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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白河光皮木瓜》 

编 制 说 明 

1.工作简况 

1.1 任务来源 

本项目在白河县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下，由白河县人民政府提出，报陕西省卫

生健康委员会申请立项。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下发 2021 年度食品安全地方

标准制定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委托陕西功能食品工程中心有限公司实施。 

1.2 承担单位 

归口单位：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承担单位：陕西功能食品工程中心有限公司 

起草单位：陕西功能食品工程中心有限公司、陕西省保健品检测中心、白河县逸

酒酒业有限责任公司、白河县林业局、白河县木瓜产业办公室。 

1.3 标准制定的可行性 

1.3.1 光皮木瓜的食用历史 

南北朝时期陶弘景的《本草经集注》记载：“木瓜，味酸，温，无毒，食用主治

湿痹邪气，霍乱，大吐下，转筋不止”。明代李时珍的《本草纲目》记载：“木瓜性

脆，可蜜渍之为果。去子蒸烂，捣泥入蜜与姜作煎，冬月饮尤佳”。 

《陕西果树志》记载，木瓜，又名南木瓜。关中、陕南各地均有栽种。果皮厚，

光滑润泽，肉质粗硬，味酸涩，富芳香。果可煮食、酿造、蜜饯加工。 

《河南植物志》记载，木瓜，河南各地有栽培。原产我国，现山东、陕西、安徽、

江苏、湖北等省均有栽培。果实经蒸熟后可制蜜饯。 

《贵州植物志》记载，木瓜（即光皮木瓜）产山东、山西、河南；华东、华南、

华中及西北等地也有。果实蒸熟或糖渍供食用。 

《中国树木志》记载，木瓜，又名香瓜（河南）、铁脚梨（新本草纲目），产于

陕西秦岭、河南、山东、安徽、江苏等地，果实含苹果酸、酒石酸、枸橼酸、维生素

等，经蒸熟后作蜜饯可食。 

《河北植物志》记载，木瓜在河北石家庄有栽培，北京动物园、颐和园、东北旺

药圃也有栽培。分布于山东、陕西、湖北、江苏、安徽等。为栽培观赏植物。果实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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涩，须糖渍后方能食用，经久不皱不烂，作案头清赏。 

《山东果树志》记载，木瓜，又称光皮木瓜，自古栽培，各地散生。曾作为山东

特产，远销京津，可加工蜜饯。 

《河北树木志》记载，木瓜产河北石家庄、保定。分布于山东、陕西、湖北、江

苏、安徽、广东及广西等地，果实水煮或糖渍供食用。 

《皖北植物资源志》记载，木瓜栽培于庭院供观赏，果经糖渍后可食。 

《甘肃省小陇山高层植物志》记载，木瓜在小陇山地区均有栽培或野生，林区南

部较多。果可做蜜饯。 

1.3.2 白河光皮木瓜的产业现状 

1.3.2.1白河光皮木瓜的种植过程 

白河县地处东经 109°37″至 110°10″、北纬 32°34″至 32°55″，位于陕西

省东南部，大巴山东段，北临汉江，隔江与湖北省郧西县相望，东、南部分别与湖北

省郧县、竹山县接壤，西与旬阳县相连，有“秦头楚尾”之称。地处亚热带向暖温带

过渡气候带，属大陆性季风湿润气候区，平均气温为 12.2~16.5℃，平均年降水量

787.4 mm，无霜期为 234~261 天，土壤以黄棕壤为主，占 93%以上，黄棕壤具有较强

的保水、保肥能力，土壤 pH值在 6.5~8.3，有机质和钾素较丰富。日照充足，雨量丰

沛，气候温和，土壤肥沃，其独特的生态条件和气候条件，使得白河光皮木瓜色泽金

黄、果大、肉质厚、芳香宜人。 

白河光皮木瓜喜向阳、温暖、湿润及雨量充沛的环境，不耐庇荫、较耐寒，对土

壤要求不严，但以土层深厚、肥沃湿润、排水良好的沙壤土为佳；选择根系发达、无

病虫害的播种苗或嫁接苗，春栽在土壤解冻到树苗发芽前（2 月下旬至 3 月中旬），

秋栽在木瓜树正常落叶后到土地封冻前（11 月中旬至 12 月初）。每公顷 840 株，每

穴一株，栽植时先在穴中央挖一直径 30cm 左右的坑，将苗放入坑中央，舒展根系，

然后边扶苗边埋土边踩实，做到苗正根展踏实，栽植深度至苗木出圃原土痕处，栽后

浇足定根水，覆盖 80cm×80cm地膜；结合追肥和翻耕，每年中耕除草、松土、追肥，

并进行水分管理；生长期间，不宜强剪，只剪病虫枝、枯枝，以冬季修剪为主；白河

光皮木瓜的主要虫害有梨小食心虫、桃小食心虫、桃蛀螟等，按常规方法防治；10

月中下旬，木瓜果皮呈现金黄色，香味浓郁时，即可采收。选择晴天采果，从下往上、

从外向内分批采收；采果时一手扶果，一手用采果剪从果柄与果蒂平处剪下，轻采轻

放，减少碰压，分批次置于阴凉干燥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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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2白河光皮木瓜的农药使用情况 

在白河光皮木瓜的生长与果实的发育阶段，易出现病虫害。为了提高白河光皮木

瓜的产量，应该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病虫害防治原则。白河光皮木瓜种植

过程中，最常见的病害是叶枯病，又称作是枯斑病，在整个生长季节中都会出现，高

发时期是七月到八月。木瓜叶枯病发病初期表现为叶片有褐斑，伴随着叶片的生长，

逐步扩大呈现出黑褐色，后期较为严重的情况下，整个叶片上都是病斑，导致叶片枯

死脱落。对此，常用的防治方法可以采用相应浓度的多菌灵、三唑酮进行树冠喷雾。 

对于一些常见的害虫，比如食心虫、蚜虫等，可以选择使用效果比较好且毒性较

低的杀虫剂喷洒防治。 

1.3.2.3白河光皮木瓜的产业现状 

2002 年，白河县政府组织人员通过充分调研和科学论证，提出在白河县发展 10

万亩木瓜的目标，结合实施退耕还林工程，引导农民积极发展木瓜种植，木瓜面积不

断增加。2002年秋，白河县落实木瓜育苗 271亩。2003年 10月，县政府印发《关于

大力发展木瓜产业的实施意见》，全县开始大规模种植，当年木瓜栽植面积突破 4.2

万亩，年产木瓜 1500 吨左右。2004 年 8 月，卡子镇、中厂镇 1 万亩木瓜标准化种植

示范区及 307 亩中心示范点建设启动，本年木瓜发展到 6.5 万亩。2005 年 11 月，在

4镇 11个行政村建优质木瓜基地 3800亩。2006年，木瓜发展到 10.77万亩，产量达

到 2~3 万吨，成为陕西省乃至全国木瓜产业大县。2007~2008 年，白河县规划在原有

10万亩木瓜栽植基础上，根据木瓜生产加工规划布局，品种调整，提出加大木瓜种植

比例，再发展 10 万亩的目标。2009 年，出台《白河县光皮木瓜标准化栽培技术区域

试验实施方案》，当年发展 2.2 万亩。2010~2012 年，全县种植光皮木瓜面积 14.2

万亩，其中连片 8.4万亩、零星栽植 5.8万亩。2014年至今，白河县全县木瓜种植面

积维持在 14.2万亩，有 40个重点生态富硒木瓜示范村，为全国最大的光皮木瓜生产

基地之一。全县在 11个镇 113个行政村 4个社区累计发展木瓜面积 142048亩，木瓜

园挂果面积 76184亩，产量 8244吨，年产值 4.09亿元。根据产业发展趋势，“十四

五”规划规范化管护 14.2万亩，产值 2.84亿，带动 91521人就业。 

全国木瓜种植面积大约 67 万亩，产量约 83.7 万吨，产值约 13.4 亿元。陕西省

种植面积约 24万亩，产量约 30万吨，产值约 4.8亿元。 

1.3.2.4白河光皮木瓜的产业发展 

白河县高度重视白河光皮木瓜产业发展，“十二五”期间，将白河光皮木瓜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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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为县域经济四大主导产业之一，按照“五个一”（一村一个合作经济组织、一名

领导包抓、一套考核办法、一名技术员指导、一份订单销售）的工作机制，着力推进

白河光皮木瓜产业健康发展。2008年白河县人民政府以《关于提请将白河木瓜列为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的请示》（白政字（2008）75 号）申请白河木瓜原产地保护，2009

年通过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资格审查，4月 22日以《关于受理天津板栗（天津

产区）等产品申报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公告》（2009 年第 29 号）向社会发布受理公

告；2010年被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关于批准对查干湖胖头鱼、黄松甸黑

木耳、武安小米、白河木瓜、帕米尔冰川矿泉水实施地理标志产品保护的公告》（2010

年第 28 号），批准白河木瓜为地理标志保护产品。同时为促进生态环境改善，丰富

白河光皮木瓜文化，提炼白河光皮木瓜深层文化内涵，省、市、县电视台先后制作木

瓜科技示范、旅游等电视专题片，白河县政府门户网站专门制作了木瓜网页，文化宣

传部门不仅制作了木瓜宣传画册、展板，还以木瓜为题材编排节目巡回演出。并通过

全国木瓜协会等平台，广泛交流木瓜信息，展示白河光皮木瓜品牌和木瓜研究成果，

努力营造白河光皮木瓜与人文自然的和谐气氛，以此推动白河光皮木瓜产业更好更快

地发展。 

在白河县“十三五”规划中，继续将白河光皮木瓜种植基地建设和白河光皮木瓜

精深加工项目列为重点规划建设项目，以加工业发展驱动产业转型升级为主线，围绕

多层级、多业态木瓜产业发展路径，实施“14315”木瓜产业发展工程，聚集“五个

一流”木瓜发展战略目标，延长产业链，提高木瓜全产业链综合集成水平，完善科技

创新体系，加速培育产业适应现代化大生产的能力，提质增效，实现白河光皮木瓜产

业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历史性跨越。但白河光皮木瓜在发展中仍存在一些关键性技术问

题：一是缺乏地方良种，仍以实生繁殖和栽培为主，品种混杂、品质不佳；二是技术

力量薄弱，木瓜园建设和管理不规范，丰产、稳产性差。为了解决白河光皮木瓜产业

发展中的关键技术难题，2007年以来，白河县农林科技局、安康市林业技术推广中心、

白河县科技开发中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及相关企业单位联合科技攻关，通过科技人

员的调查研究，取得一批技术成果。2009 年至 2010 年期间白河天裕农业高新技术有

限公司授权《一种木瓜冻干超微粉的制备方法》、《一种从木瓜中提取天然香料的方

法》、《一种木瓜红枣保健果酒的制备方法》3 件发明专利，荣获陕西省专利奖励成

果二等奖；2014年由安康市林业技术推广中心、原白河县林业局、白河光皮木瓜办联

合编制并颁布了安康市地方标准 DB6109/T22-29-2014《光皮木瓜标准综合体》；由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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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县科技开发中心承担的《木瓜规范化栽培技术试验、示范与推广》项目获得安康市

科技进步一等奖；由白河县木瓜办承担的《白河光皮木瓜食心虫防控技术研究及示范

推广》项目获得安康市科学技术二等奖。这些标准、专利和成果的转化应用，极大地

支撑和保障了白河光皮木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也为加快研究起草制订《食品安全地

方标准 白河光皮木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022年 2月 14日，白河县发布了《白河县 2022年木瓜产业建设补助项目实施方

案》，以产品研发为抓手，加强加工企业设施、设备建设，抓好木瓜示范基地建设。

预计在 2022年底新建 620亩标准化木瓜园，30亩品种培优，规范化管护 4600亩标准

化木瓜园，通过规范化管护，亩均效益超过 1500元。 

1.4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白河县素有“木瓜之乡”美称，白河县委把光皮木瓜列为全县经济发展的主导产

业之一。光皮木瓜在白河县具有 30 年以上传统食用习惯，但是目前没有统一的国家

标准和行业标准，且我省《白河光皮木瓜》的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尚属空白，为实现白

河光皮木瓜作为食品原料生产有标可依，产品流通规范有序，有必要制定陕西省《食

品安全地方标准 白河光皮木瓜》。 

白河县已有多家光皮木瓜生产加工企业，同时白河本地人常将白河光皮木瓜加工

成果酒、果脯、果丝、果醋等食品形态食用，随着市场认知度的不断提高，白河光皮

木瓜将被更多的消费者认可，但因没有统一的食品安全标准，企业生产没有法规依据。

因此，为进一步加强白河光皮木瓜的质量指标、污染物限量以及农药残留限量的检验

监管，对白河光皮木瓜种植、加工、包装、运输过程的安全监管监控，亟需制订白河

光皮木瓜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来规范市场、保护消费者权益。 

1.5 标准制定的意义 

1.5.1 填补白河光皮木瓜作为食品原料无标可依的空白 

目前国内光皮木瓜没有统一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我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白

河光皮木瓜》尚属空白，对于白河县种植的光皮木瓜因没有作为食品原料准入的法规

依据，大大影响了原料销路，严重影响了农民的积极性。制定《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白

河光皮木瓜》，将实现白河光皮木瓜作为食品原料生产有标可依，可从源头确定行业

的新标杆，对于通过逐步规范种苗繁育、种植管理、产品加工、产后销售等完整产业

链条的生产经营行为意义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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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2 助力农民增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 

白河县将白河光皮木瓜定为“一县一业”政策的主导产业，通过“八大产业”中

白河光皮木瓜为重点的主导产业培育，加快构建主业带动、多元发展、多极支撑的产

业体系。按照“政府引导、市场主导、统筹规划、示范带动、集约发展”的思路，以

现代农业园区为集聚平台，做优特色现代农业，稳步推进农业特色产业建设，形成“种

植基地+科研中心+加工园区+现代物流+农业旅游”一体化的乡村农业园区经济体，可

延伸产业链，惠及千家万户。 

白河县人民政府 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印发政府工作报告的通知（白政发

〔2020〕9号）”中提到，通过木瓜种植加工，全年减贫 10143户 23124人，73个贫

困村达标退出，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实现乡村振兴方面，提供了有力的产业支撑。 

1.5.3 对完善种植规划、涵养水源、保护生态环境意义重大 

白河县人民政府 2020 年政府工作报告“关于印发政府工作报告的通知（白政发

〔2020〕9 号）”将白河光皮木瓜列为“八大产业”之首，计划新建和改造白河光皮

木瓜、茶叶等特色主导产业基地 7.6万亩，新培育省级龙头企业 3家、市级 6家，农

业产业化联合体 3 个，各类农业园区、家庭农场、合作社等新型经营主体 76 个，农

业增加值增长 3.9%。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白河光皮木瓜》的正式发布，对强化

农产品质量管理意义重大。 

依托市场主体加强白河光皮木瓜基地管护，新建 3个标准化白河光皮木瓜园区，

每镇打造 1个百亩以上示范点，促进集约规模经营。突出抓好白河光皮木瓜产品研发

和深加工，引进 1家以上木瓜加工企业，以“木瓜小镇”建设为抓手，推进光皮木瓜

产业与观光旅游、生态绿化、健康养生等产业深度融合，积极培育观赏光皮木瓜、景

观苗木、盆景园艺等多种业态，构建苗、树、果、品、游立体化经营格局。加强农产

品质量管理和品牌建设，积极培育区域公用品牌，完成“白河光皮木瓜”地理标志证

明商标注册。 

大面积人工种植白河光皮木瓜，对提高森林覆盖率、改善环境，防止水土流失、

涵养水源、改良土壤、改善气候、保障农业等均有重要意义。 

1.6 标准制定的过程 

本标准内容的研究始于 2020年，编制组成员前期收集大量相关标准及文献资料，

经过多次会议形成实施方案。结合白河光皮木瓜的产品检验数据及相关标准进行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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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于 2020年 6月 18日在陕西西安组织有关行业专家召开了标准拟立项研讨会，

会上专家讨论后一致认为，标准项目组应进一步完善立项报告，上报省卫生健康委开

展立项论证，根据专家意见，项目组进行了完善，形成了《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立项建议书》以及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白河光皮木瓜》立项报告初稿，并于

2020 年 8 月 13 日在陕西西安组织相关专家召开了标准立项论证会，会上专家通过讨

论最终达成一致，肯定了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白河光皮木瓜》立项的必要性，

建议上报省卫生健康委立项，根据专家意见修改完善后，形成了《陕西省食品安全地

方标准立项建议书》以及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白河光皮木瓜》立项报告终稿，

2020 年 9 月上报陕西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列入 2021 年度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定计

划。 

标准编写组成员研究编写形成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白河光皮木瓜》标准

文本和编写说明，上报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并于 2021 年 11 月 12 日在陕西西安组

织相关专家召开首次标准评审会，会上专家就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进行了讨论，并提

出了修改意见。会后标准编写组成员根据专家意见逐一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标准评审

稿和标准编制说明，上报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并于 2022年 5月 31日在线上召开第

二次标准评审会，会上专家就标准评审稿和标准编制说明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修改意

见。会后标准编写组成员根据专家意见一一对应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标准评审稿和标

准编制说明，上报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并于 2022年 12月 9日召开线上第三次标准

评审会，会上专家就标准评审稿和标准编制说明展开讨论，最终一致认为：白河光皮

木瓜食品安全地方标准设计严谨，指标合理，依据充分，数据详实，标准实施利于白

河光皮木瓜产业健康发展，建议按照专家意见完善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后呈报省卫生

健康委批准发布。 

2.标准制定的原则、主要内容及依据 

2.1 标准制定的原则 

本标准编写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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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

的规定。 

本标准修订遵循“科学性、实用性、规范性、安全性、适用性、可行性”原则，

严格按照《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的规定，符合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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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行业、地方）标准的要求，充分考虑企业生产客观实际需要，并参照国内相关标

准予以制定。标准所包含的内容结构合理、层次清晰，内容科学可靠，文字表述准确，

通俗易懂，有利于产品质量管理，可操作性强，并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2.2 所属类别说明 

白河光皮木瓜适宜加工成木瓜酒、木瓜醋、木瓜汁饮料、木瓜果脯等食品，但是 

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中真菌毒素限量》、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所属类别中均没有光皮木瓜。在制

定本标准时，主要考虑白河光皮木瓜作为食品食用时常用于加工制成果酒、果脯、果

醋、果丝、饮料等，流通于市场上的终产品形式类似于新鲜水果和水果干类，因此，

本标准在制定食品标准指标时，白河光皮木瓜主要参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对新鲜水

果类别的要求进行，干制白河光皮木瓜主要参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对水果干类类别

的要求进行。 

白河县种植光皮木瓜涉及11个镇，为保证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白河光皮

木瓜》中各项指标设定科学严谨，标准编写组采集白河县域内11个镇27个村和周边区

县3个村的成熟光皮木瓜样品（白河光皮木瓜、干制白河光皮木瓜各抽检30份）,委托

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食品化妆品检验检定中心和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SGS）

测定，样品采集地点信息及样品编号具体信息见表1、表2。经分析研判后，确定白河

光皮木瓜的理化指标、污染物限量、展青霉素和农药残留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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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白河光皮木瓜样品采集地点信息和样品编号表（2021年） 

序号 采集地点 分类 样品编号 

1 卡子镇桂花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0）第 001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0）第 014号 

2 宋家镇联络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0）第 002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0）第 015号 

3 构扒镇黑龙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0）第 003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0）第 016号 

4 

 
城关镇安坪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0）第 004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0）第 017号 

5 城关镇安坪村-阳坡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0）第 005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0）第 018号 

6 双河镇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0）第 006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0）第 022号 

7 西营镇柳树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0）第 007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0）第 023号 

8 中厂镇顺利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0）第 008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0）第 024号 

9 仓上镇槐坪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0）第 009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0）第 019号 

10 麻虎镇兴坪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0）第 010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0）第 021号 

11 中厂镇新厂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0）第 011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0）第 025号 

12 仓上镇石关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0）第 012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0）第 020号 

13 茅坪镇宋家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1）第 004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3）第 015号 

14 茅坪镇双青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1）第 005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3）第 012号 

15 卡子镇陈庄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1）第 006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3）第 013号 

16 西营镇蔓营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1）第 007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3）第 01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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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采集地点 分类 样品编号 

17 仓上镇天宝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1）第 008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3）第 010号 

18 麻虎镇月镇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1）第 009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3）第 014号 

19 中厂镇石梯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1）第 010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3）第 016号 

20 构扒镇东坡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1）第 021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3）第 017号 

21 构扒镇玉门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1）第 022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3）第 009号 

22 旬阳市神河镇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1）第 012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1）第 001号 

23 仓上镇裴家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1）第 013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1）第 002号 

24 旬阳市武王镇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1）第 014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1）第 003号 

25 双丰镇五星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1）第 015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1）第 004号 

26 仓上镇农庄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1）第 016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1）第 005号 

27 冷水镇三院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1）第 017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1）第 006号 

28 冷水镇小双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1）第 018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1）第 007号 

29 冷水镇红椿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1）第 019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1）第 008号 

30 双丰镇闫家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1）第 020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112）第 00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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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白河光皮木瓜样品采集地点信息和样品编号表（2022年） 

序号 采集地点 分类 样品编号 

1 卡子镇桂花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35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05号 

2 宋家镇联络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36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06号 

3 构扒镇黑龙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37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07号 

4 

 
城关镇安坪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38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08号 

5 城关镇安坪村-阳坡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39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09号 

6 双河镇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40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10号 

7 西营镇柳树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41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11号 

8 中厂镇顺利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42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12号 

9 仓上镇槐坪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43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13号 

10 麻虎镇兴坪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44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14号 

11 中厂镇新厂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45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15号 

12 仓上镇石关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46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16号 

13 茅坪镇宋家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47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17号 

14 茅坪镇双青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48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18号 

15 卡子镇陈庄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49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19号 

16 西营镇蔓营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50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20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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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采集地点 分类 样品编号 

17 仓上镇天宝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51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21号 

18 麻虎镇月镇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52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22号 

19 中厂镇石梯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53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23号 

20 构扒镇东坡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54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24号 

21 构扒镇玉门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55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25号 

22 旬阳市神河镇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56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26号 

23 仓上镇裴家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57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27号 

24 旬阳市武王镇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58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28号 

25 双丰镇五星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59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29号 

26 仓上镇农庄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60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30号 

27 冷水镇三院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61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31号 

28 冷水镇小双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63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33号 

29 冷水镇红椿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64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34号 

30 双丰镇闫家村 
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62号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普食检 J（202209）第 032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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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标准的主要内容及依据 

2.3.1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白河光皮木瓜和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2.3.2 术语和定义 

白河光皮木瓜是陕西省白河县行政区域内及周边地区的蔷薇科木瓜属植物木瓜

Pseudocydonia sinensis的成熟果实。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是以白河光皮木瓜为原料，经清洗、切割、干燥等工艺而成。 

2.3.3 技术要求 

2.3.3.1感官要求 

根据白河光皮木瓜的实际情况确定感官要求。具体检验方法：取适量样品置于洁

净的白色盘(瓷盘或同类容器)中，在自然光下观察色泽、形态、质地和杂质，嗅其气

味，尝其滋味。各采集地点白河光皮木瓜感官结果如下。 

（1）色泽：各采集地白河光皮木瓜样品的色泽主要呈现黄绿色、黄色；各采集

地干制白河光皮木瓜样品的色泽主要呈现黄色、黄棕色。 

（2）气味、滋味：各采集地白河光皮木瓜样品和干制白河光皮木瓜样品的气味

和滋味，均为气微清香，味酸、涩。 

（3）形态、质地：各采集地白河光皮木瓜样品均为长椭圆形，平滑不皱，有光

泽，质坚硬，无虫害、无霉变；各采集地干制白河光皮木瓜样品为类月牙形或不规

则形厚片，质脆，易折断，无虫害、无霉变。 

（4）杂质：各采集地白河光皮木瓜样品和干制白河光皮木瓜样品均无正常视力

可见外来异物。 

故本标准规定白河光皮木瓜感官要求应符合表 3的规定。 

表 3  感官要求 

项  目 
要    求 

检验方法 
白河光皮木瓜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色  泽 黄绿色至黄色 黄色至黄棕色 
取适量样品置于洁净的

白色盘(瓷盘或同类容

器)中，在自然光下观察

色泽、形态、质地和杂质，

嗅其气味，尝其滋味。 

气味、滋味 气微清香，味酸、涩 

形态、质地 

长椭圆形，平滑不皱，有

光泽，质坚硬，无虫害、

无霉变 

类月牙形或不规则形厚

片，质脆，易折断，无

虫害、无霉变 

杂  质 无正常视力可见外来异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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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3.2理化指标 

针对抽检的白河县 30份白河光皮木瓜样品和 30份干制白河光皮木瓜样品，检测

的理化指标为水分、还原糖、总黄酮。 

（1）水分指标 

采用 GB 5009.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第一法测定白河

光皮木瓜和干制白河光皮木瓜的水分。结果见表 4。 

表 4  白河光皮木瓜水分含量结果汇总表 

序 

号 
样品编号 

水分， 

g/100g 

序 

号 
样品编号 

水分， 

g/100g 

1 
普食检 J（202110）第 001 号 78.2 

16 
普食检 J（202111）第 007号 81.5 

普食检 J（202209）第 005 号 11.2 普食检 J（202203）第 011号 12.0 

2 
普食检 J（202110）第 002 号 81.0 

17 
普食检 J（202111）第 008号 82.1 

普食检 J（202209）第 006 号 11.0 普食检 J（202203）第 010号 12.1 

3 
普食检 J（202110）第 003 号 79.5 

18 
普食检 J（202111）第 009号 81.5 

普食检 J（202209）第 007 号 10.8 普食检 J（202203）第 014号 11.8 

4 
普食检 J（202110）第 004 号 79.3 

19 
普食检 J（202111）第 010号 81.0 

普食检 J（202209）第 008 号 11.4 普食检 J（202203）第 016号 11.6 

5 
普食检 J（202110）第 005 号 82.9 

20 
普食检 J（202111）第 021号 79.3 

普食检 J（202209）第 009 号 10.3 普食检 J（202203）第 017号 11.7 

6 
普食检 J（202110）第 006 号 78.6 21 普食检 J（202111）第 022号 80.3 

普食检 J（202209）第 010 号 10.4 普食检 J（202203）第 009号 11.9 

7 
普食检 J（202110）第 007 号 77.4 22 普食检 J（202111）第 012号 78.2 

普食检 J（202209）第 011 号 10.7 普食检 J（202201）第 001号 12.4 

8 
普食检 J（202110）第 008 号 79.2 23 普食检 J（202111）第 013号 78.7 

普食检 J（202209）第 012 号 11.2 普食检 J（202201）第 002号 11.2 

9 
普食检 J（202110）第 009 号 78.7 24 普食检 J（202111）第 014号 78.6 

普食检 J（202209）第 013 号 10.2 普食检 J（202201）第 003号 11.9 

10 
普食检 J（202110）第 010 号 82.2 25 普食检 J（202111）第 015号 78.7 

普食检 J（202209）第 014 号 10.6 普食检 J（202201）第 004号 11.5 

11 
普食检 J（202110）第 011 号 78.3 26 普食检 J（202111）第 016号 80.2 

普食检 J（202209）第 015 号 10.8 普食检 J（202201）第 005号 11.8 

12 
普食检 J（202110）第 012 号 81.3 27 普食检 J（202111）第 017号 79.2 

普食检 J（202209）第 016 号 10.6 普食检 J（202201）第 006号 11.8 

13 
普食检 J（202111）第 004 号 81.7 28 普食检 J（202111）第 018号 78.9 

普食检 J（202203）第 015 号 11.2 普食检 J（202201）第 007号 11.6 

14 
普食检 J（202111）第 005 号 81.6 

29 普食检 J（202111）第 019号 78.2 

普食检 J（202203）第 012 号 11.4 普食检 J（202201）第 008号 8.2 

15 
普食检 J（202111）第 006 号 81.2 30 普食检 J（202111）第 020号 80.5 

普食检 J（202203）第 013 号 11.8 普食检 J（202112）第 002号 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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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表明：抽检的 30 份白河光皮木瓜样品水分含量在 77.4~82.9g/100g 之

间，抽检的 30份干制白河光皮木瓜样品水分含量在 8.2~12.4g/100g之间。 

白河光皮木瓜的水分含量是果实新鲜程度重要评价指标，直接影响白河光皮木瓜

果实感官要求。综合考虑，本标准中制定白河光皮木瓜的水分≥75.0g/100g。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的水分因南北气候的差异，在运输和销售食会有波动，但水分

过高时，不易于运输和保存，因此，为了确保干制白河光皮木瓜质量及市场流通质量

的稳定性。综合考虑，本标准中制定干制白河光皮木瓜的水分≤15.0g/100g。 

（2）还原糖指标 

采用 GB 5009.7-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还原糖的测定》第一法测定白

河光皮木瓜和干制白河光皮木瓜的还原糖。结果见表 5。 

表 5  白河光皮木瓜还原糖含量结果汇总表 

序 

号 
样品编号 

还原糖，

g/100g 

序 

号 
样品编号 

还原糖，

g/100g 

1 
普食检 J（202110）第 001 号 3.4 

16 
普食检 J（202111）第 007号 3.3 

普食检 J（202110）第 014 号 13.9 普食检 J（202203）第 011号 14.9 

2 
普食检 J（202110）第 002 号 3.3 

17 
普食检 J（202111）第 008号 3.0 

普食检 J（202110）第 015 号 13.9 普食检 J（202203）第 010号 13.7 

3 
普食检 J（202110）第 003 号 3.6 

18 
普食检 J（202111）第 009号 3.1 

普食检 J（202110）第 016 号 14.0 普食检 J（202203）第 014号 15.5 

4 

 

普食检 J（202110）第 004 号 3.6 
19 

普食检 J（202111）第 010号 2.9 

普食检 J（202110）第 017 号 13.8 普食检 J（202203）第 016号 15.0 

5 
普食检 J（202110）第 005 号 3.5 

20 
普食检 J（202111）第 021号 2.8 

普食检 J（202110）第 018 号 13.6 普食检 J（202203）第 017号 15.1 

6 
普食检 J（202110）第 006 号 3.5 

21 普食检 J（202111）第 022号 3.7 

普食检 J（202110）第 022 号 13.8 普食检 J（202203）第 009号 14.3 

7 
普食检 J（202110）第 007 号 3.6 

22 普食检 J（202111）第 012号 2.9 

普食检 J（202110）第 023 号 13.6 普食检 J（202201）第 001号 15.0 

8 
普食检 J（202110）第 008 号 3.5 

23 普食检 J（202111）第 013号 3.1 

普食检 J（202110）第 024 号 14.1 普食检 J（202201）第 002号 14.0 

9 
普食检 J（202110）第 009 号 3.5 

24 普食检 J（202111）第 014号 3.5 

普食检 J（202110）第 019 号 14.0 普食检 J（202201）第 003号 14.8 

10 
普食检 J（202110）第 010 号 3.5 

25 普食检 J（202111）第 015号 2.6 

普食检 J（202110）第 021 号 13.8 普食检 J（202201）第 004号 14.0 

11 
普食检 J（202110）第 011 号 3.6 

26 普食检 J（202111）第 016号 2.7 

普食检 J（202110）第 025 号 13.7 普食检 J（202201）第 005号 1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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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样品编号 

还原糖，

g/100g 

序 

号 
样品编号 

还原糖，

g/100g 

12 
普食检 J（202110）第 012 号 3.5 

27 普食检 J（202111）第 017号 3.9 

普食检 J（202110）第 020 号 13.9 普食检 J（202201）第 006号 14.9 

13 
普食检 J（202111）第 004 号 2.8 

28 普食检 J（202111）第 018号 3.6 

普食检 J（202203）第 015 号 14.3 普食检 J（202201）第 007号 13.3 

14 
普食检 J（202111）第 005 号 3.1 

29 普食检 J（202111）第 019号 3.2 

普食检 J（202203）第 012 号 15.2 普食检 J（202201）第 008号 14.7 

15 
普食检 J（202111）第 006 号 3.6 

30 普食检 J（202111）第 020号 3.0 

普食检 J（202203）第 013 号 14.7 普食检 J（202112）第 002号 14.3 

检验结果表明：抽检的 30 份白河光皮木瓜样品还原糖含量在 2.6~3.9g/100g 之

间，抽检的 30份干制白河光皮木瓜样品还原糖含量在 13.3~15.5g/100g之间。 

对水果进行深加工，如制成果酒、果脯、果汁等，水果中糖含量是需要进行检测

的指标之一。综合考虑，本标准中制定白河光皮木瓜的还原糖≥2.0g/100g，干制白

河光皮木瓜的还原糖≥10.0g/100g。 

（3）总黄酮指标 

采用保健食品理化及卫生指标检验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2020年版）中总黄酮的

测定第二法测定白河光皮木瓜和干制白河光皮木瓜的总黄酮含量。结果见表 6。 

表 6  白河光皮木瓜总黄酮含量结果汇总表 

序 

号 
样品编号 

总黄酮， 

g/100g 

序 

号 
样品编号 

总黄酮， 

g/100g 

1 
普食检 J（202209）第 035 号 2.81 

 
16 

普食检 J（202209）第 050号 3.26 

 普食检 J（202209）第 005 号 3.85 

 

普食检 J（202209）第 020号 4.81 

 
2 

普食检 J（202209）第 036 号 2.80 

 
17 

普食检 J（202209）第 051号 3.25 

 普食检 J（202209）第 006 号 5.46 普食检 J（202209）第 021号 4.59 

 
3 

普食检 J（202209）第 037 号 2.81 

 
18 

普食检 J（202209）第 052号 3.26 

 普食检 J（202209）第 007 号 4.05 

 

普食检 J（202209）第 022号 5.15 

 4 

 

普食检 J（202209）第 038 号 2.89 

 
19 

普食检 J（202209）第 053号 3.31 

 普食检 J（202209）第 008 号 5.31 

 

普食检 J（202209）第 023号 5.05 

 
5 

普食检 J（202209）第 039 号 2.82 

 
20 

普食检 J（202209）第 054号 3.40 

 普食检 J（202209）第 009 号 5.44 

 

普食检 J（202209）第 024号 4.08 

 
6 

普食检 J（202209）第 040 号 2.88 

 
21 

普食检 J（202209）第 055号 3.41 

 普食检 J（202209）第 010 号 4.34 

 

普食检 J（202209）第 025号 4.03 

 
7 

普食检 J（202209）第 041 号 2.88 

 
22 

普食检 J（202209）第 056号 3.48 

 普食检 J（202209）第 011 号 4.83 

 

普食检 J（202209）第 026号 5.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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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样品编号 

总黄酮， 

g/100g 

序 

号 
样品编号 

总黄酮， 

g/100g 

8 
普食检 J（202209）第 042 号 2.82 

 
23 

普食检 J（202209）第 057号 3.36 

 普食检 J（202209）第 012 号 4.97 

 

普食检 J（202209）第 027号 4.39 

 
9 

普食检 J（202209）第 043 号 2.83 

 
24 

普食检 J（202209）第 058号 3.53 

 普食检 J（202209）第 013 号 4.48 

 

普食检 J（202209）第 028号 5.31 

 
10 

普食检 J（202209）第 044 号 2.86 

 
25 

普食检 J（202209）第 059号 3.49 

 普食检 J（202209）第 014 号 5.13 

 

普食检 J（202209）第 029号 4.13 

 
11 

普食检 J（202209）第 045 号 2.97 

 
26 

普食检 J（202209）第 060号 3.57 

 普食检 J（202209）第 015 号 5.00 

 

普食检 J（202209）第 030号 4.25 

 
12 

普食检 J（202209）第 046 号 3.04 

 
27 

普食检 J（202209）第 061号 3.59 

 普食检 J（202209）第 016 号 4.45 

 

普食检 J（202209）第 031号 4.08 

 
13 

普食检 J（202209）第 047 号 3.09 

 
28 

普食检 J（202209）第 063号 2.81 

 普食检 J（202209）第 017 号 4.65 

 

普食检 J（202209）第 033号 4.23 

 
14 

普食检 J（202209）第 048 号 3.00 

 
29 

普食检 J（202209）第 064号 3.22 

 普食检 J（202209）第 018 号 4.62 

 

普食检 J（202209）第 034号 4.24 

 
15 

普食检 J（202209）第 049 号 3.15 

 
30 

普食检 J（202209）第 062号 3.25 

 普食检 J（202209）第 019 号 3.88 

 

普食检 J（202209）第 032号 4.39 

 检测结果表明：抽检的 30 份白河光皮木瓜样品总黄酮含量在 2.80~3.59g/100g

之间，抽检的 30份干制白河光皮木瓜样品总黄酮含量在 3.85~5.46g/100g之间。 

抽检的 30份白河光皮木瓜样品中，总黄酮的含量具体为 2.80~3.59g/100g，结合

白河县地域的实际情况及检测结果分析，综合考虑，本标准中制定白河光皮木瓜的总

黄酮≥2.5g/100g。 

水果经清洗、切割、干燥等工艺加工后，若不是用抗氧化剂，大多数会出现褐变

的现象。干制白河光皮木瓜在加工过程中没有添加任何抗氧化剂，放久会出现褐变现

象，原因是其中含有的类黄酮化合物与氧发生反应，影响其中的总黄酮含量，因此，

为了确保干制白河光皮木瓜质量及市场流通质量的稳定性，综合考虑，本标准中制定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的总黄酮≥3.8g/100g。 

2.3.3.3污染物限量 

由于 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标准中所属产品类

别没有光皮木瓜，因此无法直接设置污染物限量指标。参照 GB 2762-2017《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对新鲜水果和水果制品的规定，本标准设置了白河光

皮木瓜的铅、镉 2个污染物指标和干制白河光皮木瓜的铅 1个污染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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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GB 5009.1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第一法测定白河光

皮木瓜中铅，采用 GB 5009.15-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测定白河

光皮木瓜中镉。结果见表 7。 

表 7  白河光皮木瓜铅、镉检测结果汇总表 

序号 样品编号 铅（以 Pb计），mg/kg 镉(以 Cd 计)，mg/kg 

1 
普食检 J（202110）第 001 号 ＜0.02 ＜0.001 

普食检 J（202110）第 014 号 ＜0.02 — 

2 
普食检 J（202110）第 002 号 ＜0.02 ＜0.001 

普食检 J（202110）第 015 号 ＜0.02 — 

3 
普食检 J（202110）第 003 号 ＜0.02 ＜0.001 

普食检 J（202110）第 016 号 ＜0.02 — 

4 

 

普食检 J（202110）第 004 号 ＜0.02 ＜0.001 

普食检 J（202110）第 017 号 ＜0.02 — 

5 
普食检 J（202110）第 005 号 ＜0.02 ＜0.001 

普食检 J（202110）第 018 号 ＜0.02 — 

6 
普食检 J（202110）第 006 号 ＜0.02 ＜0.001 

普食检 J（202110）第 022 号 ＜0.02 — 

7 
普食检 J（202110）第 007 号 ＜0.02 ＜0.001 

普食检 J（202110）第 023 号 ＜0.02 — 

8 
普食检 J（202110）第 008 号 ＜0.02 ＜0.001 

普食检 J（202110）第 024 号 ＜0.02 — 

9 
普食检 J（202110）第 009 号 ＜0.02 ＜0.001 

普食检 J（202110）第 019 号 ＜0.02 — 

10 
普食检 J（202110）第 010 号 ＜0.02 ＜0.001 

普食检 J（202110）第 021 号 ＜0.02 — 

11 
普食检 J（202110）第 011 号 ＜0.02 ＜0.001 

普食检 J（202110）第 025 号 ＜0.02 — 

12 
普食检 J（202110）第 012 号 ＜0.02 ＜0.001 

普食检 J（202110）第 020 号 ＜0.02 — 

13 
普食检 J（202111）第 004 号 ＜0.02 ＜0.001 

普食检 J（202203）第 015 号 ＜0.02 — 

14 
普食检 J（202111）第 005 号 ＜0.02 ＜0.001 

普食检 J（202203）第 012 号 ＜0.02 — 

15 
普食检 J（202111）第 006 号 ＜0.02 ＜0.001 

普食检 J（202203）第 013 号 ＜0.02 — 

16 
普食检 J（202111）第 007 号 ＜0.02 ＜0.001 

普食检 J（202203）第 011 号 ＜0.02 — 

17 
普食检 J（202111）第 008 号 ＜0.02 ＜0.001 

普食检 J（202203）第 010 号 ＜0.0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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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样品编号 铅（以 Pb计），mg/kg 镉(以 Cd 计)，mg/kg 

18 
普食检 J（202111）第 009 号 ＜0.02 ＜0.001 

普食检 J（202203）第 014 号 ＜0.02 — 

19 
普食检 J（202111）第 010 号 ＜0.02 ＜0.001 

普食检 J（202203）第 016 号 ＜0.02 — 

20 
普食检 J（202111）第 021 号 ＜0.02 ＜0.001 

普食检 J（202203）第 017 号 ＜0.02 — 

21 
普食检 J（202111）第 022 号 ＜0.02 ＜0.001 

普食检 J（202203）第 009 号 ＜0.02 — 

22 
普食检 J（202111）第 012 号 ＜0.02 ＜0.001 

普食检 J（202201）第 001 号 ＜0.02 — 

23 
普食检 J（202111）第 013 号 ＜0.02 ＜0.001 

普食检 J（202201）第 002 号 ＜0.02 — 

24 
普食检 J（202111）第 014 号 ＜0.02 ＜0.001 

普食检 J（202201）第 003 号 ＜0.02 — 

25 
普食检 J（202111）第 015 号 ＜0.02 ＜0.001 

普食检 J（202201）第 004 号 ＜0.02 — 

26 
普食检 J（202111）第 016 号 ＜0.02 ＜0.001 

普食检 J（202201）第 005 号 ＜0.02 — 

27 
普食检 J（202111）第 017 号 ＜0.02 ＜0.001 

普食检 J（202201）第 006 号 ＜0.02 — 

28 
普食检 J（202111）第 018 号 ＜0.02 ＜0.001 

普食检 J（202201）第 007 号 ＜0.02 — 

29 
普食检 J（202111）第 019 号 ＜0.02 ＜0.001 

普食检 J（202201）第 008 号 ＜0.02 — 

30 
普食检 J（202111）第 020 号 ＜0.02 ＜0.001 

普食检 J（202112）第 002 号 ＜0.02 — 

检验结果表明：抽检的 30 份白河光皮木瓜样品铅的检测结果均小于检出限

0.02mg/kg，30 份样品镉的检测结果均小于检出限 0.001mg/kg；抽检的 30 份干制白

河光皮木瓜样品铅的检测结果均小于检出限 0.02mg/kg。 

综上，参照 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中对新鲜水

果和水果制品污染物限量的规定，故本标准中制定白河光皮木瓜铅≤0.1mg/kg，镉≤

0.05mg/kg；干制白河光皮木瓜铅≤0.5mg/kg。 

2.3.3.4 真菌毒素限量 

参照 GB 2761-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对水果及其制品

的规定，本标准对抽检的 30份白河光皮木瓜和 30份干制白河光皮木瓜的展青霉素指

标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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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 GB 5009.18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展青霉素的测定》第二法测定白河

光皮木瓜中展青霉素。结果见表 8。 

表 8  白河光皮木瓜展青霉素检测结果汇总表 

序 

号 
样品编号 展青霉素，μg/kg 

序 

号 
样品编号 展青霉素，μg/kg 

1 
普食检 J（202209）第 035号 ＜12 

 
16 

普食检 J（202209）第 050号 ＜12 

普食检 J（202209）第 005号 ＜12 普食检 J（202209）第 020号 ＜12 

2 
普食检 J（202209）第 036号 ＜12 

17 
普食检 J（202209）第 051号 ＜12 

普食检 J（202209）第 006号 ＜12 普食检 J（202209）第 021号 ＜12 

3 
普食检 J（202209）第 037号 ＜12 

18 
普食检 J（202209）第 052号 ＜12 

普食检 J（202209）第 007号 ＜12 普食检 J（202209）第 022号 ＜12 

4 

 

普食检 J（202209）第 038号 ＜12 
19 

普食检 J（202209）第 053号 ＜12 

普食检 J（202209）第 008号 ＜12 普食检 J（202209）第 023号 ＜12 

5 
普食检 J（202209）第 039号 ＜12 

20 
普食检 J（202209）第 054号 ＜12 

普食检 J（202209）第 009号 ＜12 普食检 J（202209）第 024号 ＜12 

6 
普食检 J（202209）第 040号 ＜12 

21 
普食检 J（202209）第 055号 ＜12 

普食检 J（202209）第 010号 ＜12 普食检 J（202209）第 025号 ＜12 

7 
普食检 J（202209）第 041号 ＜12 

22 
普食检 J（202209）第 056号 ＜12 

普食检 J（202209）第 011号 ＜12 普食检 J（202209）第 026号 ＜12 

8 
普食检 J（202209）第 042号 ＜12 

23 
普食检 J（202209）第 057号 ＜12 

普食检 J（202209）第 012号 ＜12 普食检 J（202209）第 027号 ＜12 

9 
普食检 J（202209）第 043号 ＜12 

24 
普食检 J（202209）第 058号 ＜12 

普食检 J（202209）第 013号 ＜12 普食检 J（202209）第 028号 ＜12 

10 
普食检 J（202209）第 044号 ＜12 

25 
普食检 J（202209）第 059号 ＜12 

普食检 J（202209）第 014号 ＜12 普食检 J（202209）第 029号 ＜12 

11 
普食检 J（202209）第 045号 ＜12 

26 
普食检 J（202209）第 060号 ＜12 

普食检 J（202209）第 015号 ＜12 普食检 J（202209）第 030号 ＜12 

12 
普食检 J（202209）第 046号 ＜12 

27 
普食检 J（202209）第 061号 ＜12 

普食检 J（202209）第 016号 ＜12 普食检 J（202209）第 031号 ＜12 

13 
普食检 J（202209）第 047号 ＜12 

28 
普食检 J（202209）第 063号 ＜12 

普食检 J（202209）第 017号 ＜12 普食检 J（202209）第 033号 ＜12 

14 
普食检 J（202209）第 048号 ＜12 

29 
普食检 J（202209）第 064号 ＜12 

普食检 J（202209）第 018号 ＜12 普食检 J（202209）第 034号 ＜12 

15 
普食检 J（202209）第 049号 ＜12 

30 
普食检 J（202209）第 062号 ＜12 

普食检 J（202209）第 019号 ＜12 普食检 J（202209）第 032号 ＜12 

检验结果表明：抽检的 30 份白河光皮木瓜样品展青霉素的检测结果均小于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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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 12μg/kg；抽检的 30 份干制白河光皮木瓜样品展青霉素的检测结果均小于检出限

12μg/kg。因此本标准中不制定展青霉素指标。 

2.3.3.5 农药残留限量 

标准编写组对白河光皮木瓜种植及生产加工进行了充分调研和分析，白河县地处

位置属大陆性季风湿润气候区，日照充足，雨量丰沛，气候温和，土壤肥沃，其独特

的生态条件和气候条件，适宜白河光皮木瓜的种植。白河境内规范管理的木瓜园多用

复合肥、农家肥，当地无工矿企业的污染源，经检测空气、土壤、水质均符合绿色食

品环境质量标准。针对白河光皮木瓜生长发育阶段出现的病虫害，常用的防治方法可

以采用相应浓度的多菌灵、三唑酮进行树冠喷雾，以及效果较好且毒性低的杀虫剂喷

洒。 

白河光皮木瓜类似于新鲜水果，干制白河光皮木瓜类似于水果干类，农药残留指

标的设置和限量参照 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中水果和水果干类并结合白河县域内多年来使用农药情况，委托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

限公司（SGS）采用 GB/T 20769-2008《水果和蔬菜中 450种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

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测定白河光皮木瓜中多菌灵、萎锈灵、吡虫啉、辛硫

磷；采用 GB 23200.20-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阿维菌素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

色谱-质谱/质谱法》检测了阿维菌素；采用 GB 23200.113-20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

物源性食品中 208种农药及其代谢物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测定白河

光皮木瓜中溴氰菊酯、氰戊菊酯、毒死蜱、异菌脲、抗蚜威、敌敌畏、杀螟硫磷、三

唑酮、氟氯氰菊酯、高效氟氯氰菊酯；采用 GB 23200.121-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

物源性食品中 331 种农药及其代谢物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测定白

河光皮木瓜中甲基硫菌灵。结果见表 9。 

重点监测了白河光皮木瓜和干制白河光皮木瓜各 30 份样品的六六六、滴滴涕、

敌敌畏、毒死蜱、溴氰菊酯、氰戊菊酯、高效氯氟氰菊酯农残指标。采用 GB/T 

5009.146-2008《植物性食品中有机氯和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多种残留量的测定》测定

白河光皮木瓜中六六六和滴滴涕；采用 NY/T 761-2008《蔬菜和水果中有机磷、有机

氯、拟除虫菊酯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多残留的测定》第一部分方法二测定白河光皮木

瓜中敌敌畏、毒死蜱、高效氯氟氰菊酯；采用 GB/T 5009.110-2003《植物性食品中氯

氰菊酯、氰戊菊酯和溴氰菊酯残留量的测定》测定白河光皮木瓜中溴氰菊酯、氰戊菊

酯。结果见表 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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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9  白河光皮木瓜农药残留结果汇总表 

                 分类 

检测项目 
白河光皮木瓜 干制白河光皮木瓜 

多菌灵，mg/kg ＜0.01 ＜0.01 

萎锈灵，mg/kg ＜0.01 ＜0.01 

吡虫啉，mg/kg ＜0.01 ＜0.01 

辛硫磷，mg/kg ＜0.01 ＜0.01 

阿维菌素，mg/kg ＜0.01 ＜0.01 

溴氰菊酯，mg/kg  ＜0.010 ＜0.010 

氰戊菊酯，mg/kg ＜0.010 ＜0.010 

毒死蜱，mg/kg ＜0.010 ＜0.010 

异菌脲，mg/kg ＜0.010 ＜0.010 

抗蚜威，mg/kg ＜0.010 ＜0.010 

敌敌畏，mg/kg ＜0.010 ＜0.010 

杀螟硫磷，mg/kg ＜0.010 ＜0.010 

三唑酮，mg/kg ＜0.010 ＜0.010 

氟氯氰菊酯和高效氟氯氰菊酯，mg/kg  ＜0.010 ＜0.010 

甲基硫菌灵，mg/kg ＜0.010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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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白河光皮木瓜农药残留指标结果汇总表 

序号 样品编号 
六六六， 

mg/kg 

滴滴涕， 

mg/kg 

敌敌畏， 

mg/kg 

毒死蜱， 

mg/kg 

溴氰菊酯， 

mg/kg 

氰戊菊酯， 

mg/kg 

高效氯氟氰菊

酯，mg/kg 

1 
普食检 J（202110）第 001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普食检 J（202110）第 014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2 
普食检 J（202110）第 002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普食检 J（202110）第 015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3 
普食检 J（202110）第 003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普食检 J（202110）第 016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4 

 

普食检 J（202110）第 004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普食检 J（202110）第 017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5 
普食检 J（202110）第 005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普食检 J（202110）第 018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6 
普食检 J（202110）第 006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普食检 J（202110）第 022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7 
普食检 J（202110）第 007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普食检 J（202110）第 023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8 
普食检 J（202110）第 008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普食检 J（202110）第 024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9 
普食检 J（202110）第 009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普食检 J（202110）第 019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10 
普食检 J（202110）第 010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普食检 J（202110）第 021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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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样品编号 
六六六， 

mg/kg 

滴滴涕， 

mg/kg 

敌敌畏， 

mg/kg 

毒死蜱， 

mg/kg 

溴氰菊酯， 

mg/kg 

氰戊菊酯， 

mg/kg 

高效氯氟氰菊

酯，mg/kg 

11 
普食检 J（202110）第 011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普食检 J（202110）第 025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12 
普食检 J（202110）第 012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普食检 J（202110）第 020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13 
普食检 J（202111）第 004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普食检 J（202203）第 015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14 
普食检 J（202111）第 005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普食检 J（202203）第 012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15 
普食检 J（202111）第 006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普食检 J（202203）第 013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16 
普食检 J（202111）第 007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普食检 J（202203）第 011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17 
普食检 J（202111）第 008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普食检 J（202203）第 010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18 
普食检 J（202111）第 009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普食检 J（202203）第 014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19 
普食检 J（202111）第 010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普食检 J（202203）第 016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20 
普食检 J（202111）第 021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普食检 J（202203）第 017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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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样品编号 
六六六， 

mg/kg 

滴滴涕， 

mg/kg 

敌敌畏， 

mg/kg 

毒死蜱， 

mg/kg 

溴氰菊酯， 

mg/kg 

氰戊菊酯， 

mg/kg 

高效氯氟氰菊

酯，mg/kg 

21 
普食检 J（202111）第 022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普食检 J（202203）第 009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22 
普食检 J（202111）第 012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普食检 J（202201）第 001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23 
普食检 J（202111）第 013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普食检 J（202201）第 002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24 
普食检 J（202111）第 014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普食检 J（202201）第 003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25 
普食检 J（202111）第 015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普食检 J（202201）第 004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26 
普食检 J（202111）第 016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普食检 J（202201）第 005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27 
普食检 J（202111）第 017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普食检 J（202201）第 006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28 
普食检 J（202111）第 018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普食检 J（202201）第 007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29 
普食检 J（202111）第 019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普食检 J（202201）第 008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30 
普食检 J（202111）第 020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普食检 J（202112）第 002 号 ＜0.002 ＜0.008 ＜0.01 ＜0.02 ＜0.001 ＜0.002 ＜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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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结果表明：白河光皮木瓜和干制白河光皮木瓜中多菌灵、萎锈灵、吡虫啉、

辛硫磷、阿维菌素、溴氰菊酯、氰戊菊酯、毒死蜱、异菌脲、抗蚜威、敌敌畏、杀螟

硫磷、三唑酮、氟氯氰菊酯、高效氟氯氰菊酯、甲基硫菌灵等农药残留结果均低于定

量限；重点监测的 30份白河光皮木瓜和 30份干制白河光皮木瓜中的六六六、滴滴涕、

敌敌畏、毒死蜱、溴氰菊酯、氰戊菊酯、高效氯氟氰菊酯结果均低于检出限，其检测

值完全符合 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的要求，

因此本标准中农药残留指标直接引用兜底标准 GB 2763，不再单独提出限量指标。 

2.3.3.6 食品添加剂 

标准编写组对白河光皮木瓜生产加工进行了调研，在生产加工过程中不使用食品

添加剂，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规定了水果可

使用食品添加剂的品种、使用范围及最大使用量，因此本标准中食品添加剂直接引用

兜底标准GB 2760，不再单独提出。 

2.3.3.7 其他 

由于白河光皮木瓜中含有黄酮类、有机酸类、三萜类、鞣质类等多种化合物，故

不推荐孕妇、哺乳期妇女及婴幼儿食用。 

3.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标准先进程度等有关情况的说明 

尚未见到有关光皮木瓜的国际标准和国外标准。 

4.开展的风险评估情况 

4.1 光皮木瓜营养成分 

光皮木瓜营养丰富。张建新等（2005年）以白河县不同地区光皮木瓜为研究对象，

对其营养成分进行了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白河县光皮木瓜中含有钙、铁、磷、VB2、

粗蛋白、粗纤维、粗脂肪、糖、有机酸、油酸、亚油酸、氨基酸等；不同地区的光皮

木瓜果实钙、铁、磷、VB2 及油酸含量差异很大，粗纤维和亚油酸含量差异较小；光

皮木瓜果实中的必需氨基酸和非必需氨基酸种类齐全，营养价值高。 

贾波等（2010年）分析了不同品种光皮木瓜的营养成分，光皮木瓜中含有蛋白质、

总糖、总酸、膳食纤维、维生素 C、氨基酸、钙、铁、铜、钠、钾、锰、镁等。 

沈大刚等（2020年）测定并分析了白河县 6个优良单株光皮木瓜果实的含水量、

粗蛋白质、可溶性固形物、V维生素 C、粗脂肪、可滴定酸、粗纤维等营养物质。6

个样品的含水量在 72.22~80.62%之间、维生素 C含量在 0.037~0.097g/100g之间、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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脂肪含量在 0.23~0.60g/100g之间、粗蛋白质在 1.68~4.40g/100g之间、可滴定酸在

1.25~1.62g/100g之间、可溶性固形物在 4.03~5.42g/100g之间、粗纤维在 15.03~ 

26.95g/100g之间。 

沈大刚等（2021年）研究了安康市木瓜属 3种果实营养成分，主要测定果实的含

水量、粗蛋白质、粗脂肪、可滴定酸、可溶性固形物、粗纤维等营养物质。结果表明，

光皮木瓜中含水量 75.8%、粗蛋白质 2.05g/100g、粗脂肪 0.37g/100g、可滴定酸

1.84g/100g、可溶性固形物 12.67g/100g、粗纤维 19.68g/100g。 

4.2 光皮木瓜食用安全科学依据 

光皮木瓜属于在国内局部地区有食用习惯的产品。《本草纲目》记载：“木瓜性

脆，可蜜渍之为果。去子蒸烂，捣泥入蜜与姜作煎，冬月饮尤佳。” 

《白河县志》（1893年）记述：“境内民种木瓜甚广，可食用、入药，有木瓜园、

木瓜沟之地”；《白河县志》（1996年）中有关木瓜的记载更多，特别提到：1986 年

白河酒厂利用本县木瓜资源，研制出 12°“秀河牌”木瓜酒，1987 年获省轻工业厅

“优秀旅游产品奖”。 

《渭南县志》（1987年）中记载：木瓜（果汁可食）。 

沈大刚等（2021年）在文中提到，安康地区安木瓜水煮或糖渍后可食用。 

白河县内有木瓜园、木瓜沟等以木瓜命名的地名，百年以上树龄的木瓜树也时有

发现，这些都充分证明了白河种植食用木瓜的历史悠久。白河县民间很早就有糖渍光

皮木瓜丝的习惯，成熟的木瓜切或刨成丝状，以白砂糖或蜂蜜腌渍三五天，作为招待

贵宾的佳肴，在当地很受欢迎；也可将果实经蒸熟后可制蜜饯。当地人长期食用光皮

木瓜的历史中未出现毒副作用，也未出现过任何影响身体健康的现象发生。 

4.3 光皮木瓜安全毒理学试验 

标准编写组委托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食品化妆品检验检定中心对该产品进行安

全毒理学评价。根据 GB 15193.3-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急性经口毒性试验》、GB 

15193.4-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细菌回复突变试验》、GB 15193.5-2014《食品安

全国家标准 哺乳动物红细胞微核试验》、GB 15193.8-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小

鼠精原细胞或精母细胞染色体畸变试验》、GB 15193.13-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90

天经口毒性试验》、GB 15193.14-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致畸试验》对光皮木瓜

进行了急性经口毒性试验、哺乳动物红细胞微核试验、细菌回复突变试验、小鼠精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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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染色体畸变试验、致畸试验及 90天经口毒性试验，试验结果如下。 

急性经口毒性试验结果显示，光皮木瓜样品属于实际无毒级；三项遗传学毒性试

验（哺乳动物红细胞微核试验、细菌回复突变试验、小鼠精母细胞染色体畸变试验）

结果均为阴性。90天经口毒性试验表明，在试验剂量范围内未见光皮木瓜样品对试验

大鼠各项观察指标产生毒副作用。致畸试验试验表明，在试验剂量范围内未见光皮木

瓜样品对试验大鼠胎鼠未发现致畸作用。 

4.4 光皮木瓜食用情况调查及相关证明 

2019年 4月至 2021年 10月，标准编写组调查了白河县木瓜种植区内麻虎镇兴坪

村、卡子镇桂花村、中厂镇石梯村、构扒镇东坡村等 7个镇村白河光皮木瓜的食用情

况，这些村镇几乎每家每户在自家荒地荒山、退耕还林等区域都种植了光皮木瓜。我

们走访了 20余家农户，调查对象年龄 15~72岁，对白河光皮木瓜食用情况进行调研。

据调查，白河光皮木瓜因其口感酸中带涩，在当地一般不直接食用，传统的食用方法

为待其成熟后切或刨成丝状，用白糖或蜂蜜腌制 3~5天后食用，口感酸爽甜美；也有

人将其蒸熟加入白糖或蜂蜜食用。 

标准编写组对白河县逸酒酒业、陕西紫熙农业、白河县圣宝木瓜饮品公司近 5年

来的木瓜处理量、食品安全不良事件发生情况进行调查。近五年来，白河光皮木瓜用

于产品生产年处理量达 1800~4000 吨，生产木瓜酒 5000 吨，木瓜果脯 200 吨，木瓜

饮料 600吨，无相关食品安全不良事件的报道。 

从上世纪 80 年代开始，白河县本地人常食用白河光皮木瓜果酒、果脯、果醋及

糖渍木瓜丝等，截止目前，白河县医院和各乡镇医院均未发现与食用白河光皮木瓜相

关联病例，未出现过不良反应病案记录。 

综上所述，白河光皮木瓜未发生食用安全事件。 

5.与现行法律、法规、国家相关标准和产业政策的协调情况。 

本标准的制定符合国家《食品安全法》、《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办法》

等现行法律法规的要求，与白河县域经济发展目标一致。本标准参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指导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写。 

本标准提出的技术指标与 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

留限量》、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DB61/T 1277-2019

陕西省地方标准《地理标志产品 白河木瓜》等相关标准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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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2022年 5月 31日召开的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白河光皮

木瓜》评审会，与会专家对于白河光皮木瓜中总黄酮指标的设定上有意见分歧。保健

食品理化及卫生指标检验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2020年版）中总黄酮的测定有两种测

定方法，标准编写组按照其中的第一法检测总黄酮，测定结果与文献报道有差异。专

家建议研究白河光皮木瓜中总黄酮的方法适用性。评审会之后，标准编写组采纳专家

意见，对适合白河光皮木瓜中总黄酮的检测方法进行了研究，分析发现第二法更适合

白河光皮木瓜总黄酮的检测。最终，确定白河光皮木瓜中总黄酮以保健食品理化及卫

生指标检验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2020年版）中总黄酮的测定第二法进行测定，并补

正有效验证报告。 

7. 主要参考标准及技术资料 

7.1主要参考标准 

[1]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2]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2]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3]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   

[4]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5]GB 5009.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还原糖的测定   

[6]保健食品理化及卫生指标检验与评价技术指导原则（2020年版）保健食品中总黄

酮的测定 

[7]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8]GB 5009.1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  

[9]GB 5009.18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展青霉素的测定  

[10]GB/T 5009.110  植物性食品中氯氰菊酯、氰戊菊酯和溴氰菊酯残留量的测定  

[11]GB/T 5009.146-2008 植物性食品中有机氯和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多种残留量的测

定 

[12]GB/T 20769  水果和蔬菜中450种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串

联质谱法  



 

30 
 

[13]GB 23200.2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阿维菌素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质谱

/质谱法  

[14]GB 23200.11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源性食品中208种农药及其代谢物残留量

的测定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法 

[15]GB 23200.1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源性食品中331种农药及其代谢物残留量

的测定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 

[16]NY/T 761  蔬菜和水果中有机磷、有机氯、拟除虫菊酯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多残

留的测定 

7.2参考文献 

[1]张建新,杜双奎.白河县不同地区光皮木瓜营养成分分析[J].西北农业学

报,2005,14(4):4. 

[2]贾波,曹帮华,庞丙亮,等.不同品种光皮木瓜营养品质分析与评价[J].营养学

报,2010(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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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白河县志》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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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渭南县志》摘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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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3 相关企业近5年关于光皮木瓜产品的食品安全监测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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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4 白河县人民政府白河光皮木瓜食用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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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5  白河县人民医院白河光皮木瓜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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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6  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项研讨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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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7  陕西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关于举办《光皮木瓜》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项论证

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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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8  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光皮木瓜》立项论证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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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9  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项论证会纪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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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  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下发2021年度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定修订项目

计划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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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1  陕西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关于召开《光皮木瓜》食品安全地方标准评审会的

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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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2  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光皮木瓜》首次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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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3  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光皮木瓜》首次评审会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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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4  陕西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关于举办《白河光皮木瓜》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第二

次评审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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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5  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光皮木瓜》第二次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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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6  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光皮木瓜》第二次评审会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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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7  陕西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关于举办《白河光皮木瓜》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第三

次评审会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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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8  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白河光皮木瓜》第三次评审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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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9  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白河光皮木瓜》第三次评审会审查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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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0  白河县白河光皮木瓜种植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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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白河光皮木瓜》
	1.工作简况
	1.1任务来源
	本项目在白河县政府和相关部门的支持下，由白河县人民政府提出，报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申请立项。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关于下发2021年度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定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委托陕西功能食品工程中心有限公司实施。
	1.2承担单位
	归口单位：陕西省卫生健康委员会
	1.6 标准制定的过程
	本标准内容的研究始于2020年，编制组成员前期收集大量相关标准及文献资料，经过多次会议形成实施方案。结合白河光皮木瓜的产品检验数据及相关标准进行对比分析，于2020年6月18日在陕西西安组织有关行业专家召开了标准拟立项研讨会，会上专家讨论后一致认为，标准项目组应进一步完善立项报告，上报省卫生健康委开展立项论证，根据专家意见，项目组进行了完善，形成了《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项建议书》以及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白河光皮木瓜》立项报告初稿，并于2020年8月13日在陕西西安组织相关专家召开了标准立...
	标准编写组成员研究编写形成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白河光皮木瓜》标准文本和编写说明，上报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并于2021年11月12日在陕西西安组织相关专家召开首次标准评审会，会上专家就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了修改意见。会后标准编写组成员根据专家意见逐一进行修改完善，形成标准评审稿和标准编制说明，上报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并于2022年5月31日在线上召开第二次标准评审会，会上专家就标准评审稿和标准编制说明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修改意见。会后标准编写组成员根据专家意见一一对应进行修改完善...
	2.标准制定的原则、主要内容及依据
	2.1 标准制定的原则
	本标准编写符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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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的规定。
	2.2 所属类别说明
	白河光皮木瓜适宜加工成木瓜酒、木瓜醋、木瓜汁饮料、木瓜果脯等食品，但是
	GB 2760《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所属类别中均没有光皮木瓜。在制定本标准时，主要考虑白河光皮木瓜作为食品食用时常用于加工制成果酒、果脯、果醋、果丝、饮料等，流通于市场上的终产品形式类似于新鲜水果和水果干类，因此，本标准在制定食品标准指标时，白河光皮木瓜主要参考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对新鲜水果类别的要求进行，干制白河...
	白河县种植光皮木瓜涉及11个镇，为保证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白河光皮木瓜》中各项指标设定科学严谨，标准编写组采集白河县域内11个镇27个村和周边区县3个村的成熟光皮木瓜样品（白河光皮木瓜、干制白河光皮木瓜各抽检30份）,委托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食品化妆品检验检定中心和通标标准技术服务有限公司（SGS）测定，样品采集地点信息及样品编号具体信息见表1、表2。经分析研判后，确定白河光皮木瓜的理化指标、污染物限量、展青霉素和农药残留限量。
	表2  白河光皮木瓜样品采集地点信息和样品编号表（2022年）
	2.3 标准的主要内容及依据

	7. 主要参考标准及技术资料
	7.1主要参考标准
	[1]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2]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2]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3]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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