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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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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单

位）申请《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元谋洋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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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单位）

负责（牵头）《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元谋洋葱》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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由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牵头，云南省

农业科学院热区生态农业研究所、元谋县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

发展中心、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等多家单位共同参与编制。

为使标准的制定更合理、更具有可操作性，由云南省农业

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梁明泰副研究员发起组建标准编制小组，

由标准起草单位抽调技术骨干负责标准的编制工作，确定了以

梁明泰为组长，刘家讯、陈霞、李雪梅等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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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员详

细分工如表 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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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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明泰 男 副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

刘家迅 男 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调研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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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雪梅 女 实习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资料收集整理

朱莉 女 助理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标准文稿编写

李义林 男 研究实习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区生态农业研究所 标准文稿编写

陈大明 男 副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区生态农业研究所 标准文稿编写

杨国文 男 农艺师 元谋县农业农村局乡村产业发展中心 调研与协调

廖春燕 女 法人 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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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由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以及部分发起

单位的技术骨干组成标准编制工作组，负责标准起草工作，制

定标准编制计划。

1.3.1标准立项

2023年 4月 11日，标准正式立项。

1.3.2资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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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查阅、收

集、整理国内外的相关技术资料，了解最新技术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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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产业调研

2023年 6月至 8月，标准编制工作组多次开展元谋洋葱产

业调研。

1.3.4标准框架的建立和指标的验证

依据 GB/T 1.1-2020标准，参考同行业相关标准构建了标准

框架。分析了近年来的产品检验检测数据，并对批准的地理证

明商标产品使用区域内的生产企业进行了调研，了解了其种植、

生产工艺等，并组织相关的样品进行了试验。

1.3.5撰写初稿

2023年 9月至 10月，标准编制工作组起草了标准草案，技

术骨干就相关技术要点及规范内容进行商定，通过严格、严谨

地比对、整理、汇总，在广泛查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形成了

标准初稿。

1.3.6标准审定会

2023年 11月 20日-11月 27日，组织专家进行函审，邀请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环资所、云南省林业和草原科学院以及云南

省农业大学单位的 5 位专家对标准进行审定，形成标准征求意

见稿。

1.3.7广泛征求意见

2023年 11月 30日至 2023年 12月 15日，在全国团体标准

信息平台中公开广泛征求意见，并结合反馈意见对标准进行再

次修订，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4

2 制定（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2.1 制定（修订）标准的必要性

洋葱（Allium cepa L.）为百合科（Liliaceae）葱属（Allium L.）

草本植物，原产于亚洲西部，在全世界都广泛栽培。洋葱在我

国主要分布在山东的金乡县、鱼台县、单县、平度县，江苏的

丰县，甘肃的酒泉市、武威市，云南的元谋县、建水县、东川

区，四川的西昌市等地。

云南省元谋县于 20 世纪 70年代初开始种植洋葱，其得天

独厚的自然资源和丰富的农业资源以及特殊的干热河谷气候，

为洋葱的种植提供了优越的条件。随着农业结构的调整和高原

特色农业的发展，以及便利的铁路、公路运输网络的建成，近

年来元谋洋葱已经形成了具有地方特色的农业产业。据统计，

2023年全县洋葱种植面积达 2万多亩，总产值 2亿多元，农户

667 m2产值 9000～12000元，种植效益非常明显。

发展洋葱种植，对增加农民收入、稳定巩固脱贫成果、推

动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利用产业带动精准扶贫，推进脱贫

攻坚产业开发，引导贫困户种植发展洋葱，能够实现巩固脱贫

攻坚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目前，洋葱产业已发展成为元谋县

的一个特色优势产业，蔬菜产业也已成为元谋县“一县一业”

重点发展的农业产业。

随着洋葱产业的快速发展，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对标准化

生产技术的要求显得越来越迫切，但目前元谋县洋葱的生产技

术没有一定的标准，无系统配套的生产技术标准，种植管理技

术不统一、不规范，绿色病虫害综合防控技术应用较少，不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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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使用农药、肥料等生产投入品，严重影响着洋葱的品质和质

量安全。市场无序发展，产业陷入恶性循环状态，劣质产品随

处可见。因此有必要对地理标志证明商标元谋洋葱进行全面的

规范，以提升产业发展。

2.2 制定（修订）标准的意义

为进一步规范元谋县洋葱行业的市场行为，通过标准引领

产业发展，以团体标准为内涵、以集体商标为载体，引导商会

企业抱团发展，全面提升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地理标志证明

商标元谋洋葱的质量水平，以“凸显技术、彰显品质”为出发

点，以具备质量、技术亮点的团体标准赋予集体商标灵魂，有

效促进元谋洋葱知名区域品牌的建设，并逐步形成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元谋洋葱行业的发展模式。

3 标准（修订）编制的原则和依据

3.1 基本原则

本标准的研究与编制工作遵循以下原则：

3.1.1符合性原则

本标准使用时能够与法律法规和国家强制性标准的要求保

持一致，符合国家相关主管部门的要求。

3.1.2实用性原则

本标准规范是对实际工作成果的总结与提升，保持整体结

果合理且维持原意和功能不变的同时，针对不同的公司和合作

社，做到可操作、可用与实用。

3.1.3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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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编写。

3.2 制定依据

依据《标准化法》、《地理标志标识管理办法（试行）》

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标准编写格式、内容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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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 GB/T 17924-2008《地理标志产品标准通用要求》。标准中引

用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及相关法律法规的内容与本标准协

调一致。

本文件框架结构的编写主要依据如下：

GB/T 32950 鲜活农产品标签标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5009.8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抗坏血酸的测定

GB/T 8321 （所有部分）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T 8855 新鲜水果和蔬菜 取样方法

GB/T 8858 水果、蔬菜产品中干物质和水分含量的测定

方法

NY/T 394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

NY/T 1071 洋葱

NY/T 2009 水果硬度的测定

NY/T 2637 水果和蔬菜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测定 折射

仪法

SB/T 10158-2012 新鲜蔬菜包装与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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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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本结构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元谋洋葱》团体标准文本分为前言、

引言、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保护范围、自然

条件、种植技术要求、产品质量要求、检验规则、检验方法、

标签标识、包装、运输、贮存等部分。

4.2 标准名称

标准名称“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元谋洋葱”，以区别未获地

理标志保护产品，突出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限定作用。

4.3 标准名称英文翻译

标准的名称“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元谋洋葱”翻译为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Registered as Certification Marks of

Yuanmou Onion。

4.4 术语和定义

给出元谋洋葱的定义，术语和定义中所列的术语的英文翻

译，如有类似术语的标准，参考了其翻译，没有类似术语标准

翻译的，通过百度翻译和谷歌翻译后进行对比，并参考网络相

关翻译后进行确定。

4.5 保护范围、自然环境

4.5.1保护范围

与元谋洋葱地理标志证明商标批准保护的范围相同，为东

经 101°35'～102°06'，北纬 25°23'～26°06'之间，包括云南

省楚雄彝族自治州元谋县元马镇、黄瓜园镇、羊街镇、老城乡、

平田乡、新华乡、物茂乡、江边乡、凉山乡和姜驿乡，共 10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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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镇。

4.5.2自然条件

该地域位于云南省中部的楚雄彝族自治州的北部，属于干

热河谷地形，地势东南高，西北低，四周皆是高山，中部镶嵌

小盆地。海拔在 900 m～2800 m之间，元谋洋葱主要种植在 1500

m以下的干热河谷坝区，地域内属低纬度高原季风气候，冬无

严寒，夏季炎热干燥少雨，年平均气温 20℃～24℃，空气湿度

53%左右，年平均降水量 600 mm～900 mm，年日照时数 1900

h～2800 h，日照率 55%～65%，年辐射量约 130 Kcal/cm2～150

Kcal/cm2，无霜期 300 d以上。元谋洋葱于 10月份育苗，11月～

12月移栽种植，此时地域内温度 10℃～30℃，益于洋葱生长。

该地域主要河流有金沙江、永定河、龙川江、班果河、蜻

蛉河等；土壤类型主要为燥红土、红壤土、沙壤土等，pH值为

5.5～8.0，酸碱度适中，土壤有机质含量≥6 g/kg，碱解氮≥50.5

ppm，速效磷≥30 ppm，速效钾≥135 ppm。

4.6 种植技术要求

本文件对于“种植”过程从品种选择、种苗选择、生产基

地选择、移栽、管理、浇水、施肥、病虫害防治和收获等环节

加以规范。

经过多年品种筛选示范，适宜元谋种植的红葱有红帅，黄

葱有纽 4，白葱有沙狐等，抗病性强、优质高产、商品性及市场

前景好，其中主要以红葱和黄葱为主要栽培品种，充分考虑了

元谋洋葱的种植历史文化、产量品质高低以及农业生产经验的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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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苗选择非常关键，宜选用苗龄合适，无病虫害、无机械

损伤的苗床撒播裸根苗，根系发达，植株健壮，株高 15 cm～20

cm。也可以采用穴盘基质栽培苗。

宜选灌溉及排水条件较好，土壤肥力中上，土质疏松，通

透性好，无污染的坝区平整水浇地或半山坡改耕地。一般于 10

月下旬～12月上旬定植，定植深度膜下 2 cm～3 cm。定植后浇

透定根水并压实地膜。

洋葱的生产过程中施肥要满足绿色食品肥料使用准则

（NY/T394）的要求。施肥遵循“有机无机并用、氮磷钾不同

时期配合施用、适当增施钾肥、及时补充中微量元素”原则，

提倡水肥一体化技术。在洋葱生产中所使用的肥料应对环境无

不良影响，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保持或提高土壤肥力及土壤

生物活性。且应对洋葱的营养、味道、品质和植物抗性不产生

不良后果。在保障洋葱营养有效供给的基础上减少化肥用量，

肥料种类的选取以农家肥料、有机肥料为主，化学肥料为辅。

洋葱整个生育期内追肥次数、追肥种类及追肥量根据土壤肥力、

底肥施用情况及植株长势等确定，一般整个生育期内追肥6次～

8次。第 1次追肥在洋葱苗定植成活后 20 d～25 d进行，结合浇

水进行追肥，每 667 m2施用高氮复合肥或尿素 6 kg～8 kg，苗

期和发叶期施肥主要以氮肥为主；鳞茎膨大期，每 667 m2追施

高钾复合肥或硫酸钾 10 kg～15 kg，随水追施，合理补充钙镁等

微量元素，以提高洋葱的品质及抗逆性。

病虫害防治过程中，元谋洋葱种植过程中主要病害有霜霉

病、紫斑病、软腐病等；主要虫害有蚜虫、红蜘蛛、白粉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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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马、葱蝇等。按照“预防为主、绿色防控、综合防治”方针，

以农业防治为基础，综合运用生态调控、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

措施，创造不利于病虫发生的环境条件，减少各类病虫害所造

成的损失。在采用农业、物理、生物防治仍不能达到防治效果

的情况下，选用化学防治，农药使用按照 GB/T 8321标准执行。

4.7 质量要求和检验规则

关注顾客满意，依据食品安全法律法规要求，结合元谋洋

葱的特点，从感官质量、理化指标和安全指标等方面提出了要

求，感官、营养指标的确定主要依据产品实测数据。

独特的地域条件造就了“元谋洋葱”优良品质。元谋洋葱

种类主要包括红葱、黄葱和白葱三种，种类不同，口感和营养

价值也不同。红葱色泽紫红，球茎适中；黄葱色泽金黄光亮，

球茎较大；白葱色泽洁白或浅黄，球茎适中。本标准中感官指

标依据商品果市场占有率，从紧实度、外形和表面质量加以描

述；理化指标确定明确了反应产品特性的硬度、可溶性固形物、

干物质含量和维生素 C等项目，指标确定依据了产品检测数据。

卫生指标洋葱中的重金属及有害物质限量应符合 NY/T 1071规

定的要求、农药残留限量应符合 NY/T 1071等规定的要求。如

下表 2～5所示。

表 2 感官要求（紫皮洋葱）

项目 一等 二等 三等

基本要求
鳞茎紧实，色泽紫红，整修良好，无开裂，无病虫斑，无嫩芽，干燥，无软腐，新鲜

洁净，无异味。横径≥7.0 cm，单球重≥250 g，着色层4层～6层。

外观要求
具有同一品种的特征（球

形指数差别＜5%），表面

具有相似品种的特征（球形

指数差别＜10%），表面光

具有同一品种的特征（球形

指数差别＜10%），表面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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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滑，大小均匀一致，横

径差异＜3%。

滑，大小均匀一致，横径差

异＜5%。

滑，大小均匀一致，横径差

异＜10%。

不合格限

度（以重

量计）/%

每批产品不合格率≤5%，

其中不得有机械损伤，不

得有病虫斑，无软腐。

每批产品不合格率≤10%，

其中不得有机械损伤，病虫

斑不得超过2%，无软腐。

每批产品不合格率≤15%，

其中机械损伤不超过1%，

病虫斑不得超过3%，软腐

不得超过1%。

表 3 感官要求（黄皮洋葱）

项目 一等 二等 三等

基本要求
鳞茎紧实，色泽金黄光亮，整修良好，无开裂，无病虫斑，无嫩芽，干燥，无软腐，新鲜洁净，无

异味。横径≥8.5 cm，单球重≥350 g，着色层2层～3层。

外观要求

具有同一品种的特征（球形指

数差别＜5%），表面光滑，大

小均匀一致，横径差异＜3%。

具有相似品种的特征（球形指数

差别＜10%），表面光滑，大小

均匀一致，横径差异＜5%。

具有同一品种的特征（球形指数

差别＜10%），表面光滑，大小

均匀一致，横径差异＜10%。

不合格限

度（以重量

计）/%

每批产品不合格率≤5%，其中

不得有机械损伤，不得有病虫

斑，无软腐。

每批产品不合格率≤10%，其中

不得有机械损伤，病虫斑不得超

过2%，无软腐。

每批产品不合格率≤15%，其中

机械损伤不超过1%，病虫斑不

得超过3%，软腐不得超过1%。

表 4 感官要求（白皮洋葱）

项目 一等 二等 三等

基本要求
鳞茎紧实，色泽洁白或浅黄，整修良好，无开裂，无病虫斑，无嫩芽，干燥，无软腐，新鲜洁净，

无异味。横径≥8.0 cm，单球重≥300 g。

外观要求

具有同一品种的特征（球形指

数差别＜5%），表面光滑，大

小均匀一致，横径差异＜3%。

具有相似品种的特征（球形指数

差别＜10%），表面光滑，大小

均匀一致，横径差异＜5%。

具有同一品种的特征（球形指数

差别＜10%），表面光滑，大小

均匀一致，横径差异＜10%。

不合格限

度（以重量

计）/%

每批产品不合格率≤5%，其中

不得有机械损伤，不得有病虫

斑，无软腐。

每批产品不合格率≤10%，其中

不得有机械损伤，病虫斑不得超

过2%，无软腐。

每批产品不合格率≤15%，其中

机械损伤不超过1%，病虫斑不

得超过3%，软腐不得超过1%。

表 5 理化指标

项目 指标 检验方法

硬度（Pa） ≥10.0×105 NY/T 2009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 ≥8.0 NY/T 2637

干物质含量（%） ≥10.0 GB/T 8858
维生素C含量（mg/100g） ≥8 GB 5009.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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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项指标的检测引用了相关国家标准。

5 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6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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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编制过程中，主要遵循 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结构和编写》，并参考了部分国家、行业标准，

标准结合元谋县实际情况制定，编制符合国家对标准结构、内

容的要求，同时与目前国家相关文件及要求相互补充。

建议本标准推荐性实施。本标准不触犯国家现行法律法规，

不与其他强制性国标相冲突。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及依据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元谋洋葱》在制定过程中，征求了云

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区生态农业研究所、元谋县农业农村局等单

位专家的意见，编制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

9 标准性质的建议

建议《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元谋洋葱》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

发布实施。

10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鉴于本标准是地理证明商标元谋洋葱的规范标准，用于规

范地理证明商标元谋洋葱管理，提高地理证明商标使用效率，

更好地推动元谋洋葱产业发展，建议在标准贯彻执行过程中，

地理标志产业协会、企业以及合作社应当起到协调以及推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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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用。

11 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替代或废止。

12 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元谋》标准编制组

2023年 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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