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体标准《冬虫夏草（鲜品）》（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 项目来源

随着近年来冬虫夏草（鲜品）市场需求的持续增加及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

为进一步规范冬虫夏草（鲜品）质量控制及流通市场，做大做强冬虫夏草产业，

保障冬虫夏草产业可持续发展，服务产区乡村振兴。青海省林业和草原局委托青

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编制冬虫夏草（鲜品）（2023-FG-003）团体标准。

2. 制定背景

冬虫夏草是冬虫夏草菌（Ophiocordyceps sinensis）侵染寄主蝙蝠蛾（Hepiahus/

Thitarodes spp.）幼虫而形成的虫菌复合体。冬虫夏草是一种名贵的中藏药资源，

广泛分布于青藏高原的大部分地区。冬虫夏草常被称作“冬虫草”或“虫草”，

藏语称之为“�殨ซ☰Ω☰�䁀橿☰㚰”（音译为：雅扎衮布），意为“冬天的虫，夏天的草”。

冬虫夏草作为一味真菌类中药，性平，味甘，归肺经、肾经，属补虚药下属

分类的补阳药。其始载于公元前 8世纪的《月王药诊》，可治肺部疾病，随后于

15世纪藏医籍《千万舍利》及《金汁甘露宝瓶札记》中均记载冬虫夏草能清“龙”

及“赤巴”病，可润肺，调理肺病、培根病。冬虫夏草作为补肺强肾，益精气的珍

贵药材，早期在民间流传食用，现代药理学研究提示冬虫夏草富含虫草多糖、麦

角甾醇、虫草蛋白及多肽等多种活性成分，具有抗肿瘤、免疫调节、抗氧化、抗

炎等药效，对呼吸系统、肾肺及心血管系统均有良好保护及治疗作用。

近些年，随着保鲜技术、快递业快速发展，以及新媒体的日新月异，使得消

费者短时间内获得新鲜冬虫夏草成为可能，新鲜冬虫夏草的市场也在不断扩大。

据统计，近年来青海省冬虫夏草（鲜品）的交易额已突破 30 亿元，在冬虫夏草

的交易比重中逐渐增大。然而，在逐渐增大的市场大背景下，对于新鲜冬虫夏草

的除杂、包装、运输等都缺乏统一的标准，尤其是缺乏野生冬虫夏草（鲜品）的

标准。冬虫夏草（鲜品）市场上出现人工冬虫夏草掺杂、以次充好、“水洗草”

等现象时有发生，给冬虫夏草（鲜品）产业的发展带来巨大的阻力。因此，急需

对冬虫夏草（鲜品）的除杂、包装、运输等环节进行深入研究，制定冬虫夏草（鲜

品）的标准，为冬虫夏草产业的高质量发展提供保障。



长期以来，冬虫夏草产业直接或间接为青藏高原 50 万余农牧民创造劳动机

会，增加家庭经济收入，据青海省冬虫夏草协会统计，冬虫夏草创造经济效益近

200 亿元。冬虫夏草产业不仅是一个辐射面大、带动面广、产业链长、市场体量

大的新兴朝阳产业，更是地方党委和政府推进乡村振兴工作、支撑少数民族贫困

地区群众脱贫致富的大产业。随着近年来冬虫夏草（鲜品）市场需求的持续增加

及市场规模的不断扩大，为进一步规范冬虫夏草（鲜品）质量控制及流通市场，

做大做强冬虫夏草产业，保障冬虫夏草产业可持续发展，服务产区乡村振兴。

3. 起草过程

3.1 标准研制阶段

2023年 2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国务院关于深化标准化

工作改革方案》等文件的要求，按《青海省冬虫夏草协会团体标准管理办法》组

织有关技术人员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确定标准名称为《冬虫夏草（鲜品）》。

2023年 3月～2023年 6月，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青海省冬虫夏草协会、

玉树州冬虫夏草协会、玉树市林业和草原综合服务中心、玉树州江之源冬虫夏草

专业合作社、青海省玛可河林业局、西宁市湟中区林业和草原局、大通回族土族

自治县实验林场青海保惠堂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青海御品商贸有限公司、青海新

泰行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浙江国坤堂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玉树市畜牧兽医工

作站、玉树市雍鹏畜牧养殖专业合作社等单位成立了标准起草小组，制定了工作

方案。标准起草小组查阅了国内外同类标准及资料，并对相关资料进行了收集整

理，并对冬虫夏草（鲜品）的市场管理、流通、检测等相关情况进行了调研及数

据收集。

青海省畜牧兽医科学院冬虫夏草研究室是专门从事冬虫夏草研究的机构，积

累了大量的冬虫夏草（鲜品）的试验数据，并针对标准的需求进行了系统研究，

取得了详细的试验数据，为本标准的制定奠定了基础。此外，参与标准起草的从

事冬虫夏草销售的相关企业积累了大量冬虫夏草（鲜品）不同包装对产品质量的

影响、储存期间的质量变化情况和顾客对产品质量的反馈等信息，为标准的起草

提供了良好的市场反馈意见。在这些相关试验数据和市场反馈等相关资料的基础

上，本着科学规划、合理利用的原则，在征求有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编制了本标

准。



3.2 标准立项阶段

经青海省冬虫夏草协会立项审核通过后，于 2023年 6月 27日，正式发布了

《冬虫夏草（鲜品）》团体标准立项通知，并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进行公示。

二、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1. 编制原则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主要按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

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进行编写，本着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

以及标准的目标、统一性、协调性、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原则来进行本标准

的制定工作。

2. 主要技术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2.1 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冬虫夏草（鲜品）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

规则、标志标签、包装及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采集自青海省冬虫夏草产区内，海拔≥3500m，采集时间为 4

月上旬至 6月下旬的冬虫夏草采挖季节内的野生冬虫夏草（鲜品）。

2.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

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

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 478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大肠菌群测定

GB 478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沙门氏菌检验

GB 4789.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志贺氏菌检验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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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09.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GB 5009.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二氧化硫的测定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20年版 一部

2.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3.1

冬虫夏草

俗称虫草（以下简称“虫草”），为麦角菌科真菌冬虫夏草菌 Cordyceps sinensis

(Berk.) Sacc.寄生在蝙蝠蛾科 Hepialidae 昆虫幼虫后发育成的子座和充满菌丝的

僵虫的复合体。

2.3.2

冬虫夏草（鲜品）

夏初冬虫夏草子座出土、孢子未发散时采集，除去泥土及虫体外菌膜，不经

过任何干燥过程的冬虫夏草。

2.3.3

腺苷

虫草中的营养物质之一。

2.3.4

断根率

散装产品中，每 500g成品中允许存在的断根占比率。

2.3.5

无使用价值的虫草

指病斑和霉变的虫草。

2.4虫草的定性鉴别

2.4.1

假虫草

用面粉、滑石粉等非虫草类物质，加工成具有类似虫草的外形，但不具备虫

草的功效的人工复合品。

2.4.2

伪虫草

寄生在非蝙蝠蛾科昆虫幼虫后发育成的子座和充满菌丝的僵虫的复合体。

http://www.zeeming.com/w/index.php?title=%E9%BA%A6%E8%A7%92%E8%8F%8C%E7%A7%91%E7%9C%9F%E8%8F%8C&action=edit
http://www.zeeming.com/w/index.php?title=%E5%86%AC%E8%99%AB%E5%A4%8F%E8%8D%89%E8%8F%8C&action=edit


2.4.3

劣虫草

2.4.4

在虫草中添加防腐剂、着色剂、金属类物质、可影响产品性能、重量或颜色

等的虫草。

2.4.5

套接（粘接）虫草

真虫体套接、粘接假子座（人为用非虫草类物质加工成的，不具有使用价值

的）；真子座套接、粘接假虫体的虫草。

2.5 技术要求

2.5.1

原料

虫体饱满，成熟度好，虫体洁净、干燥，子座完整。无腐烂、霉变或虫蛀，

无明显肉眼可见外来杂质。

2.5.2

虫草性状

2.5.2.1 形体

由虫体与从虫头壳缝处长出的真菌子座相连而成。虫体似蚕，长约 1.6 cm～

6.5 cm，直径约 0.20 cm～0.8cm；表面粗糙、质脆、易折断、断面略平坦，淡黄

白色。子座俗称“草头”，基部较粗、末端渐细，细长圆柱形，长约 1cm～7cm；

表面深棕色至棕褐色，有细纵皱纹，质柔韧，断面类白色。

2.5.2.2 色泽

虫体表面深黄色至黄棕色，头部红棕色。

2.5.2.3 气味与滋味

气微腥，味微苦。

2.5.2.4 环纹

虫体环纹明显，有环纹 20～30个，近头部环纹较细。

2.5.2.5 虫足

足 8对，其中近头部 3对、尾部 1对，中部 4对较明显。



2.5.3

感官

2.5.3.1 等级划分

等级划分要求见表 1

表 1 外观等级划分

项

目
范 围 要 求 色泽 气味与滋味

假、伪、劣及无

使用价值虫草
病虫害

形

体

等

级

特优一级品 虫体长度 ≥4.0cm，直径≥0.50cm。

深黄色

至黄棕

色。

具有本品应有的气味，气

微腥，味微苦，无异味。
不允许存在。 不允许。

特优二级品 3.5cm≤虫体长度＜4.0cm，0.45≤直径＜0.5cm。

特级品 3.0cm≤虫体长度＜3.5cm，0.4 cm≤直径＜0.45cm。

一级品 2.8cm≤虫体长度＜3.0cm，0.38 cm≤直径＜0.4cm。

二级品 2.7cm≤虫体长度＜2.8cm，0.35 cm≤直径＜0.38cm。

三级品 2.6cm≤虫体长度＜2.7cm，0.32 cm≤直径＜0.35cm。

四级品 2.4cm cm≤虫体长度＜2.6cm，0.25≤直径＜0.32cm。

等外品 虫体长度＜2.4cm，直径＜0.35cm。

注：直径从虫足部开始至虫体背部量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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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2 冬虫夏草（鲜品）与人工繁育冬虫夏草的比较

冬虫夏草（鲜品）与人工繁育冬虫夏草的比较参见附录 A。

2.5.4

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见表 2。

表 2 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水份 % 60.0~80.0

杂质 % ≤ 1.00

砷（以 As计）mg/kg ≤ 0.50

铅（以 Pb计）mg/kg ≤ 1.00

汞（以 Hg计）mg/kg ≤ 0.20

腺苷 % ≥ 0.01

二氧化硫 残留量 不得检出

2.5.5

微生物指标

微生物指标见表 3。

表 3 微生物指标

项 目 指 标

大肠菌群（MPN/100g） ≤ 90

致病菌（沙门氏菌、志贺氏菌）(CFU/g) 不得检出

2.5.6

特殊规定

2.5.6.1 冬虫夏草（鲜品）为纯天然野生物质，不准许使用化学方式处理（如：

使用硫磺熏制等）。

2.5.6.2 不准许添加防腐剂；不准许使用着色剂。

2.5.6.3 不准许添加金属类物质（如：注入、裹杂金属或重金属类物质等）。

2.5.6.4 不准许添加可影响产品性能、影响产品重量或颜色的任何异物（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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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子座上裹杂水泥等）。

2.5.6.5 虫草如断裂，不得连接。

2.5.7

净含量

单件定量包装产品的净含量，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

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第 75号)》的规定。

2.6 检验方法

2.6.1

原料感官要求

2.6.1.1 外观及性状

将样品铺放在检验台上，在自然光下观察其色泽、形状、成熟度，虫草的形

状、长度、直径，按 5.1、5.2及表 2内容用千分尺、天平（精度 0.001g）检测。

2.6.2

理化指标

2.6.2.1 水分

按 GB5009.3的规定检测。

2.6.2.2 杂质

随机选取 10根完整样品，称其总重，用软硬适中的毛刷刷落样品表面的灰

土等杂质，将刷落的杂质 一并收集称重。杂质按公式（1）计算：

杂质（%）= ---------------------（1）

式中：M——杂质重，g；

W——试样重，g。

2.6.2.3 砷

按 GB/T5009.11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2.6.2.4 铅

按 GB/T5009.12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2.6.2.5 汞

按 GB/T5009.17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2.6.2.6 腺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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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附录 B。

2.6.3

微生物指标

2.6.3.1 大肠菌数

按 GB4789.3的规定检验。

2.6.3.2 致病菌

按 GB4789.4、GB4789.5的规定检验。

2.6.4

二氧化硫残留量的检验

按 GB/T 5009.34规定的方法进行检验。

2.6.5

净含量

产品净含量按 JJF 1070的规定进行检验。

2.7 检验规则

2.7.1

定性鉴别

产品可先进行定性鉴别，如符合第 4章其中一项规定的，不对其进行抽样。

2.7.2

抽样

从同一时间、同地点、同等级虫草成品中，随机抽取 30根，其中 20根用作

检验，余样封存备查。

2.7.3

出厂检验和型式检验

2.7.3.1 出厂检验：每批产品均须进行感官、净含量及水分检验，检验合格

并附有产品合格证后方可出厂。

2.7.3.2 型式检验：检验项目为技术要求中的全部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时

应进行型式检验：

a) 当原料、工艺发生重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b)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要求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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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4

判定规则

2.7.4.1 检验项目全部检验合格为合格品。如有一项不合格，应从留样中加

倍抽样对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复检结果仍不合格，则判定该批产品为不合格品。

2.7.4.2 微生物指标有一项不合格时，不允许复检，并判定为不合格产品，

不合格产品不得出厂。

2.7.4.3 当供需双方在产品保质期内对产品质量发生争议时，由具有资质的

第三方检测机构进行仲裁检验。

2.8 标志、标签、贮存和保质期

2.8.1

标志、标签

应符合 GB7718的规定。

2.8.2

贮存

温度≤-20℃，相对湿度≤30%。

2.8.3

保质期

成品在符合本标准条件下，保质期为 30天。

三、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及知识产权问题。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内同类标准水平

的对比情况

本文件为首次自主制定，不涉及国际国外标准采标情况。

五、与现行相关法律、行政法规和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没有冲突。

冬虫夏草中腺苷的测定项目，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年版)一部

冬虫夏草中含量测定方法。理化指标、重金属及微生物指标，根据相关国家标准

的规定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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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七、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