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国家标准《甜樱桃》 

编写说明 

 

甜樱桃属（Prunus avium L）属落叶小乔木，双子叶植物纲、蔷薇目、蔷薇

科、李亚科、樱属，是我国北方地区露地栽培成熟最早的果树之一，果实色鲜味

美，肉嫩多汁，甜酸可口，富含维生素 A、胡萝卜素和矿物质，外观和内在品质

皆佳，素有“春果第一枝”的美誉，是一种适合老人和小孩食用的水果，也是目前

栽培果树中效益较高的时令水果。目前，全国甜樱桃栽培面积 350 万亩，占世界

种植面积的 1/3，产量 120 万吨，成为世界甜樱桃第一种植大国。当前，甜樱桃

栽培现以露天栽培和设施栽培为主，其中，露地栽培亩经济收入为 2~3 万元，设

施栽培经济收入可达 10 万元以上，因其栽培管理省工、省力，有“黄金种植业”

之称，成为全国各地发展高效农业的首选果树树种，在调整农村产业结构，增加

农民收入发挥了重要作用。一是以山东烟台、泰安，辽宁大连，北京和河北秦皇

岛等地为主的环渤海湾区。二是以河南郑州、陕西西安和甘肃天水为主的陇海铁

路沿线区。 

目前，在我国的樱桃栽培品种中，以甜樱桃栽培，甜樱桃主要以鲜食为主，

栽培品种中鲜食品种占 95%以上，产量占 90%以上。2011 年我国制定了《樱桃

质量等级》，明确了樱桃果实质量分级和主栽品种特性等技术内容，对于樱桃产

业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随着樱桃产业尤其是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市场对于

果个大、风味好的甜樱桃果品需求日益增加。樱桃主栽品种和栽培技术也发生了

巨大变化，销售市场尤其是电商销售等，对于果实的等级质量要求也随之变化，

原有标准内容已无法满足目前甜樱桃产业发展需求。在世界各地甜樱桃种植面积

迅猛扩张和市场销售压力将逐步加大的情况下，修订《樱桃质量标准》，规范其

指标参数，有助于引导种植者生产优质果品，实现市场销售分级指标的标准化，

引领产业提质升级，积极推动我国甜樱桃产业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其在农业乡

村振兴中的作用。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国家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1. 任务来源 

2021 年 4 月，由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作为牵头单位申报修订国家标准

GB/T26906-2011《甜樱桃质量等级》。项目建议书申报后经全国经济林产品标准

化技术委员会建议，根据产业发展和市场需求，申报题目修改为《甜樱桃》。 

2. 协作单位 

2021 年 12 月 31 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正式立项本标准（项目编号：

20214685-T-432），主管部门为国家林业和草原局，由全国经济林产品标准化委

员会归口，山东省林业科学研究院、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林业研究所，山东省烟

台市农业科学研究院和山东农业大学等单位承担。 

3. 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草案、调研）阶段：2021 年 12 月到 2022 年 4 月，在前期工作基础

上，从标准起草组按照 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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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开展标准的起草工作，并与甜樱桃主产区相关科研、企

事业单位进一步沟通，就甜樱桃术语和定义、等级规格、果实品质质量参数和技

术指标等内容进行明确，形成标准工作组讨论稿。 

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2022 年 3 月~5 月，标准起草小组成员通

过查阅文献资料、电话咨询等方式，并初步进行了市场的调研，咨询了相关部门，

和企业，起草小组经过多次讨论、形成国家标准《甜樱桃》征求意见稿。 

4.主要起草人及完成的主要工作 

标准起草小组成员为：---- 

所做工作分工：----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

数、公式、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包括试验、统

计数据) 

1.标准编写原则 

（1）本文件按照新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化

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进行了标准化表述的修改。 

（2）本标准的修订过程中，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及时修订，不断



完善”的原则，注重标准修订与技术创新、试验验证、产业推广应用相结合。 

（3）坚持标准服务行业的原则，制定标准时广泛征求相关企业、生产者的

意见，力求协调一致。 

（4）坚持标准的广泛性原则，在标准制定过程中要争取与国际接轨，同时

要兼顾各地区产品的差别，使标准具有广泛的代表性，在实际生产中具有可行性。 

（5）坚持先进性的原则，标准内容结合了我国甜樱桃产区生产现状及产品

实际情况，又充分考虑先进性。对于提升甜樱桃果实品质，推动我国甜樱桃产业

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作用。 

2.确定国家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1）第 1 章范围，规定了本文件的内容和适用范围。因为标准为甜樱桃果

实的质量分级和果实的规格，为此添加了，修订内容添加了流通和销售。甜樱桃

和中国樱桃、欧洲酸樱桃属于不同种，且在实际的中国市场上占有率很低，因而

删除了“不适用于中国樱桃和欧洲酸樱桃”的内容。 

(2) 第 2 章规范性引用文件，根据文本的技术内容的要求，引用有关文件 2

项。根据文本内容的要求，添加了可溶性固形物、预冷和包装标识的相关引用文

件。卫生指标、重金属和农残等属于国家强制性要求，为此本文不不需要进行规

定和要求。 

(3) 第 3 章术语和定义，本文件重新规划了术语和定义 5 项。因为横径是衡

量果实规格大小的主要指标，所以添加；成熟度、畸形果、裂果等为衡量果实品

质的主要指标，为此添加；冷害、冻害、果锈、日灼等在现在果实中较少存在，

且定义在经济林其他树种也为常见，为大家熟知，所以以上定义删除。机械伤，

因为术语定义不允许有说明性语句，所以进行了修改。 

(4) 第 4 章质量要求，包括甜樱桃等级划分和大小规格的要求。 

首先，明确了甜樱桃果实的基本要求： 

a) 同一品种，不混杂，具有该品种固有的特征（部分甜樱桃品种的果实特

征性状见附录 A）； 

b) 果实新鲜，果面光洁，无异味、无腐烂、无病虫害、无机械伤等； 

c) 具有适于市场要求的成熟度，可溶性固形物含量≥14%。 

其次，在基本要求的基础上在进行等级划分的要求：以甜樱桃成熟期的果实



品质划分等级，应符合表 1 的要求。 

表 1甜樱桃等级划分 

再次，在等级划分后，可根据大小规格进行流通和销售，以果实横径为指标

划分樱桃大小规格，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甜樱桃大小规格划分 

规格 特大 大（L） 中(M) 小（S） 

果实横径d（mm） d≥30 30＞d≥28 28＞d≥26 26＞d≥22 

资料显示：澳大利亚规定了樱桃市场流通果实的最小直径为 20mm，同时根

据大小不同进行包装和销售，分别为 20mm+、22mm+、24mm+、26mm+、28mm+、

30mm+、32mm+等等（24 毫米+：即最小水果尺寸为 24 毫米）；美国华盛顿州，

华盛顿州商业包装的樱桃大小，9 Row 为 29.8mm、10 Row 为 26.6mm、11 Row

为 24.2mm、12 Row 为 21.4mm、13 Row 为 20.6mm；我国根据农业行业标准果

实横径把樱桃分为大、中、小三个规格，果实横径≥27.mm 为大，21.1mm~26.9mm

为中，≤21.0mm 为小；为了接轨国际市场，规范樱桃的果品生产过程，提出以

上指标，有效的区分甜樱桃果实的市场价值，为了提升甜樱桃国内外市场竞争力

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第 5 章检验方法，针对甜樱桃等级划分的技术要求，规定了感官指标、果实

横径、可溶性固形物、畸形果率、损伤率、裂果率等检验方法，确保方法的可行

项目 
等级 

特级 一级 二级 

果形 
果形端正，具有本品种固

有的特征 

果形正常，具有本品种应

有的特征 
具有本品种应有的特征 

色泽 
具有本品种成熟时应有

的色泽，着色均匀 

具有本品种成熟时应有的

色泽，着色不均面积不超

过果面的1/10 

具有本品种应有的色泽，

着色不均面积不超过果面

的1/5 

果柄 
新鲜完整，不变色，不脱

落 

新鲜完整，不变色，损伤

率＜2% 

新鲜完整，不变色，损伤

率＜5% 

裂果率 无 ＜1% ＜2% 

畸形果a 无 ＜1% ＜5% 

a 畸形果包括：单柄连体双果、单柄连体三果、僵缩果。 



性和可操作性。 

根据第 4 章等级规格的技术指标，添加了不同技术指标测定的技术和方法。

删除了相关的卫生指标测试的要求。 

第 6 章检验规则，规定甜樱桃果实的组批规则、抽样方法和判定规则的具体

原则和要求。 

第 7 章包装与标志，给出了包装和标识的技术要求。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

的经济效果 

数据表明，以‘佳红’和‘雷尼’为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要比‘美早’等品种

高，崔建潮研究也发现‘萨米脱’等红色品种耐贮性要好于黄色品种。‘美早’

规格越大，维生素 C 含量越高，但为了提早上市，早采导致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不高，果实个头较小。中熟品种‘萨米脱’和‘先锋’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更高，

与‘美早’规律类似，规格大的品质要优于规格小的（表 3 所示）。 

表 3 不同品种不同规格甜樱桃品质比较 

品种 规格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可滴定酸含量/% 维生素 C 含量/ (mg/kg) 

美早 

大 13.8 士 1.50 b 0.27 士 0.00 b 114.49 士 1.2 a 

中 14.9 土 1.39 a 0.34 土 0.00 a 84.49 土 0.3 b 

小 12.4 土 1.17 c 0.19 土 0.02 c 69.42 土 0.5 c 

佳红 

大 16.6 士 1.42 ab 0.43 +0.00 b 56.99+ 1.0 b 

中 17.3 土 2.34 a 0.61 士 0.00 b 58.83 士 0.3 a 

小 15.9 土 1.79 b 1.60 土 0.37 a 38.78 土 0.5 c 

萨米脱 
大 18.7 土 1.33 a 0.63 土 0.00 a 80.60 土 0.2 a 

小 16.0 土 1.64 b 0.50 士 0.00 b 58.20 土 0.2 b 

先锋 
大 16.0 土 1.64 a 0.96 土 0.00 a 83.50 士 0.0 a 

小 16.3 土 1.62 a 0.70 士 0.00 b 80.40 土 0.0 b 

雷尼. 
大 18.0 土 1.21 a 0.80 土 0.00 a 54.00 土 0.2 a 

小 17.2 土 1.64 a 0.70 土 0.00 b 41.90+0.4 b 

资料来源：刘佰霖,贾晓辉,林加木,郑玮,吕志明,王文辉.大连甜樱桃生产、销售、采后处理情况及品质调

查分析[J].中国果树,2020(04):112-115+123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这个指标可有效的说明甜樱桃的果实品质指标，为此本文

件把其作为果实品质的基本要求进行规范。除美早品种外，其他品种的可溶性固

形物均高于 16.0%。关于其他产地的果实品质还需进一步试验验证补充。 

国际上甜樱桃分级以果实直径作为标准，国内原来多以单果质量作为分级标

准，如表 3、4 所示，甜樱桃果实单果重小的为 7.0g，对照其横径大小为 24.2mm

以上，横径 30mm 左右对应单果质量为 10.4g，而目前樱桃的品种在大连市场上

大规格的在 9g 以上，最大单果质量可以到 14g 以上。樱桃规格的大小设置，可

以有效的在市场的流通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3 市场销售甜樱桃品种大小比较 

品种 规格 单果重/g 

美早 大 14.5 士 1.65 

中 12.0 士 1.51 

小 7.0 士 1.39 

佳红 大 11.5 士 2.52 

中 10.0 士 1.30 

小 7.2 士 1.28 

萨米脱 大 10.5 士 0.89 

小 10.2 士 1.11 

先锋 大 9.1 士 0.94 

小 7.2 士 0.72 

雷尼 大 13.4 士 1.49 

小 11.6 士 0.89 

黑珍珠  12.2 土 1.09 . 

拉宾斯  9.1 士 1.02 

先锋  8.0 土 0.86 

黄蜜  10.8 士 0.86 

胜利  10.8 士 1.11 

资料来源：刘佰霖,贾晓辉,林加木,郑玮,吕志明,王文辉.大连甜樱桃生产、销售、采后处理情况及品质调

查分析[J].中国果树,2020(04):112-115+123 

表 4 美国华盛顿州樱桃大小规格和单果质量 

序号 大小（mm） 单果质量（g） 

1 29.8 10.4+ 

2 26.6 8.7~10.4 

3 24.2 7.1~8.6 

4 21.4 5.4~7.0 

5 20.6 4.2~5.3 

我国甜樱桃主要栽培品种有‘红灯’‘美早’‘萨米脱’‘拉宾斯’等，不同



产区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和地理类型主要栽培品种有所不同，如表 5 所示，为此

本标准附录中对主要品种的特征性状进行了资料性的说明。 

表 5 中国不同地区樱桃主要栽培品种 

地区 主栽品种 

胶东半岛 红灯、美早、萨米脱、黑珍珠、艳阳、拉宾斯、先锋 

辽东半岛 红灯、美早、巨红、佳红、明珠、丽珠、萨米脱 

陕西、河南、甘肃 红灯、美早、萨米脱、吉美、龙冠、艳阳 

北京、河北、山东泰安 红灯、早大果、美早、岱红、萨米脱、伯兰特 

云南、贵州、四川等地区 美早、红灯、萨米脱、拉宾斯、雷尼 

资料来源：崔建潮,王文辉,贾晓辉,王志华,佟伟.从国内外甜樱桃生产现状看国内甜樱桃产业存在的问题

及发展对策[J].果树学报,2017,34(05):620-631 

本标准规定了甜樱桃果实的质量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和包装与标志的

要求。通过果实质量等级的基本要求，质量等级和规格大小，同时给给出了我国

甜樱桃品种果实的特征性状，对于实现分层次指导和控制甜樱桃的流通和销售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

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

情况 

本文件制定过程中查阅了国外澳大利亚、美国和欧洲相关的樱桃质量标准。

本标准的修订内容和指标，主要考虑到甜樱桃产业的发展趋势，结合国内甜樱桃

产业发展的实际情况进行修行，确定了果实的等级分类和规格大小划分，主要是

通过果实质量指标要求，规范甜樱桃的生产和流通销售，有助于接轨国际市场， 

促进樱桃产业的提升。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现行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的标准协调一致。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标准编制中未发生重大分歧意见。 

(七)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的性质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八)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

过渡办法等内容) 

建议本标准发布后 6 个月开始实施，并由相关方进行宣贯。 

标准作为生产、加工、经营者参考的重要依据，建议标准颁布后，加大宣传

力度。同时，有关主管部门督促各相关机构尽快按统一的指标要求，控制甜樱桃

果实的质量等级，为产业稳定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文件代替 GB/T26906-2011《甜樱桃质量等级》。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