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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编制工作简况 

1. 任务来源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司。2019 年 4 月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科技司批准下达了林业行业

标准《单宁酸》的修订任务，项目编号 2019-LY-073。 

2. 起草单位与主要起草人 

负责起草单位：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产化学工业研究所 

参加起草单位：五峰赤诚生物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张家界久瑞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主要起草人：张亮亮、徐曼、汪咏梅、陈赤清、陈学勇、刘义稳 

3. 主要工作过程 

承担本项目的课题组在修定本项标准草案过程中，认真学习了国家关于标准化工作的

相关新政策和新法规；广泛查阅了国内外相关标准技术资料，调查了解国内单宁酸产品的

现状，按照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最新批准发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标准化工作导

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提出了修订方案；通过走

访座谈、电话、传真、邮件等型式广泛征集关于标准修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同时在部分

生产企业采集样品并进行部分指标项目的验证试验，在此基础上形成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 

标准起草工作组依据所征求到的意见和建议，对该标准草案文本进行研讨和修改。于

2019 年 12 月完成标准草案稿，2020 年 1 月至 6 月又对部分生产企业相关人员进一步征求

意见，在进一步采纳相关建议的基础上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并发给相关企业及标委会委

员进行进一步的征询意见，在采纳部分反馈意见基础上再次对标准草案进行修改，形成标

准送审稿。2020年 11月 20日在南京召开了标准审定会议，技术委员会专家对该标准中规

定的技术指标等内容提出了修改意见，根据专家意见对送审稿进行了修改后形成报批稿，

经技术委员会审定，41 个委员投票通过。与会专家一致同意该标准通过审定，并认为该标

准达到国内先进水平。 

二．编制原则与主要内容 

单宁酸（Tannic acid）又称鞣酸，属于水解类单宁，水解可得到棓酸和葡萄糖，是最早

研究的单宁之一，具有很强的生物和药理活性，在医药、食品、日化等方面具有广泛的应

用。以单宁酸为原料通过深加工可生产没食子酸、焦性没食子酸、没食子酸丙酯等多种林

产精细化工产品，是在国民经济中占有重要地位的林化产品。单宁酸主要富含于中国五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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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土耳其棓子、塔拉果荚等植物中。其中五倍子是中国的林特产品。我国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生产单宁酸，目前产品结构也向多方面发展，除传统的工业单宁酸外，市场上已

经开发出药用级单宁酸、食用级单宁酸等系列产品。我国于 1985 年开始建立单宁酸产品相

关标准，制定了单宁酸 GB 5308-1985《工业单宁酸》国家标准，2005 年国家标准转化修订

为林业行业标准 LY/T 1300-2005，2005 年新增加制定了《药用单宁酸》标准 LY/T 1640-2005

和《食用单宁酸》标准 LY/T 1641-2005。标准的实施，对单宁酸生产企业科学地制定生产

工艺和组织生产管理、对产品质量管理、产品市场贸易以及产品贮存使用都发挥了重要的

作用。 

围绕国家标准化改革总体部署，“进一步优化推荐性行业标准体系结构，推动向政府职

责范围内的公益类标准过渡，逐步缩减现有推荐性标准的数量和规模”要求，本项目将现行

《工业单宁酸》和《药用单宁酸》标准整合修订为 1 个单宁酸综合性标准，由于《食用单

宁酸》作为一种食品添加剂，不属于林业行业标准范畴，故不在本次整合范围之内。 

（一）制定原则 

编制修定标准应遵循的基本原则是：从全局利益出发，认真贯彻国家技术经济政策；

充分满足使用要求；有利于促进科学技术发展。 

1．产品标准必须与产品市场的现状和发展趋势相适应，设置技术指标项目、确定规格

要求和试验方法，既要体现标准的先进性，也要具有适用性，符合我国国情、满足用户需

要，使产品供需双方和社会均受益。 

2．选择确定产品分析试验方法时，尽可能采用国外先进标准的方法或我国现行相关标

准中规定的通用方法。 

3．标准文本的编写，按照国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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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条款；对于某些技术领域，还应遵守涉及相关内容的现

行基础通用标准的有关条款。 

（二）主要制定内容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工业单宁酸和药用单宁酸的技术要求、取样、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

标志、包装、储存和运输要求。本标准适用于以五倍子为原料制成的工业单宁酸和药用单

宁酸产品。由于《食用单宁酸》作为一种食品添加剂，不属于林业行业标准范畴，故不在

本次整合范围之内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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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T 1642 单宁酸分析试验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分别给出了工业单宁酸和药用单宁酸的术语和定义。 

4. 技术要求 
依据LY/T 1300-2005和LY/T 1640-2005，整合了单宁酸的技术指标，见表1。 

表1 单宁酸技术指标 

指标名称 
药用单宁酸 工业单宁酸 

优级品 一等品 合格品 优级品 一等品 合格品 

单宁酸含量（以干基计）/（%）  ≥ 93 90 88 83 81 78 

干燥失重/（%）                ≤ 9 9 9 9 9 9 

水不溶物/（%）                ≤ - -  0.5 0.6 0.8 

颜色（罗维邦单位）            ≤ - - - 1.2 2.0 3.0 

灼烧残渣/（%）                ≤ 1 1 1 - - - 

砷/（μg/g）                  ≤ 3 3 3 - - - 

重金属（以 Pb 计）（μg/g）     ≤ 20 30 40 - - - 

树胶、糊精试验 无浑浊 无浑浊 无浑浊 - - - 

树脂试验 无浑浊 无浑浊 无浑浊 - - - 

5. 取样 

整合了工业单宁酸和药用单宁酸的取样规定。增加了取样量的内容。 

6. 试验方法 

干燥失重、单宁酸含量、水不溶物、颜色、灼烧残渣、砷、重金属、树胶、糊精试验、

树脂试验均按照LY/T 1642《单宁酸分析试验方法》的规定进行。 

7. 检验规则 

采纳了意见“工业单宁酸，单宁酸含量、干燥失重是客户最关心的指标，颜色和水不

溶物一般不太关注，出厂检验建议包括单宁酸含量、干燥失重，型式检验包括单宁酸含量、

干燥失重、水不溶物、颜色。药用单宁酸出厂检验包括单宁酸含量、干燥失重、灼烧残渣、

砷、重金属，型式检验包括单宁酸含量、干燥失重、灼烧残渣、砷、重金属、树胶、糊精

试验、树脂试验。” 

（1）对于工业单宁酸出厂检验包括单宁酸含量、干燥失重，型式检验包括单宁酸含量、

干燥失重、水不溶物、颜色。 

（2）对于药用单宁酸出厂检验包括单宁酸含量、干燥失重、灼烧残渣、砷、重金属，

型式检验包括单宁酸含量、干燥失重、灼烧残渣、砷、重金属、树胶、糊精试验、树脂试

验。 

（3）增加了型式检验的发生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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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正常生产时，每半年至少进行一次型式检验； 

    b）当原、辅材料及生产工艺发生较大变动时； 

    c）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8. 标志、包装、储存和运输 

增加了药用单宁酸的有效期为两年。 

三．主要试验结果与讨论 

1. 产品质量检测 

    对各企业提供的部分单宁酸产品的检测数据进行分析，实验结果见表 2-4。 

表 2  工业单宁酸产品的检测数据 

No. 外观 干燥失重(%) 单宁酸含量(%) 水不溶物(%) 颜色(罗维邦单位) 

1 淡黄色粉末 8.83 83.06 0.11 1.0 

2 淡黄色粉末 7.86 82.66 0.12 1.1 

3 淡黄色粉末 8.15 84.09 0.10 1.0 

4 淡黄色粉末 8.19 82.97 0.11 1.1 

5 淡黄色粉末 8.21 84.92 0.10 1.0 

6 淡黄色粉末 7.75 82.03 0.12 1.2 

7 淡黄色粉末 7.73 82.15 0.12 1.1 

8 淡黄色粉末 8.19 83.47 0.10 1.0 

9 淡黄色粉末 7.55 82.02 0.11 1.0 

10 淡黄色粉末 8.76 82.72 0.12 1.1 

11 淡黄色粉末 8.32 82.68 0.10 1.1 

12 淡黄色粉末 8.60 82.79 0.11 1.1 

13 淡黄色粉末 8.60 82.37 0.11 1.1 

14 淡黄色粉末 7.99 83.70 0.10 1.0 

15 淡黄色粉末 8.50 83.18 0.10 1.0 

16 淡黄色粉末 8.21 82.63 0.10 1.1 

17 淡黄色粉末 7.92 83.44 0.11 1.0 

18 淡黄色粉末 8.83 85.30 0.10 1.0 

19 淡黄色粉末 8.50 82.87 0.10 1.1 

20 淡黄色粉末 8.64 81.69 0.11 1.2 

21 淡黄色粉末 8.19 81.17 0.11 1.1 

22 淡黄色粉末 8.15 81.61 0.12 1.2 

23 淡黄色粉末 7.80 82.20 0.12 1.1 

24 淡黄色粉末 7.67 81.25 0.12 1.2 

25 淡黄色粉末 8.72 83.09 0.11 1.1 

26 淡黄色粉末 8.05 81.82 0.12 1.1 

27 淡黄色粉末 8.81 84.19 0.10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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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淡黄色粉末 8.16 82.75  0.11 1.1 

29 淡黄色粉末 8.86 83.70 0.10 1.0 

30 淡黄色粉末 8.68 81.15 0.12 1.2 

31  6.3 82.7 0.48  

32  7.8 81.7 0.57  

33  5.6 81.4 0.52  

34  7.1 83.4 0.41  

35  5.7 82.3 0.47  

36  6.1 83.9 0.40  

37  7.5 83.0 0.44  

38  7.9 83.3 0.42  

39  6.3 82.1 0.51  

40  6.1 83.1 0.43  

41  7.4 80.2 0.59  

42  7.3 82.2 0.53  

43  7.8 82.2 0.51  

44  6.1 82.1 0.54  

45  5.7 81.2 0.63  

46  7.1 79.7 0.66  

47  5.8 78.6 0.72  

48  7.0 78.2 0.73  

49  7.5 79.0 0.68  

50  6.1 79.8 0.64  

51  7.4 81.7 0.55  

52  5.1 83.0 0.47  

53  6.8 82.7 0.50  

54  5.6 81.0 0.57  

55  8.2 81.3 0.55  

56  6.6 82.8 0.49  

57  6.3 80.7 0.55  

58  7.5 82.3 0.52  

59  6.7 81.3 0.56  

60  8.1 82.7 0.49  

61  8.4 83.1 0.45  

62  8.0 81.7 0.60  

63  8.2 80.2 0.67  

64  8.6 81.2 0.62  

65  8.1 81.1 0.62  

66  6.6 81.8 0.59  

67  7.5 81.0 0.60  

68  7.3 80.8 0.51  

69  7.7 82.5 0.42  

70  7.0 81.3 0.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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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药用单宁酸产品的检测数据 
 

No. 
外观 

干燥失重 

(%) 

单宁酸含量 

(%) 
树胶、糊精试验 树脂试验 

1 黄白色粉末 8.81 92.67 清亮 清亮 

2 黄白色粉末 6.63 92.79 清亮 清亮 

3 黄白色粉末 7.74 96.37 清亮 清亮 

4 黄白色粉末 7.15 94.16 清亮 清亮 

5 黄白色粉末 7.98 94.86 清亮 清亮 

6 黄白色粉末 7.45 95.04 清亮 清亮 

7 黄白色粉末 7.57 93.49 清亮 清亮 

8 黄白色粉末 8.17 92.12 清亮 清亮 

9 黄白色粉末 7.95 94.61 清亮 清亮 

10 黄白色粉末 8.34 96.73 清亮 清亮 

11 黄白色粉末 8.48 95.39 清亮 清亮 

12 黄白色粉末 8.52 94.20 清亮 清亮 

13 黄白色粉末 8.80 95.20 清亮 清亮 

14 黄白色粉末 8.52 95.48 清亮 清亮 

15 黄白色粉末 8.57 93.13 清亮 清亮 

16 黄白色粉末 8.94 94.63 清亮 清亮 

17 黄白色粉末 8.72 95.30 清亮 清亮 

18 黄白色粉末 8.71 94.22 清亮 清亮 

19 黄白色粉末 7.84 93.67 清亮 清亮 

20 黄白色粉末 8.84 94.24 清亮 清亮 

21 黄白色粉末 8.49 95.89 清亮 清亮 

22 黄白色粉末 7.97 94.77 清亮 清亮 

23 黄白色粉末 8.72 94.85 清亮 清亮 

24 黄白色粉末 8.35 95.80 清亮 清亮 

25 黄白色粉末 7.66 94.29 清亮 清亮 

26 黄白色粉末 7.75 90.74 清亮 清亮 

27 黄白色粉末 8.22 93.68 清亮 清亮 

28 黄白色粉末 7.73 94.17 清亮 清亮 

29 黄白色粉末 8.98 93.98 清亮 清亮 

30 黄白色粉末 8.92 95.34 清亮 清亮 

31 黄白色粉末 8.57 93.13 清亮 清亮 

32 黄白色粉末 8.94 94.63 清亮 清亮 

33 黄白色粉末 8.72 95.30 清亮 清亮 

34 黄白色粉末 8.71 94.22 清亮 清亮 

35 黄白色粉末 7.84 93.67 清亮 清亮 

36 黄白色粉末 8.84 94.24 清亮 清亮 

37 黄白色粉末 8.49 95.89 清亮 清亮 

38 黄白色粉末 7.97 94.77 清亮 清亮 

39 黄白色粉末 8.72 94.85 清亮 清亮 

40 黄白色粉末 8.35 95.80 清亮 清亮 



 7 

41 黄白色粉末 7.66 94.29 清亮 清亮 

42 黄白色粉末 7.75 90.74 清亮 清亮 

43 黄白色粉末 8.22 93.68 清亮 清亮 

44 黄白色粉末 7.73 94.17 清亮 清亮 

45 黄白色粉末 8.98 93.98 清亮 清亮 

46 黄白色粉末 8.92 95.34 清亮 清亮 

表 4 药用单宁酸检测结果 

序号 含量（%） 干燥失重（%） 灼烧残渣（%） 砷（㎎/kg） 重金属（㎎/kg） 

1 90.2 6.1 0.57 0.23 ≤20 

2 91.1 5.5 0.88 0.17 ≤20 

3 92.7 5.2 0.64 0.09 ≤20 

4 90.1 5.3 0.51 0.14 ≤20 

5 91.7 5.2 0.39 0.26 ≤20 

6 93.3 5.2 0.55 0.07 ≤20 

7 91.8 8.7 0.72 0.21 ≤20 

8 93.7 8.4 0.48 0.28 ≤20 

9 93.7 6.3 0.69 0.17 ≤20 

10 93.1 6.1 0.61 0.13 ≤20 

11 93.7 6.8 0.54 0.22 ≤20 

12 93.7 6.2 0.33 0.15 ≤20 

13 92.1 5.6 0.57 0.20 ≤20 

14 92.0 5.0 0.60 0.30 ≤20 

15 93.8 8.3 0.46 0.27 ≤20 

16 93.6 5.2 0.73 0.22 ≤20 

17 93.0 5.8 0.56 0.19 ≤20 

18 93.6 7.1 0.48 0.25 ≤20 

19 93.0 5.5 0.28 0.27 ≤20 

20 90.4 6.4 0.75 0.26 ≤20 

2. 检测结果的统计分析 

对以上生产企业提供的单宁酸产品的检测数据分别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见表5。 

表5 单宁酸产品检测数据的统计分析 
产品 共统计

组数 

优等品 占统计数据的

比例/% 

一等品 占统计数据的

比例/% 

合格品 占统计数据的

比例/% 

工业单宁酸 70 17 24.3 41 58.6 12 17.1 

药用单宁酸 66 56 84.8 10 15.2 0 0 

目前，我国单宁酸产品普遍质量较好（其中单宁含量普遍较高），产品均在合格品以上。 

3. 溶剂残留 

    药用单宁酸生产过程中大部分企业使用乙酸乙酯溶剂萃取提纯工艺，因此对药用单宁

酸产品进行溶剂残留的检测。测定方法参照 71st JECFA (2009)中规定的 GC法进行，实验

结果见表 6。结果表明：根据检测结果国内药用单宁酸产品中溶剂残留量在 50∼100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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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可以满足客户要求（5000 mg/kg）。 

表 6 药用单宁酸溶剂残留检测结果 

样品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乙酸乙酯残留 mg/kg 57 83 53 58 81 65 67 61 55 57 

四．标准水平分析 

本标准由LY/T 1300-2005《工业单宁酸》和LY/T 1640-2005《药用单宁酸》整合而成，

使质量水平与国内外市场上单宁酸质量要求和生产要求相吻合。新修定的标准草案对标准

文本的结构和编写格式，按照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的规定进行。因此，本项标准草案

技术水平能与国内外先进水平保持一致。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项标准草案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无矛盾、冲突关系。 

六．不同意见的处理 

本项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向国内 16 家与单宁酸生产相关的主要高等院校、科研院

所和生产厂家以及标委会委员征求意见。共收到回函 10 件，有反馈意见 9 件，其中提出不

同意见 15 条。经过认真分析研究，对反馈的不同意见进行处理。采纳或部分采纳了 10 条

意见和建议，并在标准文本相关章条中作了相应修改，有 5 条意见未采纳。 

反馈意见及处理情况详见“附件 意见汇总处理表”。 

主要不同意见有： 

1. 关于技术指标 

（1）有意见提出“药用单宁酸是否增加挥发性物质或者溶剂残留项目”。根据检测结果

国内单宁酸产品中溶剂残留量一般在 50∼100 mg/kg（见表 5），远可以满足客户要求（5000 

mg/kg）。此外，要求检测溶剂残留含量的客户并不多。且溶剂残留测定需要用到 GC-MS 顶

空进样器，对仪器要求高，操作繁琐复杂，生产企业难以具备检测条件，因此没有增加溶

剂残留项目。 

（2）另有专家提出“是否在技术指标中增加非单宁含量”。单宁含量指标足以说明产品

质量，非单宁指标对生产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对产品本身没有实际意义，没必要增加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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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宁指标。 

（3）另有专家指出“表 1 内相关技术指标数值的确定与标准编制说明中的检测结果统

计分析结合度不够紧密，其中仅工业单宁酸数值确定稍有试验支撑，全部取样样品都在合

格以上，这样定标准数值一是感觉是否过于宽泛了；二是取样范围是否过窄还是产品质量

确实过硬？其它指标技术数值确定也比较低或看文本数值感觉存在随意性，缺乏实验分析

数据支持，既然取样作系统分析测试了，就应该以分析测试结果作为基础依据，当然，如

有其它依据也应作适当说明。另，建议对所有样品来源作出必要说明。”本标准是对现行林

业 行业标准 LY/T 1300-2005《工业单宁酸》和 LY/T 1640-2005《药用单宁酸》的整合，

此两个标准实施以来对技术指标没有异议，表 1 内相关技术指标数值的确定是依据 LY/T 

1300-2005 和 LY/T 1640-2005。编制说明中的检测结果统计分析说明我国单宁酸产品质量

普遍较高，产品均在合格品以上。此外，相关生产厂家要求对其检测数据给予保密，所以

不便标明样品来源。 

2. 关于检验规则 

（1）有意见提出“建议规定抽取混合样品的最小质量”。我们采纳了该条意见。规定

了采用不锈钢或硬质塑料制备的取样器分别在每件袋（桶）内 3 个不同部位取样，共计

80∼100 g 试样。 

（2）另有专家建议增加一条“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我们采纳了该

条意见。 

（3）另有专家提出是否需要增加药用单宁酸的有效期。我们采纳了该条意见，增加了

“药用单宁酸还需标明有效期为两年”。 

3. 关于标志、包装、储存和运输 

有意见提出“建议在标签上标明质量等级”。我们采纳了该条意见。 

七．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项目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下达的推荐性林业行业标准的编制项目。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 在本项林业行业标准批准颁布后，开展必要的标准宣传工作，以促进本项标准的贯

彻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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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本项林业行业标准批准颁布后，由相关机构举办本项标准实施的技术培训班。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现行 LY/T 1300-2005《工业单宁酸》和 LY/T 1640-2005《药用单宁酸》

的标准建议废止。 

十．其他说明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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