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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产品综合分级评定 广南铁皮石斛》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 任务来源

2023 年 7 月，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提出并立项《地

理标志产品综合分级评定 广南铁皮石斛》团体标准制定项

目，协会负责该团体标准的起草工作。

（二）起草单位

广南药王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云南山里红生物科技有

限公司、广南县中药材产业协会。

（三）标准主要起草人

姓 名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岳健 副会长 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 项目组长

苏娟 监事长 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 组织协调

李靖瑞 项目主管 广南药王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标准起草

袁瑞兵 基地经理 广南药王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试验研究

肖金龙 基地副经理 广南药王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试验研究

董继伟 基地副经理 广南药王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试验研究

赵艳娟 助理农艺师 广南药王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标准起草

王晓 工程师 云南山里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标准起草

文凤 研发部经理 云南山里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收集资料

字胡润 研发专员 云南山里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协助标准起草

张玉蓉 研发专员 云南山里红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协助标准起草

刘琦 副秘书长 广南县中药材产业协会 协助标准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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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地理标志是促进区域经济特色发展的有效载体，是推进

乡村振兴的有力支持。2021 年国家知识产权局发布《关于

组织开展地理标志助力乡村振兴行动的通知》，明确提出要

通过“提质强基、品牌建设、产业强链、能力提升”等四大

行动，全方位推动地理标志助力乡村振兴。值得注意的是，

在品牌建设行动规划中，将“加快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引领”

作为一项重要指标，明确指出：“加快完善地理标志产品标

准体系建设，公开征集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需

求，开展地理标志产品认定分类、基础术语等基础通用标准

研制。结合实际，加快推进地理标志产品种植养殖、生产加

工、经营管理等领域标准制修订，保障地理标志产品质量和

品质。”可见，地理标志产品标准的制修订不仅对于地理标

志产品保护提供了支撑与依据，而且通过开展地理标志认定

分类等基础通用标准研制，可不断提升与保障地理标志产品

质量和品质，加快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对品牌建设的引领。

截至 2022 年，全国批准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2495 个，核

准地理标志作为集体商标、证明商标注册 7076 件，地理标

志专用标志使用市场主体 2.3 万家，其中云南省地理标志

494 件，其中地理标志保护产品 65 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集体商标）343 件，农产品地理标志 86 件，地理标志专

用标志使用市场主体 617 家。而我国现有地理标志国家标准



— 3 —

147 项，产品标准占 146 项，基础通用标准仅 1 项，即 GB/T

17924-2008《地理标志产品标准通用要求》，该标准中未涉

及地理标志产品分类分级内容，同时，在中药材领域，在铁

皮石斛领域，缺少对铁皮石斛产品进行分级分类的相关标

准。地理标志作为一项区域公共品牌，同一产品上均有多个

用标主体，不同市场主体虽然按照产品标准生产经营，但由

于主客观等原因，按照市场实际情况反映，不同市场主体生

产的地理标志产品其品质、生产规范、服务体验等仍存在较

大差异，在无相关分类分级认定标准评价的情形下，消费者

仅能通过企业品牌知名度、产品价格、消费体验等来判断地

理标志产品的好坏。很显然，目前地理标志在分类分级基础

通用标准上的严重缺失导致地理标志保护与品牌建设等工

作开展无标准文件可以参考，不能满足地理标志高质量保护

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

协会已发布的《地理标志产品综合分级评定 农产品及

食品》，对于健全完善地理标志国家基础通用标准体系，加

快构建覆盖地理标志保护、运用、管理和服务全链条的地理

标志分类分级标准体系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研究与参考价

值，更能有效推动与加快云南省地理标志品牌建设，现协会

研究制定《地理标志产品综合分级评定 广南铁皮石斛》团

体标准是对《地理标志产品综合分级评定 农产品及食品》

团体标准的贯彻落实，该标准的编制设定中，将主要从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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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产地区域等方面对广南铁皮石斛地理标志产品进行等

级划分，补足对于广南铁皮石斛缺少从原材料、生产加工到

销售管理、质量控制等各个环节的标准规范，特别是缺少地

理标志产品的产地、检测、保护、运用等产业链关键环节标

准。

下一步，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将完善广南铁皮石斛

地理标志产品综合标准体系，以保护产品质量特色的稳定性

和一致性；完善地理标志产品检验检测体系；完善质量保证

体系，健全过程管理措施，以保护地理标志产品的质量信誉

不受损害。

三、主要起草过程

（一） 成立标准起草组

组建了包含地理标志相关领域专家、标准化专家、云南

地理标志（广南铁皮石斛）相关产业的企业代表（地理标志

产品专用标志企业广南药王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云南省

“10 大名品”铁皮石斛生产企业云南山里红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以及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内部专家的标准起草

组。

（二）标准起草与审定

本项目立项后，标准起草组通过调研、收集资料、分析

研究起草了标准讨论稿，由协会专家库随机抽取专家，经多

次讨论修改、召开研讨会、听取意见建议修改后形成了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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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稿及编制说明。

（三）广泛征求意见

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形成后，在省、州市级行政管理

部门、相关研究机构和地理标志产品相关产业的企业进行了

广泛的征求意见。

共提出意见 3 个，标准起草单位或工作组对意见处理结

果：采纳 3 个，未采纳 0 个。

（四）标准草案

经过对相关反馈意见进行分析研究和处理，对标准征求

意见稿进行修改完善，形成《地理标志产品综合分级评定

广南铁皮石斛》团体标准草案。

四、编制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

系

（一）原则

1、合规性原则

标准起草要完全按照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标

准的规定。

2、可行性原则

标准内容和要求要具有可行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3、规范性原则

编写内容与格式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规定及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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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二）依据

国家相关法律法规、产业政策的规定和我省地理标志产

品生产、销售和服务的实际情况。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和标准有机衔接，相互协调。

（一）广南铁皮石斛地理标志产品的范围：划定广南铁

皮石斛地理标志产品的范围为在广南县行政区划范围内自

然生长的兰科石斛属铁皮石斛或用广南铁皮石斛原种通过

人工驯化、组织培养、人工栽培等方式生产出来的石斛鲜品，

用特有的加工工艺制作而成的相关产品，包括铁皮石斛茎鲜

品、茎干品、西枫斗。

（二）广南铁皮石斛地理标志产品的产地区域：划分为

主要产区、重点产区、核心产区。核心区域为广南县旧莫乡

夕板村行政区域，重点区域为广南县旧莫乡行政区域，主要

区域为广南县行政区域。

（三）广南铁皮石斛地理标志产品的产品等级划分：根

据广南铁皮石斛地理标志产品所应该具备的独特的感官特

征和内在理化指标，规定参与评定分级的地理标志产品品种

最低应该不低于国家标准要求，以此类推，最高星级五星级

应该不低于团体标准要求。（附规格划分依据、数据划分依

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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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南铁皮石斛鲜品从“形状、规格划分（感官）、理化

指标、检查杂质”方面分别规定具体星级标准；干品从“形

状、规格划分、理化指标、检查杂质/霉变情况”方面分别

规定具体星级标准；枫斗从“形状、规格划分、理化指标、

检查杂质/霉变情况/二氧化硫残留物”方面分别规定具体星

级标准。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地理标志产品综合分级评定 广南铁皮石斛》团体标

准发布后，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要及时安排布置，组织

做好宣贯、培训和执行工作。

《地理标志产品综合分级评定 广南铁皮石斛》

团体标准起草项目组

2023 年 09 月 01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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