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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漆籽油》

编 制 说 明

1 标准制定的可行性、必要性和意义

1.1 标准制定的可行性

1.1.1 编制标准的法规依据

根据《关于加快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的意见》（国办发〔2014〕68 号）、陕

西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加快木本油料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陕政办发〔2015〕54

号和陕南发展漆树产业相关文件精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完善促进消费体制

机制进一步激发居民消费潜力的若干意见》落实措施的函文件精神，以及《陕西

省卫生健康委办公室关于征集 2021 年度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立项建议的通知》要

求，由陕西秦乔农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出，陕西功能食品工程中心有限公司、

陕西师范大学、陕西华州营养健康食品技术创新中心有限公司成立标准制定项目

组，提出立项建议，经多方论证后本标准被列入 2021 年度食品安全地方标准制

定计划。

1.1.2 漆籽油的定义

漆籽为漆树 Toxicodendron vernicifluum的果实，每年秋季成熟，为黄豆般大

小的扁斜球状颗粒。漆籽油是以漆籽仁为原料制取的油脂。漆籽油呈浅黄色至黄

色液体，具有油脂的芳香气味。

1.1.3 漆籽油的食用历史

早在战国时代，就有关于漆树的记载，《尚书·禹贡》曰：“兖州厥贡漆丝”；

《山海经·北山经》中说：“虢山，其木多漆棕。英靼之山，上多漆木”；《史

记·货殖传》记有“陈夏千亩漆……此其人一千户侯等”。漆籽仁可榨油，漆籽

油中含有多种人体必需脂肪酸，其中油酸、亚麻酸等含量在 80%以上，具有很高

的营养价值。

漆籽油（漆油）是地方特色传统食用油，我国漆树栽培区食用漆籽油已有上

千年的历史。陕南商洛、安康、汉中多地县志、区志有关于漆籽油食用的记载，

列举如下。

商洛市：《商南县志》（1993）记载“漆树籽可榨油，油可食用”，商南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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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间有采集漆籽提取油脂作为食用油的传统习惯，食用多年未见任何影响身体健

康的现象发生；《洛南县志》（1926）中有“漆籽馍”的记载，“群众带上糠皮、

漆籽馍，背上锄头，翻山越岭直奔县城，向县政府控诉苦难，提出交出农具，停

止农业生产”；《柞水县志》中记载“漆木油：漆木油由漆籽压榨而成。民间多

用作光锅的食用油。有中温、涩肠、止水泄的功能”；《丹凤县志》中记载抗日

战争时期“用漆籽饼充饥”；《商州市志》记载“若遇灾荒之年，乡民生活更加

困苦，吃榆树皮、麦糠、玉米芯、漆籽饼”。

安康市：《安康地区志》（上册）记载“漆木油是用漆籽榨制的木本油料，

可食用”，“漆树通直，纹理美观，属上等木材；漆籽油可食用、照明，制造肥

皂、甘油，是重要的化工原料”；《安康县志》记载“历史上群众多用漆籽榨油

造烛，或用做饲料，山区部分群众用漆籽油代替食用油”，“食油解放前，县内

食油有自产的猪油、菜子油、漆子油”；《旬阳县志》（1996）记载“1974 年

全县产漆籽 50.96 万公斤，籽皮含漆蜡 40%左右，是工业用油，尤宜制肥皂；种

仁含油率 20%左右，可用食用”。《紫阳县志》记载“高山地带以漆蜡油（漆籽

制成品，蜡状）为主，但此物极易凝结，吃时须趁热，否则难以下咽。低山、城

镇间或食用，荒年则为厨中珍品”。

汉中市：《镇巴县志》（1996）记载“漆籽年产 1500～2000 吨，一般年景

取其中果皮榨油，为化工原材料，个别农民代作食用油。去掉中果皮后的种子，

俗称漆骨头，含油率仅 11%左右，种皮一般只作猪饲料，也可粉碎取其种仁榨油

（即漆骨头食用油）；群众生活困难时，也可将种子粉碎，取种仁食用。”《佛

坪县志》记载“民国 20 年（1931），县城有私人畜力磨房 4家，每户日磨小麦

50 公斤。农户有石磨、碓窝。一些人户集中地方有榨油房，用漆籽、菜籽榨油，

每斗菜籽（约 12.5 公斤），出油 3.5 公斤”。

在我国滇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存在漆籽油的饮食文化，还有部分民族将漆籽油

制成的食物做成了特色佳肴，这在当地是特有的文化，只有在重大节日或是非常

有意义的日子才食用漆籽油制成的佳肴。国内其他省区居民也有食用漆籽油的习

惯，如云南、贵州、湖南、湖北等地。食用方式有漆籽油煮鸡、漆籽油煮鸡蛋、

漆籽油煮肉、漆油糖水、漆油茶等。漆油鸡作为一道传统特色美食，经常出现在

云南、北京等地的饭店。此外，很多地区将其作为传统的营养滋补佳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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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文献资料中可查询到关于漆籽油食用文化、功效及安全的研究报道，进一

步阐明了漆籽油的食用情况。

高志英等（2015 年）介绍了滇西北以傈僳族为文化主体的漆树籽油饮食文

化圈，傈僳族不仅食用漆树籽油，还形成了独特的漆树籽油文化，“漆油炖鸡”

是傈僳族产妇修复创伤最重要的滋补品，恢复效果极好。

郭红蕾等（2005 年）提到漆仁油炒鸡是怒族有名的特色佳肴，只在年节，

来客或婚丧大事时才制作，食用漆树籽油在云南省部分少数民族地区盛行。

韩汉白（2012 年）在漆树利用的民族植物学研究提到漆油炒鸡是怒族妇女

的救命良药。

陈红波等（2013 年）在对傈僳族药食两用植物进行研究过程中，发现傈僳

族的漆树籽油“碧乃金”，是产妇和手术者的营养保健品。

王洪云（2013 年）指出漆树籽油的食用方法及药用时，也提及漆树籽油有

助于产妇、手术者的恢复和跌打损伤伤口的愈合。

解丽等（2019 年）研究调查怒江地区漆油食用现状，共调查 1260 名居民，

其中男性 845 人（67.1%），女性 415 人（32.9%）；调查对象年龄 12～90 岁，

平均年龄 40.6 岁；调查人群中有食用漆油习惯者 1139 人（90.4%）；不同民族

的日均食用量有差别（P＜0.05），不同性别、年龄、婚姻状况、职业、文化程

度的人群食用量无差别。研究对象中绝大部分有食用漆油的习惯，食用 10 年以

上的人群占 93.6%。平均食用频率为 0.25-0.75 次/周。本次研究结果表明，90.4%

调查对象食用漆油，其中，食用漆油 10 年以上的有 1066 人（93.6%），且半数

以上人群职业是农民，漆油食用率较高，且有较长的食用历史；经过对不同人群

分层后发现，不同人群的日均食用量有差别。对漆油食用量的影响因素分析显示，

女性漆油食用量高于男性。

在 GB/T 22515-2008《粮油名词术语 粮食、油料及其加工产品》中，已将

漆籽列为油料，漆油列为油脂产品。漆籽油作为非定型包装食品生产并在市场大

量销售已有三十年以上历史，可以追溯到上世纪 80 年代初期，其食用安全性已

经得到了市场的长期验证。目前漆籽油的食用人群超过 100 万。在 2013 年第五

届中国（北京）国际食用油产业博览会暨进口橄榄油展览会、2017 年第十四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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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高端食用油产业展览会上，漆籽油以特种高端食用油参加展出，受到国内外

的一致认可。

1.1.4 漆籽油的产业现状

漆树在我省分布广泛，在北纬 31°48'～36°37'，东经 105°42'～111°10'

之间，南起大巴山、米仓山、秦岭南北麓，北达桥山、黄龙山、捞山，东到渔关，

西至关山一带均有分布。依行政区的分布而言，全省除榆林地区外，其它七个地

区共六十二个县市均有漆树分布，为中国乃至世界漆树资源的分布中心，素有“漆

乡”、“漆海”之称。陕西商洛山区历来就是我国林特资源的宝地，山林特产十

分丰富，种类很多，漆树名列前茅是实至名归，其它林特产资源没有哪一种能达

到漆树的规模和地位。在上个世纪漆树所产生的生漆也曾是商洛市出口创汇的主

要商品，在漆树分布中心的秦巴山区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是传统的优势产业，

也是具有较强的比较优势和竞争优势能够保留下来并且持续快速发展的产业。目

前，商洛市拥有野生和人工栽培的漆树资源在 25 万亩以上，具有得天独厚的资

源禀赋。因此，漆树产业的全方位开发必将会成为地方特色经济发展的新源泉和

乡村振兴的新增长点。漆林漆山就是商洛山区的“金山银山”。

陕西漆树产业的发展也得到了政府的支持，例如商南县漆树产业发展规划

（2017 年-2020 年）建设生态漆树 7万亩，其中新建生态漆树林 5万亩，更新改

造老龄漆树林 2万亩。建设良种无性系繁育苗圃 100 亩。新建漆树产业科技产业

园 1处 200 亩，建筑面积 19500 平方米，室内外配套设施建设。完善县级漆树科

研、推广组织机构，成立漆树农民合作社 5 个。项目总投资 21202.08 万元，其

中基地建设费用 5710.8 万元，建设漆树科技产业园投资 13304.52 万元。

商南县目前人工种植漆树（生漆、漆籽兼用的品种）12 万亩。每亩大约种

植漆树 74 棵，一亩漆树可产生漆 15-20 公斤，可产漆籽 1 吨。1 吨漆树籽可提

取出 240 公斤的漆蜡、50 公斤的漆籽油。目前生漆的收购价格大约在 240～360

元左右，漆树籽收购价格为 4500～5500 元/吨。同时漆树花、漆树木材可入药，

还可制成漆木茶。漆树对环境、土壤的要求不高，可种植于荒山荒坡。发展漆树

的林下经济，每亩漆树的籽、油、药、茶的综合经济效益为 7000～12000 元。

安康市是大巴山区漆树林的分布中心，岚皋、平利、镇坪、宁陕、紫阳等县

是漆树的主分布区，有着多年的生漆生产栽培历史，全市分布面积为 15.55 万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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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均产油量 0.15- 0.25kg，在长期自然选择和人工培育下，形成不同的品种类

型，代表品种有金州红、高八尺、女儿红、大红袍、火罐子等，多数品种具有生

长迅速，抗逆性和适应性强，产量高、品质优的特点。

1.2 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1.2.1 贯彻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政策法规的具体表现

漆籽油目前尚无统一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按照《食品安全法》

第二十九条规定：“对地方特色食品，没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省、自治区、

直辖区人民政府卫生行政部门可以制定并公布食品安全地方标准，报国务院卫生

行政部门备案。食品安全标准制定后，该地方标准即行废止”。漆籽油作为具有

30 年以上传统食用习惯的食品原料，我省目前《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漆籽油》尚

属空白，为实现漆籽油作为食品原料生产有标可依，产品流通规范有序，有必要

制订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漆籽油》。

1.2.2 漆籽油产业健康发展的客观需要

陕西秦巴山区，拥有丰富的漆树资源，漆树籽质优且成品率高，利用率达

80%。漆籽仁制成的漆籽油，富含亚油酸，营养价值高。而且，大力发展地方特

色产业，也是生态环境保护、培育农业支柱产业、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战略需要。

因此，为漆籽油质量安全保驾护航，为产业健康发展提供有力技术支持，有必要

制定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漆籽油》。

1.2.3 维护漆籽油产品质量安全的需要

近年来，我国华东地区和东南亚地区的人们已经开始把漆籽油作为日常调理

保健膳食，漆籽油已直接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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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进一步明确漆籽油的质量指标、污染物限量以

及加强农药残留限量的检测监管，从源头上切除安全隐患，维护漆籽油的质量安

全，有必要制定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漆籽油》。

1.2.4 企业发展和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需要

陕南地区已有较多漆籽油生产销售企业或作坊，而且在全国流通市场占有份

额较大。众多漆籽油加工企业需要统一的执行标准和产品质量规范。同时，广大

消费者在购买漆籽油产品时，也需要有标可依，维护自己的消费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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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标准制定的意义

1.3.1 填补漆籽油作为食品原料无标可依的空白

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漆籽油》可填补漆籽油“无法可依、无标可行”

的空白，能解决漆籽油市场准入问题，为漆籽油食用提供重要依据，打消老百姓

食用安全的顾虑。

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漆籽油》的制定，可推动漆籽油产业做大做强，

促进地方经济发展，有利于破解陕南工业发展限制难题，推进环境友好型生态经

济的运行，在确保“一江清水供京津”国家重大战略目标实现的同时有利于陕南

地区优势资源的利用，培育农业主导产业，推进乡村振兴，解决农民增收问题，

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漆籽油》的贯彻实施对于规范漆籽油市场，提

高漆籽油食用安全水平，指导生产发展，提高漆树产业化科技水平都具有重要意

义。

1.3.2 有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助力乡村振兴

陕西是我国最主要的漆树林带分布区之一，漆树资源是实现“农民增收、农

业增效、农村增绿”的现实选择，而且陕西除榆林地区外，各地均有人工种植的

漆树林。漆树全产业链开发，可促进漆树特色产业链转型升级，形成资源主导型

绿色低碳循环经济，增强区域经济活力和企业创新能力，打造百亿级漆树产业链，

助力乡村振兴战略和地方经济快速可持续发展。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漆

籽油》的制定，可为漆籽油作为食品原料提供标准依据，这对企业扩大生产范围、

扩大种植户原料销路，增加农民收入、巩固脱贫攻坚、助力乡村振兴都具有重要

意义。

1.3.3 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

漆树生长发育快速，抗逆性，萌芽力强，加上漆树含有对人体致敏物质，有

“自我保护”功能，不易被人为砍伐毁坏。山区采取与松、杉、杨、栎混交种植，

更易成活郁闭成林。优质、高产、抗逆的漆树品种也可作为营造生态防护林的主

要生态经济林木树种。因此，对发展生态经济林也提供了有益借鉴。

1.3.4 有利于保护水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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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树是生态经济兼用树种，为退耕还林、天然林保护、长防建设的首选树种，

具有明显生态效益。陕西商南是汉江流域的源头，又是国家南水北调中线调水的

重要水源地，大力发展漆树产业，确保一江清水进北京，是实现商南可持续发展，

加快小康社会建成步伐，实现将资源优势转变为经济优势的重要举措。

种植漆树既响应了国家发展木本油料的号召，同时也可为陕西各地尤其是山

区农民带来更多收入，为乡村振兴出一份力。而且漆树生长迅速，在涵养水源、

防止水土流失方面可起到巨大作用。秦巴山区是“一江清水送北京”的水源涵养

区和保护区，大力发展漆树种植，可以保护生态环境，确保一江清水送北京，更

是乡村振兴的抓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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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制定遵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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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利于生产和管理，可操作性强，并具有普遍的指导

意义。

2.2 标准的主要内容及依据

2.2.1 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漆籽油。

2.2.2 术语和定义

针对 2021 年 11 月 24 日《陕西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评审意见》中“只保留

压榨生产工艺，删除浸提工艺”的意见，标准编写组成员走访、调研陕西商洛、

安康、汉中等地漆籽油加工企业及生产单位，发现漆籽油生产大都采用压榨和浸

提两种工艺。压榨油保留了各种营养成分之特点，但压榨出油率相对偏低，只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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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压榨，漆籽仁饼粕中残油较高；浸提油出油率可大幅度提高。另外，压榨和浸

出工艺均为成熟工艺。因此，建议保留压榨、浸提两种工艺。2023 年 4 月 13 日

第二次漆籽油标准评审会上专家就这一问题展开讨论，最终一致认可保留漆籽油

压榨和浸提两种工艺。

2.2.2.1 漆籽油（漆油）

以漆籽仁为原料制取的油脂，亦称漆油。

2.2.2.2 压榨漆籽油

漆籽仁经压榨、脱色、脱臭、精制等工艺制取的油。

2.2.2.3 浸出漆籽油

漆籽仁经浸出、脱色、脱臭、精制等工艺制取的油。

2.2.3 技术要求

2.2.3.1 原料要求

漆籽应无霉变、无虫蛀、无异味，具有漆籽的自然特征。其他原料应符合相

应的食品标准和有关规定。

2.2.3.2 感官要求

本标准从漆籽油的色泽、滋味气味、状态等方面加以限定。标准编写小组从

商洛（商州区、山阳县、镇安县、柞水县、丹凤县、商南县）及安康、汉中等地

漆树种植规模较大的 8个地区中收集漆籽加工成漆籽油，在自然光下观察样品色

泽、气味滋味、透明度，闻其气味，对样品感官情况进行汇总，并参照 GB/T 5525

《植物油脂透明度、气味、滋味鉴定法》拟定感官要求，各采集地点漆籽油感官

结果如下。

（1）色泽：各采集地漆籽油样品的色泽主要呈现浅黄色、黄色；

（2）滋味、气味：各采集地漆籽油样品的气味和滋味，均为有漆籽油固有

的气味和滋味，无异味；

（3）透明度（20℃）：反映油脂纯度的一项指标。一般而言，透明度差说

明油脂精炼程度低或品质发生劣变，通过检测，各采集地漆籽油样品均为澄清、

透明。

参照 GB 2716-20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GB/T 1536-2021《菜籽

油（含第 1号修改单）》确定漆籽油感官要求应符合表 1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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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感官要求

项 目 要 求 检测方法

色泽 浅黄色至黄色 GB/T 5009.37

透明度（20℃） 澄清、透明

GB/T 5525
气味、滋味

具有漆籽油固有的气味和滋味，无异

味

2.2.3.3 基本组成和主要物理参数

根据漆籽油产品特点，并参照 GB/T 1536-2021《菜籽油（含第 1号修改单）》、

DBS 61/0016-2016《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元宝枫籽油》、GB/T 37748-2019《元宝

枫籽油》等其他食用植物油标准以及国内公开发表的文献报道，通过对省内多地

32 份样品相对密度、主要脂肪酸组成、折光指数、碘值、皂化值、不皂化物等

指标进行检测验证，确定相对密度、主要脂肪酸组成为漆籽油基本组成和主要物

理参数。

（1）相对密度指标

相对密度可初步判断油脂是否正常以及纯净程度。正常的食用植物油，其相

对密度在一定范围内。当因掺杂、变质等原因引起油脂组成成分发生变化时，会

导致相对密度的变化。按照 GB/T 5526《植物油脂检验 比重测定法》规定的方

法对采集到的 32 份样品进行测定验证，检测结果：相对密度检测数据范围为

0.922～0.933。

指标设定依据：①DBS 61/0016-2016《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元宝枫籽油》、

GB/T 37748-2019《元宝枫籽油》中相对密度为 0.905～0.919；②GB/T 22327-2019

《核桃油》中相对密度为 0.902～0.933；③GB/T 8235-2019《亚麻籽油》中相

对密度为 0.9276～0.9382；④GB/T 1536-2021《菜籽油》中相对密度为 0.910～

0.920。不同油脂的相对密度存在差异，为确保不同产地样品质量及市场流通质

量的稳定，按照检测值均值 0.928 的 97%-107%，综合考虑确定漆籽油相对密度

为 0.900～0.990。

（2）主要脂肪酸组成

按照 GB 5009.16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酸的测定》规定的方法

对采集到的 32 份样品常规脂肪酸种类棕榈酸、棕榈油酸、硬脂酸、油酸、亚油

酸、亚麻酸测定，检测结果：棕榈酸 9.61～11.72%、棕榈油酸 0.421～0.636%、

硬脂酸 2.84～3.49%、油酸 20.6～24.2%、亚油酸 53.9～64.5%、亚麻酸 0.7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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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根据检测结果，棕榈油酸、亚麻酸含量较低，故主要脂肪酸组成中不制定

棕榈油酸、亚麻酸指标。

指标设定依据：查阅相关文献：王佳（2020 年）关于漆树籽油化学成分及

功效研究中棕榈酸含量在 6～25%、硬脂酸 2.61～4.42%、油酸含量 15.73～

22.98%、亚油酸含量在 51.64～65.42%。不同油脂中脂肪酸含量存在差异，为确

保不同产地样品质量及市场流通质量的稳定，根据检测结果及文献中数据报道，

综合考虑确定漆籽油脂肪酸组成及含量（%）为：棕榈酸 6～25%、硬脂酸 1.0～

5.0%、油酸 15.0～30%、亚油酸 50.0～75.0%。

（3）折光指数、碘值（I）、皂化值（KOH）、不皂化物

按照 GB/T 5527《动植物油脂 折光指数的测定》、GB/T 5532《动植物油脂

碘值的测定》、GB/T 5534《动植物油脂 皂化值的测定》、GB/T 5535.2《动植

物油脂 不皂化物的测定》规定的方法对采集到的 32 份样品分别进行折光指数、

碘值、皂化值、不皂化物的测定，检测结果显示：折光指数检测数据范围为

1.4658～1.4804、碘值检测数据为 106.5～124g/100g、皂化值检测数据为 189～

200.5mg/g、不皂化物检测数据≤20g/kg。

参照 GB/T 1536-2021《菜籽油（含第 1 号修改单）》中菜籽油主要组成及

特性中未制定折光指数、碘值（I）、皂化值（KOH）、不皂化物指标，这些指标

并不是衡量油脂安全性的指标，故本标准制定时参照《菜籽油》标准，基本组成

和主要物理参数不列入折光指数、碘值（I）、皂化值（KOH）、不皂化物指标。

综上所述，故本标准规定漆籽油特征指标应符合表 2 的规定。

表 2 特征指标

项 目 指 标 检验方法

相对密度（ 20
20d ） 0.900～0.990 GB/T 5526

主要脂肪酸组成/%

棕榈酸（C16:0） 6.0～25.0

GB 5009.168
硬脂酸（C18:0） 1.0～5.0

油酸（C18:1） 15.0～30.0

亚油酸（C18:2） 50.0～75.0

2.2.3.4 理化指标

针对抽检的 32 份漆籽油样品，进行检测验证。检测的理化指标为水分及挥

发物、不溶性杂质、酸价、过氧化值、溶剂残留量、含皂量。

（1）水分及挥发物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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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常条件下，油脂中会含有微量的水分和挥发物。当油脂中水分含量过多时，

会造成解酯酶的活动和微生物生长、繁殖，从而使油脂的水解作用大大加速，导

致游离脂肪酸和过氧化物含量增加，造成酸败，影响油脂的品质和储存稳定性。

因此，将水分及挥发物列入漆籽油理化指标。

采用 GB 5009.23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植物油脂水分及挥发物的测定》

规定的方法对采集到的 32 份样品进行测定，检测结果：漆籽油水分及挥发物检

测值为 0.01%～0.04%。

指标设定依据：①DBS 61/0016-2016《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元宝枫籽油》水

分及挥发物≤0.05%；②GB/T 37748-2019《元宝枫籽油》水分及挥发物≤0.5%；

③GB/T 22327-2019《核桃油》中水分及挥发物≤0.5%；④GB/T 8235-2019《亚

麻籽油》中水分及挥发物≤0.2%；⑤GB/T 1536-2021《菜籽油（含第 1号修改单）》

中压榨菜籽油及浸出菜籽油一级油中水分及挥发物≤0.10%。为确保不同产地样

品质量及市场流通质量的稳定，综合考虑确定漆籽油水分及挥发物为≤0.10%。

（2）不溶性杂质指标

不溶性杂质是影响油脂品质稳定的一项重要指标。杂质含量大时，不仅降低

油脂品质，而且能加速品质的劣变。因此，将不溶性杂质指标列入漆籽油理化指

标。

按照 GB/T 15688《动植物油脂 不溶性杂质含量的测定》规定的方法对采集

到的 32 份样品进行测定，检测结果：漆籽油不溶性杂质 1份未检出（＜0.01%），

31 份含量检测值为 0.01%～0.07%。

指标设定依据：①DBS 61/0016-2016《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元宝枫籽油》不

溶性杂质≤0.05%；②GB/T 37748-2019《元宝枫籽油》不溶性杂质≤0.5%；③GB/T

22327-2019《核桃油》中不溶性杂质≤0.5%；④GB/T 8235-2019《亚麻籽油》中

不溶性杂质≤0.05%；⑤GB/T 1536-2021《菜籽油（含第 1号修改单）》中压榨

菜籽油及浸出菜籽油中不溶性杂质含量≤0.05%。为确保不同产地样品质量及市

场流通质量的稳定，综合考虑确定漆籽油不溶性杂质含量为≤0.10%。

（3）含皂量指标

含皂量是衡量油脂碱炼时水化工艺是否达到工艺操作要求的一项判定指标。

含皂量超标，油脂透明度差。因此，将含皂量指标列入浸出漆籽油理化指标。

按照 GB/T 5533《粮油检验 植物油脂含皂量的测定》规定的方法对采集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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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32 份样品进行测定，检测结果：漆籽油含皂量 1 份未检出（＜0.01%），31

份含量检测值为 0.004%～0.018%。

指标设定依据：DBS 61/0016-2016《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元宝枫籽油》含皂

量≤0.03%；②GB/T 1536-2021《菜籽油（含第 1 号修改单）》中压榨菜籽油未

制定含皂量指标，浸出菜籽油中含皂量≤0.03%。为确保不同产地样品质量及市

场流通质量的稳定，综合考虑确定浸出漆籽油含皂量为≤0.03%，压榨漆籽油中

不制定该项指标。

（4）酸价、过氧化值指标

食用植物油的酸价、过氧化值是反映油脂新鲜度、是否酸败、氧化程度的重

要卫生指标。过氧化值超标的食用油口感具有哈喇味，还可能引起腹泻等胃肠不

良反应。因此，将酸价、过氧化值指标列入漆籽油理化指标。

按照 GB 5009.22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酸价的测定》第一法冷溶剂

指示剂滴定法、GB 5009.22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第一

法滴定法规定的方法对采集到的 32 份样品进行测定，检验结果：漆籽油酸价检

测值为 2.2～2.7mg/g、过氧化值检测值为 0.060～0.25g/100g。

指标设定依据：①DBS 61/0016-2016《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元宝枫籽油》过

氧化值为≤0.18g/100g，酸价为≤3.0mg/g；②GB/T 37748-2019《元宝枫籽油》

酸价为≤3.0mg/g；③GB/T 22327-2019《核桃油》中酸价为≤3.0mg/g；④GB/T

8235-2019《亚麻籽油》中酸价为≤3.0mg/g；⑤GB 2716-2018《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植物油》中酸价≤4mg/g，过氧化值为≤0.25g/100g。为确保不同产地样品质

量及市场流通质量的稳定，综合考虑确定漆籽油的酸价为≤3mg/g，过氧化值为

≤0.25g/100g。

（5）溶剂残留量指标

采用浸出法工艺生产的食用植物油中含有微量的浸出油溶剂。溶剂残留超标

会引起食用者肠胃甚至心脏方面疾病，危害人体健康。因此，将溶剂残留量指标

列入漆籽油理化指标。

按照 GB 5009.2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溶剂残留量的测定》规定的

方法对采集到的 9份样品进行测定，检验结果：漆籽油中溶剂残留量均未检出，

结合 GB 27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中对溶剂残留量的规定，确定漆籽

油中溶剂残留量不得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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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污染物限量

按照 GB 5009.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砷的测定》、GB 5009.12《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规定的方法对采集到的 32 份样品进行测定，

检验结果：漆籽油砷均低于检出限 0.020mg/kg 或未检出、铅的检测数据均低于

检出限 0.010mg/kg。

指标设定依据：①DBS 61/0016-2016《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元宝枫籽油》铅

≤0.05mg/kg、总砷≤0.05mg/kg；②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污染物限量》中规定油脂中铅≤0.1mg/kg、总砷≤0.1mg/kg；③GB 2762-202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中规定油脂中铅≤0.08mg/kg、总砷≤

0.1mg/kg；故按照 GB 2762-2022，综合考虑确定漆籽油总砷为≤0.09mg/kg、铅

为≤0.08mg/kg。

综上所述，故本标准规定漆籽油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3 的规定。

表 3 理化指标

项 目 要 求 检验方法

水分及挥发物，% ≤ 0.10 GB 5009.236

不溶性杂质，% ≤ 0.10 GB/T 15688

含皂量 a，% ≤ 0.03 GB/T 5533

酸价（KOH），mg/g ≤ 3 GB 5009.229

过氧化值，g/100g ≤ 0.25 GB 5009.227

总砷(以As计)，mg/kg ≤ 0.09 GB 5009.11

铅(以Pb计)，mg/kg ≤ 0.08 GB 5009.12

溶剂残留量，mg/kg 不得检出 GB 5009.262

a 仅限浸出工艺

2.2.3.5 黄曲霉毒素 B1 指标

按照 GB 5009.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黄曲霉毒素 B族和 G族的测定》

规定的方法对采集到的 32 份样品进行测定，检验结果：漆籽油黄曲霉毒素 B1检

测值均低于检出限（＜0.03μg/kg），其检测值完全符合 GB 2761《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中对植物油脂中黄曲霉毒素 B1的要求，故本标准

中漆籽油黄曲霉毒素 B1指标直接引用兜底标准 GB 2761，不再单独提出限量指标。

2.2.3.6 苯并（a）芘指标

按照 GB 5009.2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苯并（a）芘的测定》规定的

方法对采集到的 32 份样品进行测定，检验结果：漆籽油苯并（a）芘检测值均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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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检出限（＜0.2μg/kg），其检测值完全符合 GB 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中污染物限量》中对植物油脂中苯并（a）芘的要求，故本标准中苯并（a）芘

指标直接引用兜底标准 GB 2762，不再单独提出限量指标。

2.2.3.7 卫生要求

按 GB 2716 和国家有关标准、规定执行；生产加工过程的卫生要求应符合

GB 14881 的规定。

2.2.3.8 食品添加剂使用限制

应符合 GB 2760 和国家有关规定。

2.2.3.9 真实性要求

漆籽油中不得掺加其他食用油和非食用油。

2.2.3.10 不适宜人群

生漆是一种传统的天然树脂，是漆树皮层分泌出来的乳白色胶状液，经人工

割破树皮采集而得。漆酚是生漆的主要成分，为黄色粘稠液体，是天然涂料中致

敏性最强的物质，能引起皮肤瘙痒等过敏反应。漆树茎干的树皮是采割生漆的主

要部位，漆籽油是以漆树籽种子（籽仁）为原料加工制成的食用油脂，漆树籽采

收中经过严格的验收标准，不得含有漆树籽以外的其他漆树器官，因此漆籽油中

不含漆酚成分。

商南县食用漆籽油历史悠久，商南县本地人常将漆树籽油作为日常食用油。

通过商南县城关街道中心卫生院调查，自卫生院成立以来，未有因食用漆籽油导

致的不良反应病案记录，从全民健康保障信息化工程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业务应用

平台调阅数据显示未发现漆籽油食用中毒事件。商南县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证明显

示漆籽油经过多年食用，未出现任何影响身体健康的现象发生。

因漆酚检测目前无国家标准及其他公布的统一的检测标准，起草小组查阅相

关文献资料，参照文献《生漆中漆酚的测定方法研究》中漆酚含量测定方法对商

州区漆籽油、商南县漆籽油、山阳县漆籽油、镇安县漆籽油等漆籽油样本进行了

漆酚的检测，均未检出漆酚成分。为保证食用安全，在漆籽油标准中增加不适宜

人群：过敏体质者慎用。

3 已经开展的风险监测和风险评估情况

3.1 漆籽油食用安全的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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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籽油是我国地方特色传统食用油，已有上千年的食用历史。陕南商洛、安

康、汉中多地县志、区志均有关于漆籽油食用的记载。文献资料中亦可查阅到关

于漆籽油食用文化、功效及安全的研究报道，进一步阐明了漆籽油的食用情况。

我国云南、贵州、湖南、湖北等地也有食用漆籽油的习惯，形成了当地的特

有文化。食用方式有漆籽油煮鸡、漆籽油煮鸡蛋、漆籽油煮肉、漆油糖水、漆油

茶等。

GB/T 22515-2008《粮油名词术语 粮食、油料及其加工产品》已将漆籽列为

油料，漆油列为油脂产品。漆籽油作为非定型包装食品生产并在市场大量销售已

有三十年以上历史，其食用安全性已经得到了市场的长期验证。目前漆籽油的食

用人群超过 100 万。

3.2 漆籽油安全毒理学试验

湖南省实验动物中心、湖南省药物安全评价研究中心 2013 年对漆籽油进行

了安全毒理学评价，结果为：①三项遗传毒性试验结果：小鼠骨髓细胞微核试验、

小鼠骨髓细胞染色体畸变试验、小鼠睾丸染色体畸变试验结果均为阴性；②小鼠

精子畸形试验结果为阴性；③30 天喂养试验结果：以 3.30、6.60、10.00ml/kg·bw

漆籽油每天灌胃给予大鼠 1次，连续 30 天，结果提示漆籽油 30 天喂养对大鼠未

见明显毒性作用。④90 天喂养试验结果：以 3.30、6.60、10.00ml/kg·bw 漆籽

油每天灌胃给予大鼠 1次，连续 90 天，结果提示漆籽油 30 天喂养对大鼠未见明

显毒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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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漆籽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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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籽油样品属于实际无毒级；三项遗传学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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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漆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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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围内漆籽油样品对试验大鼠胎鼠未发现致畸作用。

3.3 经多次专家论证，明确了漆籽油食用历史久远，食用安全

2020 年 6 月、2020 年 8 月、2021 年 11 月、2023 年 4 月先后四次在西安邀

请西北大学、陕西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研究院、西安交通大学、省食品安全监测

中心、陕西省科技大学、陕西省微生物研究所、陕西省卫生健康监督中心、西安

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西安市食品药品检验所、陕西省中医药研究院等高等院

校食品相关专家对漆籽油食用安全性进行评估，一致认为漆籽油食用历史久远，

对人体健康有益，可以列入地方特色食品管理并制定技术标准。截至目前，商南

县城关街道中心卫生院未有因使用漆籽油而导致的不良反应病案记录，从全民健

康保障信息化工厂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业务应用平台调阅未发现漆籽油食用中毒。

商南县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证明漆籽油经过多年食用，未出现任何影响身体健康的

现象发生。

综上所述，漆籽油未发现漆籽油食用中毒事件，漆籽油食用历史悠久，食用

安全。

4 国际同类标准和国内相关标准情况

尚未见到有关漆籽油的国际标准和国外标准。

5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起草过程中由项目负责人策划标准结构框架，具体内容和文本表达方

式由项目组成员共同讨论确定，涉及特殊规定或特殊要求内容，首先由标准起草

组成员查阅相关标准或资料，有明确来源的依据或充分的研究结论问题，由标准

起草组成员根据查阅资料共同讨论决定，若不能确定或问题涉及监督管理部门或

生产企业利益，标准起草组解决该类问题的方式是组织现场调研或有针对性地邀

请相关领域专家就相关条款进行研究讨论或邀请相关生产企业代表召开研讨会，

在法律法规规定范围内共同讨论决定。

6 主要参考标准及技术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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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主要参考标准

GB/T 1536 菜籽油（含第 1号修改单）

GB 2760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GB 27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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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5009.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B 5009.1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GB/T 5009.37 食用植物油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

GB 5009.16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酸的测定

GB 5009.22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

GB 5009.22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酸价的测定

GB 5009.236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植物油脂水分及挥发物的测定

GB 5009.2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溶剂残留量的测定

GB/T 5525 植物油脂 透明度、滋味、气味鉴定法

GB/T 5526 植物油脂检验 比重测定法

GB/T 5527 动植物油脂 折光指数的测定

GB/T 5532 动植物油脂 碘值的测定

GB/T 5533 粮油检验 植物油脂含皂量的测定

GB/T 5534 动植物油脂 皂化值的测定

GB/T 5535.1 动植物油脂 不皂化物测定 第 1部分：乙醚提取法

GB/T 8235 亚麻籽油

GB/T 15688 动植物油脂 不溶性杂质含量的测定

GB/T 22327 核桃油

GB/T 22515 粮油名词术语 粮食、油料及其加工产品

GB/T 37748 元宝枫籽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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