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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靖州杨梅酒》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阶段）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来源于《关于发布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 2024 年度团体标准项目计划

(第二批)的通知》（中民贸〔2024〕30 号），《靖州杨梅酒》团体标准为此次

制定的计划项目之一。根据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的要求，由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

质量计量检验检测中心、中南粮油食品科学研究院有限公司、湖南溯源实验室管

理咨询有限公司、岳阳市检验检测中心、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杨梅协会、广州白

云机场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组成标准起草工作组，负责《靖州杨梅酒》标准的

制定工作，项目编号为 T/OTOP-202411。

2、目的、意义

本标准的对象为靖州杨梅酒，靖州杨梅酒是以靖州产杨梅鲜果或杨梅果汁为

原料，经发酵酿造或者泡制而成的果酒，靖州杨梅采收期短，通过对杨梅精深加

工，延长了产业链条、扩大了市场份额对靖州杨梅的产业发展推动十分重要，其

中杨梅酒是十分重要的产业发展领域。近年来，靖州立足杨梅产业实际，大力发

展杨梅精深加工，在木洞庄园杨梅产业园，年产 5000 吨杨梅果酒生产线、年产

500 吨杨梅浓缩汁、年产 1000 吨杨梅白兰地酒生产线已建成投产。每年杨梅采

收季，游客不仅可以体验杨梅观光采摘，还可以参观杨梅酒酿造过程，实现一二

三产业融合发展，通过大力发展杨梅产业精深加工，先后培育出一品东方、佰诺

酒业、中山杨梅等一批龙头企业，全县杨梅酒、杨梅饮料、杨梅蜜饯年生产能力

稳步提升。但靖州杨梅酒湖南省地方标准使用区域仅限湖南境内，对外省推广实

施受限，加快“靖州杨梅酒”申创全国性团体标准十分必要。制定本标准的目的

是以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一乡一品”平台为依托，进一步向全国推广靖州的杨

梅酒产业，助力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同时通过标准的制定、推广和实施能规范行

业健康发展。

3、主要工作过程

起草阶段：2024 年 2 月 靖州杨梅酒调研工作，完成项目可研的编制;

2024 年 3 月 完成项目可研的申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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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3 月-2023 年 4 月 完成配套检测设备的市场调研、招标及购置等;

2024 年 4 月-2023 年 5 月 完成设备的安装调试；

2024 年 5 月-2024 年 7 月 完成数据的检测；

2024 年 10 月 组织项目验收与总结，建设目标达成。

4、编制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作的工作等

本标准由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质量计量检验检测中心、中南粮油食品科学研

究院有限公司、湖南溯源实验室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湖南省中医药研究院、岳阳

市检验检测中心、靖州苗族侗族自治县杨梅专业协会、湖南补天药业有限责任公

司、广州白云机场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等单位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甄达贵、唐树冬、蒋世双、何攀、蔡亭、石芬、陈昌勇、

甘平洋、唐会智、刘博、朱礼、朱明扬、赵勇、王先有、戴甲木。

所做的主要工作：负责组织协调标准参与单位共同起草相关标准。

5、解决的主要问题

通过对靖州杨梅酒中感官、理化等指标数据分析研究，确定靖州杨梅酒中总

各指标的合适限值，以达到防止以次充好或者假冒伪劣产品进入市场的目的。本

标准为促进企业提升产品质量水平和标准化生产水平，推动杨梅及杨梅酒产品产

业持续健康发展有重要意义。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组织专家团队综合分析了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提炼了靖州杨梅

酒的质量指标和技术要求，包括原料要求、生产用水、感官要求、理化指标、污

染物限量指标、农药残留限量、食品添加剂限量、净含量等，以及生产加工过程

中的卫生要求等，给出了适用于靖州杨梅酒的技术和规范。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五、预期达到的社会效益、对产业发展的作用等情况

（一）经济效益

通过制定以“靖州杨梅酒”全国性团体质量标准，助力“靖州杨梅酒”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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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牌，形成标准体系与市场良性互动采信认可，以品牌凝聚共识的聚集效应。全

国性团体质量标准构建，对于指导生产过程中各个环节、严格把控产品质量具有

重要意义。全产业链是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纵向一体化，与二三产业贯通融

合，资源要素全流程优化，农业经营主体密切分工、有机联合的产业组织形式，

对于实现农业产业化具有重要意义。打造全国性团体质量标准顺应了产业发展升

级的一般规律，是提高农业综合效益和竞争力的必由之路，是促进乡村振兴和农

民持续增收的必然选择。构建“靖州杨梅酒”全国性团体质量标准，有利于实现

当地经营户增收、打响“靖州杨梅酒”品牌，促进靖州地区杨梅酒发展，带动经

济效益提升。

（二）社会效益

创新利益共享机制，增强靖州杨梅酒对于周边产业乃至整体社会外部经济效

益的辐射带动能力。依托龙头企业带动，广大小农户参与的农业合作化联合体，

让农户充分感受产业链延伸、融合带来的效率提升。依靠当地产地优势发展特色

杨梅种植加工产业，建立健全质量安全标准体系，严格把控产品质量安全对于实

现高质量发展具有深远意义。杨梅种植作加工为靖州的特色优势产业，其蓬勃发

展可带动周边产业发展，如特色产业园区、文化旅游等，以品牌效应助推全产业

链高质量融合发展。

（三）生态效益

靖州杨梅驰名中国。优越的资源生态是发展杨梅酒产业的的首位优势条件，

良好的生态环境是农业可持续发展的根基。增加优质安全农产品供给是更好地满

足消费者品质化消费需求的基础，提升产业链标准化程度对于贯彻绿色兴农发展

理念意义重大。转变过去粗放、无统一规范的低效农业发展方式，增强靖州地区

杨梅酒竞争力，以绿色发展方式助力新时代乡村振兴，实现产地环境可持续、产

品质量绿色安全

六、与国际、国外标准对比情况

经过详细的对标、整理、查新工作，目前为止，该标准无对应的国际标准或

国外先进标准，该项目无相关的国家、行业标准，未发现有技术专家组织对于靖

州杨梅酒的标准规范。但有相同的湖南省地方标准，本项目标准在参照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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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并结合大量的检测数据分析对比后标准进行的重新制定。本项目国内不

涉及相关知识产权。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标准协调一致，符合国家标准化

管理的有关规定。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尚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有关单位、专家提出的意见已

经得到妥善处理，合理的意见已被采纳，无法采纳的意见给予了相应解释和说明。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无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十一、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