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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团体标准 
《天然成熟蜂蜜》编制说明 

 

一、编制工作概况 

（一）任务来源 

为贯彻落实《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国家标准化

发展纲要》以及《贯彻实施<国家标准化发展纲要>行动计划》

有关要求，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大力推进“湾区标准”体系建设

工作，将该项工作列入《广东省市场监管现代化“十四五”规

划》。食品文化在粤港澳三地同根同源，为落实国家高质量发

展战略及食品安全战略，将安全优质的食品作为食品“湾区标

准”研制重点，对满足湾区人民对高品质食品的需求，以及支

撑和引领粤港澳大湾区食品产业高质量发展具有现实意义。结

合 2022 年食品“湾区标准”研制计划，《天然成熟蜂蜜》由

广东省食品检验所提出，并由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

于 2022 年 11 月 9 日下达《关于<安全基础要求 通则>等 36

项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湾促会〔2022〕4 号）批准立项。 

（二）协作单位 

本标准起草单位包括广东省食品检验所、广州检验检测

认证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香港食品

安全委员会、中科健康国际（澳门）有限公司、新越行有限

公司、广东省科学院生物与医学工程研究所、广州市宝生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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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有限公司、广东桂岭蜂业科技股份公司、蕉岭县市场监

督管理局、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 

（三）分工 

1．广东省食品检验所：负责项目的总协调工作，开展

实验验证、调研、标准征求意见与意见处理等全面统筹工作。 

2．复核机构：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深圳

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广东省科学院生物与医学工程研究

所：负责标准文本的复核、实验验证等工作。 

3．参与机构：香港食品安全委员会、中科健康国际（澳

门）有限公司、新越行有限公司、广州市宝生园股份有限公

司、广东桂岭蜂业科技股份公司、蕉岭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负责标准文本的征求意见、

样品提供等工作。 

二、立项的必要性，拟解决的问题 

（一）立项的必要性 

中国养蜂历史悠久，也是世界养蜂大国和世界蜂蜜生产大

国。2017年，中国蜂蜜产量 55.2万吨，占世界总产量的 29.6%，

位居世界第一位。蜂群数量 915.7万个，占世界总量的 10.1%，

位居世界第二位。中国也是蜂蜜消费大国，2018 年中国蜂蜜市

场规模达 51.5 万吨，人均蜂蜜消费量约为 0.2 公斤，人均蜂

蜜消费量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差距，蜂蜜市场仍有较大发

展空间。蜂蜜是蜜蜂从开花植物的花中采得的花蜜在蜂巢中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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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充分酿造而成的天然甜物质，是日常生活中较为常见的滋补

品，以其甘甜的口感和丰富的营养深受广大群众喜爱。随着经

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人民对健康饮食愈发重视，消

费者对蜂蜜的质量品质要求也越来越高。 

粤港澳大湾区规划纲安提出，要打造宜居宜业宜游的优质

生活圈，高品质的食品是优质生活的保障，大湾区作为我国经

济最为发达的城市群，湾区居民对安全优质的食品有着迫切的

需求，制定高品质的食品标准具有广泛的民意支持基础。且

2022 年 4 月市场监管总局公布了新修订的《蜂产品生产许可审

查细则（2022 版），细则对蜂蜜的产品质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要求重点治理掺假掺杂违法问题，切实保障蜂产品质量安全，

促进蜂产品产业高质量发展，严格规定企业生产蜂蜜应以充分

酿造而成的原蜜为原料生产蜂蜜，不得添加或混入任何其他物

质。为满足粤港澳大湾区人民对高品质食品的需求，推动粤港

澳大湾区质量水平的整体提升，以高标准引领行业高质量发展，

制定《天然成熟蜂蜜》湾区标准具有重要意义。 

（二）拟解决的问题 

天然成熟蜜是国际和国内通用的优质蜂蜜标准，但市场上

生产流通的许多蜂蜜产品质量参差不齐，存在不成熟再浓缩蜜

甚至假蜂蜜。为规范蜂蜜产品标准，保证蜂蜜产品质量，从而

引导蜂蜜行业良性发展，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市场需

求，选取蜂蜜作为湾区标准研制对象。在《天然成熟蜂蜜》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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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中，参考国标、蜂产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等标准及规范性文

件从严限定蜂蜜品质指标，且不允许添加或混入任何其他物质，

以此确保蜂蜜天然真实。 

三、标准框架和内容的确定 

（一）编制原则 

标准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以及国家标准

化管理委员会、民政部发布的《团体标准管理规定》，标准

在编制过程中，主要遵循了科学性、可操作性、规范性的原

则。 

1、科学性。《天然成熟蜂蜜》标准的关键核心要素在于

原辅料的质量控制、产品技术要求和标签标识，结合粤港澳

三地饮食习惯，选取最科学、最可行的品质指标等技术要求。 

2、可操作性。标准规定了《天然成熟蜂蜜》的术语和定

义、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标识、包装、运

输和贮存、产品追溯、管理体系要求，标准语言表达力求准

确、精炼，条理清晰。 

3、规范性。编写格式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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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 

（二）标准主要内容及框架 

本标准的框架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

技术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标识、包装、运输和贮

存、产品追溯、管理体系要求等 11 部分，详细确定依据见表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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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标准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章

节 

标

题 
主要技术内容 依据 说明 

1 
范

围 

明确本文件的 

主要内容与适 

用范围 

参考 GB 1496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蜂蜜》、GH/T 18796《蜂蜜》、NY/T 

752《绿色食品 蜂产品》制定 

/ 

2 

规

范

性

引

用

文

件 

规范引用文件 

参考 GB 1496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蜂蜜》、GH/T 18796《蜂蜜》、NY/T 

752《绿色食品 蜂产品》、GB/T 

1.1《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

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制定 

/ 

3 

术

语

和

定

义 

明确高品质天然

成熟蜂蜜的术语

定义 

参考GB 1496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蜂

蜜》、GH/T 18796《蜂蜜》、NY/T 752

《绿色食品 蜂产品》、DB22/T 991

《天然成熟蜂蜜》、《蜂产品生产许

可审查细则（2022版）》、《 澳门

特别行政区市政署 食品添加剂食品

分类系统指引.2024》中蜂蜜定义制定 

/ 

4 

技

术

要

求 

规定（高品质）天

然成熟蜂蜜生产

过程中使用的原

辅料的要求、生产

卫生要求、感官要

求、品质指标、安

全指标、净含量等

要求 

参考 GB 1496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蜂蜜》、NY/T 639《蜂蜜生产技术规

范》、DB11/T 481《蜂蜜生产技术规

范》等标准，并结合调研情况、实验

验证等制定，安全指标选取粤港澳三

地最严 

为体现蜂蜜的高品

质，加严水分、果糖

和葡萄糖、蔗糖和羟

甲基糠醛要求，设置

锌、碳-4植物糖项目

品质指标要求 

5 

检

验

方

法 

规定感官要求分

析方法，品质指

标、安全指标、净

含量的检验方法 

参考GB 14963《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蜂蜜》、SN/T 0852《进出口蜂蜜

检验规程》、《蜂产品生产许可审查

细则（2022版）》及《食品安全国家

抽检细则》制定 

/ 

6 

检

验

规

则 

规定抽样、出厂检

验、型式检验、判

定规则等要求 

参考《蜂产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

（2022版）》制定 

本标准的判定规则比

其他标准更严格，为

保证蜂蜜的高品质要

求，设定出厂检验项

目或型式检验项目如

有一项不符合本标准

时，判为不符合本文

件的规定。 

7 

标

签

标

规定在内地、香

港、澳门销售的产

品的标签标识问

参考 T/GBAS 30《预包装食品标签规

范》、GB 771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

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28050《食

/ 



 

 6 

识 题 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

签通则》、香港《食物及药物(成分

组合及标签)规例》、澳门《供应予

消费者之熟食产品标签所应该遵守

之条件》等标准法规的要求 

8 
包

装 

规定产品的包装

要求 

考 GB/T 39947《食品包装选择及设

计》的要求 
/ 

9 

运

输

和

贮

存 

规定产品运输和

贮存的要求 

贮存条件应符合产品标签标识要求。 

冷藏贮存要求可参考 T/GDCCA 001

《冷藏冷冻预包装食品流通作业规

范》。 

/ 

10 

产

品

追

溯 

规定产品从原料

采购到产品销售

的所有环节的追

溯问题 

/ 

为规范高品质产品的

生产销售，在标准中

新增的内容 

11 

管

理

体

系

要

求 

规定生产活动的

管理体系认证资

质要求 

/ 

为规范高品质产品的

生产销售，在标准中

新增的内容 

 

四、标准有何先进性或特色性 

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团体标准（食品类）是为

了满足粤港澳大湾区食品行业的高质量发展需求，经粤港澳大

湾区利益相关方共商制定的高品质食品团体标准。其中，高品

质食品，指在符合食品安全指标（包括我国食品安全标准和香

港地区、澳门地区的相关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满足消费者

对高质量需求的安全优质食品。高品质食品应具有安全、营养、

健康、真实、感官愉悦等食品属性，也应具有质量一致性、创

新性、性价比等商品属性，还应尽可能保持食品的纯天然和原

滋原味，不使用或尽量降低使用化学合成的肥料、农药、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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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添加剂、食品添加剂，不得使用可能危及环境安全和人体

健康的物质，不得使用基因工程技术。该标准以品质指标从优

为重点，从原料到销售全过程对高品质食品进行规范，设定满

足目前生产条件能达到、消费者市场价格能接受的最高质量等

级作为品质指标要求，确保符合标准的食品即为高品质食品。 

（一）标准先进性 

一是定义天然蜂蜜应以天然成熟蜂蜜经充分酿造的原蜜

（原蜜应在巢脾内转化、脱水储存至成熟）为原料，不允许添

加或混入任何其他物质，确保蜂蜜的天然； 

二是加严水分、果糖和葡萄糖、蔗糖、羟甲基糠醛的限量

要求，防止蜂蜜经浓缩后脱去水分，产生羟甲基糠醛，防止用

白糖喂养蜜蜂或在蜂蜜中掺入白砂糖，确保蜂蜜的天然、成熟

度； 

三是加严果糖和葡萄糖含量的限量要求，确保蜂蜜的品质； 

四是加严蔗糖指标，防止蜂蜜掺入白砂糖； 

五是加严对羟甲基糠醛的指标限量，保证天然成熟蜂蜜的

真实性； 

六三是设定碳-4 植物糖项目，确保蜂蜜的真实性； 

七四是结合调研情况、实验验证、文献研究等情况，设定

严于国家标准的指标限值； 

八五是安全指标以指标从严为原则，选取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和香港、澳门法律法规中最严格的限量，涵盖污染物、微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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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真菌毒素、农药残留、兽药残留和食品添加剂，以及其他

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 

九六是出厂检验项目或型式检验项目如有一项不合格时，

判为不符合本文件的规定； 

十七是要求在内地、香港、澳门销售的产品，应符合相应

的标准要求； 

十一八是规定应建立产品信息化追溯系统，确保产品从原

料采购到产品销售的所有环节都可以进行有效追溯； 

十二九是在标准中提出生产活动应获得相应的食品安全

管理体系或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CCP）体系认证，确保

高品质食品生产者主动提高生产过程的管理保证产品品质。 

（二）标准特色性 

一是标准适用于粤港澳三地天然高品质蜂蜜的生产和经

营，针对行业较高端产品；二是标准定位为高水平团体标准。 

五、标准调研、研讨、征求意见及邀请粤港澳三地专家

审定的情况 

（一）标准调研情况 

2022 年 8 月 16 日，通过线上会议的方式与广东桂岭蜂业

科技股份公司、蕉岭县市场监督管理局进行座谈，征求企业对

标准初稿的意见建议。 

2022 年 9 月 15 日，通过线上会议的方式与广州市宝生园

股份有限公司进行座谈，征求企业对标准初稿的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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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标准研讨情况 

2022 年初成立《天然成熟蜂蜜》项目组后，根据整理分析

的标准文献资料初步拟定本标准原辅料要求、品质指标的限值、

体系认证、判定规则等内容，完成标准初稿的起草工作。根据

高品质食品要求、企业意见和数据检测情况，起草组多次召开

研讨会，商讨相关品质指标的取舍及限量，一是定义天然成熟

蜂蜜为：以蜜蜂采集植物的花蜜、分泌物或蜜露，与自身分泌

物混合后，经充分酿造而成的原蜜为原料，未添加或混入任何

其他物质，经过滤、灌装等工艺加工而成的产品天然甜味物质。；

二是加严水分、果糖和葡萄糖、蔗糖、羟甲基糠醛的限量要求，

增设碳-4 植物糖项目，防止蜂蜜经浓缩后脱去水分，产生分解

产物羟甲基糠醛，防止蜂蜜生产过程中用白糖喂养蜜蜂或在蜂

蜜中掺入白砂糖，确保蜂蜜的天然、成熟、真实；二是加严对

水分的限量要求，确保蜂蜜的成熟度；三是加严对果糖和葡萄

糖含量的限量要求，确保蜂蜜的品质；四是加严蔗糖指标，防

止蜂蜜掺入白砂糖；五是加严对羟甲基糠醛的指标限量，保证

天然成熟蜂蜜的真实性；六是设定碳-4 植物糖项目，确保蜂蜜

的真实性；七三是参考 GB 1496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蜂蜜》，

设定锌指标。 

（三）标准征求意见情况 

一是邀请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深圳市计量

质量检测研究院、广东省科学院生物与医学工程研究所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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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核机构，对标准文本、产品检测、品质指标制定情况进行复

核，并出具复核报告；二是书面征求北京市食品检验研究院等

23 家专业技术机构对标准的意见建议；三是 11 月 16 日~12 月

16 日在网上进行为期 30 天的公开征求意见。以上共收到 23

家机构提出的 67 条意见建议。经工作组研究和讨论，采纳 34

条，部分采纳 1 条，不采纳 26 条，无意见 6 条。详细《征求

意见汇总处理表》见附件 1。项目组根据复核结果和征求意见，

对标准进行相关修改补充，形成标准送审稿、编制说明和其他

相关送审文件，复核报告见附件 2。 

（四）重大意见分歧处理情况 

征求意见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五）技术审查会情况 

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于 2022 年 12 月 30 日以

线上线下相结合的会议形式，组织召开了标准技术审查会，专

家组听取了起草组的汇报，审阅了《天然成熟蜂蜜》标准文本

及相关材料，经讨论与质询形成技术审查意见（审查意见表见

附件 6），最终专家一致同意该标准通过技术审查，标准文本

需按专家组的意见修改后按相关程序报批（专家评审会意见汇

总表及处理结果见附件 7）。 

六、标准中技术指标的确定依据及与国际、国家、行业、

其他省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1．术语和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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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 GB 1496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蜂蜜》、GH/T 18796

《蜂蜜》、NY/T 752《绿色食品 蜂产品》、DB22/T 991《天

然成熟蜂蜜》和、《蜂产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2022 版）》、

《 澳门特别行政区市政署 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系统指

引.2024》，结合粤港澳大湾区消费情况，本标准仅适用于蜂

蜜。同时结合高品质食品要求和企业、市场调研情况，本标准

中天然成熟蜂蜜定义为：以蜜蜂采集植物的花蜜、分泌物或蜜

露，与自身分泌物混合后，经充分酿造而成的原蜜为原料，未

添加或混入任何其他物质，经过滤、灌装等工艺加工而成的产

品天然甜味物质。 

2．原辅料要求 

（1）蜜源 

蜜蜂采集植物的花蜜、分泌物或蜜露不应来源于有毒蜜源

植物，应安全无毒。 

（2）原蜜 

应在巢脾内转化、脱水储存至成熟。 

3．生产卫生要求 

参考 GB/T 21528《蜜蜂产品生产管理规范》的要求。 

4．感官要求 

参考 GB 1496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蜂蜜》，通过色泽、

滋味、气味、状态和杂质规定了天然成熟蜂蜜的感官特点。 

表 2 天然蜂蜜感官要求 

项目 指标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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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 指标要求 

色泽 依蜜源品种不同，从水白色（近无色）至深色（暗褐色）。 

滋味a 依蜜源植物品种不同，甜、甜润或甜腻，某些品种有微苦、涩等刺激味道。 

气味 具蜜源植物特有的花香味，无酸或酒的挥发性气味和其他异味。 

状态 常温下呈粘稠流体状，或部分及全部结晶 

杂质 不得含有蜜蜂肢体、幼虫、蜡屑及正常视力可见杂物（含蜡屑巢蜜除外）。 

a  甜润指感觉舒适的甜味感，甜腻指感觉过于甜的甜味感。 

 

5．品质指标 

品质指标是高品质食品标准的核心指标，为确保该指标设

定合理，项目组做了充分的资料收集、标准比对、实地调研及

实验检测等工作。 

表 3 蜂蜜项目检测情况 

序号 品牌 产品数（款） 数量（批次） 不符合产品数（款） 

1 桂岭蜂业 3 9 2 

2 宝生园 7 9 6 

3 养蜂农 1 1 1 

4 蜂老头 2 2 2 

5 采蜂农 1 1 1 

6 同仁堂 1 1 0 

7 九蜂堂 3 3 1 

8 森蜂园 2 2 2 

9 颐寿园 2 2 2 

10 汪氏 2 2 2 

11 冠生园 1 1 0 

12 百花 1 1 1 

总计 26 34 20 

 

选取符合标准定义的 26 款 34 批次蜂蜜进行检测（见附件

3），其中 6款，9批次符合本标准的要求，产品符合率为 2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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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起草单位与复核单位选取 3家生产企业 8款蜂蜜产品共 15

批次做验证对比实验，实验结果表明除个别数据异常外，其余

数据均较稳定（见附件 4）。可见，在国内市场有且只有部分

产品能够达到本标准要求，且比例合理，能够引领行业高质量

发展。 

（1）水分 

主要是指蜂蜜中的自然水分，即蜜蜂在酿蜜时保留在蜂蜜

中的水分。水分含量的高低标志着蜂蜜的成熟程度。蜂蜜是蜜

蜂采集植物的花蜜或分泌物，经过充分酿造而成，蜂蜜在巢脾

中经过充分酿造会慢慢脱去水分，若蜂蜜含水量高即说明蜂蜜

没有充分酿造。天然的成熟蜜含水量一般在 20%以下，天然呈

酸性，为黏稠液体，有很强的抗菌性，可以抑制细菌的滋生。 

根据标准比对结果（见表 4），结合企业调研情况和检测

数据（见表 5），本标准设定水分限值为≤20%，样品符合率为

88.24%。34 批次产品的水分项目检测情况见表 5。 

表 4 蜂蜜水分项目标准比对情况 

序号 标准 水分%≤ 

1 
NY/T 752-2020 

绿色食品 蜂产品 

荔枝、龙眼、柑橘、鹅掌柴、乌桕 23 

其他 20 

2 GH/T 18796-2012蜂蜜 

荔枝、龙眼、柑橘、鹅掌柴、乌桕 

（一级品 23，二级品 26） 

其他（一级品 20，二级品 24） 

3 DB22/T 991-2018天然成熟蜂蜜 18 

4 
T/CBPA 001-2015 

蜂蜜 

合格品 23 

优级品 21 

特级品 19 

5 
CXS 12-1981  

STAND FOR HONEY 

石南属蜜 23 

其他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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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 20 

 

表 5 蜂蜜中水分项目检测情况 

序号 品牌 水分 产品数（款） 数量（批次） 
不符合产品

数（款） 

1 桂岭蜂业 

16.8-20.8 

3 9 2 

2 宝生园 7 9 0 

3 养蜂农 1 1 0 

4 蜂老头 2 2 1 

5 采蜂农 1 1 0 

6 同仁堂 1 1 0 

7 九蜂堂 3 3 0 

8 森蜂园 2 2 0 

9 颐寿园 2 2 0 

10 汪氏 2 2 0 

11 冠生园 1 1 0 

12 百花 1 1 0 

总计 26 34 3 

 

（2）果糖和葡萄糖 

成熟蜂蜜总含糖量达 85%以上，糖分主要是葡萄糖和果糖，

此外，还含有麦芽糖、曲二糖、海藻糖、松三糖等。蜂蜜是糖

的接近饱和的水溶液，其比热甚高。据测定，1 千克蜂蜜可产

热 13733 千焦，比牛奶高 5 倍。蜂蜜中的单糖可直接被人体吸

收，是营养学家公认的最佳能源食物。 

根据标准比对结果（见表 6）和近三年省级抽检数据（见

表 7），结合企业调研情况和检测数据（见表 8），设定该项

目限值为大于等于 65%，验证结果显示样品中果糖何葡萄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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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符合率为 94.12%。34 批次产品的果糖和葡萄糖项目检测情

况见表 8。 

表 6 蜂蜜果糖和葡萄糖项目标准比对 

序号 标准 果糖和葡萄糖%≥ 

1 GB 14963-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蜂蜜 60 

2 NY/T 752-2020绿色食品 蜂产品 60 

3 GH/T 18796-2012 蜂蜜 60 

4 DB22/T 991-2018 天然成熟蜂蜜 65 

5 DB4414/T 5-2020 地理标志产品 桂岭蜂蜜 63 

6 T/CBPA 001-2015蜂蜜 

合格品 60 

优级品 65 

特级品 70 

7 CXS12-1981 STAND FOR HONEY 

甘露，甘露蜜和花蜜

混合蜜 45 

其他 60 

8 本标准 65 

 

表 7 2020-2022年蜂蜜果糖和葡萄糖抽检数据情况 

果糖和葡萄糖% 批次数量 占比 

＜60 4 0.09% 

60-65 252 5.80% 

65-70 624 14.37% 

＞70 3462 79.73% 

 

表 8 蜂蜜中果糖和葡萄糖项目检测情况 

序号 品牌 
果糖和葡萄

糖 
产品数（款） 数量（批次） 

不符合产品

数（款） 

1 桂岭蜂业 

60.4-75.9 

3 9 0 

2 宝生园 7 9 0 

3 养蜂农 1 1 0 

4 蜂老头 2 2 0 

5 采蜂农 1 1 0 

6 同仁堂 1 1 0 

7 九蜂堂 3 3 0 

8 森蜂园 2 2 1 

9 颐寿园 2 2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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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汪氏 2 2 1 

11 冠生园 1 1 0 

12 百花 1 1 0 

总计 26 34 2 

 

（3）蔗糖 

蜂蜜的主要成分是糖分，葡萄糖和果糖，含量比例随着蜂

蜜品种不同而不同，未成熟蜂蜜的主要成分是蔗糖和水，除此

之外还有少量的葡萄糖、果糖、维生素、氨基酸、蛋白质等。

我国蜂蜜质量标准中对蜂蜜中蔗糖含量有明确的规定，根据

2011 年发布的 GB1496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蜂蜜》，不同的

蜂蜜品种，允许存在 5%～10%以内的蔗糖成分，蜂蜜的酿造成

熟过程就是把花蜜中的蔗糖转变为葡萄糖和果糖的过程，如果

蜂蜜的转化不彻底，那么蜂蜜中的蔗糖含量就会高，反之，蜂

蜜的蔗糖含量就低。为了防止使用白糖喂养蜜蜂和防止在蜂蜜

中掺杂加入蔗糖，本标准加严对蔗糖的限量要求。 

根据标准比对结果（见表 9）和近三年抽检数据（见表 10），

结合企业调研情况和检测数据（见表 11），设定该项目限值为

≤3.5%，样品符合率为 100%。34 批次产品的蔗糖项目检测情

况见表 11，结果均为未检出。 

表 9 蜂蜜蔗糖项目标准比对 

序号 标准 蔗糖%≤ 

1 
GB 14963-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蜂蜜 

桉树，柑橘，紫苜蓿，荔枝，野桂花 10 

其他蜂蜜 5 

2 
NY/T 752-2020 

绿色食品 蜂产品 

桉树、柑橘、荔枝、野桂花、紫花苜蓿 10 

其他 5 

3 GH/T 18796-2012 蜂蜜 
桉树，柑橘，紫苜蓿，荔枝，野桂花 10 

其他蜂蜜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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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DB22/T 991-2018 天然成熟蜂蜜 5 

5 
DB4414/T 5-2020  

地理标志产品 桂岭蜂蜜 
3.5 

6 
T/CBPA 001-2015 

蜂蜜 

桉树、柑橘、紫花苜蓿、荔枝、野桂花 10 

其他 5 

7 
CXS 12-1981  

STAND FOR HONEY 

苜蓿（苜蓿），柑橘属，假金合欢 （刺槐）、

法国金银花、金银花、金银花、红桉（桉）、

黄 花、青葱） 10 

薰衣草（薰衣草属），博拉奇(博拉戈 天门

冬属 15 

其他 5 

8 本标准 3.5 

 

表 10 2020-2022年蜂蜜蔗糖抽检数据情况 

蔗糖% 批次数量 占比 

未检出 2709 92.17% 

0-3.5 199 6.77% 

3.5-5 31 1.05% 

＞5 0 0 

 

表 11 蜂蜜中蔗糖项目检测情况 

序号 品牌 蔗糖 产品数（款） 数量（批次） 
不符合产品

数（款） 

1 桂岭蜂业 

未检出 

3 9 0 

2 宝生园 7 9 0 

3 养蜂农 1 1 0 

4 蜂老头 2 2 0 

5 采蜂农 1 1 0 

6 同仁堂 1 1 0 

7 九蜂堂 3 3 0 

8 森蜂园 2 2 0 

9 颐寿园 2 2 0 

10 汪氏 2 2 0 

11 冠生园 1 1 0 

12 百花 1 1 0 

总计 26 34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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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羟甲基糠醛 

羟甲基糠醛是蜂蜜中还原糖经加热、脱水生成的黑色、具

有难闻气味的有毒物质分解产物，其不仅会导致蜂蜜风味的改

变和颜色的加深，还会影响蜂蜜的食用安全性。因此，在国际

贸易中，羟甲基糠醛属于强检指标。 

新鲜蜂蜜中的羟甲基糠醛含量很低，一般不会超过

10mg/kg，但在加工和贮藏过程中，易受热加工和存储温度及

时间影响而上升。该指标是蜂蜜新鲜度的重要指标，同时也该

指标可作为判定蜂蜜是再浓缩成熟蜜的真实性指标和监控储

存运输条件的品质指标。 

根据标准比对结果（见表 12），结合企业调研情况和检测

数据（见表 13），设定该项目限值为≤20mg/kg，样品符合率

为 32.35%。34 批次产品的羟甲基糠醛项目检测情况见表 13。 

表 12 蜂蜜羟甲基糠醛项目标准比对 

序号 标准 羟甲基糠醛(mg/kg)≤ 

1 GB 14963-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蜂蜜 40 

2 GH/T 18796-2012 蜂蜜 40 

3 DB22/T 991-2018 天然成熟蜂蜜 20 

4 
DB4414/T 5-2020  

地理标志产品 桂岭蜂蜜 
30 

5 
T/CBPA 001-2015 

蜂蜜 

合格品 - 

优级品 40 

特级品 20 

6 
CXS 12-1981  

STAND FOR HONEY 
40 

7 本标准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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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 蜂蜜中羟甲基糠醛项目检测情况 

序号 品牌 羟甲基糠醛 产品数（款） 数量（批次） 
不符合产品

数（款） 

1 桂岭蜂业 

1.28-390 

3 9 2 

2 宝生园 7 9 6 

3 养蜂农 1 1 1 

4 蜂老头 2 2 2 

5 采蜂农 1 1 1 

6 同仁堂 1 1 0 

7 九蜂堂 3 3 1 

8 森蜂园 2 2 2 

9 颐寿园 2 2 2 

10 汪氏 2 2 1 

11 冠生园 1 1 0 

12 百花 1 1 1 

总计 26 34 19 

 

（5）锌 

锌是人体内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体内的锌缺乏和过量均

会引起某些疾。一般食品中含锌 l-18mg/kg，但由于包装 

和贮存上的问题，蜂蜜中的锌有时含量很高，达到 50mg／kg

即有金属味，更高时不应再做食用。因此。在成品蜂蜜运销和

加工过程中，锌的含量是一种重要的监测指标。 

根据标准比对结果（见表 14），结合企业调研情况和检测

数据（见表 15），设定该项目限值为≤25mg/kg，样品符合率

为 100%。34 批次产品的锌项目检测情况见表 15，结果均为未

检出。 

表 14 蜂蜜锌项目标准比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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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标准 锌(mg/kg)≤ 

1 GB 14963-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蜂蜜 25 

2 
GB_T 19330-2008 地理标志产品 饶河(东北黑蜂)

蜂蜜、蜂王浆、蜂胶、蜂花粉 
25 

3 T_LPTX 0001S-2019 优质罗平蜂蜜 24 

4 T_LYCY 020-2020 大兴安岭蜂蜜 25 

5 T_GZSX 073-2021 道真特产 蜂蜜 25 

6 本标准 25 

 

表 15 蜂蜜中锌项目检测情况 

序号 品牌 锌 产品数（款） 数量（批次） 
不符合产品

数（款） 

1 桂岭蜂业 

未检出 

3 9 0 

2 宝生园 7 9 0 

3 养蜂农 1 1 0 

4 蜂老头 2 2 0 

5 采蜂农 1 1 0 

6 同仁堂 1 1 0 

7 九蜂堂 3 3 0 

8 森蜂园 2 2 0 

9 颐寿园 2 2 0 

10 汪氏 2 2 0 

11 冠生园 1 1 0 

12 百花 1 1 0 

总计 26 34 0 

 

（6）碳-4 植物糖 

大多数蜜源植物属于碳-3 植物，而碳-4 植物基本上不是

蜜源植物。目前绝大多数的葡萄糖粉末、葡萄糖浆、果葡糖浆

等都是通过玉米等碳-4 植物淀粉转化而来，因此通过碳同位素

组成鉴定可以判定蜂蜜产品中是否掺入碳-4 植物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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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蜂蜜的真实性中加入葡萄糖粉末、葡萄糖浆、果葡

糖浆等甜味物质，本标准设定碳-4 植物糖项目。根据标准比对

结果（见表 16）和近三年省级抽检数据（见表 17），结合企

业调研情况和检测数据（见表 18），设定该项目限值为＜7.0%，

样品符合率为 85.29%。34 批次产品的碳-4 植物糖项目检测情

况见表。 

表 16 蜂蜜碳-4植物糖项目标准比对 

序号 标准 碳-4植物糖% 

1 
NY/T 752-2020 

绿色食品 蜂产品 
≤7 

2 GH/T 18796-2012 蜂蜜 ≤7 

3 DB22/T 991-2018 天然成熟蜂蜜 ≤7 

4 
T/CBPA 001-2015 

蜂蜜 
≤7 

5 本标准 ＜7.0 

 

表 X 2020-2022年蜂蜜碳-4植物糖抽检数据情况 

碳-4植物糖% 批次数量 占比 

未提取出蛋白质 0 0% 

0 61 84.72% 

0-7 11 15.28% 

＞7 0 0% 

 

表 蜂蜜中碳-4植物糖碳项目检测情况 

序号 品牌 碳 4 植物糖 产品数（款） 数量（批次） 
不符合产品

数（款） 

1 桂岭蜂业 

0-33.7 

3 9 2 

2 宝生园 7 9 0 

3 养蜂农 1 1 0 

4 蜂老头 2 2 0 

5 采蜂农 1 1 0 

6 同仁堂 1 1 0 

7 九蜂堂 3 3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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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森蜂园 2 2 0 

9 颐寿园 2 2 0 

10 汪氏 2 2 0 

11 冠生园 1 1 0 

12 百花 1 1 0 

总计 26 34 2 

 

6．安全指标 

安全指标应符合 T/GBAS 31 《质量安全要求通则》 和 

T/GBAS 33 《质量安全要求 蜂产品》中。该标准以指标从严

为原则，选取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香港、澳门法律法规中最严

格的限量，涵盖污染物、微生物、真菌毒素、农药残留、兽药

残留和食品添加剂，以及其他危害人体健康的物质，详见附件

5。 

七、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等上位标准关系 

（一）与现行法律法规的关系 

与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标准相互协调，无矛盾抵触。

本标准依据《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实施条例》法律法规

要求制定，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

安全工作的意见》《广东省市场监管现代化“十四五”规划（征

求意见稿）》《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国家市场监督

管理总局 广东省人民政府战略合作框架协议》等文件的有关

要求。 

（二）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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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食品各项指标均满足或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149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蜂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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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 299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

菌限量》。 

（三）与香港规例、澳门行政法规的关系 

本标准的技术指标满足或严于香港、澳门现有的有关法律

法规的要求，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包括第 132V 章《食物搀杂

（金属杂质含量）规例》、第 132AF章《食物内有害物质规例》

和 2021 年食物内有害物质（修订）规例（香港特别行政区 2021

年第 86 号法律公告）、第 132CM 章《食物内除害剂残余规例》、

第 132BD 章《食物内防腐剂规例》、第 132H 章《食物内染色

料规例》、第 132U 章《食物内甜味剂规例》和澳门特别行政

区第 23/2018 号行政法规《食品中重金属污染物最高限量》、

第 13/2016 号行政法规《食品中真菌毒素最高限量》、第

11/2020 号行政法规《食品中农药最高残留限量的》、第 5/2024

号行政法规.《食品中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第 7/2019 号行

政法规《食品中防腐剂及抗氧化剂使用标准》、第 12/2018 号

行政法规《食品中甜味剂使用标准》、第 30/2017 号行政法规

《食品中食用色素使用标准》等，为同时满足内地、港澳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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质量安全要求，部分技术指标要求高于香港、澳门相关规例、

法规要求。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通过依托公众号、追溯平台和网站做好食品“湾区标准”

体系宣贯，组织开展座谈、展会和培训等专题活动，加强标准

体系建设，加大对标准体系的普及和宣传力度，鼓励蜂蜜生产

经营企业积极参与标准的研制，强化标准应用实施，全面提升

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化服务能力和企业标准化水平；综合运用产

品认证、体系检查和产品抽检等手段，从源头开始对高品质食

品进行有效管控，建立从原料采购、加工、运输到销售及产品

标识的全过程高品质食品质量安全监督评价体系，保证高品质

食品的质量安全。 

九、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十、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附件：1.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团体标准征求意见

汇总处理表 

2. 复核报告 

3. 检测数据统计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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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实验室间数据比对情况 

5. 《质量安全要求 蜂产品》蜂蜜相关指标 

6. 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团体标准专家审查

意见表 

7. 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团体标准专家评审

意见汇总处理表 

8. 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化研究中心湾区标准确认评审会

意见汇总处理表 1 

8.9. 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化研究中心湾区标准确认评

审会意见汇总处理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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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团体标准 

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 
序号 条文编号 提意见单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

意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1  
北京市食品检验研究院

（尹华涛） 
无意见 / / / 

2 
2 规范性文

件 

佛山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

中心（梁炽琼） 

T/GBAS 建议改为正式发布的标准代

号 
采纳 / / 

3 4.1.1 
佛山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

中心（梁炽琼） 

建议改为：其他指标应符合表 1的规

定。 
不采纳 

不对原辅料中蜜源进行感

官要求 
/ 

4 6 
佛山市食品药品检验检测

中心（梁炽琼） 

建议增加组批：“同一批投料、同一

生产线、同一班次生产的同一生产日

期、同一规格的产品为一批。”或其

他类似描述。 

不采纳 

目前除特殊食品外未见有

对批进行明确定义，对批号

的管理可由生产企业自行

规定。 

/ 

5 2 
拱北海关技术中心（吴洁

珊） 
建议引用己发布实施的标准。 不采纳 

本标准引用的部分标准为

同批编制的湾区标准 
/ 

6 4.5 
拱北海关技术中心（吴洁

珊） 

建议列明指标项目，如：污染物限量、

农兽药限量、微生物限量。 

或直接指向己发布实施的标准，如

GB 2762、GB 2763、GB 31650等。 

不采纳 

产品标准配套安全标准使

用，安全指标列于《质量安

全要求 蜂产品》中 

/ 

7 5.3 
拱北海关技术中心（吴洁

珊） 

建议不做具体的规定，选用合适同时

满足检测要求的相应方法即可。 
不采纳 

产品标准规定品质指标建

议方法，避免方法之间的差
/ 



 

 27 

序号 条文编号 提意见单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

意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异导致检验结果相差较大 

8 6.2.2 
拱北海关技术中心（吴洁

珊） 

建议增加部分品质指标，如：羟甲基

糠醛、锌等。 
不采纳 

出厂检验项目参考生产许

可管理审查细则和企业调

研情况 

/ 

9 3.1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李拥军） 

蜜蜂采蜜过程很难人为控制，是否一

定要在术语和定义中规定单一蜜源

植物的花蜜？如果在定义中规定，只

要蜜蜂采集非单一蜜源植物的花蜜

均不符合本标准 

采纳 / 
删掉“单一蜜

源” 

10 4.4 
广东江门中医药职业学院

（李拥军） 

GB 14963和 GH/T 18796中荔枝蜂蜜

和柑橘蜂蜜中蔗糖/%≤10，本团体标

准中蔗糖/%≤3.5的依据是否充分？

还是为了排除荔枝蜂蜜和柑橘蜂蜜

等？ 

不采纳 
在编制说明补充蔗糖限量

依据 
/ 

11 9 
广东科诚生态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林干松） 

产品标准中对运输储存的表述不一

致，建议统一表述 
采纳 / 修改标准文本 

12 编制说明 
广东科诚生态农业科技发

展有限公司（林干松） 
建议补充关键技术指标的确定依据 采纳 / 补充编制说明 

13 3.1 
广东省生物制品与药物研

究所（梁旭霞） 

1）与蜂产品中蜂蜜的定义一致； 

2）删除“单一蜜源”；不是单一蜜

源的就不是蜂蜜了吗？ 

3）删除“不得去除……其他物质。”

这是质量要求，不是定义。 

部分采纳 

已删除“单一蜜源”，已更

改“不得去除……其他物

质”表述，是对蜂蜜的真实

性进行定义 

修改标准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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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文编号 提意见单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

意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14 4.3 
广东省生物制品与药物研

究所（梁旭霞） 

既然列举了颜色，就应该按照 SN/T 

0852中分级范围要求将“特白色”

列入。 

采纳 参考 GB 14963 修改标准文本 

15  
广东省生物制品与药物研

究所（梁旭霞） 

蜂蜜存在完全不透明的粘稠液体状

态。建议删除“透明或半透明状”，

参考国标 GB14963的描述 

采纳 / 修改标准文本 

16 4.4 
广东省生物制品与药物研

究所（梁旭霞） 
应符合表 2的规定 采纳 / 修改标准文本 

17 水分 
广东省生物制品与药物研

究所（梁旭霞） 

编制说明中要给出制定“≤20%”的

理由：引用哪里的标准？有无市售产

品调查或监测的数据？ 

采纳 / 补充编制说明 

18 
果糖和葡萄

糖 

广东省生物制品与药物研

究所（梁旭霞） 
同上 采纳 / 补充编制说明 

19 蔗糖 
广东省生物制品与药物研

究所（梁旭霞） 
同上 采纳 / 补充编制说明 

20 5.1.2 
广东省生物制品与药物研

究所（梁旭霞） 
缺少取样和制样方法 采纳 / 

直接引用检测

方法，检测方

法包括取样和

制样方法 

21 5.2 
广东省生物制品与药物研

究所（梁旭霞） 

系列检测项目均应考虑含蜡屑巢蜜

的检测方法或补充该类蜂蜜的样品

前处理方法 

不采纳 

检验方法包括前处理方法，

且本标准适用范围为预包

装产品，非预包装产品难以

达到本标准规定的高品质

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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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文编号 提意见单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

意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22 6.2.2 
广东省生物制品与药物研

究所（梁旭霞） 

配套的质量安全要求《蜂产品》未提

及金黄色葡萄球菌及其检测方法 
采纳 / / 

23 
编制说明 广东省生物制品与药物研

究所（梁旭霞） 

进一步完善编制说明，补充蜂蜜定义

修改依据及品质指标设定的依据。 
采纳 / / 

24 
编制说明 广东省生物制品与药物研

究所（梁旭霞） 
修改差错 采纳 / / 

25 9 
广东穗森实业有限公司

（徐莉文） 

运输和贮存表述不一致，建议统一表

述 
采纳 / 修改标准文本 

26 编制说明 
广东穗森实业有限公司

（徐莉文） 
建议补充关键技术指标的确定依据 采纳 / / 

27  
广东粤海水务检测技术有

限公司（王樊） 
无意见 / / / 

28 6.1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周华） 

此条具体要求不明确，难以标准化执

行，建议详细说明要求，或引用相关

取样标准 

不采纳 

抽样和留样数量需根据检

验目的和检验项目而定，不

好详细规定抽样数量； 

/ 

29 6.2.2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周华） 

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霉菌计数、嗜

渗酵母计数、金黄色葡萄球菌出处不

明确，建议补充出处 

采纳 

出厂检验项目参考蜂产品

生产许可审查细则和企业

调研确定，在编制说明中补

充 

/ 

30 9.1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周华） 

T/GDCCA 001该引用标准未在规范性

引用文件中出现，应补入，不作参考

文献 

不采纳 

根据 GB/T 1.1要求，该文

件不属于规范性引用文件

内容，已列入参考文献。 

/ 

31 10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周华） 

内容偏简单，建议引用相关标准或体

系 
不采纳 

《食品安全法》要求食品生

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本法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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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文编号 提意见单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

意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规定，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

系，保证食品可追溯。国家

鼓励食品生产经营者采用

信息化手段采集、留存生产

经营信息，建立食品安全追

溯体系。本条款在食品安全

法的基础上提高了要求。 

32 11 
广州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

医院（周华） 

内容偏简单，建议引用相关标准或体

系 
不采纳 

《食品安全法》提到国家鼓

励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符合

良好生产规范要求，实施危

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

提高食品安全管理水平。本

条款在食品安全法的基础

上提高了要求。 

/ 

33  
湖南省产商品检验研究院

（梁锋） 
无意见 / / / 

34 题目 华南理工大学（阮征） 

从本文件“蜂蜜”的定义来看，是“蜜

蜂采集单一蜜源植物”获得的，题目

是否考虑在蜂蜜前边上“单蜜源”，

以突出与其他杂蜜源蜂蜜的区别 

不采纳 

题目参考国抽细则分类，写

大类名称，多蜜源能满足本

标准要求也可纳入高品质

蜂蜜，不规定单蜜源蜂蜜才

是高品质蜂蜜 

/ 

35 1 范围 华南理工大学（阮征） 

从正文来看，本文件的规范对象是预

包装食品，建议在蜂蜜前边加上“预

包装”进行必要的限定。 

不采纳 

标签标识参考 GB 7718，已

要求产品为预包装产品，且

散装产品难以达到本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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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文编号 提意见单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

意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的要求 

36 3.1 蜂蜜 华南理工大学（阮征） 

请斟酌此定义中工艺及要求的可行

性。如果蜂蜜经过了过滤处理，如何

能保证只去除杂质而不滤掉其他可

能颗粒比杂质大的成分？例如蜂蜜

中原有的部分花粉、糖结晶也有可能

被过滤去除。 

采纳 / 
参考天然成熟

蜂蜜说法 

37 编制说明 华南理工大学（阮征） 
请核实是否笔误，蜂蜜的标准中为何

会出现“原料乳”？ 
采纳 / / 

38 编制说明 华南理工大学（阮征） 
建议调研单位增加来自香港和澳门

的企业 
采纳 / / 

39 3.1 华南农业大学（陈佩） 
参考标准前后标题格式，应改为“3.1

蜂蜜 natural mature honey” 
不采纳 格式按照 GB/T 1.1的要求 / 

40 5.2.2 华南农业大学（陈佩） 与前面一致，改为果糖和葡萄糖 采纳 / 修改标准文本 

41 6.1 华南农业大学（陈佩） 

抽样，建议按照 SN/T 0852的有关规

定执行。建议一式三份供检验、复检

和备查用，每份样品的质量不得少于

0.5kg 

不采纳 

高品质食品产品标准中统

一规定不得复检，提高对企

业对品控的要求。 

/ 

42 6.2.2 华南农业大学（陈佩） 建议增加菌落检验的所采用标准 不采纳 

本标准仅列出品质指标检

验方法，菌落总数在质量安

全要求标准中列出 

/ 

43 6.4.2 华南农业大学（陈佩） 
建议增加项目不符合文件规定时应

符合复验等。 
不采纳 

高品质食品产品标准中统

一规定不得复检，提高对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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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文编号 提意见单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

意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业对品控的要求。 

44 10 华南农业大学（陈佩） 

参考《GB 14881-2015 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增

加产品召回管理。当发现生产的食品

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或存在其他不

适于食用的情况时，应当立即停止生

产， 召回已经上市销售的食品通知

相关生产经营者和消费者，并记录召

回和通知情况 

不采纳 
召回管理为国标强制规定，

本标准不列出也应符合。 
/ 

45 4.5 
惠州市食品药品检验所

（赵智锋） 
尽快完善安全指标有关标准 采纳 / / 

46 表 1 暨南大学（丁郁） 
一般鲜蜂蜜不应存在羟甲基糠醛，因

此应考虑此限量标准是否合适 
不采纳 

羟甲基糠醛与加工工艺、储

运温度环境相关，体现蜂蜜

品质 

/ 

47 2 
江门海关技术中心（王春

利） 

缺少《食物及药物（成分组合及标签）

规例》和《供应予消费者之熟食产品

标签所应遵守之条件》 

采纳 

根据 GB/T 1.1有关要求，

该两份文件已列入参考文

献。 

/ 

48 3.1 
江门海关技术中心（王春

利） 

请慎重使用“单一”。自然界中单一

蜜源比较难控制，是否有单一蜜源的

保证措施或者检测鉴定方法 

采纳 / / 

49  广东省冷链协会（李敏华） 无意见 / / / 

50 3.1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

院（于艳艳） 

定义中表述为“以蜜蜂采集单一蜜源

植物的花蜜。。。”，建议对“单一
采纳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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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文编号 提意见单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

意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蜜源”再斟酌下，多种蜜源植物就不

符合这个定义要求了。建议参照蜂产

品生产许可审查细则（2022 版）》

定义蜂蜜。 

51 4.4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

院（于艳艳） 

1指标设置为≤7%，未对检测过程中

未提取出蛋白质的样品进行有效的

区分。2依据 GB/T 18932.1，蜂蜜中

碳-4植物糖含量≥7%时应认为含有

碳-4植物糖，碳-4植物糖限量可以

设定为<7%。 

采纳 
未提取出蛋白质的样品可

算作碳-4植物糖含量为零 
/ 

52 4.5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

院（于艳艳） 

蜂蜜标准适用于蜂蜜的生产和经营，

而安全指标引用的标准适用范围为

预包装的蜂产品，这里的引用是指标

限量引用还是标准引用？非预包装

的蜂蜜的安全指标是否还要符合安

全标准的要求？这种表述在一定程

度上是有理解的歧义，建议修正 

不采纳 

本标准标签标识要求参考

GB7718，要求产品为预包装

产品 

/ 

53  粤海广南行（黄艾武） 无意见 / / / 

54 3.1 中国农业大学（梁志宏） 删除单一蜜源植物 采纳 / / 

55  中国农业大学（梁志宏） 增加单一蜜源蜂蜜术语 采纳 已删除定义中“单一蜜源” / 

56 
4.4 

中国农业大学（梁志宏） 
品质是指营养品质指标，还是有其他

含义 
采纳 

品质指标是产品标准的核

心指标 
/ 

57 4.5 中国农业大学（梁志宏） 安全指标包含哪些指标，确认可以参 不采纳 产品标准配套安全标准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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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文编号 提意见单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

意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考 GB14963 用，安全指标列于《质量安

全要求 蜂产品》，取粤港

澳三地最严要求 

58 6.2.2 中国农业大学（梁志宏） 

确认检测微生物种类，蜂蜜相关的每

个标准都有一些差异；明确粤港澳的

检测重点 

采纳 / / 

59 6.4 中国农业大学（梁志宏） 
判定缺项，可以放到后面，7、8 也

是合格与否判定的内容 
不采纳 统一湾区标准格式 / 

60 10 中国农业大学（梁志宏） 没有引用规范或标准，补充或修改 不采纳 

《食品安全法》要求食品生

产经营者应当依照本法的

规定，建立食品安全追溯体

系，保证食品可追溯。国家

鼓励食品生产经营者采用

信息化手段采集、留存生产

经营信息，建立食品安全追

溯体系。本条款在食品安全

法的基础上提高了要求。 

/ 

61 11 中国农业大学（梁志宏） 没有引用规范或标准，补充或修改 不采纳 

《食品安全法》提到国家鼓

励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符合

良好生产规范要求，实施危

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体系，

提高食品安全管理水平。本

条款在食品安全法的基础

上提高了要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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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文编号 提意见单位和专家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

意见 
不采纳的理由 处理结果 

62  
珠海天祥粤澳质量技术服

务有限公司（沈海柳） 
无意见 / / / 

63 9 
广州盒马鲜生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黄洁） 

产品标准中对运输和贮存表述不一

致，建议统一表述 
采纳 / / 

64 编制说明 
广州盒马鲜生网络科技有

限公司（黄洁） 
建议补充关键技术指标的确定依据 采纳 / / 

65 8 
新越行有限公司（陈海

槟） 

包装应符合 GB/T 39947的规定，

并允许发展符合产品特殊情况

或新型环保的包装 

采纳 / / 

66 2 
中科健康国际（澳门）

有限公司（周亚杰） 

规范性引用文件标准名称格式，

标准名称格式应文字对齐 
采纳 / / 

67 4.3 
中科健康国际（澳门）

有限公司（周亚杰） 

状态“或部分及全部结晶”，建

议修改为“含或不含部分、或全

部结晶” 

不采纳 
引用国标 GB 14963 的状态

描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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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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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蜂蜜检测数据统计表 

序号 
样品编

号 
生产企业 样品名称 水分% 

果糖和葡萄

糖/% 
蔗糖/% 

羟甲基糠醛/

（mg/kg） 

锌/

（mg/kg） 

碳-4植物糖

/% 
是否符合本标准品质指标要求 

1 
22Q2602

000 

广东桂岭

蜂业科技

股份公司 

桂岭蜂蜜 

鸭脚木蜂

蜜 

18.4 70.3 未检出 1.40 未检出 0 是 

2 
22Q2602

001 

桂岭蜂蜜 

鸭脚木蜂

蜜 

17.6 75.9 未检出 1.43 未检出 0 是 

3 
22Q2602

002 

桂岭蜂蜜 

鸭脚木蜂

蜜 

17.4 73.6 未检出 1.28 未检出 0 是 

4 
22Q2602

003 

桂岭蜂蜜 

荔枝蜜 
18.9 71.7 未检出 20.8 未检出 31.0 

否，羟甲基糠醛、碳-4植物糖

不符合 

5 
22Q2602

004 

桂岭蜂蜜 

荔枝蜜 
20.2 72.1 未检出 20.2 未检出 31.4 

否，水分、羟甲基糠醛、碳-4

植物糖不符合 

6 
22Q2602

005 

桂岭蜂蜜 

荔枝蜜 
19.0 71.0 未检出 20.5 未检出 31.2 

否，羟甲基糠醛、碳-4植物糖

不符合 

7 
22Q2602

006 

桂岭蜂蜜 

龙眼蜜 
20.4 66.7 未检出 23.2 未检出 32.9 

否，水分、羟甲基糠醛、碳-4

植物糖不符合 

8 22Q2602 桂岭蜂蜜 20.8 68.4 未检出 24.0 未检出 33.7 否，水分、羟甲基糠醛、碳-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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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样品编

号 
生产企业 样品名称 水分% 

果糖和葡萄

糖/% 
蔗糖/% 

羟甲基糠醛/

（mg/kg） 

锌/

（mg/kg） 

碳-4植物糖

/% 
是否符合本标准品质指标要求 

007 龙眼蜜 植物糖不符合 

9 
22Q2602

008 

桂岭蜂蜜 

龙眼蜜 
20.4 67.6 未检出 13.0 未检出 6.60 否，水分不符合 

10 
22Q2602

430 

广州市宝

生园股份

有限公司

广州宝生

园蜂产品

厂 

原野土蜂

蜜（多花种

蜂蜜） 

18.7 70.7 未检出 167 未检出 0 否，羟甲基糠醛不符合 

11 
22Q2602

431 

桂林周氏

顺发食品

有限公司 

养蜂农土

蜂蜜 
18.4 71.4 未检出 578 未检出 0 否，羟甲基糠醛不符合 

12 
22Q2602

432 
广西天保

农业开发

有限公司 

蜂老头冬

蜂蜜 
20.8 72.6 未检出 206 未检出 0 否，水分、羟甲基糠醛不符合 

13 
22Q2602

433 

蜂老头多

花蜂蜜 
20.0 67.9 未检出 390 未检出 0 否，水分、羟甲基糠醛不符合 

14 
22Q2602

434 

江西意蜂

实业有限

公司 

采蜂农洋

槐蜂蜜 
17.6 71.4 未检出 60.8 未检出 0 否，羟甲基糠醛不符合 

15 
22Q2602

517 

广州市宝

生园股份

有限公司

广州宝生

原野柃木

桂花蜜（野

桂花蜜） 

18.6 69.9 未检出 22.7 未检出 0 否，羟甲基糠醛不符合 

16 22Q2602 鸭脚木蜜 17.2 68.1 未检出 12.0 未检出 0 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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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样品编

号 
生产企业 样品名称 水分% 

果糖和葡萄

糖/% 
蔗糖/% 

羟甲基糠醛/

（mg/kg） 

锌/

（mg/kg） 

碳-4植物糖

/% 
是否符合本标准品质指标要求 

518 园蜂产品

厂 
17 

22Q2602

519 

雪蜜（椴树

蜂蜜） 
18.4 69.3 未检出 30.1 未检出 0 否，羟甲基糠醛不符合 

18 
22Q2602

520 

原蜜雪脂

莲蜜 
19.4 73.5 未检出 34.0 未检出 0 否，羟甲基糠醛不符合 

19 
22Q2602

839 

宝生园高

原槐蕊蜜 

（洋槐蜜） 

17.0 63.1 未检出 93.2 未检出 0 
否，果糖和葡萄糖、羟甲基糠

醛不符合 

20 
22Q2602

840 

宝生园琉

璃苣蜂蜜 
19.8 69.4 未检出 32.1 未检出 0 否，羟甲基糠醛不符合 

21 
22Q2602

841 

宝生园鸭

脚木蜜 
20.0 70.2 未检出 13.7 未检出 0 是 

22 
22Q2602

842 

宝生园雪

蜜（椴树蜂

蜜） 

19.6 69.0 未检出 23.3 未检出 0 否，羟甲基糠醛不符合 

23 
22Q2602

843 

北京同仁

堂蜂产品

（江山）

有限公司 

同仁堂造

养青年洋

槐蜂蜜 

16.8 73.4 未检出 8.58 未检出 0 是 

24 
22Q2602

844 

南京九蜂

堂蜂产品

有限公司 

九蜂堂五

月槐香洋

槐蜜 

18.4 66.7 未检出 13.6 未检出 0 是 

25 22Q2602 九蜂堂原 18.8 70.4 未检出 26.2 未检出 0 否，羟甲基糠醛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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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样品编

号 
生产企业 样品名称 水分% 

果糖和葡萄

糖/% 
蔗糖/% 

羟甲基糠醛/

（mg/kg） 

锌/

（mg/kg） 

碳-4植物糖

/% 
是否符合本标准品质指标要求 

845 生真酿洋

槐蜜 

26 
22Q2602

846 

九蜂堂

60°槐洋

槐蜜 

18.2 70.0 未检出 3.20 未检出 0 是 

27 
22Q2602

847 
上海森蜂

园蜂业有

限公司 

森蜂园长

白山椴树

蜂蜜 

17.8 60.4 未检出 33.1 未检出 0 否，羟甲基糠醛不符合 

28 
22Q2602

848 

森蜂园洋

槐蜂蜜 
17.4 70.5 未检出 78.1 未检出 0 否，羟甲基糠醛不符合 

29 
22Q2602

849 

颐寿园

（北京）

蜂产品有

限公司 

颐寿园九

龙藤蜂蜜 
18.0 72.6 未检出 26.2 未检出 0 否，羟甲基糠醛不符合 

30 
22Q2602

850 

颐寿园枇

杷蜂蜜 
17.4 70.9 未检出 25.9 未检出 0 否，羟甲基糠醛不符合 

31 
22Q2602

851 
江西汪氏

蜜蜂园有

限公司 

汪氏洋槐

蜜 
17.4 70.8 未检出 47.1 未检出 0 否，羟甲基糠醛不符合 

32 
22Q2602

852 

汪氏枣花

蜜 
17.4 64.8 未检出 13.0 未检出 0 否，果糖和葡萄糖不符合 

33 
22Q2602

853 

上海冠生

园蜂制品

有限公司 

冠生园结

晶椴树蜂

蜜 

17.0 69.1 未检出 14.7 未检出 0 是 

34 
22Q2602

854 

北京奥金

达农业科

技发展有

百花密云

荆花蜂蜜 
17.0 69.0 未检出 39.7 未检出 0 否，羟甲基糠醛不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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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样品编

号 
生产企业 样品名称 水分% 

果糖和葡萄

糖/% 
蔗糖/% 

羟甲基糠醛/

（mg/kg） 

锌/

（mg/kg） 

碳-4植物糖

/% 
是否符合本标准品质指标要求 

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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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蜂蜜实验室间数据比对情况 

序

号 
编号 

生产企

业 
样品名称 

生产日

期 

水分% 果糖和葡萄糖% 蔗糖% 羟甲基糠醛/mg/kg 锌/mg/kg 碳-4 植物糖% 

省所 广检 深计 省所 广检 深计 省所 广检 深计 省所 广检 深计 省所 广检 深计 省所 广检 深计 

1 
22Q260

2000 

广东桂

岭蜂业

科技股

份公司 

桂岭蜂蜜 

鸭脚木蜂蜜 

2022070

5 
18.4 18.0 17.2 70.3 74.5 73.6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1.40 1.27 1.24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0 0 0.25 

2 
22Q260

2001 

桂岭蜂蜜 

鸭脚木蜂蜜 

2022080

5 
17.6 18.0 / 75.9 74.3 / 

未检

出 

未检

出 
/ 1.43 1.31 / 

未检

出 

未检

出 
/ 0 0 / 

3 
22Q260

2002 

桂岭蜂蜜 

鸭脚木蜂蜜 

2022061

2 
17.4 17.9 17.0 73.6 75.7 75.6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1.28 1.24 1.22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0 0 0 

4 
22Q260

2003 

桂岭蜂蜜 

荔枝蜜 

2022080

6 
18.9 19.1 18.5 71.7 74.9 73.8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20.8 23.2 23.6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31.0 30.2 34.3 

5 
22Q260

2004 

桂岭蜂蜜 

荔枝蜜 

2022071

5 
20.2 19.8 18.5 72.1 73.3 74.5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20.2 22.5 24.0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31.4 29.3 27.3 

6 
22Q260

2005 

桂岭蜂蜜 

荔枝蜜 

2022080

1 
19.0 19.2 18.2 71.0 73.3 73.7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20.5 23.0 23.6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31.2 30.1 30.6 

7 
22Q260

2006 

桂岭蜂蜜 

龙眼蜜 

2022080

2 
20.4 20.3 19.6 66.7 69.6 70.3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23.2 16.9 18.8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32.9 29.6 9.98 

8 
22Q260

2007 

桂岭蜂蜜 

龙眼蜜 

2022081

3 
20.8 20.2 / 68.4 68.3 / 

未检

出 

未检

出 
/ 24.0 25.5 / 

未检

出 

未检

出 
/ 33.7 31.7 / 

9 
22Q260

2008 

桂岭蜂蜜 

龙眼蜜 

2022081

7 
20.4 20.4 19.6 67.6 70.0 69.0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13.0 25.8 27.3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6.60 6.80 29.0 

10 
22Q260

2517 

广州市

宝生园

股份有

限公司

广州宝

生园蜂

产品厂 

原野柃木桂

花蜜（野桂

花蜜） 

2022052

0 
18.6 20.5 17.8 69.9 70.4 71.2 

未检

出 
0.27 

未检

出 
22.7 22.7 20.7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0 0 0 

11 
22Q260

2518 
鸭脚木蜜 

2022062

3 
17.2 19.7 17.2 68.1 71.0 72.2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12.0 13.5 13.9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0 0 0 

12 
22Q260

2519 

雪蜜（椴树

蜂蜜） 

2022052

5 
18.4 20.0 17.6 69.3 70.3 69.1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30.1 30.4 32.3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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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编号 

生产企

业 
样品名称 

生产日

期 

水分% 果糖和葡萄糖% 蔗糖% 羟甲基糠醛/mg/kg 锌/mg/kg 碳-4 植物糖% 

省所 广检 深计 省所 广检 深计 省所 广检 深计 省所 广检 深计 省所 广检 深计 省所 广检 深计 

13 
22Q260

2520 

原蜜雪脂莲

蜜 

2022092

1 
19.4 19.8 19.4 73.5 75.0 72.4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34.0 29.8 30.3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0 0 0 

14 
22Q260

2842 

宝生园雪蜜

（椴树蜂

蜜） 

2022012

3 
19.6 20.0 17.5 69.0 73.0 73.6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23.3 20.9 15.8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0 0 0 

15 
22Q260

2854 

北京奥

金达农

业科技

发展有

限公司 

百花密云荆

花蜂蜜 

2021122

1 
17.0 17.4 16.7 69.0 72.4 73.2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39.7 39.7 42.3 

未检

出 

未检

出 

未检

出 
0 0 0 

注：省所：广东省食品检验所 

广检：广州检验检测认证集团有限公司 

深计：深圳市计量质量检测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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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质量安全要求 蜂产品》蜂蜜相关指标 

1 污染物限量 

污染物限量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蜂蜜污染物限量 

项目名称 限量/(mg/kg) 来源 检验方法 

铅（以 Pb 计） 0.5 GB 2762 GB 5009.12 

锡
a
（以 Sn 计） 250 

GB 2762 

香港规例第 132V 章 

澳门行政法规第 23/2018 号 

GB 5009.16 

a 仅限于采用镀锡薄钢板容器包装的食品。 

 

2 微生物限量 

微生物限量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 蜂蜜微生物限量 

项目名称 限量 来源 检验方法
a
 

霉菌计数/(CFU/g)    ≤ 200 GB 14963 GB 4789.15 

嗜渗酵母计数/(CFU/g)   ≤ 200 GB 14963 GB 14963附录 A 

菌落总数/(CFU/g)   ≤ 1000 GB 14963 GB 4789.2 

大肠菌群/(MPN/g)   ≤ 0.3 GB 14963 GB 4789.3 

a
 样品的采集及处理按 GB 4789.1 执行。 

 

3 真菌毒素限量 

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蜂蜜真菌毒素限量 

项目名称 限量/（μg/kg） 来源 检验方法 

总黄曲霉毒素（黄曲霉毒素B1、

B2、G1及G2之和） 
10 

香港 2021年第 86号法律

公告 
参照GB 5009.22 

 

4 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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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药最大残留限量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 蜂蜜兽药最大残留限量 

序

号 
项目名称 

最大残留限

量
b 

/（μg/kg） 

CAS 号 残留物 检验方法 

1 氟胺氰菊酯 50 
102851-06-

9 
氟胺氰菊酯 

GB 23200.95 

GB 31657.1 

2 双甲脒 200 33089-61-1 
双甲脒和 2,4-二甲基苯胺的

总和 

参照 GB 

23200.103 

3 氯丙嗪
a
 不得检出 50-53-3 氯丙嗪 — 

4 
地西泮（安定）

a
 

不得检出 439-14-5 地西泮 — 

5 地美硝唑
a
 不得检出 551-92-8 地美硝唑 GB/T 23410  

6 苯甲酸雌二醇
a
 不得检出 50-50-0 雌二醇 — 

7 甲硝唑
a
 不得检出 443-48-1 甲硝唑 GB/T 23410 

8 苯丙酸诺龙
a
 不得检出 62-90-8 诺龙 — 

9 丙酸睾酮
a
 不得检出 57-85-2 睾酮 — 

10 洛美沙星 5 98079-51-7 洛美沙星 GB 31657.2 

11 诺氟沙星 5 70458-96-7 诺氟沙星 GB 31657.2 

12 氧氟沙星 5 82419-36-1 氧氟沙星 GB 31657.2 

13 培氟沙星 5 
149676-40-

4 
培氟沙星 GB 31657.2 

a  
允许作治疗用，但不得在动物性食品中检出。 

b  
来源为 GB 31650 和 GB 31650.1。 

 

5 食品添加剂使用量 

蜂蜜不得使用食品添加剂。 

 

  

http://31650.foodmate.net/veterinary/drugs/show.html?itemid=255
http://31650.foodmate.net/veterinary/drugs/show.html?itemid=255
http://31650.foodmate.net/veterinary/drugs/show.html?itemid=256
http://31650.foodmate.net/veterinary/drugs/show.html?itemid=256
http://31650.foodmate.net/veterinary/drugs/show.html?itemid=257
http://31650.foodmate.net/veterinary/drugs/show.html?itemid=257
http://31650.foodmate.net/veterinary/drugs/show.html?itemid=258
http://31650.foodmate.net/veterinary/drugs/show.html?itemid=260
http://31650.foodmate.net/veterinary/drugs/show.html?itemid=260
http://31650.foodmate.net/veterinary/drugs/show.html?itemid=261
http://31650.foodmate.net/veterinary/drugs/show.html?itemid=261
http://31650.foodmate.net/veterinary/drugs/show.html?itemid=2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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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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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广东省粤港澳大湾区标准促进会团体标准 

专家评审意见汇总处理表 

序号 条文编号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意见 处理结果 

1 全文 标准格式应按照 GB/T 1.1—2020 的要求进行修改 采纳 已修改 

2 全文 标准顺序号和年份号中间横线应为“—”（中文破折号的一半）了，注意（）和，中英文格式 采纳 已修改 

3 全文 引导语需表述完整，“……应符合……的规定。” 采纳 已修改 

4 全文 标准中不允许有“不得”“禁止”等表述，需改成“不应” 采纳 已修改 

5 前言 
补充专利说明，在前言的第二段增加“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

机构不承担识别这些专利的责任。” 
采纳 已修改 

6 1 
标准中关于“内地”“香港”“澳门”的表述，建议修改为“中国内地”“香港特别行政区”

“澳门特别行政区”，或注明“以下简称...” 
采纳 已修改 

7 2 
“可参考 T/GBAS 预包装食品标签标示指南”是参考性引用的表述，不应放在规范性引用文件

中，应当放入参考文献 
采纳 已修改 

8 3 定义应为陈述句描述，不应/不允许改为未 采纳 已修改 

9 4.1 
“应符合相应的标准和有关规定”修改为“其他原辅料应符合相应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和有关

规定” 
采纳 已修改 

10 4.6 
“见《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建议修改为“净含量应符合《定量包装商品

计量监督管理办法》的规定”，同时该管理办法应列入规范性引用文件 
采纳 已修改 

11 9.2 9.2 中温湿度是否有具体要求？ 采纳 已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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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文编号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意见 处理结果 

12 9.2 9.2 中“产品存放应与墙壁、地面保持适当的距离”表述不明确 采纳 已修改 

13 10 追溯表述建议统一修改，改为“宜参加”，目前表述像是针对企业，标准应该针对产品 采纳 已修改 

14 4.4 统一＞＜≥≤符号为宋体 采纳 已修改 

15 4.1.1 
蜜蜂采集的花蜜不得来源于雷公藤等有毒蜜源植物，难以保证蜜蜂不采集这些植物，建议细化

要求或删除 
采纳 已修改 

16 3.1 建议修改蜂蜜的定义，“不允许”“不得”等用词不应出现在定义里； 采纳 已修改 

17 4.4 表 2 中的碳-4 植物糖的限值“7”修改为“7.0” 采纳 已修改 

18 9 增加常温贮存条件的要求 采纳 已修改 

19 5.1.2 5.1.2 中状态、杂质的检测方法引用错误，建议修改为对应国标检测方法 采纳 已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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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8 

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化研究中心湾区标准确认评审会意见汇总处理表 1 

序号 
条文编

号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

意见 
处理结果 

1 4.4 

蔗糖品质指标的要求小于等于 3.5 是如何考

虑的？2020-2022，其中 3.5 有三十多批次，

蜂蜜中或多或少都有添加蔗糖。 

解释说明 

蔗糖品质指标的要求是结合蜂蜜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绿色食

品标准等，以及近三年的蜂蜜抽检情况，调研企业及企业提供的产品检测情

况综合考虑，此标准制定的理念是高品质的产品标准，不要求所有的产品都

能符合此标准，而是一些高品质的产品符合此标准即可。就近三年抽检情况

只有 1.05%不符合蔗糖≤3.5%要求是正常的，但是肯定是要符合国家标准桉树，

柑橘，紫苜蓿，荔枝，野桂花≤10%，其他蜂蜜≤5%的要求。 

2 
编制说

明表 10 

表 10，2020-2022 是广东省抽检的数据，是

都是广东省生产的吗？蜂蜜设置的这么低的

初衷是不是考虑不能添加白砂糖。0-3.5，也

没有设置分级，要斟酌一下。因为蜂蜜的检

测与时间、温度等都有关系。 

解释说明 

1.表 10是广东省全省抽检的数据，不一定是广东省生产的，也有其他省份生

产的在广东省销售的产品； 

2.蜂蜜蔗糖指标设置≤3.5%的要求是为了防止使用白糖喂养蜜蜂和防止在蜂

蜜中人为加入蔗糖； 

3.根据近三年的监督抽检情况有 2908批次蜂蜜中检出蔗糖含量≤3.5%，占比

98.94%，其中包括了荔枝蜜、龙眼蜜、桉树蜜、桂花蜜等各种单一蜜源或多

种蜜源的蜂蜜，因此设置蔗糖含量≤3.5%充分考虑了抽样和检验的情况。 

3 
编制说

明 
与农业部检测数据核查一下。 解释说明 

已用市场监管系统监督抽检 3000多批次数据对品质指标的制定进行核查，数

据量已可以作为品质指标制定的数据支撑，农业部数据无法获取。 

4 

编制说

明六-5-

（4） 

羟甲基糠醛不合格指标也挺多的，是不是把

数据进行一个分级，本指标在国标、行标等

定的指标都是 40，本标准定为 20，指标过高。 

解释说明 

此标准制定的理念是高品质的产品标准，不要求所有的产品都能符合此标准，

而是一些高品质的产品符合此标准即可。且制标过程中选取的检测样品羟甲

基糠醛符合率 32.35%，能代表蜂蜜行业的高品质产品，因此将羟甲基糠醛指

标定为≤20mg/kg 可行。 

5 / 分析采信的范围偏窄，建议对蜜源、蜜种等 解释说明 标准已规定蜜源的要求，要求蜜蜂采集植物的花蜜、分泌物或蜜露应安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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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文编

号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

意见 
处理结果 

进行一个溯源分析可以更加清晰，给出相关

的依据。 

毒。目前没有明确的标准或依据对蜜源、蜜种进行溯源分析，仅有少量文献

对蜜源进行溯源分析研究，还不能作为依据写入标准中。 

6 / 
蜂蜜是掺假很严重的一个问题，很难去遏制，

标准可能会起到一个反的效果。 
解释说明 

制定的产品标准是选择性执行的标准，并不是强制执行的标准，若执行此标

准，后期也会进行产品认证和监管。 

7 附件 5 
《安全基础产品 蜂产品》中 3.6微生物限量

里缺少致病菌的指标？ 
解释说明 

《GB149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蜂蜜》规定的微生物指标有：菌落总数、大肠

菌群、霉菌计数、嗜渗酵母计数、沙门氏菌、志贺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因《GB 29921-20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菌限量》不规定蜂

产品的致病菌限量（把蜂蜜定为致病菌风险较低的食品），且 GB 29921-2021

发布时间在 GB 14963-2011之后，因此《安全基础产品 蜂产品》标准不考虑

蜂蜜的致病菌指标：沙门氏菌、志贺氏菌、金黄色葡萄球菌。 

8 4.4 

把碳 4-植物糖，写在出厂指标里面，但是又

不进行出厂检测，如何考虑？建议写在真实

性要求指标里面，不写在品质指标里面，如

果放在品质指标，后文的话半年检验一次意

义不大。 

解释说明 

1.将碳 4-植物糖从出厂指标删除，检验方法要求使用同位素质谱仪，企业一

般不会配备这种价格昂贵的仪器，难以进行出厂检验 

2.写在品质指标不一定半年才检验一次，执行此标准的产品需进行认证和监

管 

9 / 

现阶段，蜂蜜的主要问题就是掺假和不同品

种之间的命名，但是在标准中没有体现产品

名称的要求，建议引用供销的行业标准增加

产品类别的要求。 

解释说明 

本标准不限制蜂蜜是单一花种蜂蜜、单一植物蜂蜜或多花种蜂蜜或其他品种

蜜蜂生产的蜜，只要能符合本标准的要求均可执行本标准，后期进行产品认

证及贴上湾区标准的 logo 

10 4.4 
酸度、淀粉酶活性、灰分等指标为什么没有

在标准中进行规定？ 
解释说明 

淀粉酶活性对温度比较敏感，随着温度的升高其活性下降明显，有研究表明

新鲜天然蜂蜜的淀粉酶活性随温度和贮存时间影响较大，而掺假的蜂蜜几乎

不受影响，在对样品进行检测时同一样品不同生产日期检测结果相差很大，

因项目不稳定及有掺假的可能，所以不在标准中规定淀粉酶活性。部分标准

中酸度限量值为≤40（1mol/L 氢氧化钠）/（ml/kg）、灰分≤0.4%，我们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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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条文编

号 
具体的修改意见和建议（原因） 

是否采纳

意见 
处理结果 

集的样品检测结果均能满足要求，限值比较宽泛，因此没有纳入标准中。 

11 / 建议对于做标准的单位的资质进行审查。 不采纳 

问题表述不太清楚。标准研制单位广东省食品检验所是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直属管理的检验机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事业单位，具有 CMA、CAL、CNAS

及 CATL资质，参与制订、修订国家或省相关检验检测标准、技术规范。参与

机构为专业检验检测机构，企业为业内龙头企业，均有开展关于蜂蜜的相关

抽检或相关研究。 

 

附件 9 

粤港澳大湾区标准化研究中心湾区标准确认评审会意见汇总处理表 2 
序号 意见内容 处理意见及理由（修改说明） 

1 建议修改标题为“天然蜂蜜”。 采纳，已修改为“天然蜂蜜” 

2 
建议在必要情况下按照单一蜜源强化完善品质指

标。 

采纳，国家标准《GB 14963-201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蜂蜜》和行业标准《GH/T 18796-2012 

蜂蜜》中按照不同蜜源对蔗糖限量进行规定，行业标准也按照不同蜜源对水分限量进行

规定。经咨询行业标准制标单位，国家标准是基础标准，行业标准是针对整个蜂产品行

业，应涵盖所有蜜源品种，本标准主要针对行业高品质产品，能符合本标准的品质限量

要求即可执行本标准，并且根据实验验证情况，有 23.08%的产品能够符合本标准的要

求。因此本标准不按照单一蜜源对蔗糖和水分限量进行规定。 

3 建议增加标准用语的准确度。 采纳，已修改蜜源，增加“不应来源于有毒蜜源植物”描述 

4 进一步核实完善参考文献。 
采纳，已修改参考文献，由于蜂蜜中不加任何其他物质，参考文献已删除食品添加剂相

关标准 

5 进一步核实编制说明中标准先进性指标的意义和 采纳，已在编制说明中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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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意见内容 处理意见及理由（修改说明） 

对应关系。 

6 建议明确羟甲基糠醛的类别。 

采纳，《GH/T 18796-2012 蜂蜜》、《DB22/T 991-2018 天然成熟蜂蜜》、《NY/T 752-2020

绿色食品 蜂产品》等标准均将羟甲基糠醛归类到理化指标非安全指标，因此本标准归

类到品质指标 

7 删除 4.6中前半句的“标注”表述。 采纳，已修改 

8 
明确 4.1.1“安全无毒”的定义，按照定义增加相

关品质指标。 
采纳，在原料蜜源要求中增加“不应来源于有毒蜜源植物” 

9 4.1“原辅料要求”改为“原料要求”. 采纳，已修改 

10 
建议核实安全标准和产品标准的指标，是否有交叉

或矛盾。 
采纳，已核实，指标无交叉 

11 
建议从高品质方向细化完善品质指标。不强调真实

化和成熟度。 
采纳，已在编制说明标准先进性模块修改 

12 
建议在 3.1中加入澳门添加剂指引中对蜂蜜的定

义。 

采纳，定义“以蜜蜂采集植物的花蜜、分泌物或蜜露，与自身分泌物混合后，经充分酿

造而成的原蜜为原料，未添加或混入任何其他物质，经过滤、灌装等工艺加工而成的产

品”修改为“以蜜蜂采集植物的花蜜、分泌物或蜜露，与自身分泌物混合后，经充分酿

造而成的原蜜为原料，未添加或混入任何其他物质，经过滤、灌装等工艺加工而成的天

然甜味物质。” 

13 建议 4.1.1的表述按照蜂蜜团标的修订版本修改。 采纳，在 4.1.1原料蜜源要求中增加“不应来源于有毒蜜源植物” 

14 
建议参考文献增加“食品添加剂食品分类系统指

引”（澳门文件）。 
采纳 

15 
进一步核实三地法律法规，建议在 7标签标识中注

明不用于婴幼儿辅食 

采纳，已增加内容“产品标识应注明 3岁以下婴幼儿不宜食用，不宜用于 3岁以下婴幼

儿食品生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