域经济的主导产业。

同时佛坪县积极联合科研院所研制开发出了山茱萸糕、果脯和红山珍酒、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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膏、软糖、果酱、山茱萸饮料等产品，但是由于山茱萸只能用于药品、保健食品，

却不能以普通食品的形式上市销售，大大增加了山茱萸的开发成本，限制了其适

用范围，山茱萸产品陷入了销售艰难的境地。

1.3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佛坪是“中国山茱萸之乡”，佛坪县委把山茱萸列为全县经济发展的主导产

业，重点加以发展。因此，为了进一步推动山茱萸产业健康发展，有必要制定《食

品安全地方标准 佛坪山茱萸》。

佛坪县已有很多山茱萸生产销售企业，目前尚无统一的山茱萸食品标准，造

成了山茱萸生产企业无标可依，产品质量参差不齐、鱼龙混杂，消费者权益得不

到有效保障，对山茱萸产业可持续发展、优质产品市场有序供给与消费者利益保

护带来很大困扰。因此亟需制订山茱萸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来规范市场、保护消费

者权益。

1.4 标准制定的意义

1.4.1 填补佛坪山茱萸作为食品原料无标可依的空白

目前国内销售的山茱萸主要是用于加工中药饮片后供临床配方、中成药生产

或经提取加工成提取物后作为保健食品原料，尚没有统一的山茱萸国家标准和行

业标准。我省亦无相关食品标准，制定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佛坪山茱萸》

标准，对于实现佛坪山茱萸作为食品原料生产有标可依，产品流通规范有序具有

重大意义。

1.4.2 山茱萸产业对乡村振兴的意义

佛坪县人民政府佛政发（[2019]9 号）意见指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大精神，以脱贫攻坚统揽经济社会

发展全局，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作为新时代“三农”工作的总抓手，紧紧围绕全

县产业发展规划，突出山茱萸产业发展，做大做强山茱萸种植基地，完善配套服

务，夯实产业基础，拓展产业链条，全面推进山茱萸产业规范化、规模化、产业

化，推动佛坪由山茱萸生产大县向山茱萸产业强县的转型。

突出产业扶贫、促农增收效果，重点支持适度规模的生产大户建设山茱萸规

范化种植基地，带动有劳动能力的贫困户脱贫增收。引导产业集聚区内山茱萸生

产、加工、电商、物流企业通过“公司+农民合作社+农户”的经营模式，组建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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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化联合体，实行计划种植、订单收购。鼓励企业、专业合作社通过收购产品、

土地流转、劳动用工、提供服务、入股分红等多种利益联结方式参与并带动产业

发展。积极引导民营和工商资本参股村级集体经济组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解决集体经济组织人才缺乏和经营活力不足的问题。以山茱萸品种改良、品质改

进、品牌创建为重点，积极实施佛坪山茱萸产业发展“5131”工程。通过建设山

茱萸规范化生产基地，建立山茱萸产品研发中心，培育产品加工龙头企业，不断

提升产业化发展水平。

截止 2020 年底，佛坪山茱萸种植面积达到 10 万亩，年产量 1000 吨，年产

值 5000 万元，人均年收入增加 2600 元。预期从 2021 年到 2025 年, 用 5 年时间，

全县新栽及规范改造山茱萸 5 万亩，以企业为主体建设山茱萸产品研发中心 1

个，培育山茱萸加工龙头企业 3家，山茱萸产业年产值达到 1亿元，实现这些目

标对于促进佛坪乡村振兴意义重大。

1.4.3 山茱萸产业对环境保护的意义

山茱萸是助力佛坪县广大山区农民增收、实现乡村振兴的重要产业，也是汉

中市绿色发展的重要环节，更是“绿水青山”的具体体现。近年来，佛坪县坚持

“政府引导支持，镇办规划落实，群众自愿参与，专业技术服务”的原则，引导

建设山茱萸规范化种植基地。2021 年全县山茱萸种植面积稳定在 10 万亩，规范

管理 5万亩。同时，佛坪县大力支持村级经济合作社发展山茱萸观光园旅游产业，

坚持“生态立县、林药兴县、旅游强县”发展战略，有利于提高当地森林覆盖率、

改善生态环境，防止水土流失、涵养水源，带动当地经济发展，实现经济和生态

双赢。

1.5 标准制定过程

本标准的研究始于 2015 年，前期收集大量国内外相关标准及文献资料，结

合山茱萸的产品检验数据以及与相关标准进行比对分析，并反复进行生产、试验

研究。2016 年 6 月 3 日卫生计生委食品司召开会议，专题研究山茱萸有关事宜，

中央网信办秘书局、食药总局食监三司、国家中医药局科教司、监督中心、食品

评估中心、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和陕西省佛坪县政府等相关部门司局

级同志和专家参加了会议。参会人员建议根据《食品安全法》第 29 条的规定，

应由陕西省按照地方特色食品管理考虑制定地方标准，同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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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食药总局、国家中医药局相关司局开展山茱萸纳入《按照传统既是食品又是中

药材物质目录》相关研究工作。2017 年 10 月 17 日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发函

（国卫食品评便函[2017]65 号）提供山茱萸等相关物质有关资料，2017 年 11

月 24 日陕西省卫生计生委办公室向国家卫生计生委食品司关于上报山茱萸相关

材料的函。在广泛征求有关专家、企业意见建议后，针对山茱萸标准食用依据、

有关证明资料、实验数据进行了专题研讨会，形成了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初稿。2019

年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发函（国卫食品函[2019]311 号）

将对党参、山茱萸等 9种物质开展生产经营试点工作。

2021 年 7 月 2 日陕西省卫生健康委下达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佛坪山茱

萸》的任务。由佛坪县中药产业发展服务中心牵头组织相关单位和人员成立标准

起草小组，前期收集大量国内外相关标准及文献资料，经过多次会议形成实施方

案。经广泛征求有关专家、企业意见建议后，形成了《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立项建议书》以及《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佛坪山茱萸》立项报告初稿，上

报陕西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2021 年 7 月 16 日省卫生健康委召集省内食品安全

标准专家及省卫生监督中心领导在陕西西安召开了《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佛坪山

茱萸》第一次专家会议，会后专家达成一致，肯定了《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佛坪山茱萸》立项的必要性，并对立项建议书和立项报告提出了修改建议，根据

专家的意见，项目组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了《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项建

议书》以及《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佛坪山茱萸》立项报告终稿，上报陕西

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列入 2021 年度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定计划。

项目组成员第一时间研究编写形成《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佛坪山茱萸》

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初稿，上报陕西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并于 2021 年 11 月

22 日在陕西西安组织相关专家召开首次标准评审会，会上专家就标准文本和编

制说明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会后项目组根据修改意见逐一进行修改

完善，形成标准评审稿和标准编制说明。

2 标准制定的原则、主要内容及依据

2.1 标准制定的原则

本标准编写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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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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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法》的规定，格式严格参照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文本。

本标准编制遵循“科学性、实用性、规范性、安全性、适用性、可行性”原

则，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安全法》的规定，符合现行的法律法

规和强制性（国家、行业、地方）标准要求，充分考虑企业生产客观实际需要，

并参照相关国内和国际各类标准准予以制定。标准所包含的内容结构合理、层次

清晰，内容科学可靠，文字表述准确，通俗易懂，有利于生产和管理，可操作性

强，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2.2 标准的主要内容及依据

2.2.1 佛坪山茱萸所属类别说明

山茱萸，味酸、涩、微苦，适宜加工成果酒、果酱、蜜饯、饮料等食品。但

是 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1《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

量》、GB 276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所属产品类别中

均没有山茱萸。在制定本标准时，主要考虑佛坪山茱萸作为食品食用时常用于加

工成果酒、饮料等，流通在市场上的终产品使用形式类似于干制水果，因此，本

标准在制定食品安全指标时，主要参考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对干制水果类别的

要求制定。

佛坪县种植山茱萸主要涉及 6个乡镇、1个街道办事处，总面积约 10 万亩，

为保证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佛坪山茱萸》中各项指标设定科学严谨，标

准编写组采集佛坪县域内 6 个乡镇、1 个街道办事处下属的 36 个村的山茱萸样

品，其中 32 份为自然烘干，4 份为人工烘干，委托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食品化

妆品检验检定中心和陕西科仪阳光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测定，采集地点具体见

表 1。经分析研判后，确定山茱萸的污染物限量、农药残留限量及相应的理化指

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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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山茱萸样品采集地点汇总表

序号 采集地点 序号 采集地点 序号 采集地点 序号 采集地点

01 佛坪县大

河坝镇五

四村

10 佛坪县陈

家坝镇金

星村

19 佛坪县袁家

庄街道办事

处肖家庄村

28 佛坪县长

角坝镇田

坝村

02 佛坪县大

河坝镇沙

坪村

11 佛坪县岳

坝镇栗子

坝村

20 佛坪县长角

坝镇两河口

村

29 佛坪县长

角坝镇教

场坝村

03 佛坪县大

河坝镇三

河口村

12 佛坪县岳

坝镇女儿

坝村

21 佛坪县石墩

河镇石墩河

村

30 佛坪县西

岔河镇银

厂沟村

04 佛坪县大

河坝镇联

合村

13 佛坪县岳

坝镇草林

村

22 佛坪县石墩

河镇薅林湾

村

31 佛坪县长

角坝镇沙

窝村

05 佛坪县大

河坝镇谭

家河村

14 佛坪县岳

坝镇狮子

坝村

23 佛坪县石墩

河镇回龙寺

村

32 佛坪县西

岔河镇耖

家庄村

06 佛坪县陈

家坝镇孔

家湾村

15 佛坪县岳

坝镇龙潭

村

24 佛坪县西岔

河镇彭家沟

村

33 佛坪县袁

家庄街道

办事处王

家湾村

07 佛坪县陈

家坝镇郭

家坝村

16 佛坪县袁

家庄街道

办事处东

岳殿村

25 佛坪县西岔

河镇西岔河

村

34 佛坪县岳

坝镇西华

村

08 佛坪县陈

家坝镇三

郎沟村

17 佛坪县袁

家庄街道

办事处塘

湾村

26 佛坪县长角

坝镇龙草坪

村

35 佛坪县西

岔河镇故

峪沟村

09 佛坪县陈

家坝镇陈

家坝村

18 佛坪县袁

家庄街道

办事处黄

家湾村

27 佛坪县长角

坝镇沙坝村

36 佛坪县岳

坝镇大古

坪村

2.2.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佛坪山茱萸。

2.2.2 术语和定义

2.2.2.1 佛坪山茱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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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陕西省佛坪县行政区域及相邻周边地区的山茱萸科植物山茱萸 Cornus

officinalis 的成熟果实为原料，经文火烘或置沸水中略烫后，及时除去果核，

自然干燥或 80℃以下人工干燥得到的果肉。

2.2.3 技术要求

2.2.3.1 原料要求

佛坪山茱萸果实应无腐烂、无霉变、无异味、无虫蛀，具有佛坪山茱萸的自

然特征。

2.2.3.2 感官要求

标准编写组采集陕西省佛坪县域内 36 个村人工种植的山茱萸样品进行指标

验证。感官测定方法如下：取适量样品置于洁净的白色搪瓷盘中，在自然光下观

察色泽、形态和杂质，嗅其气味、尝其滋味，各采集地点山茱萸感官结果测定如

下。

①色泽：各地山茱萸样品的品种特征差异不大，主要呈现鲜红色、紫红色、

紫黑色。

②气味、滋味：所检测的山茱萸样品气味和滋味表现一致，均表现气微，味

酸、涩、微苦，无异味。

③形态：所检测的山茱萸样品为不规则的片状或囊状，皱缩，有光泽，质柔

软。

④杂质：所检测的山茱萸样品中，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故标准规定山茱萸感官应符合表 2。

表 2 感官要求

项 目 要 求 检验方法

形态 不规则的片状或囊状，皱缩，有光

泽，质柔软

取适量样品置于洁净的白色

搪瓷盘中，在自然光下观察

色泽、形态和杂质，嗅其气

味、尝其滋味。

色泽 紫红色至紫黑色

气味、滋味 气微，味酸、涩、微苦，无异味

杂质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2.2.3.3 理化指标

针对佛坪县 36 个村的山茱萸样品，检测的理化指标为水分、总灰分、莫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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苷和马钱苷、总皂苷、粗多糖、总黄酮、总有机酸、二氧化硫。

（1）水分指标

采用 GB 5009.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中规定的方

法测定了 36 份山茱萸样品中水分含量，结果见表 3。

表 3 山茱萸中水分含量结果汇总表

序号 水分，% 序号 水分，% 序号 水分，% 序号 水分，%

01 13.2 10 13.4 19 13.2 28 12.7

02 13.1 11 13.8 20 13.8 29 12.8

03 13.2 12 13.0 21 12.2 30 12.9

04 12.6 13 12.2 22 12.2 31 13.2

05 13.5 14 13.3 23 12.3 32 12.6

06 13.4 15 12.8 24 12.5 33 14.2

07 12.5 16 13.1 25 12.9 34 12.3

08 13.5 17 12.7 26 13.1 35 13.9

09 13.6 18 13.1 27 12.5 36 12.3

测试结果表明：佛坪县36个产地山茱萸样品水分含量在12.2%～14.2%之间。

指标设定依据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一部山茱萸项下规定水分≤16.0%；

②GB/T 18672-2014《枸杞》中规定枸杞水分≤13.0%；

③GB/T 5835-2009《干制红枣》规定干制小红枣水分≤28.0%、干制大红枣

水分≤25.0%；

④NY/T 705-2003《无核葡萄干》中规定无核葡萄干水分≤15.0%；

经调研发现，佛坪山茱萸的水分在运输和销售时会有波动，但水分过高时，

不易于运输和保存，易造成样品腐烂、霉变，因此，为确保佛坪山茱萸产品质量

以及市场流通质量的稳定，综合考虑标准规定山茱萸的水分≤15.0%。

（2）总灰分指标

采用 GB 5009.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中规定的方

法测定了 36 份山茱萸样品中的总灰分，结果见表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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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山茱萸中总灰分含量结果汇总表

序号 总灰分，% 序号 总灰分，% 序号 总灰分，% 序号 总灰分，%

01 3.63 10 4.29 19 4.70 28 4.74

02 3.73 11 4.70 20 4.78 29 4.60

03 3.72 12 4.61 21 4.99 30 4.45

04 3.69 13 4.74 22 4.43 31 4.73

05 3.70 14 4.76 23 4.75 32 5.11

06 4.43 15 4.60 24 4.48 33 4.87

07 4.24 16 4.63 25 4.59 34 4.99

08 4.36 17 4.70 26 4.76 35 4.45

09 4.16 18 4.74 27 4.55 36 4.99

测试结果表明：佛坪县36个产地的山茱萸样品总灰分在3.63%～5.11%之间。

指标设定依据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一部山茱萸项下规定灰分限量≤6.0%；

②GB/T 18672-2014《枸杞》中规定枸杞灰分限量≤6.0%；

经调研发现，佛坪山茱萸微量元素含量较高，样品总灰分检测值偏高。为保

证佛坪山茱萸作为食品原料的洁净及安全，限制泥沙及其他杂质等的污染，综合

考虑标准规定山茱萸的总灰分≤5.5%。

（3）佛坪山茱萸特征性成分指标

A.莫诺苷和马钱苷

莫诺苷和马钱苷为山茱萸的主要生物活性成分，采用《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20年版一部山茱萸项下莫诺苷和马钱苷的测定方法测定了36份山茱萸样品中

莫诺苷和马钱苷含量，结果见表 5。

表 5 山茱萸中莫诺苷和马钱苷的总含量结果汇总表

序号
莫诺苷和

马钱苷，%
序号

莫诺苷和

马钱苷，%
序号

莫诺苷和

马钱苷，%
序号

莫诺苷和

马钱苷，%

01 2.20 10 2.23 19 2.38 28 2.56

02 2.11 11 2.21 20 2.29 29 2.46

03 2.11 12 2.26 21 2.53 30 2.46

04 2.08 13 2.26 22 2.50 31 1.69

05 2.13 14 2.17 23 2.54 32 1.77

06 2.20 15 2.17 24 2.49 33 1.46

07 2.23 16 2.30 25 2.49 34 1.73

08 2.28 17 2.35 26 2.52 35 1.59

09 2.27 18 2.37 27 2.31 36 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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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表明：佛坪县 36 个产地的山茱萸样品莫诺苷和马钱苷的含量在

1.46%～2.56%之间。

指标设定依据

①《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一部山茱萸项下莫诺苷和马钱苷含量

≥1.2%

②文献中报道马钱苷含量≥0.35%，莫诺苷含量≥1.5%；

佛坪县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 11.4℃，沙质土壤，略呈酸

性，极宜山茱萸的生长繁育。所以，佛坪山茱萸果大、肉厚、色红油润，生物活

性成分含量较高。结合佛坪县地域性特点及检测结果，综合考虑标准规定山茱萸

的莫诺苷和马钱苷总含量≥1.3%。

B.总皂苷

经前期调研和查阅资料，山茱萸中富含总皂苷，采用《保健食品理化及卫生

指标检验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2020 年版）》规定的方法测定了 36 份山茱萸样

品中总皂苷含量，结果见表 6。

表 6 山茱萸中总皂苷的含量结果汇总表

序号 总皂苷，% 序号 总皂苷，% 序号 总皂苷，% 序号 总皂苷，%

01 2.90 10 2.64 19 2.19 28 2.68

02 2.92 11 2.06 20 2.19 29 2.66

03 2.89 12 2.06 21 2.80 30 2.66

04 2.90 13 2.08 22 2.79 31 3.29

05 2.92 14 2.06 23 2.79 32 3.50

06 2.65 15 2.06 24 2.78 33 2.37

07 2.65 16 2.14 25 2.80 34 2.82

08 2.66 17 2.18 26 2.63 35 2.51

09 2.67 18 2.19 27 2.65 36 2.82

测试结果表明：佛坪县 36 个产地的山茱萸样品总皂苷的含量在 2.06%～

3.50%之间。

指标设定依据

文献中报道山茱萸总皂苷的含量为 3.66%～17.23%，因总皂苷含量并非山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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萸特征性指标，故暂不列入理化指标。

C.粗多糖

经前期调研和查阅资料，山茱萸中富含粗多糖，采用《保健食品功效成分检

验方法》规定的方法测定了 36 份山茱萸样品中粗多糖含量，结果见表 7。

表 7 山茱萸中粗多糖的含量结果汇总表

序号 粗多糖，% 序号 粗多糖，% 序号 粗多糖，% 序号 粗多糖，%

01 2.32 10 1.79 19 2.40 28 2.37

02 2.31 11 3.11 20 2.42 29 2.23

03 2.35 12 3.02 21 3.24 30 2.26

04 2.29 13 3.09 22 3.10 31 4.17

05 2.23 14 3.02 23 3.19 32 2.35

06 1.87 15 3.05 24 3.07 33 3.34

07 1.92 16 2.48 25 3.16 34 2.36

08 1.88 17 2.45 26 2.27 35 4.35

09 1.90 18 2.43 27 2.33 36 2.36

测试结果表明：佛坪县 36 个产地的山茱萸样品粗多糖的含量在 1.79%～

4.35%之间，因粗多糖含量并非山茱萸特征性指标，故暂不列入理化指标。

D.总黄酮

经前期调研和查阅资料，山茱萸中富含总黄酮，采用《保健食品理化及卫生

指标检验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2020 年版）》规定的方法测定了 36 份山茱萸样

品中总黄酮含量，结果见表 8。

表 8 山茱萸中总黄酮的含量结果汇总表

序号
总黄酮，

mg/100g
序号

总黄酮，

mg/100g
序号

总黄酮，

mg/100g
序号

总黄酮，

mg/100g

01 21.6 10 26.3 19 45.7 28 30.6

02 22.3 11 24.1 20 47.1 29 30.9

03 22.8 12 24.9 21 21.7 30 30.9

04 22.8 13 26.0 22 21.9 31 63.0

05 22.4 14 25.2 23 21.9 32 58.0

06 26.1 15 25.0 24 22.5 33 61.0

07 26.0 16 46.1 25 21.1 34 62.0

08 25.4 17 45.1 26 30.7 35 60.0

09 26.1 18 45.1 27 31.3 36 63.0

测试结果表明：佛坪县 36 个产地的山茱萸样品总黄酮的含量在

21.1mg/100g～63mg/100g 之间。因总黄酮并非山茱萸特征性指标，故暂不列入

理化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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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总有机酸

经前期调研和查阅资料，山茱萸中富含有机酸，采用 GB 5009.157《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有机酸的测定》规定的方法测定了 36 份山茱萸样品中总有机

酸含量，结果见表 9。

表 9 山茱萸中总有机酸的含量结果汇总表

序号 总有机酸，% 序号 总有机酸，% 序号 总有机酸，% 序号 总有机酸，%

01 7.06 10 7.12 19 7.14 28 7.11

02 7.10 11 7.04 20 7.12 29 7.11

03 7.10 12 7.06 21 6.96 30 7.10

04 7.07 13 7.13 22 7.04 31 6.94

05 7.06 14 7.15 23 7.12 32 6.84

06 7.12 15 7.03 24 7.12 33 6.95

07 7.16 16 7.18 25 7.09 34 7.09

08 7.18 17 7.18 26 7.13 35 6.84

09 7.17 18 7.16 27 7.07 36 7.09

测试结果表明：佛坪县 36 个产地的山茱萸样品总有机酸的含量在 6.84%～

7.18%之间。文献中报道山茱萸总有机酸的含量为 9.65%～13.26%，因总有机酸

含量并非山茱萸特征性指标，故暂不列入理化指标。

F、二氧化硫残留量

采用 GB 5009.34-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二氧化硫的测定》中方

法测定了 36 份山茱萸样品中二氧化硫含量，结果见表 10。

表 10 山茱萸中二氧化硫的含量结果汇总表

序号 二氧化硫，g/kg 序号 二氧化硫，g/kg 序号 二氧化硫，g/kg 序号 二氧化硫，g/kg

01 0.011 10 0.010 19 0.010 28 0.010

02 0.011 11 0.011 20 0.012 29 0.011

03 0.013 12 0.010 21 0.010 30 0.013

04 0.010 13 0.012 22 0.012 31 0.015

05 0.011 14 0.014 23 0.009 32 0.017

06 0.012 15 0.010 24 0.010 33 0.016

07 0.011 16 0.011 25 0.012 34 0.017

08 0.011 17 0.013 26 0.012 35 0.014

09 0.012 18 0.012 27 0.013 36 0.0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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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表明：佛坪县 36 个产地的山茱萸样品二氧化硫的含量在

0.009g/kg～0.017g/kg 之间。二氧化硫并非干制水果强制性指标，故暂不列入

理化指标。

2.2.3.4 污染物限量

由于 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所属产品

类别中没有山茱萸，因此无法直接设置污染物限量指标。采用 GB 5009.12-20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GB 5009.15-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GB 5009.11-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

的测定》、GB 5009.17-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分别测定了 36 份山茱萸样品中铅、镉、总砷、总汞的含量，结果见表 11、表 12、

表 13、表 14。

表 11 山茱萸中铅含量结果汇总表

序号 铅，mg/kg 序号 铅，mg/kg 序号 铅，mg/kg 序号 铅，mg/kg

01 ＜0.033 10 ＜0.033 19 ＜0.033 28 ＜0.033

02 ＜0.033 11 ＜0.033 20 ＜0.033 29 ＜0.033

03 ＜0.033 12 ＜0.033 21 ＜0.033 30 ＜0.033

04 ＜0.033 13 ＜0.033 22 ＜0.033 31 0.049

05 ＜0.033 14 ＜0.033 23 ＜0.033 32 0.056

06 ＜0.033 15 ＜0.033 24 ＜0.033 33 0.065

07 ＜0.033 16 ＜0.033 25 ＜0.033 34 0.066

08 ＜0.033 17 ＜0.033 26 ＜0.033 35 0.067

09 ＜0.033 18 ＜0.033 27 ＜0.033 36 0.040

测试结果表明：佛坪县 36 个产地的山茱萸样品，其中有 6份检测结果铅含

量在 0.040mg/kg～0.067mg/kg 之间，其余 30 份山茱萸样品检测结果均低于检出

限。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中规定水果制品铅

≤1.0mg/kg。综合考虑，限定山茱萸中铅≤0.9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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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 山茱萸中镉含量结果汇总表

序号 镉，mg/kg 序号 镉，mg/kg 序号 镉，mg/kg 序号 镉，mg/kg

01 ＜0.003 10 ＜0.003 19 ＜0.003 28 ＜0.003

02 ＜0.003 11 ＜0.003 20 ＜0.003 29 ＜0.003

03 ＜0.003 12 ＜0.003 21 ＜0.003 30 ＜0.003

04 ＜0.003 13 ＜0.003 22 ＜0.003 31 0.0058

05 ＜0.003 14 ＜0.003 23 ＜0.003 32 0.0040

06 ＜0.003 15 ＜0.003 24 ＜0.003 33 0.0038

07 ＜0.003 16 ＜0.003 25 ＜0.003 34 0.0048

08 ＜0.003 17 ＜0.003 26 ＜0.003 35 0.0060

09 ＜0.003 18 ＜0.003 27 ＜0.003 36 0.0058

测试结果表明：佛坪县 36 个产地的山茱萸样品，其中 6 份样品镉含量在

0.0038mg/kg～0.0060mg/kg 之间，其余 30 份样品检测结果均低于检出限。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中未规定水果制品镉限量，

故标准暂不制定镉的限量。

表 13 山茱萸中总砷含量结果汇总表

序号 总砷，mg/kg 序号 总砷，mg/kg 序号 总砷，mg/kg 序号 总砷，mg/kg

01 ＜0.033 10 ＜0.033 19 0.14 28 ＜0.033

02 ＜0.033 11 ＜0.033 20 0.13 29 ＜0.033

03 ＜0.033 12 ＜0.033 21 ＜0.033 30 ＜0.033

04 ＜0.033 13 ＜0.033 22 ＜0.033 31 ＜0.017

05 ＜0.033 14 ＜0.033 23 ＜0.033 32 0.022

06 ＜0.033 15 ＜0.033 24 ＜0.033 33 ＜0.017

07 ＜0.033 16 0.12 25 ＜0.033 34 ＜0.017

08 ＜0.033 17 0.14 26 ＜0.033 35 ＜0.017

09 ＜0.033 18 0.11 27 ＜0.033 36 ＜0.017

测试结果表明：佛坪县 36 个产地的山茱萸样品，其中 6份样品总砷含量为

0.022mg/kg～0.14mg/kg，其余 30 份样品检测结果均低于检出限。GB 2762-20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中未规定水果制品总砷限量，故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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暂不制定总砷的限量。

表 14 山茱萸中总汞含量结果汇总表

序号 总汞，mg/kg 序号 总汞，mg/kg 序号 总汞，mg/kg 序号 总汞，mg/kg

01 ＜0.00083 10 ＜0.00083 19 ＜0.00083 28 ＜0.00083

02 ＜0.00083 11 ＜0.00083 20 ＜0.00083 29 ＜0.00083

03 ＜0.00083 12 ＜0.00083 21 ＜0.00083 30 ＜0.00083

04 ＜0.00083 13 ＜0.00083 22 ＜0.00083 31 ＜0.00083

05 ＜0.00083 14 ＜0.00083 23 ＜0.00083 32 0.00092

06 ＜0.00083 15 ＜0.00083 24 ＜0.00083 33 ＜0.00083

07 ＜0.00083 16 ＜0.00083 25 ＜0.00083 34 ＜0.00083

08 ＜0.00083 17 ＜0.00083 26 ＜0.00083 35 ＜0.00083

09 ＜0.00083 18 ＜0.00083 27 ＜0.00083 36 ＜0.00083

测试结果表明：佛坪县 36 个产地的山茱萸样品，其中 1份样品总汞含量为

0.00092mg/kg，其余 35 份样品检测结果均低于检出限。GB 2762-2017《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中未规定水果制品总汞限量，故标准暂不制定

总汞的限量。

综上，参照 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中规定

水果制品铅≤1.0mg/kg，故标准规定山茱萸中铅≤0.9mg/kg。

2.2.3.5 农药残留限量要求

标准编写组对佛坪山茱萸种植及生产加工进行了充分调研和监测分析，佛坪

境内气候温暖湿润，雨量充沛，年平均气温 11.4℃，沙质土壤，略呈酸性，从

海拔 550-1600 米都适宜山茱萸生长繁育。佛坪地域内有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这

就决定了佛坪必须走绿色可持续发展道路，佛坪境内无大规模使用农药的历史，

当地无工矿企业污染源，经检测空气、土壤、水质均符合绿色食品环境质量标准。

同时，佛坪山茱萸大多处于山地，土壤较为肥沃，适宜山茱萸生长，催肥方式大

多为有机肥，山茱萸的培育到结果，人工干预很少。

山茱萸类似于干制水果，农药残留指标的设定和限量参照 GB 2763-2021《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中干制水果并结合佛坪县域内多年

来农药使用情况，我们委托陕西科仪阳光检测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检测了增效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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丙环唑、已唑醇、三氯杀螨醇、硫丹、乐果、甲基异柳磷、甲拌磷、杀扑磷、乙

酰甲胺磷、丁硫克百威、巴毒磷、丙酯杀螨醇、毒虫畏、庚烯磷、甲磺隆、甲氧

滴滴涕、乐杀螨、磷化氢、氯苯甲醚、氯磺隆、氯酞酸甲酯、灭草环、三氟硝草

醚、杀虫畏、速灭磷、特乐酚、乙酯杀螨醇、抑草蓬、茚草酮、三环唑、甲基硫

菌灵、丙森锌、醚菌酯、乙草胺、2,4-滴丁酯、氟磺胺草醚 37 个农药残留指标，

结果见表 15，我们重点检测了 36 份样本六六六、滴滴涕、氯氟氰菊酯、氯氰菊

酯农残指标，结果见表 16，北京同仁堂采集佛坪县域内三个不同生产环境山茱

萸样本委托诺安实力可商品检验(青岛)有限公司，检测了 200 余项农药残留指

标，具体报告见附件 14。

表 15 山茱萸中农药残留结果汇总表

项目

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mg/kg）

项目

编号

检测项目 检测结果

（mg/kg）

01 增效醚 ＜0.05 20 氯苯甲醚 ＜0.01

02 丙环唑 ＜4.4×10
-4

21 氯磺隆 ＜0.01

03 已唑醇 ＜0.05 22 氯酞酸甲酯 ＜0.05

04 三氯杀螨醇 ＜0.01 23 灭草环 ＜0.01

05 硫丹 ＜0.8-2.67×10
-4

24 三氟硝草醚 ＜0.01

06 乐果 ＜0.05 25 杀虫畏 ＜0.01

07 甲基异柳磷 ＜0.01 26 速灭磷 ＜0.01

08 甲拌磷 ＜0.01 27 特乐酚 ＜0.01

09 杀扑磷 ＜0.05 28 乙酯杀螨醇 ＜0.01

10 乙酰甲胺磷 ＜0.05 29 抑草蓬 ＜0.0025

11 丁硫克百威 ＜8.0×10
-4

30 茚草酮 ＜0.01

12 巴毒磷 ＜0.02 31 三环唑 ＜0.01

13 丙酯杀螨醇 ＜0.01 32 甲基硫菌灵 ＜0.01

14 毒虫畏 ＜0.01 33 丙森锌 ＜0.01

15 庚烯磷 ＜0.015 34 醚菌酯 ＜0.01

16 甲磺隆 ＜0.01 35 乙草胺 ＜0.01

17 甲氧滴滴涕 ＜0.01 36 2,4-滴丁酯 ＜0.01

18 乐杀螨 ＜0.01 37 氟磺胺草醚 ＜0.02

19 磷化氢 ＜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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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 山茱萸中农药残留结果汇总表

序号 六六六，mg/kg 滴滴涕，mg/kg 氯氰菊酯，mg/kg 氯氟氰菊，μg/kg

01 ＜0.002 ＜0.008 ＜0.02 ＜0.8

02 ＜0.002 ＜0.008 ＜0.02 ＜0.8

03 ＜0.002 ＜0.008 ＜0.02 ＜0.8

04 ＜0.002 ＜0.008 ＜0.02 ＜0.8

05 ＜0.002 ＜0.008 ＜0.02 ＜0.8

06 ＜0.002 ＜0.008 ＜0.02 ＜0.8

07 ＜0.002 ＜0.008 ＜0.02 ＜0.8

08 ＜0.002 ＜0.008 ＜0.02 ＜0.8

09 ＜0.002 ＜0.008 ＜0.02 ＜0.8

10 ＜0.002 ＜0.008 ＜0.02 ＜0.8

11 ＜0.002 ＜0.008 ＜0.02 ＜0.8

12 ＜0.002 ＜0.008 ＜0.02 ＜0.8

13 ＜0.002 ＜0.008 ＜0.02 ＜0.8

14 ＜0.002 ＜0.008 ＜0.02 ＜0.8

15 ＜0.002 ＜0.008 ＜0.02 ＜0.8

16 ＜0.002 ＜0.008 ＜0.02 ＜0.8

17 ＜0.002 ＜0.008 ＜0.02 ＜0.8

18 ＜0.002 ＜0.008 ＜0.02 ＜0.8

19 ＜0.002 ＜0.008 ＜0.02 ＜0.8

20 ＜0.002 ＜0.008 ＜0.02 ＜0.8

21 ＜0.002 ＜0.008 ＜0.02 ＜0.8

22 ＜0.002 ＜0.008 ＜0.02 ＜0.8

23 ＜0.002 ＜0.008 ＜0.02 ＜0.8

24 ＜0.002 ＜0.008 ＜0.02 ＜0.8

25 ＜0.002 ＜0.008 ＜0.02 ＜0.8

26 ＜0.002 ＜0.008 ＜0.02 ＜0.8

27 ＜0.002 ＜0.008 ＜0.02 ＜0.8

28 ＜0.002 ＜0.008 ＜0.02 ＜0.8

29 ＜0.002 ＜0.008 ＜0.02 ＜0.8

30 ＜0.002 ＜0.008 ＜0.02 ＜0.8

31 ＜0.002 ＜0.008 ＜0.02 ＜0.8

32 ＜0.002 ＜0.008 ＜0.02 ＜0.8

33 ＜0.002 ＜0.008 ＜0.02 ＜0.8

34 ＜0.002 ＜0.008 ＜0.02 ＜0.8

35 ＜0.002 ＜0.008 ＜0.02 ＜0.8

36 ＜0.002 ＜0.008 ＜0.02 ＜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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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结果表明：佛坪山茱萸增效醚、丙环唑、已唑醇、三氯杀螨醇、硫丹、

乐果、甲基异柳磷、甲拌磷、杀扑磷、乙酰甲胺磷、丁硫克百威、巴毒磷、丙酯

杀螨醇、毒虫畏、庚烯磷、甲磺隆、甲氧滴滴涕、乐杀螨、磷化氢、氯苯甲醚、

氯磺隆、氯酞酸甲酯、灭草环、三氟硝草醚、杀虫畏、速灭磷、特乐酚、乙酯杀

螨醇、抑草蓬、茚草酮、三环唑、甲基硫菌灵、丙森锌、醚菌酯、乙草胺、2,4-

滴丁酯、氟磺胺草醚 37 个农药残留结果均低于检出限，重点检测 36 个产地的山

茱萸样品中六六六、滴滴涕、氯氟氰菊酯、氯氰菊酯均低于检出限，北京同仁堂

检测不同生长环境的 3份山茱萸 200 余项农药残留均低于检出限，以上结果表明

佛坪山茱萸完全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 要求，因此农药残留指标直接引用兜底标准 GB 2763，不再单独提出

限量指标。

3.采用国际标准、国外标准先进程度有关情况说明

尚未见到有关山茱萸的国际标准和国外标准。

4 佛坪山茱萸食用安全性的风险评估

4.1 山茱萸营养成分

山茱萸，又名山萸肉、萸肉、枣皮、药枣等，是山茱萸科植物山茱萸除去果

核的干燥成熟果肉，含有多种成分。潘扬等（1998 年）研究表明新鲜的山茱萸

果肉中主要有还原糖、多糖、有机酸、酚类、甙类、环烯醚萜甙、皂甙、鞣质、

蛋白质、氨基酸、维生素 A、维生素 B1、维生素 C、黄酮、蒽醌、甾体三萜、甾

醇、内酯、香豆素、挥发油、脂肪油和微量元素等。果核中同样富含营养素：4.61％

蛋白质、8.56％脂肪、20.33％糖、2.23％灰分及 51.62％粗纤维；21 种矿元素

其中磷的含量比果肉高。

呼世斌等（1996 年）研究表明山萸肉的营养成分主要有维生素、矿物质、

氨基酸、有机酸和山茱萸皂甙等主要物质。1kg 干鲜山萸肉中含 VC, VE, VB2, VB12

分别为 1840.5mg, 100.2mg, 785.4mg 和 237.4mg。山萸肉中还含有大量有机酸,

如苹果酸、酒石酸、草酸、乙酸、熊果酸、齐墩果酸、白桦酸、没石子酸等, 折

合苹果酸表示, 总酸度可达 9.44%,山茱萸皂甙可达 8080μg/g。

4.2 山茱萸食用安全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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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茱萸属于在国内局部地区有食用习惯的产品，且有文献及相关资料表明山

茱萸无毒性作用。

《本草纲目》中记载，山茱萸，平，无毒；《神农本草经》谓，山茱萸亦名

魃实，一名鼠矢，一名鸡足，味酸、无毒；《名医别录》：山茱萸微温、无毒；

《山茱萸》（王明方等著）载：“山茱萸有 2000 多年药用的历史，在历代医籍

本草中，竟没有一例因误服山茱萸而造成患者严重后果的记载，而被《神农本草

经》列为中品……”。

张慧珍等（2003 年）对山茱萸肉及山茱萸的水提液和醇提液的安全毒理性

进行了系列试验，结果表明，“山茱萸是一种无毒级物质，对动物体无遗传毒性

及蓄积毒性”；“山萸肉水提液对小鼠均没有染色体与细胞水平上的损伤作用，

不能引起小鼠骨髓细胞微核率的升高”、“山茱萸水提液没有急性毒性和蓄积毒

性；山萸肉水提液对脊椎动物胚胎无致畸作用，为将山茱萸开发为功能性保健食

品提供了科学的依据”；“山萸肉醇提液无急性毒性和蓄积毒性，对脊椎动物胚

胎无致畸作用”、“山萸肉醇提液对实验动物均没有染色体与细胞水平上的损伤

作用，结合其它毒理学资料可以考虑作为新食品资源利用”。

来丽娜等（2014 年）提取山茱萸多糖、山茱萸总苷、山茱萸三萜酸，测定

三种活性部位的半数致死量（LD50）或最大耐受量（MTD）醇提物，结果表明山茱

萸多糖部位、山茱萸总苷部位、山茱萸三萜酸部位急性毒性 LD50不能测出。

同时，上个世纪 80 年代，佛坪县酒厂即用山茱萸加工制成山茱萸补酒（后

更名为回春酒、红山珍）。1993 年佛坪县农家香食品责任有限公司，将山茱萸

加工成蜜饯出售。此后，佛坪山茱萸科技开发公司将山茱萸加工成营养果蔬系列

食品。当地人长期食用山茱萸的历史中未出现毒副作用，也未出现过任何影响人

身体健康的现象发生。

4.3 山茱萸毒理学试验

标准编写组委托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食品化妆品检验检定中心对该产品进

行安全性评价。依据 GB 15193.3-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急性经口毒性试

验》、GB 15193.4-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细菌回复突变试验》、GB

15193.5-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哺乳动物红细胞微核试验》、GB

15193.8-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小鼠精原细胞或精母细胞染色体畸变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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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GB 15193.14-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致畸试验》、GB 15193.13-20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90 天经口毒性试验》对山茱萸进行了急性经口毒性试验、

细菌回复突变试验、哺乳动物红细胞微核试验、小鼠精原细胞畸变试验、致畸试

验及大鼠 90 天喂养试验，检验结果如下。

急性经口毒性试验结果表明，以 20.5g/kg.BW（相当于人体推荐每日用量 6g

的 205 倍）的剂量给予大鼠灌胃后，未见动物有明显的中毒症状，无动物死亡，

试验结束解剖动物，大体观察未见异常，该样品对大鼠的急性经口毒性试验 MTD

大于 20.5g/kg.BW，急性经口毒性试验属无毒级。

遗传毒性试验结果表明，三项遗传毒性试验（细菌回复突变试验、哺乳动物

红细胞微核试验、小鼠精原细胞畸变试验）结果为阴性。

致畸试验（大鼠）结果表明，以 10.0g/kg.BW、5.0g/kg.BW、2.5g/kg.BW（分

别相当于人体推荐用量的 100、50、25 倍）3个剂量对大鼠进行试验，试验期间

孕鼠临床观察，生长良好，未见各种中毒体征，各剂量组的孕鼠体重及增重与溶

剂对照组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胎仔外观、活胎总数、胎鼠体重、

体长、骨骼、内脏检查与溶剂对照组比较，均无显著性差异； 在

2.5g/kg.BW-10.0g/kg.BW 剂量范围内对试验大鼠胎鼠未发现致畸作用。

90 天经口毒性试验结果表明，以 10.0g/kg.BW、5.0g/kg.BW、2.5g/kg.BW

（分别相当于人体推荐用量的 100、50、25 倍）3个剂量的样品连续给大鼠灌胃

90 天，实验期间动物生长发育良好，各剂量组的动物体重、进食量、食物利用

率、血液学指标、血液生化学指标、脏器湿重、脏器/体重比值与溶剂对照组比

较，均无显著性差异（P＞0.05）；大体解剖观察和组织病理学检查未见与样品

有关的异常改变。在受试剂量范围内均未见该样品对大鼠各项指标产生毒副作

用。

4.4 山茱萸每日食用最大量依据

山茱萸《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的推荐量为 6～12g/日，山茱萸《台湾中

药典》第二版中用量为 6～9g/日。

通过张慧珍（2003 年）及来丽娜（2014 年）等的研究表明在此食用量下山

茱萸属于实际无毒级物质，对动物体无遗传毒性及蓄积毒性，具有食用安全性。

标准编写组委托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食品化妆品检验检定中心对佛坪山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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萸进行安全性评价试验，结果表明以 20.5g/kg.BW（相当于人体推荐每日用量 6g

的 205 倍）的剂量给予大鼠灌胃后，未见动物有明显的中毒症状，无动物死亡，

试验结束解剖动物，大体观察未见异常，该样品对大鼠的急性经口毒性试验属无

毒级，食用安全。

山茱萸作为食品原料使用时无相关的国家标准和法规公告，因此本标准在设

定佛坪山茱萸最大食用量时，经多次研究讨论，确定佛坪山茱萸最大食用量的设

定原则参考中药材作为保健食品原料时的用量原则来考量。《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2020 版）一部山茱萸用量为 6～12g/日，以不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20 版）规定的最大用量与最小用量中位数的 1/3 原则计算，佛坪山茱萸每

日食用量不应超过 3g。

综上，标准规定佛坪山茱萸每日用量≤3g。

4.5 山茱萸不适宜人群

由于山茱萸中含有总皂苷、总黄酮等成分，同时参照国卫办食品函〔2018〕

278 号文件“关于党参等 9种物质按照食药物质管理要求”，故佛坪山茱萸不推

荐孕妇、哺乳期妇女及婴幼儿食用。

5 与现行法律、法规、国家相关标准和产业政策的协调情况

无。

6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2022年 5月 26日下午召开的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佛坪山茱萸》评审

会上，与会专家对于佛坪山茱萸最大食用量的确定原则上有意见分歧。3位专家

认为应具体参照“低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规定的用量，以示与药品的区别，

这同时也是新资源食品公告人参（人工种植）的设定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药

典》规定人参的用法与用量为“3～9g，另煎兑服；也可研粉吞服，一次 2g，—

日 2次。”， 原国家卫生部 2012年第 17号公告《关于批准人参（人工种植）

为新资源食品的公告》中规定，人参（人工种植）作为新资源食品，其食用量≤

3克/天，确定佛坪山茱萸每日食用量不应超过 6g。”；4 位专家认为应参照“中

药材作为保健食品原料时的用量原则来考量，《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版）一部山茱萸项下用法与用量写到：6～12g，以不高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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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版）规定的最大用量与最小用量中位数的 1/3原则计算，佛坪山茱萸每日

食用量不应超过 3g。”。经过讨论和论证，最终以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确定

了佛坪山茱萸的最大食用量为：每日食用量不超过 3g。

7 主要参考标准及技术资料

7.1 主要参考标准

[1]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2]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

[3]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4]GB 500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

[5]《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版山茱萸项下 莫诺苷和马钱苷

[6]《台湾中药典》第二版山茱萸

[7]GB/T 18672 枸杞

[8]GB/T 5835 干制红枣

[9]NY/T 705 无核葡萄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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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享:

各有关单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国家卫生健康委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工作的通知》和《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办法》等

有关规定，现公开征集2021年度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修）订立项建议。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立项范围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的立项范围为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地方特色食品，包括地方特色食品原料及产品、与地方特色食品配套的检验方法与规程、与地方特色

食品配套的生产经营过程卫生要求等。

不包括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通用标准或食品产品标准等已经涵盖的食品、检验方法。

二、相关要求

（一）地方特色食品，一般指在本省有30年以上传统食用习惯的食品，包括本省特有的食品原料和采用传统工艺生产的食品。

（二）提出立项建议时，应当填写《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项建议书》（见附件），完善填写资料。

（三）立项建议应当具有扎实的前期科研基础，有充分的研究数据和结论，标准制（修）订时机成熟。提交立项建议的同时应当提供相关支持性材料（例如：

工作基础和条件、相关科学文献、专家推荐材料、资金保障措施及经费预算等）。

（四）项目承担单位应当为相关领域企事业单位、科研机构、教育机构、学术团体或行业协会，具有标准研制相关工作经验，能够提供相应保障条件，确保按

时、保质完成标准起草工作。鼓励项目承担单位联合相关单位组成协作组，共同承担标准起草工作。

（五）担任标准起草工作的负责人，应当熟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管理法规，具有较高的学术水平，学风严谨，责任心强。

三、立项建议报送

提出立项建议时，应当按照以下要求报送相关材料：

（一）填写《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项建议书》及相关支持性材料应加盖单位公章，于2月28日之前将纸质版及电子版报送至陕西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食

品安全标准科。

（二）报送的立项建议，经过规定的程序进行审查通过后列入2021年度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

（联系人：赵杨联系电话：81298849、 邮寄地址：西安市雁塔区丈八街办唐兴路21号邮政编码：710077电子邮箱：xa.zy@qq.com）

附件： 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项建议书.doc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

2020年12月30日

搜索关键字 |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征集2021年度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项建议的
通知

时间：2020-12-30 18:22 来源：食品处  

http://www.gov.cn/
http://www.nhc.gov.cn/
http://www.shaanxi.gov.cn/
http://sxwjw.shaanxi.gov.cn/ggbf/wx/
http://sxwjw.shaanxi.gov.cn/ggbf/wb/
http://sxwjw.shaanxi.gov.cn/ggbf/zwxmt/
javascript:zh_tran('t');
javascript:zh_tran('s');
http://sfrz.shaanxi.gov.cn/sysauthserver/authorize?client_id=000000090&response_type=code&redirect_uri=http://sxwjw.shaanxi.gov.cn/sy/tzgg/202012/t20201231_2147734.html
http://sfrz.shaanxi.gov.cn/sysauthserver/authorize?client_id=000000090&response_type=code&redirect_uri=http://sxwjw.shaanxi.gov.cn/sy/tzgg/202012/t20201231_2147734.html
http://sxwjw.shaanxi.gov.cn/
http://sxwjw.shaanxi.gov.cn/zfxxgk/
http://sxwjw.shaanxi.gov.cn/bsfw/
http://sxwjw.shaanxi.gov.cn/ggfw/
http://sxwjw.shaanxi.gov.cn/hdjl/
http://sxwjw.shaanxi.gov.cn/ywgz/
http://sxwjw.shaanxi.gov.cn/sy/tzgg/
http://sxwjw.shaanxi.gov.cn/
http://sxwjw.shaanxi.gov.cn/sy/tzgg/202012/P020201231339035776391.doc
http://sxwjw.shaanxi.gov.cn/
javascript:;
http://service.weibo.com/share/share.php?url=http%3A%2F%2Fsxwjw.shaanxi.gov.cn%2Fsy%2Ftzgg%2F202012%2Ft20201231_2147734.html&title=%E9%99%95%E8%A5%BF%E7%9C%81%E5%8D%AB%E7%94%9F%E5%81%A5%E5%BA%B7%E5%A7%94%E5%8A%9E%E5%85%AC%E5%AE%A4%E5%85%B3%E4%BA%8E%E5%BE%81%E9%9B%862021%E5%B9%B4%E5%BA%A6%E9%A3%9F%E5%93%81%E5%AE%89%E5%85%A8%E5%9C%B0%E6%96%B9%E6%A0%87%E5%87%86%E7%AB%8B%E9%A1%B9%E5%BB%BA%E8%AE%AE%E7%9A%84%E9%80%9A%E7%9F%A5_%E9%99%95%E8%A5%BF%E7%9C%81%E5%8D%AB%E7%94%9F%E5%81%A5%E5%BA%B7%E5%A7%94%E5%91%98%E4%BC%9A&pic=http%3A%2F%2Fsxwjw.shaanxi.gov.cn%2Fimages%2Fw-weixinIcon.png&appkey=


网站地图 /  联系我们 /  友情链接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版权所有 主办单位: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承办单位：陕西省卫生健康信息中心

陕ICP备19009623 网站标识码： 6100000034  陕公网安备 61010402000405号

http://sxwjw.shaanxi.gov.cn/ggbf/wzdt/
http://sxwjw.shaanxi.gov.cn/ggbf/lxwm/
javascript:;
https://beian.miit.gov.cn/
http://www.beian.gov.cn/portal/registerSystemInfo?recordcode=61010402000405
http://bszs.conac.cn/sitename?method=show&id=0B3DC30C414C1A6CE053012819AC1BE9


扫描全能王 创建



扫描全能王 创建



扫描全能王 创建



附件 7

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佛坪山茱萸》立项论证会



附件 8

陕西省食品安全标准立项论证会纪要



首次标准审评会审定纪要及立项建议书修改情况对照表

序号 审定意见 标准修改情况

1

立项报告中增加可行性章节，主要包

括：历史文献及县志等关于山茱萸食品

情况记载；搜集当地食用习惯，如食品

生产历史等

已按照意见修改完善。

2
补充种植管理（主要是农药使用及污染

物限量）相关情况
已按照建议补充种植管理。

3
人工种植山茱萸产量、产值、就业情况，

对当地脱贫攻坚成果的贡献
已按照建议补充相关资料。

4 科学设置不适宜人群及每日限量

通过安全性毒理学试验、查询相关文献

及实地考察情况，参照《中国药典》确

定佛坪山茱萸每日食用量不超过 6g；不

适合人群为孕妇、哺乳期妇女及 14 周岁

以下儿童。

5
科学设定标志性成分的含量指标，应该

以范围值表示

参照《中国药典》并结合佛坪山茱萸实

际检测情况设定。

6
明确山茱萸的植物学分类，应该与药典

保持一致
已按照意见修改完善。

7
增加佛坪山茱萸独特的地理自然环境

方面资料
已按照意见修改完善。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关于下发 ⒛Ⅱ年度食品安全

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

各项目单位,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

根据 《食品安全法》 《陕西省食品地方标准管理办法》

规定及我省 2021年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修订工作要求,我

委现将项目计划下发你们。请项目单位做好列入年度制修订

计划的标准文本及编制说明制修订等工作,并按照规定时间

上报我委。请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按照有关规定做好列入年

度制修订计划的项目补助资金划拨工作。

联 系 人:赵杨 刘小涛 联系电话:81298849

电子邮箱:xa。 zyQqq。 cOm

附件:2021年度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

淅公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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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⒛z1年度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

序号 项目名称 标准编号 项目单位 类型 完成时限

资金补

助 (万

元 )

《魔芋制品|》 DBs610020-2019
安康巾农业科学研

究院
修订 10月 底前

’

臼

2 《安康锌硒茶》
陕西科仪阝Ⅱ光检测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制定 10月 底前 5

3 《光皮木瓜》
陕西功能食品I程

中心有限公司
制定 】0月 底前 5

4 《漆树籽油》
陕r,h功 能食品△程

中心有限公 l ll

制定 10月 底前 5

5 《八月炸》
陕西利仪阳光检测

技术服务有限公司
制定 】0月 底前 5

6 《秦巴△蜂蜜》
陕西省职业农民协

会
制定 10月 底前 5

7 《蓝田铪铬》
西安市食晶药品检

验所
制定 10月 底前 5

8 《黄芪》
陕西省天芪生物利

技有限责任公司
制定 10月 底前 10

9 《杜仲叶》 略阳县杜仲协会 制定 】0月 底前 10

10 《山茱萸》
佛坪县中药产业发

展领导小组办公室
制定 10月 底前

n
υ

《蓼花糖》 陕西科技大学 修订 10月 底前
o
乙

’

臼

《半利绞股蓝》

《食品小作坊卫

生规范》 《魔芋

带刂品》

陕西科技人学
跟踪评

价
10月 底前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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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1

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佛坪山茱萸》首次评审会



附件 12

陕西省食品安全标准首次评审会意见



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佛坪山茱萸》标准修改情况对照表

序号 审定意见 标准修改情况

1
地方标准完成范围、术语定义、原料要求，

将“本文件”改为本标准。
已按照意见修改完善。

2

根据山茱萸的特点，按照相同相近原则明确

“食品类别”，按照 GB2762 设定污染物限

量，并参照检测结果适当提高指标要求。

已按照意见修改完善。

3
增加 GB 2760、GB 2762、GB 2763 中相应食

品类别为兜底条款。
已按照意见修改完善。

4
根据检测结果，参照《无核葡萄干》标准，

建议水分确定为小于等于 15 比较恰当。
已按照意见修改完善。

5 增加确定农药残留指标验证报告。
已按照意见增加农药残留指标验证

报告。

6 重新调整结构布局。 已按照意见修改完善。

7

增补山茱萸的产业集中度（包括占全省、全

国的产量产值）、种植面积（包括十四五规

划种植面积）、产量产值、就业人口等数据。

已按照意见补充完善。

8
增加佛坪县的独特自然环境（包括地理环

境、土壤环境、气候环境等）说明。
已按照意见补充完善。

9
避免中药材的文字描述，并避免宣传保健功

能及疗效。
已按照意见修改完善。

10
详细说明理化指标、污染物限量指标设置依

据。
已按照意见补充完善。

11
根据山茱萸的生产特点，阐述山茱萸比照水

果制品“食品类别”的理由。
已按照意见补充完善。

12
详细说明农药残留指标的设定依据，补充农

药使用情况调研数据。
已按照意见补充完善。

13
立项报告中的相关要求，要在编制说明中体

现。
已按照意见补充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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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4

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佛坪山茱萸》二次评审会



附件 15

陕西省食品安全标准二次评审会意见



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佛坪山茱萸》标准修改情况对照表

序号 审定意见 标准修改情况

1 重新规范术语和定义。 已按照意见规范完善。

2 参照检测结果适当提高灰分指标要求。 已按照意见修改完善。

3
参照检测结果适当提高莫诺苷和马钱苷指

标要求。
已按照意见修改完善。

4 删除总皂苷指标。 已按照意见修改完善。

5 增加 GB 2760 相应食品类别为兜底条款。 已增加 GB 2760 为兜底条款。

6 科学设置每日限量。 已按照意见修改完善。

7
根据本次会议讨论意见，相应完善编制说

明。
已按照意见修改完善编制说明。



附件 16

佛坪县山茱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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