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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红枣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2023 年 2 月 23 日，由***和***申请团体标准的立项，根据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农学会下达的 2023 年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计

划，批准《优质红枣质量评价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的制修订。 

2.起草单位 

起草单位：*** 

协作单位：***。 

3.本部分标准主要起草人 

*** 

二、制定（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新疆因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之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干旱

少雨，一直以来是国内盛产优质农产品的宝地。近年来随着我区

林果经济的不断发展，林果种植面积不断扩大，种植的品种也越

来越多，给农民带来的经济收入也越来越高，以此带动了当地特

色林果业的经济发展，如和田的红枣、石榴，阿克苏的苹果、库

尔勒的香梨、精河的枸杞、阿勒泰的沙棘、伊犁的新梅等等均已

成为当地标志性林果产品。为深入贯彻落实自治区党委九届十

次、十一次全会精神和“稳粮、优棉、强果、兴畜、促特色”工

作部署，全面推进新疆特色林果红枣绿色栽培质量评价，提升我

区特色林果业整体种植技术水平，规范绿色种植方法，提高产品

质量为目的组织制定本标准。在本文件的制定过程中，编制组在

***的组织领导下，结合我区林果业发展规划结合我区林果业发

展规划和自治区创新环境( 人才、基地 ) 建设专项科技创新基

地建设( 资源共享平台建设 )项目——《可溯源新疆特色优质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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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量评价体系的构建及其产业化示范》（项目编号 PT2106），

经***组织区内林果业专家学者研讨论证，确定研制具有新疆特

色林果的红枣绿色栽培管理质量评价团体标准。该文件的制定有

利于规范新疆特色林果红枣绿色栽培管理质量评价，为新疆特色

林果红枣产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的提供重要技术支撑。  

本文件结合新疆区域生态环境特点和实际种植情况出发，因

地制宜系统集合了新疆特色林果红枣绿色栽培的产地环境、园地

选择与规划、品种选择、栽植、整形修剪、土肥水管理、有害生

物防治、采收和附录等关键技术质量评价指标进行规定，适用于

全疆范围内红枣栽培区绿色栽培管理质量评价。它的有效实施将

显著地提升了新疆特色林果红枣绿色栽培管理水平，改良树体生

长与果实品质，全面提升果农在种植过程中的管理水平，对新疆

特色林果红枣绿色栽培质量评价专业人才培养、农民脱贫致富、

产业脱贫和乡村振兴建设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为新疆特色林果

红枣产业提质增效和转型升级的提供重要技术支撑。同时，建设

既有经济价值又有生态价值的新疆特色林果优质红枣，将极大的

促进自治区生态环境建设事业的发展。 

三、主要起草过程 

1.成立起草小组 

2023 年 1 月，由***牵头分别成立标准起草小组，并对标准

起草工作进行分工，明确各自任务和职责，以确保项目的顺利实

施。标准研制组的主要起草人员多是在基层一线的科技工作者和

富有标准编制经验的专家、学者，多年来在新疆特色林果红枣绿

色栽培管理质量评价方面积累了大量数据和经验，在试验示范与

生产中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为标准的制定奠定了良好的基

础。 

2.规范性引用文件的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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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质红枣质量评价技术规范》编制组通过大量收集已有的

同类国家行业和地方标准，经***组织各方专家充分论证，决定

将 GB/T 8321.1～8321.7《农药合理使用准则》、NY/T 391《绿

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NY/T 393《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NY/T 394《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DB65/T 2038《红枣苗木》、

DB65/T 4652-2023《质量管理水平评价规范》作为规范性引用文

件纳入本标准。在引用规范性文件过程中，编制组本着一个文件

说清楚一个栽培技术质量评价的原则，尽量采用原文引用而非标

准代号引用，这样一个文件就能说明一个问题，无需再查寻“规

范性引用文件”的原文件。 

3.标准草案稿的说明 

本标准草案稿于 3 月底全部完成，在草案稿的起草过程中，

***充分发挥专业机构、专业人员的技术力量，集合***多名专家

参与本次标准研制项目。***就草案稿三次召开专家论证，确定

《优质红枣质量评价技术规范》的编制大纲、标准名称和“要求”，

针对生产技术标准普遍存在技术要求表述不清晰、口头语、俗称

词多、计量单位符号不统一等问题，***特请自治区林业科学研

究院、自治区农业科学研究院在经专家充分讨论、确认的基础上，

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

和编写》对标准草案稿进行通稿，为了保证通稿质量，***在标

准编制组成立初期就组织红枣方面的专家直接参与标准编制的

指导，同时和林果方面的专家充分交流沟通，在一些关键过程的

控制、章、条、款的划分和一些“要求”的表述上达成共识，以

期达到最后送审稿被双方充分认可的目的。 

4.形成征求意见稿 

《优质红枣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草案稿在经过编制组充分讨

论并经专家组再次论证形成《优质红枣质量评价技术规范》的征

求意见稿，因该文件中涉及种植区域遍布各地（州、市），在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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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征求意见的环节，***采取致函和组织专家会议的两种方式征

求意见。会议上专家提出的建议修改意见，经充分讨论达成共识

的基础上均已采纳。 

5.形成报批搞 

《优质红枣质量评价技术规范》草案稿在经过全疆征求意见

形成《优质红枣质量评价技术规范》的送审稿，新疆维吾尔自治

区农学会组织自治区林科院、新疆农业大学、新疆农科院的 7 位

行业专家，通过专家提问、起草单位介绍编制情况和数据来源分

析等，会议上专家对各标准存在的问题提出修改意见和建议，经

充分讨论达成共识的基础上均已采纳，形成《优质红枣质量评价

技术规范》的报批稿。 

四、制定（修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

的关系 

1.编制原则 

a) 本标准编制遵循“科学性、实用性、统一性、规范性”

的原则，注重可操作性，力求达到基层农业技术人员会指导，果

农能明白的实施效果。 

b) 充分体现新疆特色林果红枣绿色栽培质量评价指标。 

c) 本标准不涉及强制性标准的条款和内容。 

d) 本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符合 GB/T 1.1-2020 的要求。 

2.编制依据 

a) 本文件立足新疆特色林果红枣产业现状，围绕新疆特色

林果红枣绿色栽培管理质量评价标准化的需求，结合内地林果业

绿色栽培技术方法和措施，采取现场调研，广泛收集、查阅有关

特色林果红枣绿色栽培管理质量评价方面的书籍和文献的方法

编制标准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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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本文件在产地环境质量、农药使用准则、肥料使用准则

注日期引用农业部的绿色食品标准：NY/T 391、NY/T 393、NY/T 

394。 

3.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与现行红枣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没有冲突，并继续参照

了相关标准的操作内容，同时提高了本文件的质量评价指标的可

靠性和合理性。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1.本文件的主要内容包括：产地环境、园地选择与规划、品

种选择、栽植、整形修剪、土肥水管理、有害生物防治、采收、

产品质量、标签标识、包装、储存和运输及附录等关键技术质量

评价指标进行规定，适用于新疆特色林果红枣绿色栽培管理质量

评价。 

2.为了便于基层农业技术人员、果农适用本标准，给他们在

种植过程提供方便，编制组将新疆特色林果红枣绿色栽培普遍适

用的农家肥、绿肥种植和石硫合剂的积造、种植、配置技术要点

和方法以附录的形式放置在本文件中，更加并于操作使用。 

3.标准主要技术指标产地环境、园地选择、主栽品种、栽植、

树体管理、土肥水管理、有害生物防控、采收、产品质量等评价

技术要求，主要依据 GB 16325《干果食品卫生标准》、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NY/T 393《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

则》、NY/T 394《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NY/T 2742《水果及

制品可溶性糖的测定 3,5-二硝基水杨酸比色法》、DB65/T 3249

《红枣采后贮运保鲜技术规程》、DB65/T 4296《新疆干制红枣果

品质量分级标准》、DB65/T 4558《特色林果 红枣绿色生产技术

规范》、DB65/T 4652-2023《质量管理水平评价规范》确定指标。

并在红枣主产区阿克苏地区、喀什地区、和田和巴州地区取样监

测分析产品质量指标，均在较好水平。采样数据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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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文件经***组织自治区林果业专家多次讨论，围绕新疆特

色林果红枣绿色栽培管理质量评价特点，就文件主要章节的构

成、绿色栽培技术质量评价指标上经广泛协商，达成一致意见。 

七、作为推荐性或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建议《优质红枣质量评价技术规范》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

施。 

八、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建议标准批准发布后由自治区林果发展中心牵头，结合各地

州林果业特点，在全疆范围内，开展针对性开展《优质红枣质量

评价技术规范》系列标准的宣贯培训工作，让基层农业技术人员

熟知标准，果农懂标准。 

九、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暂无。 

 

 

       《优质红枣质量评价技术规范》标准起草小组                                                              

                   二○二三年十月七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