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南省地方标准《地理标志产品 汉寿甲鱼》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汉寿甲鱼风味独特，与其他地域甲鱼相比，汉寿甲鱼体薄片

大，裙边宽而厚，腹内脂肪丰富，体质健壮，爬行灵活，免疫力

强，生长速度快，成活率高。汉寿甲鱼肉质中的鲜味氨基酸含量

高，这是形成汉寿甲鱼独特风味的关键所在，食用时，可明显感

觉汉寿甲鱼肉质纯正，细嫩鲜美，有嚼味，其营养价值和药用价

值高。

2011 年 2 月 21 日，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总局批准文号（国家

质检总局公告 2011 年第 22 号）正式批准对产于湖南省汉寿县的

“汉寿甲鱼”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 根据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湘市监标函〔2020〕119 号《关于下达 2020 年地方标准制修订

项目第 4 批增补计划的通知》制订该文件。

二、标准制定的目的及意义

保护汉寿甲鱼地理标志品牌，提升汉寿甲鱼市场价值，努力

推进汉寿甲鱼地理标志品牌的有序推广，增加该品牌在国内外市

场的知名度与竞争力，以品牌促发展，以质量促品牌。

三、编制原则

1、科学性原则

标准制定过程中收集了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标准中的感官



要求、理化指标都有详实的检验检测数据，符合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发布的 2011 年第 22 号《关于批准对松花石、松花砚、

仓桥水晶梨、汉寿甲鱼、澧县葡萄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公告》

关于汉寿甲鱼的有关规定。并以国家强制性标准为依据，确保指

标设定具有科学性，保障汉寿甲鱼的质量安全。

2、目的性原则

有效保护该地理标志产品，规范该地理标志产品名称和专

用标志的使用，保证该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和特色，促进汉寿甲

鱼养殖工艺的发展及创新，增强汉寿甲鱼产品市场竞争力。

3、适用性原则

汉寿甲鱼标准制定以增强汉寿甲鱼品牌张力和市场竞争力，

注重标准的适用性，结合地理标志产品保护办法及相关规定，明

确了汉寿甲鱼的繁殖环境、保护范围、质量要求、实验方法、检

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储存等方面的技术规范，成

为地理标志产品汉寿甲鱼保护不可或缺的重要技术规范。

4、可操作性原则

标准充分参考了食品类法律法规和国家强制性标准，各项技

术要求及定量数据，结合多年来的产品检验报告，统筹考虑了汉

寿甲鱼的生态养殖特点，尽可能全面地反映评价各个方面，以及

要素设定的可行性，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

四、与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关系的情况说明

（一）本标准制定严格遵循《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及



实施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规定》等我国有关的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文件的规定和要求。

（二）标准编写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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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要求。在指标的选取上，结

合参考了众多的文件。追求规范性技术要素和技术指标选取科学

合理、有据可依。规范性引用文件包括：

GB 273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

GB 500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蛋白质的测定

GB 5009.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脂肪的测定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 5009.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铜的测定

GB 5009.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锌的测定

GB 500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

GB 5009.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GB/T 5009.18 食品中氟的测定方法

GB/T 5009.19 食品中有机氯农药多组分残留量的测定

GB 5009.3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合成着色剂的测定

GB 5009.12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铬的测定

GB/T 20797 肉与肉制品中喹乙醇残留量的测定

GB/T 21044 中华鳖

GB/T 26876 中华鳖池塘养殖技术规范



GB 296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食品中 13 种磺胺类药物多

残留的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GB 31658.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食品中氯霉素残留量的测

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GB 3165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水产品中诺氟沙星、环丙沙星、

恩诺沙星、氧氟沙星、噁喹酸、氟甲喹残留量的测定

NY/T 3410 畜禽肉和水产品中呋喃唑酮的测定

NY 5051 无公害食品 淡水养殖用水水质

NY 5072-2002 无公害食品 渔用配合饲料安全限量

NY/T 5030 无公害农产品 兽药使用准则

SC/T 3015 水产品中土霉素、四环素、金霉素残留量的测定

SC/T 3020 水产品中已烯雌酚残留量的测定

SC/T 3021 水产品中孔雀石绿残留量的测定

SC/T 9001 人造冰

（三）本标准制定过程以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

2011 年第 22 号《关于批准对松花石、松花砚、仓桥水晶梨、汉寿

甲鱼、澧县葡萄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公告》关于汉寿甲鱼的

相关规定为基础，确定了相应的质量要求。

五、编制过程

2020 年 11 月，湖南省地方标准《地理标志产品 汉寿甲鱼》

获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立项。

（一）前期调研



2021 年 10 月，汉寿县市场监督管理局成立了湖南省地方标准

《地理标志产品 汉寿甲鱼》编制小组，负责项目的指导与具体实

施工作。

2021 年 10 月-2022 年 2月，编制小组开展前期调研和资料收

集，收集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文件和标准文本，并汇总收集资料。

（二）标准起草

编制小组根据收集的资料和调研报告，经反复讨论修改，从

汉寿甲鱼的繁殖环境、保护范围、质量要求、实验方法、检验规

则、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储存等方面制定了《地理标志产

品 汉寿甲鱼》地方标准文本框架，经过编制小组专家多次修改与

讨论，于 2022 年 2月底形成了标准草案。

（三）标准讨论

2022 年 3 月下旬，标准编制工作组根据标准草案进行讨论，形

成了标准讨论稿。并召开了标准座谈会，标准编制小组及相关专

家组主要成员参加了会议。会议从标准文本框架、内容、格式等

方面进行了全面的讨论。经调研座谈，得到了许多有价值的意见

及建议，形成湖南省地方标准《地理标志产品 汉寿甲鱼》征求意

见稿。

六、标准主要技术内容说明

本标准编写遵循“统一、协调、简化、优化”的标准化原理。

在标准的主要结构框架、规范性要素的确定上仔细斟酌。在主要

的规范性技术要素的选择上进行了精心研究。



（一）框架结构

标准由 7 章、2 个规范性附录附录组成，其中基本框架为范围、

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保护范围、原辅料要求、加工要

求、质量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标志、包装、运输

和贮存，规范性附录为汉寿甲鱼形态特征及汉寿甲鱼地理标志保

护范围区域图。

（二）标准主要内容的说明

1、术语和定义

第 3 章术语和定义对汉寿甲鱼进行了定义。

汉寿甲鱼：种苗来自汉寿甲鱼亲本繁殖，在汉寿县特定水域

范围内按照 GB/T 26876 中的规定养殖，质量、安全指标均符合《汉

寿甲鱼》湖南省地方标准，经国家主管部门审核批准以“汉寿甲

鱼”地理名称命名的中华鳖。

2、要求

第 4 章对汉寿甲鱼产地保护范围、品种、养殖、形态要求、

感官要求、安全卫生指标、理化指标、规格与分级进行了明确的

要求，符合公告。

（1）保护范围：汉寿甲鱼产地范围为湖南省汉寿县龙阳街道、

辰阳街道、沧浪街道、岩汪湖镇、沧港镇、坡头镇、酉港镇、罐

头嘴镇、聂家桥乡、丰家铺乡、毛家滩乡、株木山街道、洲口镇、

太子庙镇、崔家桥镇、军山铺镇、龙潭桥镇、蒋家嘴镇、百禄桥

镇、朱家铺镇 21 个乡镇(街道)水域。



注：行政区域调整，原 24 个乡镇合并到以上 21 个乡镇区域。

（2）养殖要求：分别提出了对环境条件、放养、饲料、环境

安全要求，符合公告要求。

环境条件：养殖水体的水深 ≥1.5m，透明度 ≥25cm，溶氧

量 ≥4mg/L， pH 值 6 至 7。养殖用水应符合 NY5051《无公害

食品淡水养殖用水水质》要求的规定。

放养：中华鳖放养分为鱼鳖混养和专养，鱼鳖混养密度为每

亩放 100 只左右的幼鳖，放养规格为 100 至 150 克/只。专养模式

放养分为两种,第一种,放养放养规格为 250 克左右的幼鳖,密度为

每亩 3000 只,待成长一年后,按每亩 500 千克密度分塘饲养;第二

种直接放养规格 500 克左右的幼鳖,放养密度每亩 500 千克。

饲料：甲鱼配合饲料及其他符合相关要求的饲料,其中甲鱼配

合饲料应符合 NY 5072《无公害食品 渔用配合饲料安全限量》中

规定。

环境、安全要求：饲养环境、疫情疫病的防治与控制必须执

行国家相关规定，不得污染环境，如养殖过程中的投入品使用符

合 NY/T 5030《无公害农产品 兽药使用准则》。

(3)汉寿甲鱼感官要求应符合 GB/T 21044《中华鳖》的规定，

见表 1 。



表 1 感官要求

项目 要求

活力 行动自如，具攻击性，受惊后头、四肢能迅速缩入甲内。

外观

体表
体薄片大，裙边宽厚，腹部无梅花斑及黑斑；头顶前端光滑；鳖壳背甲微拱，无穿孔现

象；体态匀称，无畸形，无寄生虫；汉寿甲鱼腹部白里透红，可见微细血管，无梅花斑、

三角形斑及黑斑。

眼 眼球明亮饱满、稍突出、角膜清晰。

肛门 紧缩不外凸、不红肿，无体液流出。

组织 肌肉坚实、富有弹性，内脏清晰，无病害现象。

气味 气味正常，无异味。

解剖鳖体 内部器官色泽正常，无病变、无腹水，有轻度血腥味和鳖体固有气味。

（4）产品中的安全卫生指标符合 GB 2733《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中的规定,见表 2。

表 2 安全指标

项目 指标

甲基汞，mg/kg ≤ 0.5

铅，mg/kg ≤ 0.5
铜，mg/kg ≤ 50.0

镉，mg/kg ≤ 0.1

无机砷，mg/kg ≤ 0.5

锌，mg/kg ≤ 50.0

氟，mg/kg ≤ 2.0

碱性橙，μg/kg ≤ 不得检出

日落黄，μg/kg ≤ 不得检出

柠檬黄，μg/kg ≤ 不得检出

六六六，mg/kg ≤ 0.1

滴滴涕，mg/kg ≤ 0.1

孔雀石绿残留量μg/kg ≤ 不得检出

土霉素，mg/kg ≤ 0.1

四环素，mg/kg ≤ 0.1

金霉素，mg/kg ≤ 0.1

已烯雌酚μg/kg ≤ 不得检出



喹乙醇，μg/kg ≤ 不得检出

呋喃唑酮，μg/kg ≤ 不得检出

磺胺素，mg/kg ≤ 0.05

氯霉素，μg/kg ≤ 不得检出

噁喹酸, mg/kg ≤ 0.3

（5）理化指标各项理化指标见表 3 ，符合公告要求。

表3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蛋白质/﹪ ≥ 16.0

脂肪/﹪ ≤ 4.0

5、检验方法

第 5 章检验方法根据第 4 章要求提出了相应的检测方法。其

中蛋白质的检测按 GB 5009.5-2016 中的规定进行。脂肪的检测按

GB 5009.6-2016 中的规定进行。甲基汞的测定按 GB 5009.17 中

的规定进行。铅的测定按 GB 5009.12-2017 中的规定进行。铜的

测定按 GB 5009.13-2017 中的规 定进行。镉的测 定按 GB

5009.15-2014 中的规定进行。无机砷的测定按 GB 5009.11-2014

中的规定进行。锌的测定按 GB 5009.14-2017 中的规定进行。氟

的测定按 GB/T 5009.18 中的规定进行。碱性橙的测定按 GB

5009.35-2016 中的规定进行。日落黄的测定按 GB 5009.35-2016

中的规定进行。柠檬黄的测定按 GB 5009.35-2016 中的规定进行。

六六六、滴滴涕的测定按 GB/T 5009.19-2018 中的规定进行。孔

雀石绿残留量的测定按 SC/T3021-2004 中的规定进行。土霉素、

四环素、金霉素的测定按 SC/T3015-2002 中的规定进行。已烯雌



酚的测定按 SC/T3020-2004 中的规定进行。喹乙醇的测定按 GB/T

20792-2006 中的规定进行。呋喃唑酮的测定按 NY/T 3410-2018 中

的规定进行。磺胺素的测定按 GB 29694-2013 中的规定进行。氯

霉素的测定按 GB 31658-2021 中的规定进行，噁喹酸的测定按 GB

31656.3 中的规定的进行。

6、检验规则

第 6 章分为 4 个一级条对检验批次、抽样、检验分类、判定

规则进行了明确的要求。

7、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第 7 章对标志、包装、运输、贮存进行了明确的要求。

（1）标志

产品标志应标明产品名称、数量、生产者名称、地址、包装

日期、批号、产品规格和执行标准号。

（2） 包装

汉寿甲鱼采用布袋、塑料箱、木竹箱、框、泡沫箱等包装，

也可将单只甲鱼放入小网袋扎紧后放入印有标志的纸盒内。包装

容器应坚固、洁净、无毒、无异味、无污染，并具有较好的通气

和排水条件。在温度较高时期长途运输，容器内宜存放冰块降温，

降温用冰应符合 SC/T9001 的规定。

（3） 运输

汉寿甲鱼运输宜用冷藏运输车或其他有降温装置的运输设

备。运输工具在装汉寿甲鱼前清洗，并用高锰酸钾溶液消毒，做



到洁净、无毒、无异味，严防运输污染。

运输途中，应有专人管理，随时检査运输包装，观察温度，

保持湿润、不脱水。在贮运中还应轻放轻运，避免挤压与碰撞，

特别严防曝晒。

（4） 贮存

甲鱼可在洁净、无毒、无异味，有充氧水体的养殖箱暂养，

暂养用水应符合 NY5051 的规定。

七、重大意见分歧及处理结果

无重大意见分歧。

综上所述、经过编制小组的努力，编写组完成了湖南省地方

标准《地理标志产品 汉寿甲鱼》（征求意见稿）的编写工作。

由于时间仓促和编写人员水平有限，标准可能还存在许多不足之

处。希望通过广泛征求意见，得到各级部门、专家、社会人士的

指导。我们将根据意见，进一步修改完善，争取早日形成送审稿。

八、公告意见征求情况说明

湖南省地方标准《地理标志产品 汉寿甲鱼》（征求意见稿）

将于 2022 年 3 月 30 日前在湖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通知公告中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编制组

2022 年 3 月 14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