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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标准的制定任务是根据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下发的通知，标准名称为《新

鲜果蔬 取样方法》，计划编号是 20220785-T-424，下达日期为 2022 年 7 月 19 日，

性质为推荐性标准。该计划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归口，主管部门为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有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中国

农科院蔬菜花卉所、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青岛农业大学、济南果品研究院、

中国绿色食品有限公司等。 

2、标准制定的目的意义 

水果及蔬菜是重要的农产品，其产品质量评价与安全监督管理，是进一步做好

蔬菜水果等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重要方面。科学、合理的取样方法是开展监督抽

查、产品质量检测的重要前提，是准确进行水果蔬菜产品质量评价与监督管理的基

础和保证。合理的取样数量、取样方式、取样部位、取样程序和方法等要求和规范，

对确保水果蔬菜产品检验结果的科学性、准确性、有效性和真实性方面具有重要的

意义。 

原国家标准 GB/T 8855-2008《新鲜水果和蔬菜 取样方法》2017 年由国家质量

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发布第 31 号文件“关于废止《植物油

脂检验杂质测定法》等 873 项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公告中” 废止该标准，但一直没

有替代标准。 

国家标准 GB/T 8855-2008《新鲜水果和蔬菜 取样方法》曾广泛应用于各种水

果、蔬菜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中，据初步统计，目前约有 100 项水果蔬菜相关标

准中引用了 GB/T 8855-2008《新鲜水果和蔬菜 取样方法》，是一项被广泛和共同

使用的基础性通用性标准。例如《NY/T 1072-2013 加工用苹果》5.2 抽样方法，“按

GB/T 8855 的规定执行。”；《DB 65/T 3503-2013 地理标志产品阿克苏苹果》“8.7

抽样方法”；《DB44/T 930-2011 地理标志产品三华李》6.1 测定感官指标取样量

按 GB/T 8855 规定执行；《DB52/T 914-2014 地理标志产品沙子空心李》中 10.2 抽

样按 GB/T 8855 执行；《GB/T 26906-2011 樱桃质量等级》6.2 抽样方法；《NY/T 

1794-2009 猕猴桃等级规格》5.2 抽样方法；《GB/T 31784-2015 马铃薯分级与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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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程》中 6.1 取样按 GB/T 8855 规定执行；《NY/T 1894-2010 茄子等级规格》中

4.4 产品抽检按 GB/T 8855 的规定执行；《NY/T 1835-2010 大葱等级规格》4 抽样

方法按照 GB/T 8855 的部分规定执行；NY/T 1789-2009 草莓等级规格、NY/T 

2302-2013 农产品等级规格樱桃、NY/T 2642-2014 甘薯等级规格、NY/T 2376-2013

农产品等级规格姜中抽样方法按照 GB/T 8855 的部分规定执行；NY/T 2860-2015

冬枣等级规格，在抽样方法中都引用了 GB/T 8855。 

以上标准目前仍现行有效，但 GB/T 8855—2008《新鲜水果和蔬菜 取样方法》

自 2017 年废止后一直未重新发布。考虑到该标准重要性和广泛需要，急需重新制

定此标准，为新鲜水果、蔬菜的产品质量评价与安全监督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3、标准国内外情况简要说明 

目前国内关于水果蔬菜取样方法相关标准只有 NY/T 2103-2011《蔬菜抽样技

术规范》，但该标准的取样方法引用的是 GB/T 8855《新鲜水果和蔬菜 取样方法》。 

国际上有 ISO 874-1980《Fresh fruits and vegetables-Sampling》，2017 年修改

后该国际标准仍现行有效。 

4、主要工作过程 

4.1  标准草案形成（2022 年 7 月——2023 年 4 月） 

标准制定计划下达后，成立了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青岛农业大学、济南果品

研究院、中国绿色食品有限公司等起草单位组成的起草工作组。起草工作组收集和

整理有关取样方法的标准、书籍、文献等资料，经过讨论，在原标准文本的基础上

对术语和定义、取样的一般要求、取样报告等内容进行了修改完善，初步形成了标

准草案。 

4.2  标准讨论及标准讨论稿形成（20223 年 4 月-2023 年 8 月） 

起草工作组于 2023 年 4 月 12 日以线下会议形式召开了《新鲜水果和蔬菜 取

样方法》国家标准第一次专家工作会。参会专家包括统计学专家、水果蔬菜检测领

域的科研院所专家和检测机构专家，分别是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丁文兴、于振凡、中

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钱洪、全国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李莉、中国发酵食品研究院

国际标准中心任小彤、北京市食品检验研究院（北京市食品安全监控和风险评估中

心）史娜、中科检测技术服务（广州）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广州化学研究所

分析测试中心）周卓为。各位专家与起草组成员对标准草案进行了逐字逐句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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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标准的范围、术语和定义的准确表述、取样一般要求的规定与表达、抽检样品取

样数量的合理性、实验室样品取样数量的合理性等方面都提出了意见和修改方案。

会后由起草工作组根据会议讨论确定的内容对标准草案进行了修改完善。同时，起

草工作组还收集整理了大量统计学相关的标准、书籍、文献等和科研机构进行蔬菜、

水果检测的实际数据，依据统计学的原理，参考实际检测数据规律，对标准中包装

样品取样数量、散装产品取样数量、实验室样品取样数量等内容进行了修改完善，

并补充了理论依据，形成了标准讨论稿。 

4.3  标准讨论及标准征求意见稿形成（2023 年 8 月~2023 年 12 月） 

起草工作组于 2023 年 8 月 24 日以线下会议形式召开了《新鲜水果和蔬菜 取

样方法》国家标准第二次专家工作会。参会专家包括统计学专家、水果蔬菜检测领

域的科研院所专家和检测机构专家，分别是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丁文兴、于振凡、中

国农科院蔬菜花卉所钱洪、北京工业大学理学院谢田法、食药环检验研究院（山东）

集团有限公司/济南市特殊食品检测工程研究中心孙学文 、深圳中检联检测有限公

司王又有成、四川省中安检测有限公司魏远隆。各位专家与起草组成员重点讨论了

标准中包装样品取样数量、散装产品取样数量、实验室样品取样数量这三个表格中

涉及的内容，从统计学的原理，结合水果、蔬菜实际检测过程中的情况，对上述内

容提出了意见和修改方案。会后由起草工作组根据会议讨论确定的内容对标准草案

进行了修改完善。 

起草工作组于 2023 年 11 月 15 日和 22 日召开了两次线上内部工作会，对标准

文本全文进行了逐字逐句的讨论和修改，特别针对“术语和定义”部分，参考 ISO

原标准进行了重新校对和修正。会后由起草工作组根据历次会议讨论确定的内容对

标准讨论稿进行了修改完善，形成了标准征求意见稿及其编制说明。 

二、编制原则和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编制原则 

为保证标准的先进性、科学性和适用性，标准起草工作组在充分讨论和研究的

基础上，明确了标准制定的以下原则。 

1.1 与法衔接，适当延伸 

遵循国家有关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前提下，有针对性的细化和丰富法规的内容

和要求，如《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用农产品市场销售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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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监督管理办法》等。 

1.2 特点鲜明，目标明确 

本标准的制定要充分体现水果、蔬菜取样方法标准的特点和特殊性，具体条款

上粗细适宜。水果、蔬菜取样方法标准化目前需要规定的方面与内容很多，本标准

属于概括性、通用性的标准，规定了合理的抽样方式、抽样部位、抽样数量、抽样

程序和方法等一般性要求，确保水果蔬菜产品抽样具有代表性是最重要前提，同时

也确保质量监督和质量控制检验结果的科学性、准确性、有效性和真实性。 

1.3 科学适用，适度超前 

本标准按照《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和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等规定要求编制。本标准通过收集大量资料、

进行广泛技术研讨、征求行业专家意见等方式，确保未来标准的执行主体充分参与

和征求意见，即确保绝大部分进行水果、蔬菜检测的科研院所、检测机构在使用该

标准时可执行、可操作，要充分体现规范和引领行业的作用。 

2、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2.1  “标准名称” 

在进行立项申报和国家标准计划下达时，本标准的名称均为《新鲜果蔬 取样

方法》。在标准制定过程中，起草组对标准名称进行了重新思考和讨论，决定将标

准名称改为《新鲜水果和蔬菜 取样方法》，一方面，该名称更清晰、准确的表达

取 样 对 象 为 水 果 和 蔬 菜 ， 也 能 与 标 准 英 文 名 称 “ Fresh fruits and 

vegetables——Sampling”相对应；另一方面，该名称与原国家标准 GB/T 8855《新

鲜水果和蔬菜 取样方法》保持一致，能更好的引导标准制定单位、科研院所、检

测机构等使用该标准。 

2.2  “1 范围” 

在原国家标准 GB/T 8855《新鲜水果和蔬菜 取样方法》文本的基础上进行了

修改，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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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最新规定，将范围中的“本标准”表述改为“本文件”。 

专家与起草工作组对标准范围进行了反复研究，重点讨论推敲了本文件的适用

环节、目的用途和取样方式这三方面内容是否应在“范围”内做明确规定。在取样

环节方面，本文件既适用于农业领域在生产基地或生产企业中的取样，即生产环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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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取样；也适用于市场监管领域，在批发市场或农贸市场进行交易环节的取样，即

流通环节的取样。在取样目的用途方面，本文件既适用于大宗贸易中对蔬菜水果的

品质控制与质量管理，也适用于市场监管层面的风险监测与质量监督。在取样方式

方面，本文件既适用于目的取样，如为了监督抽查水果蔬菜中有毒有害物质时进行

的取样，即监督检验；也适用于随机取样，如对水果蔬菜的品质进行整体评价，检

测多种质量指标时进行的取样，即生产检验。经研讨专家和工作组讨论后在“范围”

内不对以上三方面做明确表述与规定。在通用要求在“4 取样的一般要求”中做了

相关表述，使用者可根据具体场景和情况使用该标准。 

“范围”第二段明确了适用范围，对“新鲜水果和蔬菜”进行了描述，即“未

经加工的、可用于鲜食的水果（含坚果）和蔬菜”，值得注意的是本文件的适用范

围包括坚果，如标准中表 3 中所列的“核桃、榛子、扁桃、板栗、松子”等，即坚

果取样可使用本文件。 

2.3  “3 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在原国家标准 GB/T 8855《新鲜水果和蔬菜 取样方法》文本的基础上

进行了修改，并且参照了 ISO 874-1980《Fresh fruits and vegetables-Sampling》原文

中的“术语和定义”，进行了严格的比对、校正和修改，最大程度的使中文表述符

合英文原意，更加严谨和规范。 

首先，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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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9.11”的规定：“注属于附加信息，它只给出有助于理解或使用文

件内容的说明。按照注所处的位置，可分为条文中的注、术语条目中的注、图中的

注和表中的注。”，对原标准中“术语和定义”属于附加信息的解释性语言改为“注”。 

其次，原标准术语定义“合同货物”、“批量货物”中“货物”的表述指的是

大宗国际贸易中的商品，主要准对流通贸易环节的取样，而本文件的适用范围不只

包括大宗贸易中的取样，也包括生产环节和流通环节的风险检测与质量监督等方面，

使用“货物”的表述不全面，因此做了修改为合同产品；同时，蔬菜和水果均属食

用农产品，本文件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食品安全抽样检验工作规范》等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因此经专家与起草工作组反复讨论，认为使用“产品”的表述更

为准确，因此修改为“合同产品”、“批量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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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1  “3.1 合同产品” 

对照 ISO 874-1980《Fresh fruits and vegetables-Sampling》原文，将原标准中的

表述进行整理、校正和修改，使之表达的意思更加清晰、准确、全面，表述为“以

指定合同或货运清单的数量为准发送或接收的产品。”，而将解释性的语言“合同

产品可由一批或多批产品组成。”按照 GB/T 1.1-2020 要求修改变成术语的注。 

2.3.2  “3.2 批量产品” 

对照 ISO 874-1980《Fresh fruits and vegetables-Sampling》原文，批量产品的定

义中包含了 4 个要素，第一是批量产品属于合同产品中的某一批，是合同产品的子

集；第二是批量产品的质量能代表合同产品的质量，需具有代表性；第三是批量产

品的数量应确定；第四是批量产品的特性/特征应均匀一致，而括号中的表述“同

一品种或种类、成熟度、规格及包装一致等”则是解释说明特性/特征一致的具体

方面。因此，将原标准中的表述进行整理、校正和修改，使之表达的意思更加清晰、

准确、全面，修改表述为“可代表合同产品质量且数量确定、特性/特征一致（同

一品种或种类、成熟度、规格及包装一致等）的某一批合同产品。”。 

2.3.3  “3.3 抽检样品” 

对照 ISO 874-1980《Fresh fruits and vegetables-Sampling》，因为已开始进行取

样，应属于“样品”的范畴，因此经专家与起草工作组讨论应表述为“抽检样品”。

从批量产品中每一个取样点抽取的少量产品都是抽检样品。将解释性的语言“抽检

样品应从批量产品的不同位置和层次取样，每个取样点抽取产品的量应大致相同。”

修改变成术语的注。该注说明了抽检样品取样时的要求，要从不同位置和层次取样，

这样保证了取样后的样品具有代表性，也与标准中“5.2 抽检样品的取样”相对应。

因此，将原标准中的表述进行整理、校正和修改，表述为“从批量产品单个取样点

抽取的少量产品。”。 

2.3.4  “3.4 包装产品” 

该术语属于本标准新增加的术语和定义，因为标准中有“5.2.1 包装产品”这

一部分，却未对“包装产品”进行规范定义。经过专家反复讨论，将该定义表述为

“使用包装容器或材料、按照确定数量包装并直接交易的新鲜水果和蔬菜。”。该

定义中包括了以下几个内涵：第一需使用包装容器或者包装材料进行包装，才属于

“包装产品”；第二需按照确定数量进行包装才属于“包装产品”，即强调了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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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装的含义；第三是需可以直接进行交易的产品才属于“包装产品”，即强调了销

售包装的含义，只有用于直接销售的包装才属于“包装产品”，而在生产、运输、

贮藏等环节中对产品进行包装后均不能称为“包装产品”。 

2.3.5  “3.5 散装产品” 

该术语属于本标准新增加的术语和定义，因为标准中有“5.2.2 散装产品”这

一部分，却未对“散装产品”进行规范定义。经过专家反复讨论，将该定义表述为

“未使用包装容器或材料按照确定数量进行包装的新鲜水果和蔬菜。”。该定义与

“包装产品”相对应，强调了“散装产品”未使用包装容器或包装材料、未定量包

装两个要素。 

2.3.6  “3.6 混合样品” 

对照 ISO 874-1980《Fresh fruits and vegetables-Sampling》，经专家反复讨论，

认为混合样品是由一个批量产品抽取的多个抽检样品混合而来，不同批量产品间的

抽检样品不能进行混合。而定义中“组合/混合”的表达是考虑到了样品混合时的

多种情况，如大型水果蔬菜无法通过操作有效的混合，只能将多个抽检产品依次放

置，属于“组合”，而小型水果蔬菜可以通过操作有效的混合均匀，这种方式属于

“混合”。因此，将原标准中的表述进行整理、校正和修改，表述为“从一个特定

的批量产品中抽取的多个抽检样品组合/混合后得到的样品。”。 

2.3.7  “3.7 缩分样品” 

在原标准中表述为“缩分样品”，经统计学专家讨论，认为该表述不正确，合

理的表述为“缩分后的样品”，为了使术语表述的更加科学、合理，经专家与起草

工作组讨论，使用标准化的语言表述为“样品缩分”，重点是“缩分”这一动词。

并参考 GB/T 13732-2009《粒度均匀散料抽样检验通则》中“3.1.13 样本缩分”的

定义，即“通过不断搅拌、分割、四分法等手段将散料样本分成若干子样本，保留

其中一个或几个子样本制备操作”，经专家与起草工作组反复讨论，新定义为：“混

合样品经缩减、切分等手段分成若干子样本，保留其中一个或几个子样本的过程。”。

同时，将英文从原来的“reduced sample”改为“sample reduce”。 

但在与更多专家进行反复求证、讨论后，认为该表述过于繁琐，最终决定对以

上意见不采纳。对照 ISO 874-1980《Fresh fruits and vegetables-Sampling》，将原标

准中的表述进行整理、校正和修改，使之表达的意思更加清晰、准确、全面，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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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通过缩减或切分混合样品获得的、可代表批量产品的样品。”。该定义将“缩

分”二字进行了解释说明，同时形象的表达了样品缩分时所使用的手段，即“缩减、

切分”，也说明了缩分样品应具有代表性。 

2.3.8  “3.8 实验室样品” 

在原标准中定义为“送往实验室分析或其他测试的、从混合样品或缩分样品中

获得的一定量的能够代表批量货物的样品”，该表述略繁琐且不符合中文表达习惯。

对照 ISO 874-1980《Fresh fruits and vegetables-Sampling》，将原标准中的表述进行

整理、校正和修改，使之表达的意思更加清晰、准确、全面，表述为“从混合样品

或缩分样品中获得的、送往实验室分析的样品。”。 

2.4  “4 取样的一般要求” 

在原国家标准 GB/T 8855《新鲜水果和蔬菜 取样方法》文本的基础上进行了

修改。经专家与起草工作组反复讨论，根据逻辑关系对条款进行了重新排序，并对

个别表述进行了修改。 

“4.1”修改为“取样之前要明确取样的目的，根据不同的目的采用不同的取

样方法。”将原标准中“3.1 取样之前要明确取样的目的，即明确样品鉴定性质”

摘取作为单独一项条款并进行修改。既是取样一般要求的前提条件，即使用标准前

应明确取样目的，又与“范围”中不做明确规定，本文件适用于诸多取样场景的适

用范围相对应。本条款要求使用者根据取样目的不同采用不同的取样方法，即不论

是生产环节还是流通环节的取样，不论用于品质控制还是风险监测，都可以合理选

择适用的条款，参考和使用本文件。 

“4.2”对原标准“3.1 对采集的样品不论进行现场常规鉴定还是送实验室做品

质鉴定，一般要求随机取样。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例如：为了查明混入的其他品种

或任意类型的混杂，允许进行选择抽样”进行了修改，“鉴定”的表述不准确，经

讨论应改为“检测”，而“现场常规鉴定”、“送实验室做品质鉴定”的表述不全

面，容易产生在实验室只能进行品质类的检测等歧义，经讨论应改为“现场检测”、

“送实验室做检测”。本条款要求取样时一般进行随机取样，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可

进行选择取样，即目的取样，这与“范围”中不做明确规定，本文件同时适用于随

机取样和目的取样相对应。 

“4.3”中将“批量货物”改为“批量产品”。本条款主要对样品的代表性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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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匀性做了规定，要求取样时应使用合理的取样工具和取样方法，保证无论是混合

样品直接检测，还是混合样品经缩分后进行检测，均能代表批量产品的全部特征，

即品质指标、安全指标等均具有代表性。 

“从样品中剔除损坏的部分（箱、袋等），损坏和未损坏部分的样品分别进行

采集。”这一条款经过了专家的反复讨论，对是否应该采集样品的损坏部分进行了

深入探讨，最终一致认为损坏部分与未损坏部分都应该进行取样和检测，本条款考

虑到样品损坏和未损坏部分其特性不一致，因此要求将样品中损坏的部分筛选、剔

除，并对两部分样品分别取样与检测。 

2.5  “5 取样方法” 

在原国家标准 GB/T 8855《新鲜水果和蔬菜 取样方法》文本的基础上进行了

修改。原标准“4.1 批量货物的取样准备”、“4.2 抽检货物的取样准备”中“批

量货物”、“抽检货物”的表述改为“批量产品”、“抽检样品”；而“取样准备”

的表述来源于 ISO 874-1980《新鲜水果和蔬菜 取样方法》，即“Preparation of the 

lot for sampling”，该表述与本章名称“取样方法”不对应，且表述啰嗦，意思不

明确，经专家讨论改为“取样”。原标准“4.3 混合样品或缩分样品的制备”中“缩

分样品”改为“样品缩分”；“制备”的表述不准确，且未与前文表述习惯保持一

致。因此经专家讨论将各节标题修改为“5.1 批量产品的取样”、“5.2 抽检样品

的取样”、“5.3 混合样品或缩分样品的取样”。 

2.5.1  “5.1 批量产品的取样” 

对原标准中“批量货物取样时，要求及时，每批货物要单独取样。”的表述进

行了修改，使其语序合理，表达清晰，修改为“应及时对批量产品取样，每批产品

要单独取样。”。 

原标准中“如果由于运输过程发生损坏，其损坏部分（盒子、袋子等）必须与

完整部分隔离，并进行单独取样。”的表述与“4.3”的要求发生重复，都是为了

保证取样的代表性和均匀性，而对样品中损坏部分与未损坏部分分别取样的规定，

在取样一般要求中已进行了说明，因此将此处的表述删除。 

原标准中“如果认为货物不均匀，除贸易双方另行磋商外，应当把正常部分单

独分出来，并从每一批中取样鉴定”的表述有多处不恰当，容易引起歧义。如果认

为同一批次的产品不均匀，则按照相应的特征将其分开，再分别取样，不存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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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正常，因此“正常部分”的表述有错误，结合本条款所表达的意思，经专家与

起草工作组反复讨论斟酌，将其修改为“如果认为产品不均匀，除贸易双方另行磋

商外，应分成相对均匀的不同批次，并从每一批次中取样检测。”。 

本条款规定了对批量产品进行取样时应及时，保证产品特性不会发生较大变化，

每一批次都要单独取样，若同一批次产品不均匀，则要按照其特性分成相对均匀的

批次，再分别取样检测。都是为了保证取样后样品的代表性、均匀性。 

2.5.2  “5.2 抽检样品的取样” 

本条款规定了抽检样品取样时应从批量产品的不同位置和不同层次取样，取样

方式为随机取样。这是为了使取样的覆盖范围扩大，保证取样后样品的代表性、均

匀性。值得注意的是，本标准新增加了表述“贸易双方协商同意后，取样量可适当

减少。”，这是因为在专家进行讨论时，有长期从事大宗贸易中取样工作的专家提

出表 1、表 2 中的取样量在实践中存在一定的困难，并且当取样量大时会造成一定

程度的产品损耗，给贸易双方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后经专家们反复讨论，决定增

加这一表述，旨在针对大宗贸易，当贸易双方协商同意后，取样量可在不影响检测

结果的前提下适当减少。但该规定不包括公权力方的检测，如法检等一定要严格按

照表中的取样量进行取样检测。 

2.5.2.1  “5.2.1 包装产品” 

原标准中对适用于此节的包装产品进行了介绍说明，表述为“对有包装的产品

（木箱、纸箱、袋装等）”，经专家讨论，认为此表述不全面、不准确，未将蔬菜

和水果的包装形式尽可能罗列出来，也没有强调包装特指定量包装，因为生产包装

中有些蔬菜水果虽然有简单包装，但属于散装产品，不能按照该节进行取样，如用

麻绳等及进行简单包装的捆装蔬菜等。 

起草工作组根据统计学的原理，运用统计学中抽样调查的方法，将收集整理的

实际检测数据进行计算，对原标准中表 1 进行了验证，即判断包装产品中抽检样品

的数量是否合理，验证过程如下。 

（1）抽样调查公式如下：   
 （α   ）      

      
        

  

      
 

——n0 表示理论取样量； 

——Z（α /2）表示服从正态分布的随机变量上α 分位点，它是一个整体，代

表的是一个数，可以通过查标准正态分布双侧分位数表得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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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 表示数据的标准差； 

——r 表示抽样允许最大误差，指在进行抽样调查时，根据抽样推断结果的精

确度及可靠性要求，确定的样本指标和总体指标之间误差的最大允许范围，一般取

10%； 

——Y 表示数据的平均值； 

——n 表示实际取样量； 

——N 表示样本总量。 

（2）实际检测数据由济南果品研究院郑晓冬提供，检测数据为苹果的理化指

标，样品来源主要分布于山东境内，多为山东烟台蓬莱、莱州、栖霞，部分来源于

陕西宝鸡和甘肃庆阳，对不同理化指标进行检测，对约 100 个样品进行多次检测，

每个理化指标均获得实际检测数据 3960 个。 

（3）以苹果的硬度检测数据为例进行验证，其正态分布直方图如下图所示，

其中，硬度单位为 kg/cm
2；数据平均值为 Y 取值 6.71；标准差 S 取值为 0.74。 

 

设定置信度取值为 90%，α 取值为 10%，通过查标准正态分布双侧分位数表

得知，Z 值为 1.64。计算得 n0 的值为 3.27，将总样本量 N=100 代入公式，计算得

n 的值为 3.17。 

设定置信度取值为 95%，α 取值为 5%，通过查标准正态分布双侧分位数表得

知，Z 值为 1.96。计算得 n0 的值为 4.67，将总样本量 N=100 代入公式，计算得 n

的值为 4.46。 

（4）以苹果的可溶性固形物检测数据为例进行验证，其正态分布直方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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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所示，其中，可溶性固形物单位为%；数据平均值为 Y 取值 14.29；标准差 S 取

值为 1.40。 

 

设定置信度取值为 90%，α 取值为 10%，通过查标准正态分布双侧分位数表

得知，Z 值为 1.64。计算得 n0 的值为 2.58，将总样本量 N=100 代入公式，计算得

n 的值为 2.52。 

设定置信度取值为 95%，α 取值为 5%，通过查标准正态分布双侧分位数表得

知，Z 值为 1.96。计算得 n0 的值为 3.69，将总样本量 N=100 代入公式，计算得 n

的值为 3.56。 

总结以上计算结果，可知当置信度取值为 95%时，苹果硬度指标实际取样量

的计算结果为 4.46，接近表 1 中“5”这个数值，说明该数值的设置有一定科学依

据。 

（5）参考GB/T 2828.1-2012《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1部分：按接受质量限（AQL）

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中表 1 与表 2 对其他批量产品中的取样量进行验证和修

改，表 1 与表 2 如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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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数值修改后的表 1 如下所示。 

表 1抽检样品的取样件数 

批量产品中相同包装产品件数 抽检样品取样件数 

≤100 5 

101~300 8 

301~500 13 

501~1000 20 

>1 000 32〔最低限度） 

如上表所示，经验证与修改后，表格中抽检样品的取样量要高于原标准中的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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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量，但长期进行检验检测工作的一线专家表示，该取样量偏大，实际操作过程有

难度，对抽检样品取样时达不到此要求数量，同时应考虑到国际大宗贸易检测的取

样与市场监督抽检的取样有差异，在取样数量上应兼顾不同取样情景，设置相对合

理的取样量，以便标准使用者在实践操作中能达到要求。因此经过专家与起草工作

组的反复讨论，决定维持原标准中的抽检样品取样量不变。 

经专家讨论后新增加了表注，表述为“当批量产品中相同包装产品件数不足 5

件时，抽检样品应全部取样。”。要求当批量产品总件数不足 5 件时，应全部取样，

这样能使抽检样品更具有代表性。由于该规定属于附加信息，是为了便于理解和使

用表 1 的内容而进行的说明，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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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要求，作为表注添加到表 1 下方。 

2.5.2.2  “5.2.2 散装产品” 

经专家与起草工作组讨论将原标准中的“4.2.2”根据表达的内容重新分了小

节，修改了其中不严谨、不完整的表述。 

“5.2.2.1”将原标准中“与货物的总量相适应，每批货物至少取 5 个抽检货

物”的表述修改为“与批量产品的总量相适应，每批产品至少应在 5 个不同位置取

样。”，既规定了取样点位为 5 个，又规定了取样位置为每批次产品的不同部位，

表达更加严谨、清晰。 

“5.2.2.2”在原标准的表述基础上增加了“随机取样”的规定，去掉了“货

物包装总数量”的表述，修改为“散装产品抽检样品的总量按照表 2 进行随机取样。”，

散装产品无包装，只能用“总量”来表述，而不能用“总数量”。既去掉了错误的

表述，使表达更加严谨，也与 4.2中一般进行随机取样的规定相对应，上下文一致。 

表 2中表头原表述为“批量货物的总量（kg）或总件数”、“抽检货物总量（kg）

或总件数”，经专家讨论修改为“批量产品的总量（kg）”、“抽检样品总量（kg）”。

除“货物”修改为“产品”外，还去掉了“总件数”，因为散装产品无包装，不能

用该表述，属于错误表述，这样也能体现“散装产品”的特点。经专家讨论，认为

诸如捆装蔬菜等也属于散装产品，也可以用“总量（kg）”的定义进行取样。 

将原标准中“在蔬菜或水果个体较大情况下（大于 2 kg/个），抽检样品至少

由 5个个体组成。”改为表注，当水果蔬菜个体较大时，可能会出现总量达到了表

2的要求，但取样量不足 5个的情况，为了使取样更具代表性，做了该规定。同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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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与 5.2.2.1中的规定相对应，每批产品至少在 5个不同位置取样时取样量至少为

5个个体。由于该规定属于附加信息，是为了便于理解和使用表 2 的内容而进行的

说明，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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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的要求，作为表注添加到表 2下方。 

2.5.3  “5.2.3 混合样品或缩分样品的取样” 

经专家与起草工作组讨论将原标准中的“4.3”根据表达的内容重新分了小节，

修改了其中不严谨、不完整的表述。 

将原标准中“缩分样品通过缩分混合样品获得”的表述修改为“必要的话进行

样品缩分”，表示混合样品可以直接进行检测，如果混合样品过多，可进行样品缩

分后再检测，这与“实验室样品”术语的定义相对应。 

“5.3.2 缩分样品的制备”为该标准新增加的小节，因为原标准中未对如何进

行样品缩分有明确规定，导致标准使用者在进行样品缩分操作时不明确。经过专家

们反复讨论，决定在此处增加关于取样方法“四分法”的描述，供使用者参考。而

关于“四分法”无明确的定义与操作方法，经过专家们收集资料，反复比对，提炼

要点，不断斟酌，总结归纳后得出以下定义：“将混合样品汇集在一起，摊成圆形

/圆锥形，过圆心画“×”，分成四等份，取用对角两份；再如上操作，反复数次，

直至最后剩余样品量能满足实验室样品的数量。”。 

本节规定了混合样品取样或样品缩分后取样的一般要求，与原标准差异不大，

在逻辑关系上承前启后，与前文“抽检样品的取样”和后文“实验室样品的数量”

属于递进关系，是取样方法必不可少的一个环节。 

2.5.4  “5.4 实验室样品的数量” 

原标准中“其最低取样量参见表 3”的表述不准确，经讨论将其修改为“其最

低取样量按照表 3 执行。”。同时，将表 3 中“取样量”修改为“最低取样量”，

做到上下文一致，同时表达更准确。 

对于表 3中产品名称的分类与罗列、最低取样量的修改，起草工作组征集了多

位的专家的意见，专家们来自科研院所和检测机构，长期从事一线水果和蔬菜检测

工作，有着丰富的实践经验，从法律法规的规定、实践操作的可行性、不同取样情

景下的操作难度等方面给出了合理的建议，起草工作组与专家经过反复讨论，对表

3进行了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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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准中按照蔬菜水果的大小进行分类与罗列，分成了不同行，但有些大小差

异过大的蔬菜水果放在了同一行中。修改后的表 3沿用了这一方法，严格按照水果

蔬菜的大小罗列，水果名称在前，蔬菜名称在后，更加清晰；并将每一行中的水果

蔬菜名称进行了补充扩展。第一行修改为“小型水果如蓝莓、树莓、无花果等；小

型蔬菜如毛豆、豌豆等；坚果如核桃、榛子、扁桃、板栗、松子等”；第二行修改

为“樱桃、李子、荔枝、龙眼、红毛丹等”；第三行修改为“杏、香蕉、木瓜、柑

橘类水果、桃、苹果、梨、葡萄、鳄梨、大蒜、茄子、甜菜、黄瓜、块根类蔬菜、

洋葱、甜椒、番茄等”；第四行修改为“西瓜、甜瓜、菠萝、木菠萝、榴莲、椰子、

芒果、南瓜、冬瓜等”；第五行修改为“大白菜、花椰菜、莴苣、结球甘蓝、紫甘

蓝等”。 

原标准中按照水果蔬菜大小不同，将最低取样量分别设置为“1kg”、“2kg”、

“3kg”、“5 个个体”、“10 个个体”，但并无科学依据。起草工作组收集了不

同水果蔬菜在实际实验室检测过程中用到的标准，将其所需取样量加和作为依据，

同时查阅大量法律法规、标准、抽样规范等参考文献，结合专家的意见，经反复讨

论，将“最低取样量”修改为“3kg且不少于 5个个体”。依据如下： 

（1）蔬菜实验室主要检测项目的抽样量统计 

——农药残留检测参照的标准为 GB 23200.113 和 GB 23200.121，所需样品量

为 20g； 

——维生素检测参照的标准为 GB 5009.86，所需样品量为 100g； 

——总酸检测参照的标准为 GB 12456，所需样品量为 50-250g； 

——元素检测参照的标准为 GB 5009.268，所需样品量为 1-5g。 

对以上各项指标进行检测所需的样品量共计约 0.3kg，每份试样平行测定三次，

检样共计 0.9kg，实验室分别需要检样、备样、留样各 0.9kg，共需取样 2.7kg。

最低取样量设置为 3kg时满足该需求。 

（2）以苹果等水果实验室检测主要检测项目的抽样量统计 

——农药残留检测参照的标准为 GB 23200.113 和 GB 23200.121，所需样品量

为 20g； 

——硬度检测参照的标准为 GB/T 10651-2008，所需样品量为不少于 10 个果

样，约为 2.5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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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溶性固形物检测参照的标准为 GB/T 10651-2008，所需样品量为不少于

10个果样，约为 2.5kg； 

由于硬度检测和可溶性固形物检测可使用相同样品，故对以上各项指标进行检

测所需的样品量共计约 2.52kg。最低取样量设置为 3kg时满足该需求。 

（3）《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相关规定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实施细则》明确规定了蔬菜水果检测所需的取样量，蔬菜

部分原为：“从同一批次蔬菜中视情况分层分方向结合或只分层或只分方向，抽取

无明显瘀伤、腐烂、长菌或其他表面损伤的样品。除去泥土、黏附物及萎蔫部分。

抽样全过程所有用具不应对样品造成二次污染。原则上抽取样品量不少于 3 kg。

所抽取样品充分混匀后分为 2 份，约 1/2 为检验样品，约 1/2 为复检备份样品。”；

水果部分原文为：“从同一批次水果的不同位置和不同层次进行随机取样，样品经

混合或缩分时应避免表面损伤，抽样全过程所有用具不应对样品造成二次污染。原

则上抽取样品数量不少于 3kg，且不少于 4 个个体。所抽取样品分为 2 份，约 1/2 

为检验样品，约 1/2 为复检备份样品。样品应具有代表性，并尽可能保证检验样

品与备份样品的一致性。”本标准与以上规定一致。 

（4）农业行业标准 NY/T 789-2004《农药残留分析样本的采样方法》的规定 

NY/T 789-2004《农药残留分析样本的采样方法》明确规定了农产品检测所需

的取样量，原文为：“抽样全过程所有用具应保证不会对样品造成二次污染。原则

上抽取样品量不少于 2-3kg，个体较大的品种，如大白菜、结球甘蓝等不少于 4 个

个体且不少于 3kg。”。 

综上所述，将最低取样量设置为“3kg 且不少于 5个个体”，既满足日常检测

的需求，也符合相关标准与规定。“5 个个体”的规定与 5.2.2.1、表 2 注等前文

内容相对应，能保证每批批量产品在 5个不同位置抽样，也能保证个体较大的水果

蔬菜，其抽检样品至少由 5个个体组成。同时，这样的设置更简单明了，使用者更

加明确，便于执行。 

原标准中有一行产品名称为“甜玉米”，“取样量”为“10 个”，该规定是

因为甜玉米可食部分较少，考虑到实验室检测时，其可食部分达不到实验室样品的

需求，故将最低取样量设置为 10 个。经专家反复讨论后将其修改为表注，表述为

“可食部分少的蔬菜和水果如鲜食玉米等，最低取样量为3kg且不少于10个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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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将“甜玉米”修改为“鲜食玉米”，表述更加准确，符合农产品抽样的称呼习

惯，并且将范围扩大至“可食部分少的蔬菜”，与鲜食玉米同类型的水果蔬菜也应

按照该规定执行。 

原标准中有一行产品名称为“捆装蔬菜”，“取样量”为“10 捆”，根据专

家提供的实践经验，10 捆的取样量在实际取样过程中有较大难度，数量太大，并

且捆装蔬菜属于“散装产品”的范畴，应按照“5.2.2 散装产品”的要求，依据总

量（kg）进行取样，在后续进行实验室样品取样时再按照“5.4 实验室样品的数量”

的要求，满足“3kg 且不少于 5个个体”的通用要求即可，没必要的单独罗列为一

行。因此将“捆装蔬菜”这一行进行删除。 

2.6  “6 实验室样品的包装和处理” 

在原国家标准 GB/T 8855《新鲜水果和蔬菜 取样方法》文本的基础上进行了

修改，与原标准基本保持一致。 

原标准“5.2 标识”中的各项内容属于列项，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中规定：“列项时段中的子层次，用于

强调细分的并列各项中的内容。列项应由引语和被引出的并列的各项组成。”。因

此按照最新规定，将原标准中“5.2.1、5.2.2、5.2.3……”的列项表述修改为“a）、

b）、c）……”，使行文更加规范。 

将原标准“5.3”中的两段话，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

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最新要求，设置为“6.3.1”、“6.3.2”两

条，使行文更加规范。 

本章主要对实验室样品取样后的要求进行了规定，包括包装、转送实验室的标

识内容、运输过程的要求等，使用者应参照执行。 

2.7  “7 取样报告” 

在原国家标准 GB/T 8855《新鲜水果和蔬菜 取样方法》文本的基础上进行了

修改，与原标准基本保持一致。 

原标准“6.1”-“6.22”均为取样报告包括的内容，作为正文，其内容过长，

根据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中“9.6.1.1”的规定：“附录用来承接和安置不便在文件正文、前言或引言中表

述的内容,它是对正文、前言或引言的补充或附加，它的设置可以使文件的结构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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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平衡。附录的内容源自正文、前言或引言中的内容。当正文规范性要素中的某些

内容过长或属于附加条款，可以将--些细节或附加条款移出，形成规范性附录。”，

将上述内容修改为附录 A（规范性附录）。原标准中罗列的取样报告项目属于并列

关系，并未进行区分，经过专家与起草工作组讨论，选择其中几项为必填项目，这

些项目对传递样品信息有必要作用，可以避免样品信息模糊、混乱的情况发生；选

择另外几项为选填项目，这些项目可以有效的对样品信息进行补充，使用者可以根

据情况选填。 

本章主要对取样报告的填写项目进行了规定，分为必填项目和选填项目，使用

者应该根据实际情况参照执行。 

三、与有关的现行法律、 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协调一致。 

四、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编制与国内地方标准无重大分歧。 

五、国家标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或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性质为推荐性国家标准。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应加强标准的宣

讲解读，引导科研院所和检测机构进行水果、蔬菜的规范化取样。可以组织专门的

培训班进行标准贯彻培训、建立标准化示范点、构建标准使用者有效沟通的渠道，

加快标准的贯彻与落实。 

六、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 技术

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建议本标准发布 6 个月后实施，由归口单位组织行业相关单位积极开展宣贯工

作。 

七、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新鲜水果和蔬菜 取样方法》国家标准起草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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