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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脐橙》国家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脐橙》国家标准项目是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 2023

年第一批推荐性国家标准计划的国家标准项目之一，由中华

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提出并归口，赣州市果业发展中心、国家

脐橙工程技术研究中心、赣州市柑桔科学研究所、中华全国

供销合作总社济南果品研究所、中国果蔬贮藏加工技术研究

中心赣州分中心（脐橙分中心）等单位联合制定。

（二）制定背景

脐橙因果顶有脐状小果而得名，是柑橘类果树中一个特

殊品种，具有果大美观、果皮较薄、油胞较细、色泽鲜艳、

肉质脆嫩化渣、风味浓甜芳香、无核、耐贮耐运等特点，是

国际贸易市场的著名品种。全世界脐橙栽培面积 1200 余万

亩、产量约 1400 万吨，占柑橘栽培总面积和产量的 9%－10%。

我国是世界第一大脐橙生产果，面积 500 余万亩、产量 500

余万吨，主要分布在江西、湖南、四川、重庆、湖北、广西、

福建、广东、贵州等省（自治区、直辖市），著名的脐橙地

理标志产品有赣南脐橙、秭归脐橙、崀山脐橙、奉节脐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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邻水脐橙、富川脐橙、雷波脐橙等。我国于 2008 年 8 月 1

日发布实施《脐橙》（GB/T 21488-2008）国家标准，对规

范脐橙的种植生产、规格划分、包装销售等方面起到了重要

指导作用。脐橙国标的修订是食品安全法规更新的必然要

求，也是产业高质量发展、品牌国际化、技术创新及市场规

范等的关键支撑，将为脐橙产业提供科学的指导框架，推动

柑橘产业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效益转型。

（三）起草单位、起草人及任务分工情况

本标准由赣州市果业发展中心牵头，联合国家脐橙工程

技术研究中心、赣州市柑桔科学研究所、中华全国供销合作

总社济南果品研究所、中国果蔬贮藏加工技术研究中心赣州

分中心（脐橙分中心）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四）起草过程

1.2024 年 5 月成立了编制工作组，确定了编写方案，进

行了人员分工，制定了编写进度计划。

2.2024 年 6 月 1 日至 11 月 30 日，查阅相关资料，开展

脐橙果品分选、品质现状及市场需求等情况调研，完成《脐

橙》标准文本初稿及修订说明初稿。

3.2024 年 12 月 1 日至 2025 年 1 月 10 日，《脐橙》标

准初稿向国内脐橙主产区及相关专家征求意见，进行完善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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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

4.2025 年 2 月 5 日至 2 月 12 日，修订完善的标准文本

征求赣州市果业发展中心各科室（站）意见，并组织相关专

业技术及市场管理人员讨论，形成《脐橙》标准文本征求意

见稿及修订说明，提交标委会。

二、国家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一）编制原则

1.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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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进行编制

起草，保证标准的编写质量。

2.可行性原则

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考虑了我国脐橙的实际生产情

况，比如脐橙品质现状、市场供需关系、消费者品质需求、

分选设备迭代等情况，在此基础上进行了调研以及多次的专

家研讨，使得标准后续执行更具操作性，便于在全国范围内

进行推广。

（二）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标准的主体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

定义、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与贮

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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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范围

介绍本标准的主要内容以及本标准所适用的领域。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涉及的规范性引用文件包括 10 个，其中有：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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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8210 柑桔鲜果检验方法

GB/T 10651 鲜苹果

GB/T 13607 苹果、柑桔包装

GB 23350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NY/T 1189 柑橘贮藏

3 术语和定义

术语和定义部分，规定了在生产和实际市场交易中使用

频率较高的相关术语，包含“外观质量”、“果形”、“大

小”、“色泽”、“着色率”、“风味”、“可溶性固形物”、

“可滴定酸”等。与修订前版本相比，去掉了“果面光洁度”、

“整齐度”、“果实缺陷”三个术语，“等级容许度”修改

为“容许度”，增加了“串级果”、“实验室样品”两个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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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

4 要求

4.1 分等级

按理化指标和感官指标分为特等、一等、二等和三等，

达不到三等指标的，视为等外级果，具体见下表：

等
级

理化指标
果实横径

/cm
果形 色泽 果面 风味

特
等

可溶性固
形物含量
≧12.0%、
可滴定酸
含量 0.

6%～0.8%、
可食率≧

70%

7.5～8.0
8.0～8.5

果形端庄，具有
该品种（系）典
型特征，形状趋

于一致。

着色良好，色泽整
齐，具有该品种
（系）成熟时固有
色泽，着色率≧

90%。

果面洁净，极少
有伤疤、病虫斑、
药斑等，斑痕不
得超过果面面积
的 2%，最大单个

斑点面积≤
0.5cm

2
。无日灼、

腐烂、溃疡及检
疫性病虫果。

具有该品
种（系）固
有风味和
内质特征，
无粒化枯
水、水肿、
异味等非
正常风味。

一
等

可溶性固
形物含量
≧11%、可
滴定酸含
量 0.

5%～0.9%、
可食率≧

70%

7.5～8.0
8.0～8.5
8.5～9.0

果形端庄，具有
该品种（系）果
形特征，形状较

一致。

着色良好、均匀，
具有该品种（系）
成熟时固有色泽，
着色率≧80%。

果面洁净，可有
轻微伤疤、病虫
斑、药斑等，斑
痕占果面面积≤
5%，最大单个斑
点面积≤1.0cm

2
。

无日灼、腐烂、
溃疡及检疫性病

虫果。

具有该品
种（系）固
有风味和
内质特征，
不应有明
显粒化枯
水，无水
肿，无异

味。

二
等

可溶性固
形物含量
≧10%、可
滴定酸含
量 0.
45%～

1.0%、可食
率≧70%

7.0～7.5
7.5～8.0
8.0～8.5
8.5～9.0
9.0～9.5

果形正常，具有
该品种（系）特
征，无明显畸

形。

果面洁净，允许
有少量伤疤、病
虫斑、药斑等，
斑痕占果面面积
≤10%,最大单个

斑点面积≤
1.0cm

2
。无日灼、

腐烂及检疫性病
虫果。

三
等

6.0～6.5
6.5～7.0
7.0～7.5
7.5～8.0
8.0～8.5
8.5～9.0
9.0～9.5
9.5～10.0

果面洁净，允许
有少量伤疤、病
虫斑、药斑等，
斑痕占果面面积
≤15%,最大单个

斑点面积≤
1.0cm

2
。无日灼、

腐烂及检疫性病
虫果。



《脐橙》国家标准编制说明

与修订前版本相比，将“分等”与“分级”合并在一张表格中，新增了“三等”，在“果面”、

“果皮厚度”、“可溶性固形物”“可滴定酸”、“固酸比”等方面作了修订，具体如下：

项目
修订前 修订后

特等 一等 二等 特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感
官
指
标

果面

果面洁净，极
少有伤疤、病
虫斑和药迹
等，斑痕合并
面积≤1.0

cm
2
，最大单个

斑点面积≤
0.3 cm

2
。果皮

光亮，果蒂平
滑。

果面洁净，可
有轻微斑痕，
斑痕合并面
积≤2.0 cm

2
，

最大单个斑
点面积≤0.5
cm

2
。

果面洁净，允
许 有 少 量 斑
痕，斑痕合并
面 积 ≤ 3.0
cm

2
，最大单个

斑 点 面 积 ≤
1.0 cm

2
。

果面洁净，极少有
伤疤、病虫斑、药
斑等，斑痕不得超
过果面面积的2%，
最大单个斑点面
积≤0.5cm

2
。无日

灼、腐烂、溃疡及
检疫性病虫果。

果面洁净，可有轻
微伤疤、病虫斑、
药斑等，斑痕占果
面面积≤5%，最大
单个斑点面积≤
1.0cm

2
。无日灼、

腐烂、溃疡及检疫
性病虫果。

果面洁净，允许
有少量伤疤、病
虫斑、药斑等，
斑痕占果面面
积≤ 10%, 最 大
单个斑点面积
≤1.0cm

2
。无日

灼、腐烂及检疫
性病虫果。

果面洁净，允许有少量
伤疤、病虫斑、药斑等，
斑 痕占 果面 面积 ≤
15%,最大单个斑点面
积≤1.0cm

2
。无日灼、

腐烂及检疫性病虫果。

果皮厚度（赤道
部）/mm

≤6.0 ≤6.0 ≤7.0 删除

规格（果实横径
/cm）

分为4L（90.0≤Ф＜100.0）、3L（85.0≤Ф
＜90.0）、2L（80.0≤Ф＜85.0）、L（75.0
≤Ф＜80.0）、M（70.0≤Ф＜75.0）、S（60.0

≤Ф＜70.0）六个级别

7.5～8.0
8.0～8.5

7.5～8.0
8.0～8.5
8.5～9.0

7.0～7.5
7.5～8.0
8.0～8.5
8.5～9.0
9.0～9.5

6.0～6.5
6.5～7.0
7.0～7.5
7.5～8.0
8.0～8.5
8.5～9.0
9.0～9.5
9.5～10.0

理
化
指
标

可溶性固形物
/%

≧11.0 ≧10.0 ≧9.0 ≧12.0 ≧11.0 ≧10.0 ≧10.0

可滴定酸/% 无 0.6%～0.8% 0.5%～0.9% 0.45%～1.0%

固酸比 ≧10.0 ≧9.0 ≧8.5 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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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订依据：

（1）增加“三等”的依据：通过“特等”、“一等”、

“二等”、“三等”四个等级，既满足市场对优质果品需求

及品质栽培发展方向要求，又兼顾全国不同产区脐橙果品质

量良莠不齐现状，最大程度保护果农利益。

（2）删除“果皮厚度”指标依据：在实际果品分选及

销售中，该指标并未被普遍使用。

（3）“果面”指标修订依据：按照斑痕占果面面积比

例和最大单个斑点面积进行分选无论是从便捷性、适用性，

还是适应分选设备方面都更有优势。

（4）“可溶性固形物”指标修订依据：根据江西省赣

州市 2019-2021 年脐橙果品监测数据，“TSS≧10.0”的果

品比例达 99.6%（见下表）。综合考虑消费者对高品质果品

需求的提升，将各等别的脐橙“可溶性固形物”指标均上调，

即“特等 TSS≧12.0”、“一等 TSS≧11.0”、“二等 TSS

≧10.0”、“三等 TSS≧10.0”。

（5）分等与分级合并修订依据：当前果品加工企业分

选线主要依据果实可溶性固形物、果实大小（单果重）及果

面瑕疵将果品分等级，为适应当前市场需求，所以有必要将

果品等级与分级并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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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溶性固形物 数量（份） 比例

TSS≧13.0 541 53.62%

12.0≦TSS<13.0 286 28.34%

11.0≦TSS<12.0 138 13.68%

10.0≦TSS<11.0 40 3.96%

9.0≦TSS<10.0 4 0.40%

合计 1009 100.00%

4.2 安全卫生指标

应符合 GB 2762、GB 2763 的要求（修订前：应符合 GB

18406.2，该标准已废止）。

5 检验方法

规定了脐橙感官检验、理化检验、安全卫生检测的检验

方法。

6 检验规则

规定了组批规则、取样方法、交收检验、型式检验、判

定规则等检测规则。

修改内容如下：

（1）“取样方法”修订后为：“按 GB/T 10651 中附录

C.2.4 执行。实验室样品的取样量根据实验室检测和合同要

求执行，其最低取样量不少于 3kg。”修订前为：按 GB/T 88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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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执行（该标准已废止）。

（2）“交收检验”中增加了“装箱时净含量应符合国

家市场监督管理局令〔2023〕第 70 号的规定，按 JJF 1070

的规定执行。”

（3）判定规则修改前后如下：

修改前 修改后

感官要求的总不合格品百分率不超过

7%，理化指标和安全卫生指标均为合

格，则该批产品判为合格。

感官指标不合格品占总果的百分率不

超过 7%，且理化指标、净含量、标志均

合格，则该批产品判为合格。

感官要求的总不合格品百分率超过 7%，

或理化指标不合格项超过两项，或安全

卫生指标有一项不合格，或标志不合

格，则该批产品判为不合格。

感官指标不合格品占总果的百分率超

过 7%，或理化指标、净含量、标志有一

项不合格，则该批产品判为不合格。

安全卫生指标出现不合格时，允许另取

一份样品复检，若仍不合格，则判该项

指标不合格；若复检合格，则需再取一

份样品做第二次复检，以第二次复检结

果为准。

有关安全卫生指标有一项不合格，该批

产品判为不合格。

对包装、缺陷果允许度检验不合格者，

允许生产单位进行整改后申请复检。按

GB/T 12947 规定执行。

对果品规格、包装检验不合格的，允许

生产单位进行整改后申请复检。

7 标志、包装、运输与贮存

规定了标志、包装、运输、贮存等环节的相关要求。

修改如下：

“标志”修改为：“外包装标志应符合 GB/T 191、GB/T

7718 的规定，应标明产品名称、品种、产地、果品等级、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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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执行标准代号、生产单位（加工厂厂名）、小心轻放、

防晒防雨警示等内容。”

“包装”修改为：“按 GB/T 13607、GB 23350 有关规

定执行。”

“运输”修改如下：征求意见后，删除了“不同型号包

装箱应分别装运”，理由是，现在销售渠道多样，包装型号

也多种多样，“不同型号包装箱分别装运”做不到，也不经

济；删除了“堆码不应过高，控制在 4 层—6 层”，理由是，

运输交通工具多种多样，“堆码控制在 4 层—6 层”与实际

运输需求不相符。

“贮存”修改为：修订前按“常温贮存”、“冷库贮存”

分别表述，修订后为“在常温或冷藏下贮存，按 NY/T 1189

规定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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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

本标准的制定，充分研究了相关政策文件、法律法规、

标准与技术规范等资料，前往脐橙生产基地、企业进行了实

地调研，与相关行业专家、企业代表等人员进行了沟通交流，

征求了领域专家意见，标准的相关要求在实际的应用当中得

到了证实，验证了本标准的科学、实用、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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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预期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本标准在我国的推广应用将切实助于完善我国脐橙相

关等级规格的划分，为脐橙国内、国际贸易提供了参考依据，

对脐橙市场交易的规范化、标准化以及支撑脐橙产业高质量

发展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或者

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国外无同类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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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外无同类标准。

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结合脐橙标准化生产实际，在编制过程中参考了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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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

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T 8210 柑桔鲜果检验方法》《GB/T

10651 鲜苹果》《GB/T 13607 苹果、柑桔包装》《GB 23350

限制商品过度包装要求 食品和化妆品》《JJF 1070 定量包

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NY/T 1189 柑橘贮藏》等相

关标准。本标准内容完全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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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制过程中以尽量直接引用的方式或修改引用其主要技术

参数计算方法，与相关规定和文件相协调、相衔接，并与我

国现行相关强制性标准保持协调一致，在相关条款和规定上

不会产生矛盾和冲突。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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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作为推荐性国家标准实施。本标准对于在全国范

围内进行脐橙的等级规格划分具有指导意义，因此建议在中

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的组织下，标准起草组给予技术支持，

在全国范围内宣传培训本标准，促进各型组织贯彻实施标

准，从而更好的促进脐橙的国内外商贸交易活动。

建议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实施。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

《脐橙》编制工作组

2025 年 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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