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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内容包括任务来源、标准起草单位和标准编制成员、主要工作

过程（每个阶段草案的形成过程）等。

1.1 任务来源

2023年 4月，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申请《大可枇

杷采收及采后处理技术规程》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团体标准的

立项，2023 年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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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牵头）《大可枇杷采收及采后处理技

术规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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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草单位：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云南省鼎宏集

团、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石林县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石林大可

枇杷种植专业合作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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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正清 男 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统筹协调

梁明泰 男 副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资料收集整理

刘家迅 男 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标准查重及数据单位矫正

陈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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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兴才 男 副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成果处 调研与协调

王晖 男 所长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加工所 调研与协调

田果廷 男 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生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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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与材料整理

黄兴龙 男 站长 石林县经作站 调研与协调

李国昌 男 推广研究员 石林县经作站 调研与协调

桂敏 女 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试验与研究

吴丽艳 女 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试验与研究

丁仁展 男 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调研与协调

苏俊 男 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调研与协调

李石开 男 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试验与研究

黄文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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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光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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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兴国 男 董事长 石林大可枇杷种植专业合作社 标准验证

熊云龙 男 农艺师 石林县大可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标准验证

丁洁 女 农艺师 石林县大可乡农业综合服务中心 标准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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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能将此标准写的规范，尤其是术语与定义、果实成熟标准、

采收、采后果实处理（分级、包装、标识）、果实理化性状、果实贮

藏、出库等主要技术指标及参数的准确性，采收、采后处理、果实

理化性状、果实贮藏、出库等主要技术指标及参数的准确性，在启

动本标准前，大量查阅文献资料，开展绿色种植试验，获取关键技

术指标、参数，并到企业、合作社、种植大户进行各关键环节的调

查验证，然后进行文稿的起草，为了规避知识产权问题，自行查重。

再向科研单位、大专院校、生产企业、合作社以及种植大户等征询

意见，最后形成文本标准提交。



1.3.1成立起草小组，制定工作计划

2023年 4月，本项目正式立项后，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

研究所同云南省鼎宏集团、昆明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石林县市市场

监督管理局、石林大可枇杷种植专业合作社等共同成立了《大可枇

杷采收及采后处理技术规程》（团体标准）起草小组，确定了以高正

清为组长、梁明泰为副组长，刘家迅、陈霞等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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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2收集资料，实地调研

起草小组认真学习了国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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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2022年 1

月开始，着手查阅、收集、整理国内枇杷采收及采后处理方面的相

关技术资料，了解最新技术进展；同时走访、调研相关龙头企业和

合作社，深入生产线，了解实际生产情况。

1.3.3分析研究

本标准主要包括枇杷果实采收、采后果实处理、贮藏、出库等

技术内容。为了强化标准对枇杷产业发展的引领作用，明确提出感

官要求、风味要求和质量安全要求的内容；采收中提出了成熟标准、

采收时期、采收方法和采摘要求；采后果实处理包括分级、果面清

洁、防腐处理、入库包装；贮藏包括室内堆藏和冷库贮藏，其中冷

库贮藏确定了预冷、冷藏条件和冷藏；出库包括出库检验、出库包

装。按照市场需要，将枇杷果实分为一等果、二等果、三等果，按

照果形、果面色泽、绒毛、病虫害、损伤、肉色、单果重、外观等

做了规范；起草小组在比较贮藏温度、湿度等枇杷贮藏关键参数的



基础上，明确了枇杷采收及采后处理技术规范要求；同时深入云南

省枇杷主产区，开展系统调查，通过对比试验观察，不断改进完善

文本。大量、翔实的实验数据和实际应用验证资料，为《团标-大可

枇杷采收及采后处理技术规程》（团体标准）的制定提供了参考依据。

1.3.4编写征求意见稿

2023年 4月至 2023年 7月，起草工作组成员在总结前期研究、

查阅大量国内外文献资料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大可枇杷采收及

采后处理技术进行了系统总结，确定了《大可枇杷采收及采后处理

技术规程》的基本内容和编写思路，进而确定了起草提纲，并按照

提纲进行标准起草。经起草工作小组全体讨论、反复多次修改，2023

年 7月完成了《大可枇杷采收及采后处理技术规程》的征求意见稿。

1.3.5组织专家，征求意见

召开专家审定会，邀请云南省农业科学院、云南农业大学、云

南省科技厅研究院等单位的专家对标准进行审定，形成标准征求意

见稿。

2 制定（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枇杷喜阳耐阴，一般年平均温度在 15℃以上适宜生长，幼果在

-3℃以下会受冻害，土壤 pH 值为 6 左右最适宜，年降水量要求在

1000 mm左右。大可乡海拔 1655～2068 m，属高原浅丘地貌，年平

均气温 16℃，年降雨量 987.9 mm，无霜期 278 d左右，日照时数 2539

h以上，≥15℃的积温 3850.7℃，光照条件好，热量充足，土壤主要

为红壤土和紫色土。由于生长环境非常适宜优质枇杷生长，加之地

域特殊，冬季呈暖冬气候，枇杷在冬季不停滞生长，比其他地区提

早成熟，品质较佳，颇受市场青睐。



一般枇杷秋冬季开花，春末夏初成熟。大可乡特殊的地理气候

条件，形成枇杷在 12月至翌年 2月成熟，属反季枇杷。国内能生产

反季枇杷的生态区很少。目前，已建立并生产反季枇杷的仅有四川

攀西、福建莆田及云南石林。冬季水果市场多是一些冷藏水果，新

鲜水果较少，反季枇杷有效填补了冬季水果市场的空白，上市期间

恰逢元旦、春节，正值一年中的果品消费高峰期，加之枇杷色泽金

黄，酸甜可口，产量高，品质优于正季枇杷，营养丰富兼具药用及

保健功能，备受消费者喜爱，市场潜力较大，农户收益可观。

虽然大可枇杷种植面积不断扩大、产量不断增加，但品种单一，

栽培技术标准不统一，形成果品质量下降，优质果率低，采后损失

大等问题也日益突显。在生产中需要注意以下突出问题：1）采收过

早，呼吸强度高，口感酸涩；采收过晚，则果皮易开裂，不宜贮藏。

采收期适当与否，对产量、品质和贮藏特性等具有很大的影响。2）

枇杷采后衰老迅速，营养物质消耗快；利用适宜的采后处理技术可

延缓果实衰老，减少糖、酸等损耗，延长贮藏期限，提高商品价值。

针对以上问题，制定枇杷采收及采后处理技术规程，规范和引导枇

杷采收和采后处理技术应用，有利于减少产后损失，提升品质和供

应量。

3 标准（修订）编制的原则和依据

3.1 依据的法律法规

本标准按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

结构和编写规则》等基础标准规定的要求编写，严格遵循科学性、

实用性、公平性和规范性等原则，并根据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

团体标准编制要求，遵循“先进性、实用性、统一性”原则，尽可



能与国内外领先标准接轨，注重了标准的可操作性，在其适用范围

内，内容力求完整、准确、便于实施，参照相关枇杷国内外现行标

准，注重与国家已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枇杷相关标准相协调，充

分征求各方的意见，确保本标准具有先进性、实用性（可操作性）

和权威性，使本标准在我省枇杷采收及采后处理中发挥其作用。

3.2 依据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GB/T 13867-1992 鲜枇杷果分级

DB32/T 567-2009 枇杷采收

NY/T 658-2015 包装材料

GB/T 6543 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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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条款的说明

4.1.1标准的主要内容

大可枇杷的采收及采后处理的产品包括采收、采后果实处理、

分级包装、贮藏、运输等。

4.1.2范围

根据 GB/T1.1-2020的格式编写。本标准规定了大可枇杷的采收

及采后处理的产品包括采收、采后果实处理、分级包装、贮藏、运

输等技术。

4.1.3规范性引用文件

引用文件引用的都是下文中所涉及到的国家、行业有关规范、

规程均为现行且有效的，条文中均列出。



4.2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

4.2.1采收

4.2.1.1 成熟标准

根据运输距离的远近和果实的用途采用相应级别的采收成熟度，

成熟度的判别按GB/T 13867-1992 执行。在果实具有该品种固有的

色泽，正常的风味及质地，分期分批采收，若要长途运输则应适当

早采，果梗完整青鲜时作为近距离运输和鲜销用果的采收成熟度。

供贮运及加工的果实，可在果实基本完熟、着色充分、较坚实时采

收。如在当地市场销售，最好在成熟期采收，如运销外地，可在八

九成熟时采收。如“大五星”枇杷果实由青转黄再转红，当果实橙黄

中透红、果皮易剥时即作为远距离运输和贮藏用果的采收成熟度。

4.2.1.2 采收时间

采收宜在晴天上午或傍晚进行，阴雨天、雾天、果面潮湿时不

宜采收。

4.2.1.3 采收方法

采收方法按DB32/T 567-2009的要求执行。采收人员戴棉质手套，

采摘时轻摘轻放，不要用手捏果体，防止碰伤、捏伤、刺伤、摔伤。

用手掌托住果实，带果柄摘下，采一个放一个，而应手持果柄用剪

刀平剪，放入内壁光滑的篮（箱、筐）中，一般每一容器（箱、筐）

盛装量以不超过10 kg为宜，采收的果实放入经500 mg/L次氯酸钙消

毒的周转箱中，周转箱内衬柔软垫，然后将周转箱置于阴凉通风处，

放置高度距周转箱最高边沿5 cm为最佳。

4.2.1.4 脱袋处理

套袋果实采后应及时去除果袋，并将果实轻放入篮（箱、筐）

内。去除果袋后手拿果实，剪齐果柄并留下2 mm果柄。

4.2.2采后果实处理

4.2.2 .1 分级

采收后应进行初步分级，将同一等级的产品放置在同一周转箱

内。经过预冷的枇杷再次要在10℃～12℃条件下进行分级，分级标

准根据GB/T 13867-1992执行，剔除残次果。以果实大小、色泽（果

皮、果肉）、果面光洁度、品质（口感）为依据。分级标准见附录A。
附录A 大可枇杷果实分级标准



项目 一等 二等 三等

果形

整齐端正丰满，具

该品种特征。大小

均匀一致。

果形端正，无影响外

观的畸形果，大小基

本一致。

果形部分不端正，

有畸形果，大小不

一致

果面色

泽

着色良好，鲜艳，

无锈斑或锈斑面积

不超过 10%。

着色好，锈斑面积不

超过 20%。

着色一般，锈斑面积不

超过 30%

绒毛 基本完整 大部分保留 小部分保留

生理障

碍

不得有萎蔫、日烧、

裂果及其他生理障

碍。

允许绿色及褐色部

分不超过 100 mm2，

裂果允许 1 处，长度

不超过 5 mm，无其

他严重生理障碍。

绿色及褐色部分超过

100 mm2，裂果允许 2-
处，长度不超过 8 mm，

无其他严重生理障碍。

病虫害 无 不得侵入果肉 少量侵入果肉

损伤

无刺伤、划伤、压

伤、擦伤等机械损

伤。

无刺、划、压伤，无

严重擦伤等机械损

伤。

有少量刺、划、压和机

械损伤。

肉色
具有该品种最佳肉

色。

基本具有该品种肉

色。
基本有该品种肉色

果重 ≥50 g 40 g～50 g 30 g～40 g

口感 好 好 一般



4.2.2.2 果面清洁

用清水洗去果皮表面污物，有条件的可用超声波清洗法清

洗。

4.2.2.3 防腐保鲜处理

化学处理：选用0.5%～1.0%不含氯的钙溶液浸泡3 min；或

用1%壳聚糖复合保鲜膜处理。药剂使用要符合国家安全卫生标

准，药剂处理应在采后24 h内完成。

物理处理：采用35℃热空气或热水处理10 min.

4.2.2.4 包装

采后鲜销或短距离运输的包装规格、材料和技术本着方便

适用、卫生、经济的原则选用。包装材料符合NY/T 658-2015的

要求。

4.2.2.5 单果包装

用包果纸、泡沫网、塑料薄膜包装，包装材料应清洁，质

地细致柔软。

4.2.2.6 成件包装

用瓦楞纸箱、塑料盒、竹篮等。果实装箱应排列整齐，内

衬垫箱纸，垫箱纸质量与包果纸相同，果箱用瓦楞纸箱，结构

牢固适用，材料须良好、干燥、无霉变、虫蛀、污染。瓦楞纸

箱要求按GB/T 6543规定执行。



4.2.3标识

包装储运图示按GB/T 191规定执行。

包装上应标注商标、品名、等级、数量、毛重（kg）、净

重（kg）、经销商、产地、包装厂、采收期、包装日期以及标

明所应用的保鲜剂，也可标上官方控制标识。

外包装标有品种名称、标识、果实质量等级、果实净重（或

果实数量）、产地或企业名称、包装日期、质检人员。外包装

还应加贴易碎、易腐、防雨、防日晒等标志。

标识要求字迹清晰、完整、无错、字体规范、不褪色。

4.2.4贮藏

4.2.4.1 贮藏前准备

在果实采收前，应根据生产量的多少，决定贮藏量和贮藏

方法，对贮藏场所和器具提前做好物资准备和消毒处理。贮藏

前应对贮藏场所进行彻底的清扫、清洗和消毒。贮藏场所应通

风良好。在入库前2 d～3 d开机降温，使库温降至所需温度。常

用多菌灵、代森锌消毒。

4.2.4.2 贮藏方法

4.2.4.3 冷库贮藏

4.2.4.3.1 预冷

采收后的枇杷尽可能快速的放入温度为8℃～10℃的冷库

中进行预冷24 h～48 h。预冷要及时，可放在0℃预冷间，也可



强制通风冷却，或摊在通风荫凉处2 d～3 d，待果温降到10℃时，

转入冷库中贮藏；运输过程中可将冰袋放入包装箱内保温。

4.2.4.3.2 冷藏

贮藏前，冷库地面用250倍漂白粉水冲洗一道，门窗喷250

倍福尔马林或400倍硫酸铜液消毒，然后封闭门窗，每立方米空

间用20 g～30 g硫磺粉燃烟熏蒸，两天后再打开门窗，通风散烟

散湿。

选作贮藏的果实，用1000倍甲基托布津浸果后，晾干，装

人箱内,存放在冷库中。贮藏期间保持库内温度控制在3～8℃，

相对湿度90%～95%，每天派人分三次记录冷藏库的温度、湿度，

检查冷库机组和气调设备的运转状况。冷藏贮藏时每隔2 d～3 d

随机抽检一次，检查并记录枇杷的腐烂、絮败情况，可贮藏2月，

失水率约8%，腐烂率约9%～10%。

4.2.4.4气调（CA）贮藏

选择具有调控气体成分、调温调湿的机械设备及密闭性良

好的冷库来贮藏，以方便管理，达到贮藏要求的条件。贮藏时，

库内温度控制在5℃～9℃，相对湿度为85%～90%，气调贮藏时

适宜的气体成分为：8%～10% O2+3%～5% CO2，贮藏3个月；

也可采用塑料帐和硅窗气调技术，其贮藏温度在7.5℃～9.5℃。

气调贮藏时每天记录气体配比变化和各个机械的运行状况。



4.2.4.5常温贮藏

在清洁透气室内，铺上干净木板，把经过挑选的好果摊放

在木板上。可贮藏15 d～20 d，果实腐烂率只有0.5%，果实失水

较大，失水率可高达14%～26%。

4.2.5出库、记录、运输

4.2.5.1 出库

枇杷出库时应具有该品种特有的风味和质地。当外界气温

超过20℃时，出库后用冷链车保持10℃左右环境温度下回温12

h。

4.2.5.2 记录

将出入库的情况做好记录，以备查验，标签制式见附录B。

大可枇杷出入库标签制式见附录 B

品种： 采收时间： 入库时间：

贮藏品级： 入库质量： 验货员：

库藏记录：

出库时间：



出库质量：

发货员：

4.2.5.3运输

中远距离（500 km以上）运输销售的枇杷宜采用低温（5℃～

8℃）运输。低温运输的枇杷在出库时不需要回温处理。运输运

输要迅速、平稳，要特别注意运输途中环境温度变化小，能通

风、换气。最好能冷藏、运输、销售过程中全部保持在1℃～5℃

的低温下。若条件不允许，切要防止温度过高。

5 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该标准知识产权全部归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6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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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及相关标准的规定，能与现

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行业标准相衔接，与现行法律、法

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无矛盾、冲突关系。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及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9 标准性质的建议

该标准颁布后，建议由地方相关政府部门管理，监督枇杷



企业、种植户执行。

10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中的技术要素是经过系统科研试验并紧密结合生产

实际制定的。待本标准发布实施后，为使标准能更好地发挥技

术指导作用，建议相关部门及时组织各级种植专业户、企业进

行多种形式的技术培训，宣传推广标准中各项技术要求，通过

标准的推广实施，引导农户、企业按照标准进行枇杷的采收、

果实采后处理、分级包装、贮藏、贮藏条件、出库、运输等技

术。与此同时，定期进行监督和评价，及时收集实施过程中新

出现的问题和反馈，以利于标准的修订和完善，不断促进枇杷

采后产品质量提升，推进云南枇杷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11 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该标准颁布实施后，在标准保护区域内，建议使用该标准，

其他标准特别是目前各家企业使用的不同标准废止或替代，促

进大可枇杷品牌化运营及其健康发展。

12 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大可枇杷采收及采后处理技术规程》标准编制组

2023 年 4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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