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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优品 白啤酒》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介

1.任务来源

受辽宁省市场监督管理局“辽宁优品秘书处”委托，根据辽宁省

市场监督管理局《辽宁优品认证实施指导意见》以及《实施细则》，

由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辽宁省标准化研究院)牵头起草《辽宁优

品 白啤酒》团体标准，为辽宁优品认证工作顺利开展提供有力技术

支撑，本标准归口单位为辽宁省品牌建设促进会。

2.制定文件的必要性和意义

优质的原料，精心的酿造工艺成就了口感纯正、麦香浓郁的啤酒。

啤酒种类繁多，其中白啤酒口感柔和，具有丁香、酯香等特色风味。

啤酒目前的国家标准虽然具有一定的指导作用，但是不能完全覆盖我

省市场占有率高，产品质量强的白啤酒龙头生产企业。

通过制定本标准，可以在国标的基础上对产品质量提出更高、更

细致的要求。为下一步打造全新“辽宁优品 白啤酒”，促进“辽宁优

品”产品品牌建设，开展“辽宁优品”产品相关认证等工作奠定良好、

坚实的基础。

3.起草单位

本文件起草单位为：辽宁省检验检测认证中心(辽宁省标准化研

究院)等。

4.主要工作过程

为了确保标准起草工作的顺利完成，项目承担单位成立了标准起



草小组，拟定了标准起草工作方案、技术路线，明确目标任务、人员

分工和工作时限。起草过程分三个阶段：

1．调查研究，确定实施方案阶段

查阅与食品及白啤酒相关的国内外技术标准资料，并对省内啤酒

企业进行调研，深入白啤酒生产企业实地考察和走访，了解掌握现有

白啤酒生产加工过程、添加剂使用和产品质量控制情况，初步确定白

啤酒原辅料及产品的质量指标和相应的试验方法，确定实施方案。

2．标准草案起草阶段

通过对辽宁省内生产企业的实地调研，获取了主要生产企业产品

检测报告、企业内控标准等材料。以产品检测数据及相关标准为支撑，

制定了具体的实施方案，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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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编写要求，起草《辽宁优

品 白啤酒》团体标准草稿。起草组将企业检验报告指标与啤酒的国

家标准进行比对后，对产品的原辅料要求、感官要求、理化要求以及

污染物限量四项指标做了重点的关注。

3．查找问题并修正草案阶段

标准草稿形成后，起草小组经过多次讨论，并反复征求企业及行

业专家意见，根据修改意见对草稿进行了多次修改。草稿趋于成熟后

于 2023 年 11 月 21 日召开了专家论证会议，组织了白啤酒行业协会、

生产龙头企业、高等院校、检测机构等各类专家学者对标准草案进行

研讨，会上专家针对讨论稿内容提出了合理化建议并达成共识。会后

梳理专家意见和建议，修改草案，使标准得到进一步完善，并形成征



求意见稿。

二、文件编制原则和确定文件主要内容的论据

1.文件编制原则

1.1 规范性

本文件的结构、编写规则和技术内容要素的确定是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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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和规定进行编制。

1.2 适用性

本文件充分考虑我省优品白啤酒的实际情况，在国标的基础上对

产品质量提出了更高、更细致的要求。

1.3 协调性和统一性

本文件遵循国家相关法律法规、政策性文件，与有关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相一致。

2.文件的主要内容

本文件共有七个章节，分别为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

义、要求及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和包装、运输、贮存。

3.文件主要内容制定论据

本标准依照“精选优质原材料，遵循良好生产加工过程，酿造麦

香浓郁啤酒”的原则，对白啤酒生产全过程进行了质量控制。对小麦

芽、小麦、大麦芽、啤酒花、酵母、酿造用水及食品添加剂分别进行

了规定；在 GB/T 4927-2008《啤酒》基础上，对产品泡持性、总酸、

双乙酰、铅含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3.1 范围

本章内容结合“辽宁优品 白啤酒”标准的实际规范对象，明确

了本标准的框架结构及适用范围——“本文件适用于辽宁优品白啤酒

（以下简称白啤酒）的生产”。

3.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引用国家标准、行业标准、规范要求26项，所引用的指标

内容均为现行有效、适用的标准。

3.3 术语和定义

GB/T 4927界定的术语和定义以及“白啤酒”适用于本文件。

辽宁优品“白啤酒”定义为：

以小麦芽和（或）小麦（小麦芽和小麦占麦芽总量的40％以上）、

大麦芽、水为主要原料，加啤酒花，经上面啤酒酵母发酵的具有丁香、

酯香等风味的浑浊啤酒。

注：不包括桶装啤酒、无醇啤酒、低醇啤酒。”

依据GB/T 17204-2021《饮料酒术语和分类》中对“白啤酒”的

定义，结合调研企业实际确定。

3.4 要求及检验方法

3.4.1原辅料

本标准对原辅料进行了质量控制，要求各原辅料符合相关标准，

并考虑到标准结构，将原辅料要求放到附录A中。

3.4.1.1小麦芽



本标准参照QB/T 1686-2008《啤酒麦芽》，并结合企业实际情况，

确定小麦芽的质量指标：色泽、气味、夹杂物、商品水分、浸出物（以

干基计）、α-氨基氮、库尔巴哈值、糖化力、糖化时间、煮沸色度、

粗细粉差、真菌毒素限量、污染物限量及农药残留限量。并在此基础

上，参考T/CBJ 3402-2023《啤酒小麦芽》对粘度、总氮、总酸指标

进行了要求。

3.4.1.2小麦

小麦要求及检验方法应符合GB 1351的规定。

3.4.1.3大麦芽

本标准参照QB/T 1686-2008《啤酒麦芽》，并结合企业实际情况，

确定了大麦芽的质量指标：色泽、气味、夹杂物、商品水分、浸出物

（以干基计）、α-氨基氮、库尔巴哈值、糖化力、糖化时间、煮沸色

度、粗细粉差、真菌毒素限量、污染物限量及农药残留限量。并在此

基础上，对总氮、总酸进行了要求。

3.4.1.4啤酒花

为保证辽宁优品白啤酒的质量控制，避免因原料选择导致的啤酒

花香气流失，要求使用的啤酒花为颗粒啤酒花——“应使用颗粒啤酒

花，要求及检验方法应符合NY/T 702的规定。”

3.4.1.5酵母

为保证辽宁优品白啤酒的产品稳定性，要求“应使用上面啤酒酵

母，要求及检验方法应符合GB 31639及GB/T 20886.1 的规定。”

3.4.1.6酿造用水



本标准参照GB/T 20942-2007《啤酒企业良好操作规范》中对酿

造用水的规定，要求酿造用水应符合GB 5749《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另外，酿造用水作为啤酒主要原料，直接影响着啤酒酿造的全过程，

继而决定着成品啤酒的质量和风味。因此在满足基本安全卫生要求

外，本标准对水质（浑浊度、溶解性总固体）、硬度（总硬度) 、消

毒剂残留（游离氯）进行了规定。

3.4.1.7食品添加剂

在充分调研白啤酒的生产过程、加工工艺及食品添加剂使用情况

下，本标准要求“除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外不得使用其他食品添加剂。

食品工业用加工助剂应符合GB 2760及其产品质量相关标准的规定”。

3.4.2生产加工过程

参照NY/T 273-2021《绿色食品 啤酒》中对生产过程的控制，食

品加工过程除了要求符合GB 8952-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啤酒生

产卫生规范》外，还提出了进一步要求，要求符合GB/T 20942-2007

《啤酒企业良好操作规范》。

3.4.3感官要求

依据GB/T 4927-2008《啤酒》中关于浑浊啤酒的定义，浊度(EBC)

定为≥2.0；根据GB/T 4927-2008《啤酒》中关于啤酒按色度的分类，

因白啤酒为淡色啤酒，色度(EBC)确定为2～14。悬浮物和形态均参照

GB/T 4927-2008《啤酒》中优级的要求。同时对泡持性、香气和口味

进行了优化。

（1）泡持性



因为泡持性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体现啤酒的质量，并且泡持性越

长，泡沫越细腻，给消费者带来的口感体验更好，因此结合企业调研

情况将泡持性确定为：“泡持性/s≥200”，高于GB/T 4927-2008《啤

酒》中对优级产品泡持性的要求。

（2）香气和口味

根据白啤酒特征风味，香气和口味确定为“具有丁香、酯香等特

有香气，口味纯正，爽口，酒体协调，柔和，无异香、异味”。

3.4.4理化要求

酒精度、原麦汁浓度、二氧化碳（质量分数）、蔗糖转化酶活性

依据GB/T 4927-2008《啤酒》中淡色啤酒优级产品的理化要求制定。

在充分调研的前提下，对总酸、双乙酰指标进行了优化。

（1）总酸

总酸是指啤酒发酵过程中产生的脂肪酸及其他有机酸的总量。过

量的酸会使啤酒口感粗糙,不柔和,不协调。因此，本标准在充分调研

企业成品检测数据后，对总酸含量进行了优化，要求“原麦汁浓度大

于等于14.1
o
P时，总酸（mL/100mL）≤2.8；原麦汁浓度在10.1

o
P～

14.0
o
P时，总酸（mL/100mL）≤2.4；原麦汁浓度小于等于10.0

o
P时，

总酸（mL/100mL）≤2.0”。

（2）双乙酰

双乙酰是啤酒风味物质中酮类的主要物质，也是衡量啤酒成熟与

否的决定性指标。当啤酒中双乙酰含量过高时，会给啤酒带来不愉快

的馊饭味。GB/T 4927-2008《啤酒》要求优级淡色啤酒的双乙酰含量



不超过0.1mg/L，本标准结合企业产品实际情况将指标定为“双乙酰

含量≤0.08mg/L”。

3.4.5卫生要求

参照GB/T 4927-2008《啤酒》中的卫生要求制定。

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中对铅

含量进行了规定“铅（以Pb计）/（mg/kg）≤0.2”，为严格控制产品

质量，参照NY/T 273-2021《绿色食品 啤酒》并结合企业实际将标准

定为“铅（以Pb计）/（mg/kg）≤0.05”。

3.4.6净含量

参照GB/T 4927-2008《啤酒》中对净含量的要求制定。

3.5 检验规则

参照GB/T 4927-2008《啤酒》制定，增加了对原辅料的规定，并

对判定规则进行了更高要求。结合企业实际，判定规则对比GB/T 4927

更严格，规定受检样品有任何一项指标检验不合格时，都应复检。

3.6 标志标签

本章内容基于GB/T 4927-2008《啤酒》制定，“标签应符合GB 7718

及GB 2758的规定。标识标注内容应按《食品标识管理规定》执行”。

3.7 包装、运输、贮存

3.7.1包装

本章内容基于GB/T 4927-2008《啤酒》制定。

3.7.2运输、贮存

参照NY/T 273-2021《绿色食品 啤酒》制定。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

期经济社会效益

通过制定本标准，可以在国标的基础上对产品质量提出更高、更

细致的要求。为下一步打造全新“辽宁优品 白啤酒”，促进“辽宁优

品”产品品牌建设，开展“辽宁优品”产品相关认证等工作奠定良好、

坚实的基础。

四、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的

关系

本标准根据《食品安全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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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进行编制。本标准引用国

家标准、行业标准、规范要求 26 项，所引用的指标内容均为现行有

效、适用的标准。

该标准的参考文献包括：GB/T 4927-2008《啤酒》、GB/T 17204

-2021《饮料酒术语和分类》、NY/T 273-2021《绿色食品 啤酒》、DB21/T

3603-2022“辽宁优品”认证通用要求、T/CBJ 3103-2020《白啤酒》、

T/CBJ 3402-2023《啤酒小麦芽》。

五、征求意见和分歧处理情况

本文件在编写过程中无重大分歧。

六、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