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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 普洱咖啡》

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国家标准修订工作为《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2

年第三批推荐性国家计划及相关标准外文版计划的通知》的任务之一，

项目计划编号“20221427-T-463”。本项任务由云南省普洱市人民政

府、中国标准化研究院、云南省标准化研究院、普洱市市场监督管理

局、普洱市茶叶和咖啡产业发展中心、普洱市检验检测院、普洱咖啡

协会、思茅海关综合技术服务中心等共同组织标准起草工作，按计划

于 2024 年完成。

（二）制定背景

1、普洱咖啡产业发展现状

普洱咖啡是云南特有的地理标志产品，具有“品质优良、香味

醇和、味道很好，可与世界优良品种媲美”的特点，受到国内外消费

者的普遍欢迎。普洱是我国最早种植咖啡的地区之一，至今已有一百

多年的历史。目前，普洱已发展成为中国咖啡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

高、品质最优的咖啡主产区，被誉为“中国咖啡之都”。全国 94%以

上的咖啡来自云南，云南 50%以上的咖啡来自普洱，全国近 47%的咖

啡来自普洱。全市咖啡种植面积 67.9 万亩，生豆产量 5.13 万吨；生

豆平均价格 35.14 元/千克，实现综合产值 60.03 亿元，其中，农业

产值 18.03 亿；工业产值 17.85 亿元；第三产业产值 17.13 亿元。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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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建成咖啡鲜果集中加工厂 86个，咖啡 SC 企业 56 户，规上企业 15

家，咖农 25.67 万人。

2、当前制约普洱咖啡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标准化因素

（1）尚未建立凸显普洱咖啡品质特色的标准指标

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地理条件，普洱咖啡具有“香气浓郁

持久、略带果酸味”的独特品质特征。但目前我国现行有效的行业标

准 NY/T 289《绿色食品 咖啡》、NY/T 604《生咖啡》及普洱咖啡相

关地方标准缺乏对普洱咖啡品质特征指标的规定，不能满足普洱咖啡

生产、加工、销售的需要，导致“普洱咖啡”在市场交易中缺乏话语

权，迫切需要制定普洱咖啡标准，为生产、销售、检验以及主管部门

监管提供技术依据，有效规范生产、提高产品质量，提升普洱咖啡的

知名度，打造普洱咖啡品牌，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在国际国内咖

啡贸易中建立以普洱咖啡品质特色标准体系为依据的交易新机制，促

进普洱咖啡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2）部分咖啡标准技术指标陈旧，与生产实际脱节

现有咖啡标准指标大多较陈旧，普遍标龄过长，急需修订。以

咖啡初加工为例，目前，咖啡初加工大都采用湿法加工，加工过程中

采用发酵脱胶和机械脱胶两种方式，但现行标准中只有发酵脱胶的技

术规范，而没有机械脱胶的技术规范，也没有脱皮脱胶机等加工设备

的技术规范。咖啡农残限量标准中大部分农药为普洱地区不经常使用

或从未使用的药剂，现行咖啡标准存在与生产实际相脱节的情况。

（3）咖啡产业相关机构标准化意识及能力有待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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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洱咖啡虽然种植面积、产量、产值全国第一，但开展标准化

工作的意识及能力方面尚有欠缺。企业和科研院所实质性参与特别是

主导咖啡行业各级标准制定的比例仍较低，还不能完全把握标准的主

动权。调研发现，仍有大量咖啡种植园、小微企业处于粗放、个人经

验式的咖啡种植和初加工阶段，咖啡种植户标准化意识薄弱，对标准

化工作投入人力、物力和财力都不够，标准化实施效果大打折扣。急

需打造普洱咖啡品牌标准，带动全省小粒咖啡标准化水平提升。针对

上述问题，研制普洱咖啡地理标志产品标准，对咖啡产品生产管理的

一系列过程进行有效的控制管理和监督管理，能够有效保障普洱咖啡

产品的质量特色，提升普洱咖啡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促进咖啡产业快

速发展和咖农增收再上新台阶。

3、制定《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 普洱咖啡》标准的重要意义

（1）是引领和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的客观需要

《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 普洱咖啡》拟包含普洱咖啡的品种、

产地环境、种植过程、生产加工工艺、产品质量要求等内容。通过标

准的制定和实施，规范咖啡的种植、加工过程，实现咖啡生产标准化、

规模化，为咖啡产品的质量提供保障。另外，标准中咖啡产品的质量

要求，充分突出了普洱咖啡显著的地方特有属性和品质优势，标准的

实施将对培育普洱咖啡产品品牌、提高普洱咖啡产品质量、提升其市

场知名度、增强在咖啡行业的话语权具有重要意义。

（2）是助力边疆少数民族乡村振兴的重要举措

普洱市地处祖国西南边陲，辖 9县 1 区，103 个乡（镇），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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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 261.7 万人，国土面积 4.5 万平方公里，山区占 98.3%。咖啡作为

云南省重点发展的八大产业之一，对繁荣边疆少数民族经济、推进边

疆地区乡村振兴关系重大。通过国家标准的制定，运用“地理标志+

龙头企业+生产基地+农户”等方式，将分散的农户聚集，实现生产和

销售标准化、规模化，可带动产前、产中、产后相关产业的发展。咖

啡在种植业中属经济价值较高的科目之一，定植 3年后即可投产，进

入丰产后，亩产咖啡鲜果可达 2000 多千克，每亩咖啡园每年可实现

产值 3000 多元。很多咖啡产区属边、穷、老、少地区，种植咖啡可

以有效带动边疆农民就业，成为边疆地区实现乡村振兴的优势产业。

（3）是推动普洱咖啡标准及产品“走出去”的有效路径

2020 年，普洱咖啡入选中欧地理标志协定首批保护名录，拿到

通往中欧市场“绿色通行证”，为普洱咖啡走上国际“舞台”提供了

契机。要推动普洱咖啡产品走出去，首先就需要突破语言瓶颈，提高

中国标准外文版在咖啡国际贸易往来中的供给水平，以咖啡标准“走

出去”带动咖啡产品“走出去”。特别是普洱咖啡国家标准外文版的

研制，还可以提高我国标准的国际影响力，努力实现从“国际标准本

地化”到“国家标准国际化”的转变，大大提高普洱咖啡国际知名度

和国际销量，全面提升普洱咖啡的综合竞争力，有利于推进咖啡标准

互认，促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咖啡标准化方面的双多边

务实合作和互联互通。

（三）主要起草过程

1、成立国家标准起草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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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 年 12 月 13 日，在《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 普洱咖啡》被

国家标准委列入 2022 年第三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和推荐性国家标

准外文版计划后，普洱市人民政府、云南省标准化研究院、普洱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等单位召开工作协调推进会，成立了标准起草小组专题

研究《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 普洱咖啡》制定工作，并拟定工作计

划，制定国家标准及其英文版研制工作实施方案，确定任务分工、时

间进度及保障措施。

2、形成国家标准草案

2023 年 4月至 2024 年 3月，标准起草组在认真梳理咖啡相关国

际国内标准的基础上，对普洱咖啡种植、初加工的关键技术和工艺开

展深入研究，结合近年来普洱市咖啡产业生产实践经验和最新科技创

新成果示范推广应用情况，确定《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 普洱咖啡》

的标准基本框架、关键技术（工艺）和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同时，

标准起草组分别赴普洱咖啡主要产区种植基地、初加工企业调研座谈，

对标准的关键技术（工艺）和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开展生产性验证，

以确保《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 普洱咖啡》的主要技术内容、指标

符合生产实际。

3、形成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

在充分调研收集资料及试验验证的基础上，完成了标准起草并经

多次召开会议研讨，形成《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 普洱咖啡》（征

求意见稿）。2024 年 5 月 16 日，全国知识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地

理标志分技术委员会在北京组织召开了《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 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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洱咖啡》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专家研讨会议，与会专家对普洱咖啡的

术语和定义、栽培管理、加工技术、质量要求等内容提出了修改意见。

标准起草组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和建议，修改完善标准文本，形成最

终版的《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 普洱咖啡》国家标准征求意见稿和

标准编制说明。报送全国知识管理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地理标志分技术

委员会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同时下发普洱咖啡相关生产企业、检测

机构和行业内相关专家征求意见。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一）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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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基础标准规定的要求编写，并根据国家标

准编制要求，在其适用范围内，内容力求完整、准确、便于实施，参

照相关咖啡的国内外现行标准，注重与国家已颁布的相关法律法规、

咖啡相关标准相协调，充分征求各方的意见，确保本标准具有先进性、

实用性（可操作性）和权威性，使本标准在普洱咖啡种植、初加工和

国内外贸易中发挥其作用。

（二）主要技术内容说明及制定依据

1、关于“产地环境条件”

普洱市地处北纬 22°02′～24°50′、东经 99°09′～102°

19′范围内，北回归线穿境而过，为低纬度、中海拔，是一个南亚热

带山地湿润季风气候为主体的高原气候区，森林覆盖率 67%，市土地

面积 4.5 万平方公里，热区面积占 51.6%，是世界咖啡种植的黄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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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在这一独特的地理条件下，为咖啡生长提供了适宜的温度、湿度

等。

咖啡生长要求年平均气温 18℃～23℃，以年平均温 19℃～21℃

最佳，且日温 22℃～32℃，夜温 12℃～20℃，即日较差在 10℃～12℃

范围内，最适宜咖啡生长发育，既有利于白天光合作用，制造较多有

机物质，又有利于夜间降低呼吸作用，减少有机物质的消化，增加糖

分和蛋白质的积累。根据近年普洱市各区、县气象资料显示，普洱市

年平均气温在 19℃～21℃，冬暖夏凉，不见霜，日较差为 11.6℃（哥

伦比亚 10.7℃），正处于最适宜范围之间。普洱咖啡在这样的气温

条件下生长，果实饱满，籽粒较重，品质上乘。

土壤水分不足，往往是世界广大咖啡种植区产量不能提高和不稳

定的主要原因，如巴西、云南保山等地区由于旱情频繁而导致减产情

况发生。根据近年普洱市各区、县气象资料显示，普洱年降雨量为

1000 毫米～1600 毫米，雨量充沛有余，是普洱市近年来咖啡产量稳

定提升的重要原因之一。国内外实践证明，年雨量在 1250 毫米以上

且分布均匀，最适于咖啡生长发育。

普洱市生态环境良好，根据近三年的普洱市质量状况公报显示，

普洱市水质达标率为 100%，土壤质量为 1 级，全年空气优良天数在

350 天以上，为咖啡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态环境。咖啡种植区域周边

环境多为森林，生物多样，为咖啡防御病虫害侵害提供了天然生物屏

障。普洱市种植咖啡的地区土壤质地多为砖红壤、燥红壤、砂壤和黄

壤等，土层深厚肥沃，有机质高，矿物质含量丰富，土壤理化性状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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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土壤通透性、保水保肥性强，能为咖啡生长提供全面充足的营养

元素，十分有利于咖啡树的旺盛生长。

此外，雾和露是普洱一种常见的天气现象，四季均有出现，雾露

日多大 200 天，以冬春季节最多，为全省之冠。浓雾笼罩时常有产生

细雨，雾露日期象观测员测量到日雾露量 0.3～1.0 毫米，相当于一

个月给地表面增加 9.0～30.0 毫升的降水量。这一气象既增加咖啡基

地上空湿度，减少日照，为普洱咖啡的花芽分化、开花、鲜果成熟带

来有利条件。

2、关于“栽培管理”

普洱咖啡主要为坡地种植，一般采用等高线开槽技术，即在咖啡

园内，沿坡地的等高线进行开槽，形成台地后定植咖啡，该技术的应

用有助于提高咖啡的产量。结合目前生产实践，本标准从咖啡园开垦、

育苗与定植、除草松土、种植荫蔽度、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等方面

制定普洱咖啡种植技术要求。同时，调研发现，普洱咖啡种植存在多

种模式，如雨林咖啡种植模式、立体生态种植模式等，本标准中对咖

啡园种植共性和核心技术进行提炼，确定关键技术指标，比如从荫蔽

度和荫蔽树种对“种植荫蔽树”进行规定，明确咖啡园内应保留原生

植被和适当原生树，区道内适当种植荫蔽树，荫蔽树种宜六种以上，

咖啡园应达到 20%～40%荫蔽。

3、关于“感官要求”

普洱咖啡杯品呈现香气浓郁而不烈，口感醇厚而不苦，果酸明显，

回甘突出的风味特点。根据普洱咖啡豆样品的 SCAA 标准杯测数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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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味描述显示，平均杯测分数为 81.13 分，多数带有坚果、水果、焦

糖的浓郁香气，其坚果、水果、焦糖风味出现频率占样品总数的 84%、

80%、73%；少见刺激类香料香味，水果风味多为柑橘类、莓果类、苹

果等清新淡雅的水果香气，整体呈现香气浓郁而不烈，口感醇厚而不

苦的风味特点。

本标准“感官要求”主要参考 NY/T 604《生咖啡》，分别从烘

焙前和烘焙后对普洱咖啡感官要求进行规定。

（1）烘焙前：普洱咖啡生咖啡豆颗粒均匀饱满有光泽，呈圆形

或椭圆形。按照不同的加工工艺，在自然光下，湿法加工的呈浅绿色、

浅蓝色；干法半干法的呈浅黄色或浅褐色。因此，烘焙前主要按照加

工工艺制定咖啡豆分级颜色指标。

（2）烘焙后：相关技术指标确定一是立足于建立完善我国小粒

咖啡评价体系，确保标准技术要求更符合国内习惯；二是立足于普洱

咖啡的产业现状，确保标准技术要求对于咖啡大宗交易更具可操作性

和现实指导意义。基于此，本标准按照 GB/T 10221《感官分析 术

语》，从气味（干香、湿香）、滋味、口感、风味、异常对普洱咖啡

感官进行评价，同时增加了“异常”要求。

4、关于“缺陷类型”

我国现行的咖啡缺陷豆检测相关上级标准有 GB/T 15033《生咖

啡嗅觉和肉眼检验以及杂质和缺陷的测定》，NY/T 1519-2007《生咖

啡缺陷参考图》等，几项标准提供了生咖啡的缺陷参考图，并规定了

生咖啡杂质和缺陷的测定方法。但这些标准在具体指导生产实践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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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存在一些问题：比如 NY/T 1519-2007《生咖啡 缺陷参考图》，收

录了部分咖啡豆的缺陷参考图，规定了咖啡豆各种缺陷的质量损失系

数和感官影响系数，但因云南小粒种咖啡由于特殊的环境，形成特殊

品质的同时，缺陷也有特殊性，比如病虫害豆在普洱是较为普遍存在

的咖啡豆缺陷，但上级标准未将其纳入。实践中，美国精品咖啡协会、

美国洲际交易所、雀巢公司、云南国际咖啡交易中心、云南咖啡龙头

企业（思茅北归咖啡有限公司等）的生咖啡缺陷豆评价标准均将黑豆、

霉豆、酸豆等对咖啡杯品有重要影响的缺陷指标作为严重缺陷控制指

标与其他一般缺陷指标区分开。本标准结合普洱咖啡豆缺陷实际，一

是增加了“霜冻豆”和“病虫害豆”的特征、来源及参考图。二是在

“棕咖啡豆”中增加了对“臭豆”和“酸豆”的识别和限制。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1、试验验证分析

（1）水分

水分≤12%。根据相关研究数据表明，在干燥处理阶段将生咖啡

水分含量降到 12%以下，有利于其装袋贮存不易变质。根据检测数据

显示（见图 1），普洱咖啡水分基本都控制在 12%以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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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样品水分含量检测数据

（2）灰分

灰分≤4.2%。根据检测数据显示（见图 2），普洱咖啡灰分含量

全部在 5.0%以下。

图 2 样品灰分含量检测数据

（3）水浸出物

水浸出物≥27.5%。咖啡的水浸出物主要指的是除咖啡内蛋白质、

盐类、维生素外能溶于水的浸出性物质，是评价生咖啡品质的重要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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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根据抽样检测数据显示（见图 3），普洱咖啡水浸出物含量平均

值分别为 37.0%，所有抽样水浸出物含量均大于 27.5%。

图 3 样品中水浸出物含量检测数据

（4）蛋白质

蛋白质≥11.5%。蛋白质是卡路里主要来源，且生咖啡在烘焙过

程中，蛋白质热裂解成游离态的胺，与含羧基的糖类化合物反应生成

醛、酮等风味物质，蛋白质含量的差异对咖啡风味具有重要影响。根

据抽样检测数据显示（见图 4），普洱咖啡蛋白质含量平均值分别为

13.3%，大部分抽样蛋白质含量均大于 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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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样品中蛋白质含量检测数据

（5）粗脂肪

粗脂肪≥6.0%。生咖啡中粗脂肪对咖啡风味和质量尤其重要，粗

脂肪中的酸性脂肪其强弱会因咖啡种类不同而异，挥发性脂肪是咖啡

香气的主要来源
1
。根据抽样检测数据显示（见图 5），普洱咖啡粗脂

肪含量平均值分别为 9.4%、7.5%，所有抽样粗脂肪含量均大于等于

6%。

图 5 样品中粗脂肪含量检测数据

1 黄家熊，李亚男，杨世贵.不同产地小粒种咖啡质量比较研究[J].热带农业工程, 2010, 34(4): 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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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咖啡因

咖啡因≥0.8%。咖啡因是咖啡豆中含有的最主要植物碱，咖啡因

对人体生理效应最明显的作用是对中枢神经的刺激作用，可减轻肌肉

疲劳，促进消化液分泌；咖啡风味中的苦味，也是咖啡因所致
2
。根

据抽样检测数据显示（见图 6），普洱咖啡咖啡因含量平均值分别为

0.94%，所有抽样咖啡因含量均大于等于 0.7%。

图 6 样品中咖啡因含量检测数据

（7）粗纤维

粗纤维≤35.0%。咖啡豆中粗纤维经烘培后会炭化。这种炭质和

糖分的焦糖化互相结合，形成咖啡的色调，但化为粉末的纤维质会带

给咖啡风味上相当程度的影响。根据抽样检测数据显示（见图 7），

普洱咖啡粗纤维含量平均值为 23.1%, 粗纤维均小于等于 35.0%。

2 龙文静.咖啡豆中咖啡因与绿原酸的研究进展[J].广西轻工业，2010（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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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样品中粗纤维含量检测数据

（8）总糖

总糖（以还原糖计）≥8.5%。糖对于咖啡风味的形成尤为重要。

根据抽样检测数据显示（见图 8），普洱咖啡总糖（以还原糖计）含

量平均值为 9.3%，所有抽样总糖含量均大于等于 8.5%。

图 8 样品中总糖含量检测数据

（9）总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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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酸≥0.5%。根据抽样检测数据显示（见图 9），普洱咖啡总酸

含量平均值为 0.76%，所有抽样总酸含量均大于等于 0.5%。

图 9 样品中总酸含量检测数据

2、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1）社会效益

《地理标志产品质量要求 普洱咖啡》标准的制定和实施，为规

范咖啡的种植、加工过程，实现咖啡生产标准化、规模化，为咖啡产

品的质量提供保障。同时，咖啡作为云南省重点发展的八大重点产业

之“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产业”中的优势产业，对繁荣边疆少数民族经

济、推进边疆地区乡村振兴和实现脱贫致富奔小康发挥了重要作用。

目前很多咖啡产区属边、穷、老、少地区，种植咖啡可以有效带动边

疆农民就业，成为边疆群众脱贫的特色农业产业。通过制定《地理标

志产品质量要求 普洱咖啡》标准，运用“地理标志+龙头企业+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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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农户”等方式，将分散的农户聚集，实现生产和销售标准化、

规模化，可带动产前、产中、产后相关产业的发展。

（2）经济效益

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生态条件和环境资源优势，普洱已成为全国

咖啡种植面积最大、产量最高、品质最优的咖啡主产区和咖啡交易集

散中心。咖啡在种植业中属经济价值较高的科目之一，定植 3 年后即

可投产，进入丰产后，管理好的亩产咖啡鲜果产量可达 2000 多千克，

每亩咖啡园每年可实现产值 3000 多元。2020 年，普洱咖啡豆年产量

达 5.8 万吨，综合产值 24.4 亿元人民币，其中农业产值 9.8 亿元，

工业产值 9.6 亿元，第三产业产值 5亿元，普洱咖啡不仅覆盖了国内

主流消费城市，并出口到了美国、德国、法国、日本、韩国、乌克兰

等 30 多个国家和地区。咖啡已逐步成为普洱乃至云南最具创汇能力

的高原特色现代农业产业之一，成为云南省农业“走出去”的重点产

业。2018 年，普洱咖啡产品出口创历年新高，出口量 28544 吨，出

口额 6178 万美元（折合人民币 4.24 亿元）。

（3）生态效益

咖啡为多年生热带常绿灌木或小乔木经济作物，具有四季常绿的

特点。与其它经济林一样，咖啡园不仅具有较好的经济效益，还具有

较好的吸收二氧化碳、释放氧气；防止雨水冲刷和土壤养分流失；绿

化美化荒山荒坡；改善生态环境等良好的生态功能。因此，发展咖啡

产业可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的有机统一。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与测试的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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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经检索，无相关国际、国外同类标准。

五、以国际标准为基础的起草情况，以及是否合规引用或者采用国

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际标准的原因

本标准不涉及对现有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采用。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我国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尚未发

现本标准与我国有关现行法律、法规和相关强制性标准相冲突。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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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九、实施国家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和实

施日期的建议等措施建议

本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建议本标准与本标准同领

域的其他系列标准配套使用。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国家标准起草组

二○二四年七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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