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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2023年 1月，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申请《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 澜沧草果》团体标准立项，2023年 1月，云南

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将其列入2023年度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协

会团体标准制订项目计划，批准由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

研究所（起草单位）负责（牵头）《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澜沧草

果》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团体标准的制定。本标准由云南

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提出和归口。

1.2 标准起草单位和标准编制成员

为使标准的制定更合理、更具有可操作性，由云南农业大

学园林园艺学院赵二强发起组建标准编制小组，由标准起草单

位抽调技术骨干负责标准的编制工作，确定了以赵二强为组长，

赵凯等 7人组成的工作小组，明确了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任

务目标，明确了资料收集、基础试验、专项调查、文稿起草等

工作计划和任务分工。成员详细分工如表 1所示。

表 1 标准编制成员表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赵二强 男 硕士研究生 云南农业大学园林园艺学院 项目负责人

刘家迅 男 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调研与协调

梁明泰 男 副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调查，资料收集

陈霞 女 副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调查，资料收集

田果廷 男 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所 试验与研究

姚春馨 女 副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试验与研究

李雪梅 女 实习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调查，资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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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碧峰 男 农艺师 石林县农技推广中心 调研与协调

金成山 男 高级农艺师 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调研与协调

赵凯 男 教授 云南农业大学园林园艺学院 调研与协调

李兴尧 男 助理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调研与协调

姚雪娇 女 助理农艺师 大理州漾濞县农业局 调查，技术推广

张新华 女 农艺师 大理州农业科学院 调查，技术推广

吴书奇 男 硕士研究生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 调查，技术推广

任务分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描述：项目负责人、统筹协调；试验、数据分析；资料

收集整理；标准查重及数据单位矫正；标准文稿编写等。

1.3 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由云南农业大学园林园艺学院以及部分发起单位的

技术骨干组成标准编制工作组，负责标准起草工作，制定标准

编制计划。

1.3.1标准立项

2023年 1月 9日，标准正式立项。

1.3.2资料收集

认真学习了国家、行业、地方、团体等各层级标准制修订

的相关要求，并根据团体标准制修订的相关要求，并查阅、收

集、整理国内外的相关技术资料，了解最新技术进展。

1.3.3产业调研

2022年 1月至 11月，标准编制工作组多次开展澜沧草果产

业调研。

1.3.4标准框架的建立和指标的验证

参考同行业相关标准构建了标准框架。分析了近年来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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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检验检测数据，并对批准的地理证明商标产品使用区域内的

生产企业进行了调研，了解了其种植、生产工艺等，并对相关

的样品进行了试验。

1.3.5第一次标准编制研讨会

2022年 11，第一次标准编制研讨会召开。标准编制工作组

起草了标准草案，企业负责人及技术骨干就相关技术要点及规

范内容进行商定，通过严格、严谨地比对、整理、汇总，在广

泛查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形成了标准初稿。

1.3.6第二次标准编制研讨会

2023年 1月，召开第二次标准编制研讨会，就标准第一次

商定结果修改稿进行二次研讨，细化部分指标，并补充部分质

量相关指标，形成送审稿。

1.3.7标准审定会

2023年 2月，召开专家审定会，邀请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云南农业大学和云南省林木种苗工作总站等单位的专家对标准

进行审定，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1.3.8广泛征求意见

2023 年 1 月～2月，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中公开广泛

征求意见，并结合反馈意见对标准进行再次修订，完成标准征

求意见稿。

2 制定（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2.1 制定（修订）标准的必要性

草果 Amomun tsaoko 姜科豆蔻属多年生草本植物，主要分

布在云南、广西、贵州等地，现主产于云南。草果主要分布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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云南的东南部、西部及西北部，地处横断山脉南延支脉与哀牢

山西端，农业种植区在海拔 2300米的地方，年平均气温 15.4～

24.2 °C，年平均降水量约 1000毫米，相对湿度 75.3%，5～10

月为雨季，6、7、8月降水丰沛，11～4月为旱季，降水较少。

实地调查发现该物种在海拔 1000～1800米均有分布。

澜沧草果种植历史悠久，1965年后开始引进试种，1972～

1977年在文东、竹塘、东朗等公社推广种植，1974年由县医药

公司在那东村试种，富东依托 0.4万公顷连片的原始森林，1988

年从文东、大山区分出设富东乡开始推广种植，至 2015年，全

县种植草果 1698.07公顷，其中富东乡种植面积 441.6公顷，采

摘面积 306.07公顷，产量 36.4吨，为打造“香料之乡”奠定基础。

截止 2017年底，富东乡草果种植面积达 6624亩，其中已投产

4572亩，产量 37.9吨，产量达 303万元。2018年通过电子商务

示范乡的创建，通过线长、线下进行销售，拓宽了富东乡草果

销售渠道，为当地农民带来了显著的收益。曾在第十三届中国

云南普洱茶国际博览会旅游特色产品展销中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2018年确定每年农历九月十五为富东乡草果开采日。澜沧草果

当地的种植以及发展已经走上一条火热的道路。

澜沧草果鲜果呈红棕色，干果形状呈椭圆形，具有三钝棱，

长 2.5～5厘米，宽 2～2.5厘米；果体完整，无疤痕，外观呈灰

棕色至红棕色，外皮具有皱缩的纵线条，果皮薄而坚韧，肉壁

厚实、个大饱满，质硬；有浓郁的辛香味，以澜沧草果烹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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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菜肴味道香，口味好干果平均单果重为 3.5～4 克，香叶醇

≥6.2%，橙花醛≥3.3%，a-松油醇≥4.2%，β-蒎稀≥2.9%。

申请地理标志保护产品一是利于保护品牌，充分尊重历史

与现实，将澜沧草果打造成独具特色的优质草果，利于澜沧草

果产品的质量监督管理，利于促进澜沧草果产业的发展和产业

集群的形成，推动澜沧草果产业走上区域化、规模化、标准化、

品牌化发展道路，让澜沧草果这一地方特色产品取得长足发展

的同时，促进澜沧新农村建设，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做出更

大贡献经过多年的发展。但目前澜沧草果的生产技术没有国家

和行业标准，因此有必要对地理证明商标澜沧草果进行全面的

规范，以提升产业发展。

2.2 制定（修订）标准的意义

标准的制定，对澜沧草果种植、生产活动起到积极的指导

作用，使澜沧草果的种植、生产有标可依。同时以地理标志区

域为依托，建立澜沧草果标准化种植示范区，并严格按照标准

实施种植。进一步规范澜沧草果行业的市场行为，全面提升澜

沧草果的质量水平，并逐步形成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澜沧草果行

业的发展模式。

3 标准（修订）编制的原则和依据

3.1 基本原则

本标准的研究与编制工作遵循以下原则：

3.1.1符合性原则

本标准使用时能够与法律法规和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要求保

持一致，符合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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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实用性原则

本标准规范是对实际工作成果的总结与提升，保持整体结

果合理且维持原意和功能不变的同时，针对不同的公司和合作

社，做到可操作、可用与实用。

3.1.3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份：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编写。

3.2 制定依据

依据《标准化法》、《地理标志标识管理办法（试行）》等相

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标准编写格式、内容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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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GB/T 17924-2008《地理标志产品标准通用要求》。标准中引用

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与本标准协调

一致。

本文件框架结构的编写主要依据如下：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T 3543 农作物种子检验规程

DB5333T1.1-2018 泸水草果综合标准第1部分：泸水草果种籽种苗

繁育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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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5333T1.2-2018 泸水草果综合标准第2部分：栽培管理技术规范

DB5333T1.3-2018 泸水草果综合标准第3部分：鲜果采收规范

DB5333T1.4-2018 泸水草果综合标准第4部分：烘烤技术规范

DB5333T1.1-2022FDIS 草果种植 种子种苗繁育

DB5333T1.2-2022FDIS 草果种植 栽培管理

DB5333T1.3-2022FDIS 草果种植 鲜果采收及干燥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20年版 一部 四部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4 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4.1 文本结构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澜沧草果》团体标准文本分为前言、

引言、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保护范围、自然

条件、种植技术要求、产品质量要求、标签标识、包装、贮存、

运输等部分。

4.2 标准名称

标准名称“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澜沧草果”，以区别未获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突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限定作用。

4.3 标准名称英文翻译

标准的名称“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澜沧草果”翻译为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Registered as Certification Marks of

Lancang caoguo。

4.4 术语和定义

给出澜沧草果的定义，术语和定义中所列的术语的英文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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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如有类似术语的标准，参考了其翻译，没有类似术语标准

翻译的，通过百度翻译和谷歌翻译后进行对比，并参考网络相

关翻译后进行确定。

4.5 保护范围、自然环境

4.5.1保护范围

使用“澜沧草果”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产品的原产地域为：

东经 99°29′～100°35′、北纬 22°01′～23°16′之间，包括云南省普

洱市澜沧拉祜族自治县勐朗镇、上允镇、糯扎渡镇、谦六彝族

乡、东河乡、大山乡、南岭乡、酒井哈尼族乡、惠民镇、东回

镇、拉巴乡、竹塘乡、富邦乡、安康佤族乡、文东佤族乡、富

东乡、雪林佤族乡、木戛乡、发展河哈尼族乡、糯福乡，共 20

乡镇。

4.5.2自然条件

该地位于云南省西南部，地处横断山脉怒山山脉南段，地

势西北高、东南低，五山六水纵横交错，山峰绵延纵横，海拔

范围 580～2516米，海拔高差悬殊大，属由于独特的地貌、高

山海拔等屏障阻挡了南下的寒流，截留了北上的海洋气流，使

得境内呈现南亚热带夏湿冬干山地季风气候，冬无严寒，夏无

酷暑，热量足，年均气温 19.7℃，≥10℃积温 7190.5℃，澜沧草

果不耐低温，于 11～12月播种，地域内冬季气温 11～24℃，温

热的气候利于澜沧草果种子发芽，避免澜沧草果苗芽遭受冻害，

保证出芽率，便于在次年 3月中旬至下旬进行定植，成活率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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促进幼苗生长，因而保证了澜沧草果的产量。4～5月澜沧草果

的花期，此时已渐入夏季，气温升高至 19～32℃，全年降水平

均，其中 4～5月降水也相对适中，虽澜沧草果怕旱，但过多的

水分对其不利，因而境内较高的温度且均匀的降水可避免烂花

或干枯的情况，花期生长稳定，使得澜沧草果结果多，保果率

高，生长出的澜沧草果个头较大。在地域内海拔 1500～2100米

的山谷、山坡地带生长着旺盛常绿阔叶林木，其枝叶高大稀疏，

属疏林区，森林覆盖率 53.9%，与太阳光形成同时具有遮光度

与透光度半阴半阳的小环境，为澜沧草果营造了相对荫蔽的生

长环境，一方面可以适当调节生长期的淋雨时间和面积，不易

造成烂花烂根，且澜沧草果不耐强光，这样的环境利于澜沧草

果新株生长，促进叶片增大，避免其鲜嫩果实遭受光照灼伤，

保证澜沧草果的果体完整度，使其外观完整、美观，无疤痕。

生长出的澜沧草果蒴果密生；该地域山谷、山坡区域多雨、多

云雾，年降雨量为 1586.5毫米，降雨充沛，相对湿度 80%左右，

为怕旱的澜沧草果提供了较为湿润的生长发育空间，加之半阴

半阳的小环境促使空气中的细水珠被植株叶片所吸收，传输至

果实促进果实细胞发育，在高温高湿的环境下迅速膨大，生长

出的澜沧草果果实个体饱满，果皮薄。该地域年日照时数 2177.3

小时，虽然生长在透光度约 50%的小环境，直射率不高，但其

日照时间长，日均光照约 5.9小时，光照供应量足，其植株及果

实光合作用效率高，澜沧草果色素积累足，生长出的鲜果成熟

时呈红棕色，制干后呈灰棕色至红棕色；而适宜的光合作用促

https://baike.so.com/doc/6001455-6214431.html


10

进澜沧草果果实中以香叶醇、橙花醛为主的挥发油含量，使其

具有浓郁的辛香气。该地域由于地形原因，境内土壤以赤红壤

为主，PH值在 4.5～6.5之间，呈酸性，土层深厚、疏松，排水

良好，阔叶林中多枯枝落叶，加之该地东临澜沧江，境内还有

黑河、南朗河、芒帕河、上允河等河流灌溉土壤，土壤含水量

高，在高湿的环境下迅速腐化形成腐殖质，因而土壤中富含有

机质约 34.88克/公斤左右，全氮约 1.60克/公斤左右，有效磷约

10.45毫克/公斤左右，速效钾约 133.69毫克/公斤左右，自然肥

力较高，为澜沧草果提供了足量的生长养分，生长出的澜沧草

果中富含 a-松油醇、β-蒎稀成分，因而味道辛香。

4.6 种植技术要求

本文件对于“种植”过程从种植地选择、整地、播种、管

理、浇水、施肥、病虫害防治和收获等环节加经规范。

1、种植地的选择：选在上层荫蔽度为 50%左右，坡度在 5～

15度，排灌条件较好，土层深厚，土质疏松，表土富含有机质

的半阴常绿阔林下。

2、整地：在播种前深耕 30厘米，翻耕 2至 3次，使表土

充分风化。在播种前半个月进行人工碎土，拣尽杂草、树根、

草根、石块等杂物，按 1.5米开墒，沟宽 0.3米，墒宽 1.2米，

沟深 20～30厘米，做到墒面平整，土块细碎即可播种。

3、施足底肥，适时播种：在深翻土地时，每亩施入腐熟干

细农家肥 1500～2000公斤，钙镁磷肥 50公斤。在 11～12月播

http://www.so.com/s?q=%E5%9C%9F%E5%B1%82&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9C%9F%E8%B4%A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A1%A8%E5%9C%9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C%89%E6%9C%BA%E8%B4%A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C%89%E6%9C%BA%E8%B4%A8&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B8%B8%E7%BB%B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E%97%E4%B8%8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D%82%E8%8D%89&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A0%91%E6%A0%B9&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BC%80%E5%A2%92&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9C%9F%E5%9D%97&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BA%95%E8%82%A5&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86%9C%E5%AE%B6%E8%82%A5&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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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按 5～6厘米的距离开条播沟，种子间距 2厘米，播后覆盖

2 厘米细土，保持种子不外露即可。播种量：每亩播种 8～10

公斤，出苗达 60～70%，每亩出苗 50000～60000 株，可提供

150至 200亩地种苗。

4、病害：花腐、果腐病：注意开沟位置要离植株有一定距

离，沟边草果植株要加大株行距。在开花初期喷 30%杀菌特

300～500倍液，保护花序。病重区可连喷 2～3次，每次间隔 7

天，或喷 0.5%波尔多液也可以。

5、收获：当草果表面变为棕褐色，嚼之有浓烈的辛辣味时，

可以采收。若不及时采收会在植株上自行脱落，破裂。采摘果

穗时，用镰刀从果穗基部整个割下不能用手直接扭摘单果和果

穗，以免伤害根茎和新叶芽、花芽。烘烤前用枝剪或剪刀把果

实从果穗剪下，剪时要稍带点短果柄，避免撕伤果实基部。

4.7 质量要求和检验规则

依据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要求，结合澜沧草果的特点，从感

官质量、理化指标和安全指标等方面提出了要求，感官、营养

指标的确定主要依据产品实测数据。

独特的地域条件造就了“澜沧草果”优良品质。感官指标：澜

沧草果鲜果呈红棕色，干果形状呈椭圆形，个体包含，具有三

钝棱，长 2.5～5厘米，宽 2～2.5厘米；果体完整，无疤痕，外

观呈灰棕色至红棕色，外皮具有皱缩的纵线条，果皮薄而坚韧，

肉壁厚实、个大饱满，质硬；有浓郁的辛香味，以澜沧草果烹

http://www.so.com/s?q=%E8%8A%B1%E5%BA%8F&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B3%A2%E5%B0%94%E5%A4%9A%E6%B6%B2&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89%B2%E4%B8%8B&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8D%95%E6%9E%9C&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8%8A%B1%E8%8A%BD&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6%9E%9D%E5%89%AA&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89%AA%E5%88%80&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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饪出的菜肴味道香，口味好。

理化指标：干果平均单果重为 3.5～4 克，香叶醇≥6.2%，

橙花醛≥3.3%，a-松油醇≥4.2%，β-蒎稀≥2.9%。

见下表

表 1 澜沧草果感官指标

项目 澜沧草果 药典草果

外观 干果形状呈椭圆形，个体包含，具有三钝棱，长

2.5～5厘米，宽2～2.5厘米；果体完整，无疤痕，

外观呈灰棕色至红棕色，外皮具有皱缩的纵线

条，果皮薄而坚韧，肉壁厚实、个大饱满，质硬。

本品呈长椭圆形，具三钝棱，长2～4厘米，直径1～

2.5厘米。表面灰棕色至红棕色，具纵沟及棱线，

顶端有圆形突起的柱基，基部有果梗或果梗痕。

果皮质坚韧，易纵向撕裂。

色泽 澜沧草果鲜果呈红棕色 呈灰棕色至红棕色

气味 有浓郁的辛香味。 有特异香气，味辛、微苦

干果平均单果

重

约为3.5～4克 ---------------------------

1.1 理化指标

表 2 澜沧草果理化指标

项 目 含量（%）

挥发油（%） ≥1.4

各项指标的检测引用了相关国家标准。

5 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6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无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7 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主要遵循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结构和编写》，并参考了部分国家、行业标准，

标准结合澜沧县实际情况制定，编制符合国家对标准结构、内

容的要求，同时与目前国家相关文件及要求相互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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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议本标准推荐性实施。本标准不触犯国家现行法律法规，

不与其他强制性国标相冲突。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及依据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澜沧草果》在制定过程中，征求了澜

沧拉祜族自治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云南省标准化研究院等单位专

家的意见，编制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

9 标准性质的建议

建议《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澜沧草果》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发布实施。

10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鉴于本标准是地理证明商标澜沧草果规范标准，用于规范

地理证明商标澜沧草果管理，提高地理证明商标使用效率，更

好地推动澜沧草果产业发展，建议在标准贯彻执行过程中，地

理标志产业协会、企业以及合作社应当起到协调以及推广的作

用。

11 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替代或废止。

12 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澜沧草果》标准编制组

2023年 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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