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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参和西洋参储藏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在 2024年 03月 25日下达了国家标准《人参和西洋参储藏技术

规范》的制定计划，任务编号为 20240015-T-469，该标准由 TC403（全国参茸产品标准化技

术委员会）提出并归口，主管部门为国家标准委。 

（二）起草单位 

吉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国家参茸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等。 

二、制定国家标准的必要性、目的和意义 

1.保证药材质量与功效的迫切需求 

人参和西洋参作为名贵中药材，在医疗、保健领域应用广泛，市场需求巨大。然而，由

于储藏环节缺乏统一规范，经常引发一系列严重问题。制定国家标准《人参和西洋参储藏技

术规范》迫在眉睫，这对保障药材质量、维护市场秩序、推动产业发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人参和西洋参富含多种活性成分，如人参皂苷、多糖、挥发油等，这些成分赋予了他们显著

的药用价值。然而，这些成分性质不稳定，极易受外界环境因素影响。温度和湿度对人参和

西洋参的品质影响极大。当温度过高、湿度过大时，药材极易发生霉变和虫蛀。相关研究表

明，在温度高于 25℃、相对湿度超过 70%的环境中储存 3个月，人参和西洋参的霉变率可达

30%以上，虫蛀现象也时有发生。同时，光照会加速其有效成分的分解，导致药效降低。药

材质量的不稳定，直接影响其临床疗效。若患者使用了因储藏不当而品质下降的人参和西洋

参，不仅无法达到预期的治疗或保健效果，还可能延误病情。因此，制定统一的储藏技术规

范，严格控制储存环境参数，是确保药材质量与功效的关键。 

2.整顿混乱市场秩序的必然选择 

当前，人参和西洋参在储藏环节由于缺乏统一标准，各类商家的储藏方式千差万别。小

型加工厂可能将药材随意堆放在简陋仓库，通风、防潮措施不足；零售药店可能将其与其他

药品混放，未进行专门管理。这种混乱局面导致市场上产品质量参差不齐。不良商家趁机以

次充好，将因储藏不当而变质的药材伪装成优质品销售，严重损害了消费者权益。市场秩序

https://std.samr.gov.cn/gb/search/gbDetailed?id=14CA9D282DF95AC8E06397BE0A0AEA2E
https://std.samr.gov.cn/search/orgDetailView?tcCode=TC403
https://std.samr.gov.cn/search/orgOthers?q=%E5%9B%BD%E5%AE%B6%E6%A0%87%E5%87%86%E5%A7%94


的混乱还阻碍了行业的健康发展。优质产品因与劣质产品鱼龙混杂，难以获得应有的市场认

可和价格优势，影响了企业投入研发和提高质量的积极性。制定国家标准，能够规范市场行

为，为企业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促使市场优胜劣汰，推动整个行业走上良性发展轨道。 

3.突破国际贸易壁垒的关键举措 

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人参和西洋参的国际贸易日益活跃。然而，我国在这方面的出口

面临诸多挑战，其中因储藏不当导致的质量问题成为阻碍出口的重要因素。国外对中药材的

质量监管极为严格，对农药残留、微生物限度、有效成分稳定性等方面都有明确且苛刻的要

求。我国人参和西洋参产品在国际运输和储存过程中，由于缺乏统一规范的储藏技术，容易

出现质量波动，导致产品不符合进口国标准。例如，欧盟曾多次因黄曲霉毒素超标、微生物

污染等问题，对我国出口的人参和西洋参产品发出预警通报，甚至禁止部分产品入境。这些

贸易壁垒不仅给我国相关企业带来巨大经济损失，还损害了我国中药材在国际市场的声誉。

制定与国际接轨的储藏技术规范，能够有效提升产品质量稳定性，满足各国进口标准，增强

我国人参和西洋参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突破贸易壁垒，扩大国际市场份额。 

4.促进产业可持续发展的内在要求 

人参和西洋参产业涉及种植、加工、销售等多个环节，各环节紧密相连，而储藏环节贯

穿始终。缺乏统一的储藏技术规范，会导致产业链上下游之间的衔接出现问题。种植户在收

获后，由于不了解正确的储藏方法，可能导致药材在短期内就出现质量下降，影响后续的加

工和销售。加工企业在接收原料时，难以判断其质量稳定性，增加了生产风险。销售终端由

于无法为消费者提供准确的储存建议，影响了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度和复购率。制定国家标

准，能够为整个产业提供明确的操作指南，加强各环节之间的协作与沟通，提高产业整体运

行效率。同时，规范的储藏技术有助于减少因质量问题造成的资源浪费，降低生产成本，促

进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制定国家标准《人参和西洋参储藏技术规范》是解决当前人参和西洋

参产业诸多问题的关键所在。它不仅关系到药材质量和消费者健康，还对市场秩序、国际贸

易和产业发展具有深远影响。这一标准的制定刻不容缓，是推动人参和西洋参产业高质量发

展的必然选择。 

三、主要起草过程 

（一） 预研阶段 

2017 年-2022 年，本标准牵头起草人带领团队就对人参和西洋参的储藏技术进行了研

究，发现鲜参和干参的品质都会随着储藏环境的不同而发生一定程度的变化，尤其是总皂苷、

总多糖、氨基酸、单体皂苷和气味均呈现一定的变化规律。在 2019 年顺利获得了吉林省科



技厅科技发展的支持（人参贮藏关键技术及其对品质的影响，20190304015YY）。在 2022

年起草单位组织相关人员成立了标准起草小组，负责标准的预研工作。参与起草单位开展了

资料收集、文献查阅、市场调研，技术指标研究等工作。 

（二） 立项阶段 

本标准的制定，符合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立项指南中关于立项原则、支持方向和重点领

域的相关规定。经标准牵头起草人提出申请，于 2023 年 10月 20日参加国家标准委组织的

答辩，2024年 3月 25日下达了国家标准《人参和西洋参储藏技术规范》的制定计划。本标

准的制定对于优化人参和西洋参产业标准结构、完善人参和西洋参标准体系、满足产业转型

发展和科技创新发展需要、回应社会关于人参和西洋参产品质量安全等具有重要意义。 

（三） 起草阶段 

根据任务要求，起草单位组织相关人员正式成立了标准起草小组，起草小组实施了标准

的编写工作，制定了编写方案。起草人员认真查阅了标准制定的有关文件，通过参加标准宣

贯培训，对标准的格式、内容、术语表达等进行了深入学习，严格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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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规定的相关要求进行编写。

在标准起草期间，查阅了国内外相关资料，先后调研了吉林省中森药业有限公司等相关单位，

在充分掌握大量一手资料的同时，结合起草人相关研究数据和研究成果，对所有储藏技术和

分析资料进行了整理，形成了标准草案。并征求了多家来自教学、科研、检验和生产单位专

家意见，形成了标准草案。 

（四） 征求意见阶段 

在标准初稿和调研结果基础上，标准编写组经研讨修改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线上

线下相结合进行“省、市、县”三级征求意见。线下征求了来自教学、科研、学会、协会、

检验和生产等***个单位***位专家***条反馈意见。在征求意见过程中没有重大分歧意见。

在此基础上，编写组对专家的意见进行了认真梳理汇总，对标准文本进行了认真的修改。 

（五） 审查阶段、报批阶段 

2025年***月***日，国家参茸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组织了标准审查会，来自 7个单

位的 7位专家提出了修改意见，专家对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进行指导性修订和补充，对标准

文本的具体条款进行归纳和总结，起草小组对专家提出的意见进行了认真修改，最终形成报

批稿。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编制遵循“科学性、先进性、统一性、经济性、适用性、一致性和规范性”的总

原则，力求反映科学技术的先进成果和先进经验，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在标准制定过程中

力求做到：技术内容的叙述正确无误；文字表达准确、简明、易懂；标准的构成严谨合理；

内容编排、层次划分等符合逻辑与规定。 

在广泛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参照国际和国内相关标准，并依据 GB/T 1.1-2020《标准化

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的要求和规定起草制定了本标准。 

本标准符合现行的法律法规要求。拟制定标准的具体条款与国内现行强制性（国家、行

业、地方）标准的具体条款没有冲突和矛盾。本标准作为人参西洋参储藏技术规范的推荐性

标准，可以为涉及行业的有关法律问题，提供参考。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标准起草组通过收集大量的调研资料和专家学者多年实际工作经验及查阅了大量文献、

相关标准、技术法规，参照“导则”形成了《人参和西洋参储藏技术规范》标准的基本框架。

标准中的条款设立是根据国家相关“条例”、市场实际情况、企业需求而设立和确定的。对

主要条款的重点说明如下： 

（一）关于人参和西洋参储藏的温度设定 

起草小组研究了 5 种样品（生晒参、生晒参片、红参、红参片、西洋参）在不同温度（常

温、冷库、0℃、-20℃）条件下，其总皂苷、总多糖、单体皂苷、氨基酸在储藏 36个月期

间的变化情况。其中冷库是位于抚松县万良镇的抚松丰泽农业种植开发有限公司的加工园

区，其仓房温度随自然条件变化，但常年稳定在 4～10℃。其最终研究结果如下： 

1.不同贮藏条件对样品中的单体皂苷含量影响 

由图 1可知，在储藏前，生晒参中的人参皂苷 Rg1和人参皂苷 Re的总量为 0.56%，人参

皂苷 Rb1的含量为 0.32%。红参中的人参皂苷 Rg1和人参皂苷 Re的总量为 0.61%，人参皂苷

Rb1的含量为 0.68%。西洋参中的人参皂苷 Rg1、人参皂苷 Re和人参皂苷 Rb1的总量为 0.96%。

表明生晒参、红参和西洋参的单体皂苷，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相关规定。 

生晒参、红参和西洋参贮藏 36个月后，在常温、冷库、0℃和-20℃条件下，单体皂苷

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少，其减少的顺序是常温>0℃>冷库>-20℃；生晒参片和红参片贮藏 36

个月后，在常温、冷库、0℃和-20℃下，单体皂苷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少。其减少的顺序是

常温<0℃<冷库<-20℃。生晒参、红参和西洋参贮藏 36个月后，其单体人参皂苷含量仍符合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的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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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常温储藏条件下样品中的单体皂苷含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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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冷库储藏条件下样品中的单体皂苷含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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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0℃储藏条件下样品中的单体皂苷含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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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储藏条件下样品中的单体皂苷含量变化 

2.不同贮藏条件对对样品中的总皂苷含量影响 

在储藏前生晒参、红参和西洋参的总皂苷含量分别为 3.90%、3.85%和 6.85%，生晒参和

红参总皂苷含量符合国家标准 GB/T 19596-2009中关于总皂苷含量大于 2.5%的规定，西洋

参总皂苷含量符合国家标准 GB/T 36397-2018中关于总皂苷含量大于 4%的规定。贮藏 36个

月后，在常温、冷库、0℃和-20℃下，总皂苷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少。常温条件下减少最多；

冷库、0℃和-20℃下，减少程度差别不显著。生晒参和红参贮藏 36个月后，在常温、冷库、

0℃和-20℃下，总皂苷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少。常温条件下减少最大；冷库、0℃和-20℃下，

减少程度差别不显著。生晒参和红参贮藏 36个月后，红参比生晒参中总皂苷变化程度更小。

生晒参、红参和西洋参贮藏 36个月后，其总皂苷含量仍符合相关国家标准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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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不同贮藏条件下样品中的总皂苷的含量变化 

3.不同贮藏条件对样品中的总多糖含量影响 

生晒参、红参和西洋参贮藏 36个月后，在常温、冷库、0℃和-20℃条件下，多糖含量

都不同程度的减少。减少程度为：常温>0℃>冷库>-20℃。生晒参和红参贮藏 36 个月后，生

晒参和西洋参多糖含量减少程度大于红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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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不同贮藏条件下样品中的总多糖的含量变化 

4.不同贮藏条件对样品中的氨基酸含量影响 

常温条件下，生晒参、红参和西洋参贮藏 36个月后，17种氨基酸含量都不同程度的减

少，其中精氨酸和谷氨酸减少程度最大。冷库、0℃和-20℃条件下，减少程度差别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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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常温储藏条件下对样品中的氨基酸含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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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8 冷库储藏条件下对样品中的氨基酸含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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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9 0℃储藏条件下对样品中的氨基酸含量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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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0 -20℃储藏条件下对样品中的氨基酸含量变化 

起草小组建立了以 11种单体人参皂苷、总皂苷、总多糖和 17种氨基酸为质量评价的技

术指标。应用建立的质量评价方法，检测了在不同贮藏条件下，贮藏 36个月过程中，生晒

参、红参和西洋参多个成分的含量变化。结果表明在常温、冷库、0℃和-20℃条件下，单体

皂苷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少。减少的程度:常温>0℃>冷库>-20℃。总皂苷变化：4种不同条

件下，总皂苷都出现不同程度的减少。常温条件下减少最大；冷库、0℃和-20℃下，减少程

度差别不显著。多糖：在常温、冷库、0℃和-20℃条件下，多糖含量都不同程度的减少。减

少程度为：常温>0℃>冷库>-20℃。生晒参多糖含量减少程度大于红参。常温条件下，17种

氨基酸含量都不同程度的减少，其中精氨酸和谷氨酸减少程度最大。冷库、0℃和-20℃条件

下，减少程度差别不显著。研究发现在常温、冷库、0℃和-20℃条件下，红参和生晒参在贮

藏 36个月后，按照药典方法检测人参皂苷（Rg1/Re和 Rb1）的含量，均高于药典规定的含量

值。其含量值为常温<冷库<0℃<-20℃。 



综合来看，五种人参和西洋参样品在 36个月内随着储藏时间的延长，其单体人参皂苷、

总皂苷、总多糖和氨基酸均出现不同程度的下降，其中以-20℃和 0℃时下降幅度最小，但

均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和相关国家标准的质量要求。因此本标准将仓房温度应控制

在-20℃～0℃。 

（二）关于人参和西洋参储藏的湿度设定 

目前，对于低温库的相对湿度，在各标准中均没有明确规定。但已有大量文献报道，微

生物宜在相对湿度 75%～95%、温度 25～35℃条件下繁殖生长，低于或高于该温度、湿度，

可抑制霉菌的发生发展（薛彩红. 中医临床研究, 2013; 梅南菊, 等. 中药原料保质期研究

进展, 中草药, 2022）。赵芳霞建议中药材储藏应遵循“以防为主、防治结合”原则，合理

调整贮藏环境的温度与湿度，严格要求中药库房必须保证干燥通风，避免日光直射，室内温

度≤20℃，相对湿度控制在 35%～75%（赵芳霞, 等. 甘肃科技, 2019）。沈烈行建议中药

材适宜的储存温度为 22～24℃,湿度 60%～75%（沈烈行, 等. 中国中药杂志, 2003）。综合

以上建议，在本标准中关于仓房的相对湿度，将其设定为不宜超过 75%。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依据和结果 

按照推荐性国家标准的基本要求，在制定过程中充分考虑了行业的实际情况，经与有关

专家与技术人员座谈讨论和征求意见，本标准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说明采标程度，以及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

情况 

（一）采标程度说明 

目前，人参和西洋参储藏方面尚无相关标准。此次制定的国家标准《人参和西洋参储藏

技术规范》技术条款详细，更接近实际情况，内容规范科学合理，与各级标准无交叉无冲突。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充分参考了国际上相关的农产品和食品储藏标准，在借鉴国际标准与

国外先进标准的基础上，结合我国人参和西洋参独特的种植区域特性、品种差异、储藏现状

以及国内市场需求等因素，对相关内容进行了调整与完善。例如，在温湿度控制指标方面，

国际上对于一般性干货储藏的温湿度标准有一定范围推荐，但考虑到人参和西洋参富含多种

活性成分，对温湿度变化更为敏感，且我国人参和西洋参主产区涵盖气候带，我们在参考相

关国际标准基础上，通过大量实验和实际调研，制定了更贴合我国这两种药材特性的温湿度

区间，既保证了药材品质，又兼顾国内仓储设施的实际调控能力。如果标准实施推广得当，

能够显著促进人参和西洋参产业的快速发展。 

（二）国内外同类标准水平对比 



1.与国际标准对比 

目前，人参和西洋参储藏方面尚无国际标准，但国际上部分发达国家针对药用植物或农

产品的储藏制定了较为完善的标准体系，如欧盟的良好农业规范（GAP）和良好仓储规范（GWP）

对农产品仓储的环境条件、设施设备、操作流程等有详细规定。在仓储设施的卫生要求和害

虫防治方面，欧盟标准强调从源头控制，要求仓储环境定期清洁消毒，采用物理、生物防治

手段为主，化学药剂使用受到严格限制。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对于药用植物原

料的仓储标准注重追溯体系建设，在仓储记录方面要求详细记录每一批次药材的来源、入库

时间、储存位置变动以及出库流向等信息，以确保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 

2.与国内标准对比 

目前，人参和西洋参储藏方面尚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但与其他发达国家

的农业国际标准相比，本标准在针对人参和西洋参的特性研究上更为深入，对其在不同储藏

阶段的品质变化规律掌握更精准，从而制定出的温湿度、通风等关键控制参数更具针对性。

在适用范围上，本标准充分考虑了我国人参和西洋参产业从农户分散储存到大型药企集中仓

储的多种模式，标准内容更具广泛适用性和可操作性。然而，在国际接轨和信息化管理方面，

国内标准仍有提升空间。未来需进一步加强与国际标准的协调统一，在仓储设施的环保要求、

数字化仓储管理系统的应用等方面加大投入和研究，以提升我国人参和西洋参在国际市场上

的竞争力，推动行业的国际化发展。 

八、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一）技术措施 

本标准公布实施后，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参茸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吉林

省市场监督管理厅等单位指导下，将派标准主要起草人负责贯标实施工作，跟踪服务贯彻过

程中出现的问题，及时协调解决并作好记录，以便下次修改完善。 

（二）技术措施 

人参和西洋参储藏管理的相关各方要按照本标准的规定进行操作，形成统一的规范性标

准。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将在国家参茸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和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等单

位领导下，与吉林农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特产研究所、长春中医药大学等相关单位合作，

通过组织现场培训、印发文本、网络宣传等方式，大力宣传和推广本标准。 

（三）管理措施 

人参和西洋参产品的应用范围越来越广泛，产品交易越来越多，急需规范人参和西洋参

的储藏方法，因此各有关部门要加强标准的宣传，使人参和西洋参仓储的管理主体、使用主



体、建设主体等熟悉其标准内涵，自觉贯彻执行，规范交易行为。本标准在实施过程中，严

格按照技术规范执行，遵照国家相关标准规范要求，确保实施质量。 

（四）过渡办法 

通过政府相关部门、行业协会，掌握相关标准的应用动态，确定逐步接纳和采用这些标

准的时间和梯度层次，使标准在实践中得到检验。制定符合国情、可操作性强的《人参和西

洋参储藏技术规范》国家标准，纠正当前人参和西洋参仓储管理的混乱局面，引导人参和西

洋参的生产地区、销售地区、食用地区的从业人员了解人参和西洋参储藏办法和管理措施，

实现人参和西洋参产业提质增效。 

（五）实施方案 

本标准由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由联合发布并实施。该标准实施

后，由国家参茸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起草单位和吉林省市场监督管理厅组织力量，进行

标准解释宣贯实施工作。本标准的实施与应用将确保人参和西洋参在储藏过程中，有效成分

损失控制在最低限度，保证药材质量稳定。降低因储藏不当导致的虫蛀、霉变、泛油等问题

发生率，将损失率控制在允许范围以内。组织针对企业管理人员、仓库保管员、质量检验员

等的培训，详细讲解标准内容，确保掌握储藏技术要点。制作标准宣传手册、海报等资料，

在行业内广泛传播，提高标准影响力。邀请行业专家举办线上线下答疑活动，为从业者解答

标准实施中的疑问。指导企业解决仓储技术难题，确保仓储工作有效推进。定期收集整理标

准实施中的反馈信息，总结经验教训，为标准的持续优化提供依据。 

九、预期效益分析 

（一）经济效益 

1.提升产品质量，增加市场价值 

减少损耗：规范的储藏条件能精准控制温湿度、有效防虫防霉。以一家中等规模参类经

销商为例，实施前每年因虫蛀、霉变损失约 5%，价值 50万元。实施后，损失率降至 1%以内，

每年减少损失 40万元。按全国参类年销售额 50亿元估算，每年可减少行业损失超 2亿元。 

稳定药效：适当的储藏方法能确保人参和西洋参有效成分稳定。经检测，遵循规范储藏

的人参，人参皂苷含量在保质期内可维持在较高水平，优质人参和西洋参产品进入国际高端

市场，能为企业带来更丰厚利润。 

2.促进产业升级，推动经济增长 



带动上下游产业发展：标准实施促使仓储企业升级设施，如购置先进温湿度调控、防虫

防鼠设备，刺激相关设备制造业发展。同时，为满足规范要求，参类种植、加工企业在产地

初加工、包装等环节优化，带动包装材料等产业发展。 

提升产业竞争力：规范统一的储藏标准助力我国参类产品质量提升，增强国际市场竞争

力。更多高品质产品出口，改变以往低价竞争局面，推动产业向高附加值转型，提升我国参

类产品在国际产业链中的地位。 

（二）社会效益 

1.保障消费者权益，提升健康水平 

确保用药安全：规范储藏避免了参类药材因变质产生有害物质，保障消费者用药安全。 

稳定市场供应：科学的储藏技术延长了人参和西洋参的保质期，保证市场稳定供应。在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或市场需求波动时，可有效调节市场，防止价格大幅波动，保障消费者能

够持续购买到质量可靠的产品。 

2.促进就业与人才培养 

创造就业机会：标准实施带动仓储、物流、质检等相关岗位需求增加。新建或改造的大

型参类仓储中心，每个仓储中心可创造直接就业岗位 20～30个，间接带动上下游产业就业

岗位 100～150个。 

推动专业人才培养：行业对掌握标准技术的专业人才需求增长，促使高校、职业院校开

设相关专业课程。如中医药大学开设“中药材储藏与养护”课程，为行业输送专业人才，提

升从业人员整体素质。 

（三）生态效益 

1.减少资源浪费，保护生态平衡 

降低药材损耗：减少因储藏不当导致的人参和西洋参浪费，间接保护了其生长所需的自

然资源。 

促进可持续利用：规范的储藏延长产品保质期，降低种植端过度开采野生资源的冲动，

推动参类产业从依赖野生资源向人工种植、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变。如长白山地区通过推广规

范储藏，减少对野生人参的非法采挖，保护了当地生态系统。 

2.节能减排，助力绿色发展 

优化仓储能耗：倡导先进仓储设施建设，如高效节能的温湿度调控设备，降低了仓储能

耗。以大型仓储库为例，实施后单位面积每年能耗降低 15%～20%，减少能源消耗和碳排放。 



减少化学药剂使用：规范的防虫防霉措施，减少了化学药剂使用。如采用物理防虫、生

物防治替代部分化学药剂，降低对土壤、水源和空气的污染，保护了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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