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杭州市地方标准《地理标志产品 临安山核桃》编制说明 

 

1. 项目背景 

山核桃是我国特有的珍稀坚果，主要分布在浙、皖两省交界的天

目山脉。我国山核桃种植总面积大约 140 万亩，其中浙江省临安区占

57 万亩，产量约 1.6 万吨，相关加工企业 280 余家，山核桃加工量

占全国的 80%，全产业链产值约 50 亿元，全区山核桃面积、产量、

加工量均居全国第一。山核桃是浙江省特色林业经济作物，也是临安

地农户的主要收入来源。 

临安山核桃的原料、加工及品质具有浓厚的地理标志属性，因此，

有必要制定《地理标志产品临安山核桃》标准，规范临安山核桃生产、

加工、销售等系列活动。 

2. 工作简况  

2.1 立项计划 

根据杭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征集 2023 年度第一批杭州市

标准化项目的通知》的要求，经申请、报批，本标准列入 2023 年杭

州市地方标准制定修订项目，立项名称为《地理标志产品 临安山核

桃》。 

2.2 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杭州市临安区农林技术推广中心、杭州姚

生记食品有限公司、浙江农林大学等。 

2.3 主要工作过程 

2.3.1 明确标准起草人员和工作计划 



 

2023年 3 月 20日，接到标准制定任务后，杭州市临安区农林技

术推广中心联合杭州市临安区市场监管管理局、浙江农林大学、浙江

省山核桃产业协会、临安山核桃产业协会及山核桃主要生产企业等单

位组建了标准起草小组，明确各参与单位及人员职责分工、研制计划、

时间进度安排等情况。 

2.3.2 起草标准初稿 

2023年 4 月~12月起草小组前往杭州临安裕康食品厂、杭州临安

桃源绿色食品有限公司等山核桃生产加工企业就当前山核桃原料采

收、贮藏、生产、加工，检测现状进行调研实地调研，查阅和收集整

理分析国内有关山核桃的相关科研成果以生产实践经验，起草制订本

标准初稿。 

2024年 1 月起草小组完成标准草案初稿和编制说明。 

3．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地方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3.1 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原则：第一、本标准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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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本标准

的编制以科学技术为依据，符合国家相关的政策法规、从有利于推动

山核桃产业技术进步，标准化管理，提高产品质量，保护消费者利益，

合理利用资源，提高经济效益为原则；同时结合企业实际生产情况，

收集生产企业建议和意见，确保标准具有科学性、可操作性、先进性。 

3.2 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本规范食品安全指标的确定，是以《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生产通用

卫生规范》、《GB 1930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坚果与籽类食品》等国家

食品质量安全要求的规定为依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确定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 2019年第 213 号公告批准的范围，即杭州

市临安区 18个镇（街）140个行政村；技术指标参考《DB33/T 222 山

核桃栽培技术规程》、《T/ZJCIA 002 山核桃原料收购质量等级及检测

技术》等规范文件，结合临安山核桃生产、加工的实际及相关专家近

年来对产业研究结果和实践经验确定。文本严格按照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第一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有关的

标准修订表达规则，做到规范准确合理。 

4．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 

与本标准的相关的标准有临安山核桃产业协会制定的 T/ HLSHT 

002—2021《地理标志产品临安山核桃》团体标准，与 T/ HLSHT 002

—2021 不同的是，本标准是杭州市地方标准，非团体标准，受众面

不局限于临安山核桃产业协会会员，受众面更广；取消了产品分级，

并对技术指标进步一步细化提升；增加了对浙食链的应用。 

5．定量、定性技术要求在本行政区域内的验证情况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其数据根据科研院校近年来对山核桃产

业研究结果和企业实际生产经验确定，如标准中山核桃籽粒大小、坏

籽率、含糖量等等。其数据的采集和确定都按照相关标准规范执行，

具备较强的可操作性。 

6．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7．预期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 

等建议 

结合目前临安山核桃生产的实际，制定《地理标志产品临安山核

桃》标准，总结提炼具有地理标志属性的临安山核桃生产、加工模式，



 

进一步提高产品市场辨识度，维护临安山核桃的品质和声誉；通过标

准的制定使临安山核桃的生产有规范化的标准作为依据，进一步提高

临安山核桃的标准化生产和管理；促进临安山核桃产业的发展和创

新，提高临安山核桃的市场竞争力和文化价值，满足不同消费者的需

求；保护和利用临安山核桃历史文化资源，打造“山核桃之都”的特

色品牌，推动当地的经济社会发展，将产生极大的社会、经济、生态

效益。 

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将由临安政府牵头组建由相关领导、专家、

学者成立的工作专班，在全区范围内进行宣贯培训，适时召开现场研

讨会。标准实施一段时间后，将成立检查小组，对标准的实施情况进

行调研评价。 

8．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地理标志产品 临安山核桃》标准修订起草工作组 

2024年 2 月 3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