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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标准《冬枣》修订（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国标委发[2023]64号文件《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关于下达 2023年国家标

准复审修订计划的通知》，《冬枣》列入 2023年国家标准修订项目计划中，项目编

号为 20232776-T-326，主管部门为农业农村部，归口单位为全国果品标准化技术委员

会。本文件起草单位是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陕西省大荔县红枣局、河北农业大学、中

国果品流通协会、青岛农业大学、西安市质量与标准化研究院、河北省黄骅市林业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是席兴军、刘孟军、聂继云、王迁、赵建明、陈磊、陈德全、丁亚

武、冯宝山、周爱英、孟玲玲。

表 1 项目主要参加单位及人员分工

序号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 分工

1. 席兴军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研究员 标准主持起草人，标准起草全面工作。

2. 刘孟军 河北农业大学 教授
主要标准起草人，对标准中主要技术内容进

行把控，负责提供冬枣关键指标检测。

3. 聂继云 青岛农业大学 教授
主要标准起草人，对标准中主要技术内容进

行把控，负责提供冬枣关键指标检测。

4. 赵建明
陕西省大荔县红枣

局
副局长

标准主要起草人，提供冬枣相关样品及数据

实验测试。

5. 陈磊 中国果品流通协会 秘书长

标准主要起草人，参加标准文本起草，提供

冬枣产业数据，并对标准中主要技术内容进

行把控。

6. 王迁
西安市质量与标准

化研究院

高级工

程师

标准主要起草人，提供冬枣相关样品及数据

实验测试。

7. 陈德全
陕西省大荔县红枣

局
科长

标准主要起草人，提供冬枣相关样品及数据

实验测试。

8. 丁亚武
陕西省大荔县红枣

局
工程师

标准主要起草人，提供冬枣相关样品及数据

实验测试。

9. 冯宝山
河北省黄骅市林业

局
局长

标准主要起草人，提供冬枣相关样品及数据

实验测试。

10. 周爱英
陕西省大荔县红枣

局

高级工

程师

标准主要起草人，提供冬枣相关样品及数据

实验测试。

11. 孟玲玲 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工程师 标准主要起草人，撰写标准文本编制说明等。

（二）修订背景



2

冬枣指果实生育期 120 天以上的晚熟品种，为鼠李科枣属 (Ziziphus jujuba

Mill-dongzao.)的晚熟鲜食品种，是目前公认的鲜食优质栽培品种，也是中国特有的晚

熟鲜食枣栽培品种，在淮河秦岭以北的地方，其果实都在 10月上、中旬成熟，特晚

熟的品种延迟到 10月下旬成熟，因其成熟晚而称为冬枣。果实近圆形，果面平整光

洁，似小苹果，汁液多、甜味浓，略酸。冬枣营养丰富，冬枣果肉内除含有其他枣果

中的营养物之外，还富含人体所需的 19种氨基酸和维生素 A、B、C、D等多种维生

素，维生素 C含量高。冬枣还含有钾、钠、铁、铜等多种微量元素以及抗癌物质环磷

酸腺苷、环磷酸鸟苷等。主要分布在三大产区：山东省沾化县、陕西省大荔县、河北

省黄骅市。

2024年，大荔冬枣种植面积已扩展至 42万亩，总产量高达 50万吨以上，年产值

更是突破 70亿元大关，占全国冬枣市场的三分之一；沾化冬枣的产量达到了 6.5亿斤，

实现了 40亿元的销售收入，产业产值突破了 60亿元，可以看到冬枣的产业规模无论

从种植面积还是产量，在近十年内得到了飞跃的提升。

本次修订主要是考虑到：

1、冬枣主产区变化何增加，原有的标准适用范围应有所改变，使得标准适应

性更为广阔。

《 GB/T 32714-2016 冬 枣 》 此 标 准 适 用 于 鼠 李 科 枣 属 (Ziziphus jujuba

Mill-dongzao.)的晚熟鲜食冬枣，近年来，山西、陕西等地错季鲜枣产业异军突起，且

借助互联网、品牌化等方式快速发展，使得这些新产地的冬枣上市早、品质好、网络

销量高，进而抢占了国内市场份额。例如陕西大荔冬枣，要比沾化冬枣上市早很多，

使得有些人只知大荔冬枣，而不知沾化冬枣。原标准中起草单位无沾化相关单位参与。

2、冬枣产业发展迅猛，标准化程度提高，品质质量要求也应有所提高，与市场

相吻合。

2019年 9月，30万亩沾化冬枣预计产量约 6.1亿斤.同年 9月，大荔县冬枣栽植

面积已达 42万亩，其中设施大棚 40万亩，产值突破 60亿元。目前冬枣种植标准化

程度提高，通过统一管理、规范种植、计划性收割收购，并为种植户提供专业化培训

及咨询服务，完善标准化产业链条，冬枣的规格、卖相及档次也是大幅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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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国家标准 GB/T 32714-2016中冬枣的质量等级分为三大类，特级、一级和二级

按照果实色泽及着色面积、单果重、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进行指标划分。近年来，随着

电商以及冬枣产业的迅速发展，冬枣销售需要较好的卖相、整齐的规格等，25g以上

为特级枣，20~24g之间为一级果，10~19g为二级果。与之前标准中的单果重 18＜m

≤22，14＜m≤18，10＜m≤14差异较大，所以对冬枣的等级质量要求的规定应与市

场相吻合。

3、引用标准标龄时间过长（大于 10年），不适合目前市场发展。

原标准 GB/T 32714-2016中术语与定义中引用了 GB/T 22345-2008界定的相关术

语，此标准距离现在已 14年。另外在包装和贮存中，引用 GB/T 26908-2011及 GB/T

191-2008的标准，均有 10年以上的标龄。10年来冬枣产业迅猛发展，应具有时代前

瞻性才能符合冬枣产业发展。包装贮运环节是十分重要的一环，直接影响到冬枣产品

到终端消费者的品质，对市场占有率十分关键。

综上所述，对《GB/T 32714-2016 冬枣》进行修订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更科学合

理的划分冬枣等级，精准掌控冬枣质量要求，更吻合市场发展要求，引领产业发展，

提高经济效益。

（三）起草过程

1. 成立标准修订工作组

标准修订计划下达后，2024年 1月在北京召开了国家标准《冬枣》（修订）第一

次起草工作会。参加单位包括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陕西省大荔县红枣局、河北农业大

学、青岛农业大学、河北省黄骅市林业局、西安市质量与标准化研究院、中国果品流

通协会等单位参加的标准起草工作组，确定了编制工作方案、具体任务分工等。

2.确立工作计划和标准修订原则

按照工作任务要求，工作组进行了任务分解，修订了标准起草工作计划和任务分

工表。

3.形成标准草案

2024年 1 月-3 月，标准起草工作组首先收集、翻译和整理了国内外有关研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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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和先进国家的相关标准、法规等文献资料，掌握了有关标准现状；并对我国老版本

冬枣当中的术语、质量指标等技术内容进行了归纳和总结，为标准修订奠定理论基础。

在《冬枣》国家标准第一次起草工作会的基础上，起草工作组及相关单位共同讨论了

《冬枣》国家标准的主要修订技术内容，初步形成了《冬枣》国家标准（修订）草案。

4.开展标准文本的讨论

2024年 6月第一次起草工作会结束后，陕西省大荔县红枣局、河北农业大学、青

岛农业大学、北省黄骅市林业局对当地的冬枣品种进行了采样，以备检测相关指标。

起草工作组经查阅大量学术文献，修订了科学严谨的质量指标检测、评价实验方案和

任务分工。

5.形成标准讨论稿和编制说明

2025年 1月，起草工作组组织相关单位和专家在以线下结合视频会议方式的召开

了第 2次标准起草工作会。参加单位包括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陕西省大荔县红枣局、

河北农业大学、青岛农业大学、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河北省黄骅市林业局、西安市

质量与标准化研究院、中国果品流通协会等。与会成员对《冬枣》国家标准草案中的

提出了详细的意见，会后根据修改意见形成了《冬枣》国家标准（修订）讨论稿及其

编制说明。

6.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

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2025年 2月，起草工作组组织相关单位和专家在以视频会

议方式召开了第三次标准起草工作会。参加单位包括中国标准化研究院、陕西省大荔

县红枣局、河北农业大学、青岛农业大学、河北省黄骅市林业局、西安市质量与标准

化研究院、中国果品流通协会等。与会成员介绍和分析了各自负责的技术工作情况，

根据实际情况对标准文本的内容再次进行了完善修改形成了《冬枣》国家标准（修订）

征求意见稿及标准编制说明。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一）编制原则

1.1标准编制过程中遵循科学、合理、可行的原则，力求做到规范科学。标准起



5

草小组实测一系列的样品和广泛的听取有关各方的意见，在保证标准技术先进、经济

合理、安全可靠、切实可行的前提下，尽可能的采用国际和国外的先进标准。

1.2在标准的修订过程中严格遵循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规和规章，严格执行

强制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与同体系标准及相关的各种基础标准以及配套使用的取

样、试剂规格等标准相衔接，遵循了政策和协调统一性原则。

1.3在标准修订过程中力求做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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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本标准主要技术指标以主要产区冬枣企业取样进行质量检测，并结合产品标准的

规范，以及满足市场需求为目的，对一些技术进行科学验证后，在起草工作组充分讨

论和权威专家广泛研讨的基础上确定。

1 标准名称

标准名称《冬枣》，根据国家标准制修订计划进行确认。

2.标准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冬枣各等级的质量要求、包装、运输和贮存等要求，界定了相关

术语和定义，建立了抽样与检验方法、检验规则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鼠李科枣属冬枣(Ziziphus jujuba Mill.‘Dongzao’)的生产、检验与

销售。”

此标准适用范围按照产品标准的格式进行撰写，在原有标准的基础上进行了调整，

同时，提出了此文件作为产品标准主要是为了更好指导冬枣的生产、检验与销售等工

作。

3.术语和定义

保留了 2016版本原标准中裂果和机械伤的定义，将锈斑、虫果、病果、缺陷果

经过起草组与专家反复讨论后合并为“表面缺陷”，使得更清楚明了。

4.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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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在原标准的基础上删除了“品种纯正”、“成熟果实为红色或赭红色”，

经过专家讨论之后增加了“无腐烂变质”，可以确保冬枣的品质和质量安全，同时将

果实的形状和口感合并为一条，使得标准更条理简明。

4.2 等级质量要求

——在满足基本要求的前提下，进行等级划分。起草小组前往河北、陕西、山东

等冬枣主产区及批发市场进行实地调研。每个主栽品种都采集了足够数量的样品，先

由当地的冬枣专家从市场需求的角度，从所采集的样品中挑出外观具有代表性的样品，

并初步分出等级。再由小组成员根据所参阅的相关资料，确定出冬枣外形等级划分。

主要依据为冬枣的果形、色泽、缺陷程度等指标。在经过数据测量后，依旧延续了原

标准的等级分布，为特级、一级和二级三个等级。

——“果实色泽及着色”，原标准对特级果和一级果要求统一，修订版本将对一

级果和二级果的色泽进行统一，提高了冬枣的特级质量要求。增加了“果皮底色黄白

色或黄色”，将“着色面积占比 1/3”更改为“40%”，增加了着色面积比重，更加

具体化，提高了相关指标要求。一级果和二级果关于色泽着色的要求，增加了“果皮

黄白色或黄色，”将“着色面积占比 1/4以上”更改为“30%以上”，要求提升且更

加准确。

——此标准增加了“表面缺陷”指标，根据市场流通经验及数据测量，将缺陷面

积不超过 5%的果实定义为二级果。

——“单果重（g）”，原标准特级果为“18~22”，一级果为“14~18”,二级果

为“10~14”，原标准考虑到限制部分农户过量使用膨大剂等生长激素等做法以及实

际管理水平，所以规定了最大单果重的限制。但是这样可能会造成有的冬枣果无法定

等的盲区，如满足了一级果的单果重要求，但是无法满足其可溶性固形物含量要求，

则无法定等。取消最大单果重限制后，比如单果重为 18g，在新标准中符合冬枣各级

别果实的要求，则可以通过测定其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来进行等级确定。而原标准中仅

符合冬枣一级果的要求，即使其可溶性固定物测定值高于特级别，只能按照一级果来

进行售卖。综上，此标准取消单果最大限制后将能更好地为实现冬枣优质优价提供指

导。

——关于单果重的数值确定，经过了样品数值测定，总共 212份样品，山东沾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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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0份，河北黄骅 38份，山西运城 44份，陕西大荔 40份，取样样品的数值测定见表

2。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数值确定依据样品测定及分析见表 2。同时，

原标准中一级和二级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值一致，修订版本中根据冬枣样品测定值有

所区别，特级果、一级果、二级果所含的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最低限值均有所区别，可

以更好的实现优质优价。

——“维生素 C”含量。维生素 C是一种强效抗氧化剂，是冬枣最具有特点的营养

性指标。其含量是苹果的 60倍、柠檬的 10倍、猕猴桃的 4倍。冬枣在水果界中被誉为

“维生素 C之王”，所以此次标准中将维生素 C作为质量指标。数值测试值见表 2.

根据近年来各个主要产区冬枣具体理化指标见表 2，包括可溶性固形物（%）、

维 C含量(mg/100g)和单果重 (g)。

表 2 理化指标

产地
可溶性固
形物 (%)

维 C含量
(mg/100g)

单果重

(g)
产地

可溶性固
形物 (%)

维 C含量
(mg/100g)

单果重

(g)
河北黄骅 23.0 227.2 14.47 山东沾化 25.5 301.3 9.10
河北黄骅 24.5 257.3 14.52 山东沾化 19.0 347.4 15.58
河北黄骅 21.9 249.1 19.37 山东沾化 26.7 301.0 14.94
河北黄骅 26.4 272.2 14.64 山东沾化 18.8 328.4 18.82
河北黄骅 23.2 288.9 12.48 山东沾化 18.9 343.3 16.65
河北黄骅 21.5 272.5 13.91 山东沾化 22.5 278.9 14.83
河北黄骅 23.6 245.9 15.96 山东沾化 30.1 283.3 18.71
河北黄骅 24.0 227.9 13.18 山东沾化 24.8 251.8 17.22
河北黄骅 26.2 320.0 14.56 山东沾化 23.4 329.5 15.52
河北黄骅 23.8 227.4 13.98 山东沾化 22.5 306.4 15.91
河北黄骅 20.7 317.8 19.49 山东沾化 21.6 351.3 14.75
河北黄骅 24.7 308.7 14.58 山东沾化 20.2 348.5 14.72
河北黄骅 25.0 266.0 13.62 山东沾化 20.9 397.8 13.12
河北黄骅 24.2 299.3 13.66 山东沾化 21.2 289.7 16.28
河北黄骅 26.5 304.0 15.36 山东沾化 21.4 275.4 16.03
河北黄骅 22.9 248.5 15.13 山东沾化 20.1 288.6 19.34
河北黄骅 23.6 301.2 18.82 山东沾化 23.0 417.9 19.36
河北黄骅 23.3 289.1 16.07 山东沾化 20.6 302.3 19.22
河北黄骅 25.9 346.8 16.31 山东沾化 22.7 323.5 13.52
河北黄骅 23.5 236.9 14.07 山东沾化 25.4 309.8 15.18
河北黄骅 28.9 319.0 18.92 山东沾化 23.4 282.0 16.86
河北黄骅 23.5 371.1 16.12 山东沾化 18.5 352.2 17.42
河北黄骅 25.2 311.2 14.20 山东沾化 19.8 320.7 18.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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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黄骅 23.6 311.2 14.89 山东沾化 20.1 308.2 21.27
河北黄骅 27.7 308.9 16.67 山东沾化 25.0 301.6 12.17
河北黄骅 27.4 308.5 16.73 山东沾化 18.1 405.9 14.95
河北黄骅 25.3 291.2 15.97 山东沾化 24.3 319.7 19.96
河北黄骅 34.9 267.6 16.43 山东沾化 20.8 377.2 17.24
河北黄骅 28.7 256.3 13.48 山东沾化 18.2 357.7 13.68
河北黄骅 27.5 309.6 14.02 山东沾化 26.4 285.4 16.99
河北黄骅 28.8 310.8 16.04 山东沾化 24.6 363.1 14.32
河北黄骅 19.5 343.7 18.24 山东沾化 26.0 292.3 15.12
河北黄骅 23.2 307.1 13.25 山东沾化 30.8 368.7 18.22
河北黄骅 25.7 293.2 18.84 山东沾化 27.0 305.0 14.96
河北黄骅 23.5 292.8 18.79 山东沾化 28.6 313.1 20.14
河北黄骅 21.3 315.2 17.53 山东沾化 24.0 279.9 13.68
河北黄骅 19.3 309.9 15.89 山东沾化 26.7 348.5 17.39
河北黄骅 25.9 291.0 17.16 山东沾化 31.9 337.6 12.39
山西运城 20.5 254.8 17.90 山东沾化 26.2 341.9 13.00
山西运城 27.2 291.0 16.11 山东沾化 26.2 313.3 25.90
山西运城 27.8 383.4 21.78 山东沾化 25.4 368.4 17.25
山西运城 26.8 344.0 24.36 山东沾化 28.0 376.7 14.13
山西运城 21.7 291.0 13.19 山东沾化 27.3 296.3 23.80
山西运城 26.9 225.6 18.91 山东沾化 22.7 337.2 18.29
山西运城 27.6 309.8 18.89 山东沾化 25.0 296.8 14.73
山西运城 23.5 272.5 21.27 山东沾化 24.7 284.3 14.67
山西运城 19.0 295.9 12.63 山东沾化 23.6 308.2 13.41
山西运城 22.3 335.8 19.54 山东沾化 20.1 263.7 15.21
山西运城 28.3 383.8 22.24 山东沾化 24.7 301.3 18.06
山西运城 24.1 262.5 17.31 山东沾化 26.5 325.4 14.06
山西运城 24.8 287.0 21.04 山东沾化 24.2 352.2 15.64
山西运城 20.3 257.5 20.95 山东沾化 22.6 319.8 14.55
山西运城 27.2 299.2 22.52 山东沾化 22.9 401.5 13.82
山西运城 20.9 223.7 16.77 山东沾化 25.6 295.0 15.25
山西运城 18.9 245.3 18.42 山东沾化 24.2 324.9 18.93
山西运城 20.8 298.6 14.04 山东沾化 21.6 346.4 20.73
山西运城 24.1 287.1 20.07 山东沾化 22.9 294.1 14.68
山西运城 21.9 230.5 19.01 山东沾化 22.5 301.3 17.43
山西运城 21.4 245.8 15.01 山东沾化 23.4 299.5 20.83
山西运城 21.1 194.9 18.32 山东沾化 26.0 339.9 15.44
山西运城 20.8 244.5 21.93 山东沾化 25.1 270.0 13.37
山西运城 19.9 245.0 17.31 山东沾化 22.6 342.2 19.59
山西运城 19.9 304.9 18.65 山东沾化 24.5 260.2 12.72
山西运城 21.1 311.8 19.03 山东沾化 23.7 268.2 15.10
山西运城 19.6 272.7 10.33 山东沾化 23.7 253.0 15.11
山西运城 24.2 216.2 18.55 山东沾化 22.6 336.6 1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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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运城 21.6 265.5 15.82 山东沾化 25.7 292.3 13.28
山西运城 21.4 261.9 21.12 山东沾化 20.6 274.5 30.67
山西运城 25.6 236.2 15.38 山东沾化 23.6 249.4 17.99
山西运城 22.5 252.0 19.59 山东沾化 24.5 273.3 14.67
山西运城 23.4 264.9 19.73 山东沾化 21.0 290.6 27.41
山西运城 22.5 355.3 22.06 山东沾化 21.2 312.9 19.58
山西运城 21.9 281.4 19.79 山东沾化 25.1 319.2 14.43
山西运城 19.5 244.5 24.58 山东沾化 24.7 330.0 20.38
山西运城 26.4 323.0 31.82 山东沾化 22.1 266.2 14.30
山西运城 23.7 234.7 13.91 山东沾化 23.8 293.1 16.51
山西运城 22.2 249.4 19.84 山东沾化 23.6 325.9 27.04
山西运城 22.9 259.9 22.67 山东沾化 22.7 315.6 14.93
山西运城 24.5 307.3 22.65 山东沾化 25.0 271.5 13.20
山西运城 21.7 274.6 22.99 山东沾化 22.9 322.5 18.35
山西运城 19.6 260.2 20.24 山东沾化 24.7 374.4 14.88
山西运城 17.3 268.1 9.97 山东沾化 24.5 270.1 18.27
陕西大荔 27.1 390.2 26.34 山东沾化 23.7 307.1 15.23
陕西大荔 15.5 271.2 18.08 山东沾化 23.2 256.6 14.82
陕西大荔 24.4 312.6 13.99 山东沾化 21.3 304.5 15.59
陕西大荔 19.2 262.5 29.76 山东沾化 23.2 279.6 14.85
陕西大荔 22.0 263.1 13.17 山东沾化 23.2 263.4 16.11
陕西大荔 24.9 302.9 17.58 山东沾化 23.5 302.2 21.16
陕西大荔 19.0 300.1 24.38 山东沾化 25.0 331.2 14.57
陕西大荔 26.6 269.7 20.28 山东沾化 22.6 279.6 20.72
陕西大荔 17.4 327.7 23.43 陕西大荔 20.5 335.0 19.33
陕西大荔 18.7 278.1 19.19 陕西大荔 24.8 372.6 24.00
陕西大荔 17.7 289.0 28.41 陕西大荔 21.6 331.1 20.81
陕西大荔 18.4 303.5 24.55 陕西大荔 20.6 248.6 19.17
陕西大荔 22.0 268.1 20.44 陕西大荔 26.7 227.0 21.18
陕西大荔 16.1 331.1 20.12 陕西大荔 25.5 299.4 25.73
陕西大荔 22.8 274.1 22.13 陕西大荔 21.2 262.7 23.83
陕西大荔 18.7 360.5 15.21 陕西大荔 22.5 411.5 23.21
陕西大荔 20.2 318.0 18.86 陕西大荔 18.8 327.9 31.08
陕西大荔 19.0 352.9 20.21 陕西大荔 20.7 299.7 20.91
陕西大荔 23.0 296.2 16.75 陕西大荔 24.0 298.3 20.51
陕西大荔 30.1 258.2 19.42 陕西大荔 23.6 375.3 18.99
陕西大荔 26.2 332.1 20.10 陕西大荔 23.8 299.6 15.05
陕西大荔 20.9 286.4 19.45 陕西大荔 23.0 306.5 21.72
陕西大荔 24.1 304.0 22.25 陕西大荔 18.9 343.4 21.27
陕西大荔 20.3 286.8 22.26 陕西大荔 21.4 317.3 18.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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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冬枣单果重分布直方图

可以看出，冬枣单果重的范围从 9.1 克到 32.1 克，平均值为 16.75g，标准差为 3.96

克，且图形右偏，可以看出较重的枣出现频数较少；；可得冬枣单果重量范围为：均

值±标准差=16.75±3.96 即：12.79 克≤冬枣重量≤20.71 克。众数区间为 (13.7, 16]，

出现频率最高，说明冬枣单果重集中在 [13.7, 16]、 [16, 18.3]、 [18.3, 20.6]这三个

范围较多。

图 2 冬枣维生素 C含量数据分布直方图

可以看出，冬枣维生素 C 含量的范围从 194.9 到 434.9mg/100g，平均值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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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3.46mg/100g，标准差为 32.37mg/100g，数据较为分散。中位数落在 (290.9, 314.9] 区

间，表示一半的冬枣维生素 C 含量在这个区间或更高，众数在(290.9, 314.9] 区间，

表示这个区间内的冬枣数量最多。

图 3 冬枣可溶性固形物含量数据分布直方图

可以看出，冬枣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范围从 15.5%到 35.3%，平均值为 19.93%，标

准差为 4.23，数据较为集中。数据集中在 [20.9, 22.7]、[22.7, 24.5]、[24.5, 26.3]区间，

表示一半的冬枣可溶性固形物含量在这个区间或更高，众数在(22.7, 24.5]区间，表示这个区

间内的冬枣数量最多。

4.3 安全卫生要求及 4.4 质量整齐度

与原标准保持一致，根据 GB/T 30763-2014《农产品质量分级导则》对安全卫生要

求及质量整齐度进行了相关规定。

4.5 容许度

容许度是指在质量控制中，允许存在的偏差范围或误差限度，允许一定比例的果实

存在轻微损伤，但不影响整体品质。根据 GB/T 40446-2021 果品质量分级导则，在果品

质量分级中，容许度主要包括大小容许度、质量容许度。所以将原标准中“单果重容许

度”更改为“大小容许度”，“产地验收的批次冬枣质量容许度”更改为“质量容许度”，

重新定义更加规范。大小容许度、质量容许度比例根据数据分析，保持了原标准的 3%

及 5%，与原标准基本上保持一致，同时在质量容许度中的表述更加精准，增加了“只

能是邻级果，不允许是隔级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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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抽样与检测方法

5.1 抽样方法

与原标准基本上保持一致,参考 GB/T 22345 鲜枣质量等级及 GB/T 8855 新鲜水

果和蔬菜取样方法等的方法。

5.2 检测方法

感官质量检测，根据抽样所得样品，通过目测法、手捏触感以及鼻嗅法对果形、

色泽、果面光洁度、及缺陷如异味或软化等进行检验。

大小规格，称量抽样所得样本果实，记录其质量，从而进行规格划分。

可溶性固形物按 NY/T 2637《水果和蔬菜可溶性固形物含量的测定 折射仪法》

的规定进行测定；

维生素 C（又称抗坏血酸）按 GB 5009.8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抗坏血酸

的测定》的规定进行测定。

卫生指标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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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应的检测方法标准执行。

净含量按照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的规定执行。

容许度测定原标准方法规定仍适用，按照原标准规定执行。

6 检验规则

与原标准基本保持一致。本章主要规定了组批、交收检验。

为了保证检验产品的一致性，对于不同产地来说，同等条件同一批次收购、同等

级、同一包装日期的冬枣作为一个检验批次。每批产品交收前，生产单位应进行交收

检验。检验内容为第 4章规定的所有项目，检验合格的产品附合格证方可交收。

7 判定规则

与原标准基本保持一致。检验结果中凡不符合理化指标或安全指标者，判为不合

格产品。产品合格的按照第 4章的等级规定判定产品的等级规格。当对检测结果产生

异议时，允许用备用样复检一次，条件允许可再抽一次样。复检结果为最终结果。

8 包装、标识、运输和贮存

与原标准基本保持一致。秉承保证冬枣洁净、质量安全的原则，对包装、标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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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和贮存等环节进行规定，除按照冬枣特性进行规定的要求外，如包装材料应洁净、

无毒、无害、无异味，包装容器大小适宜且一致，以保证冬枣适宜搬运、堆垛、保存

和出售。其余采取通用标准规定，其中相关标识符合 GB/T 191《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的相关要求，净含量符合 JJF 1070《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的相关要求。

贮存按 GB/T 26908 《枣贮藏技术规程》相关规定执行。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

期的经济结果

（一）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

对我国主要品种冬枣的果实性状及理化指标进行验证，详情见附表 1.

附表 1 我国主要品种冬枣的果实性状及理化指标

最优拟合分布 Normal Gamma ExtValue

P值 0.8174 0.7129 0.0718

百分位点 可溶性固形物 (%) 维生素 C (mg/100g) 单果重 (g)-212份样品

5% 18.4 237.7 12.6

10% 19.4 250.0 13.4

15% 20.2 258.6 14.0

20% 20.8 265.6 14.5

25% 21.3 271.8 15.0

30% 21.7 277.5 15.5

35% 22.1 282.8 15.9

40% 22.5 287.9 16.3

45% 22.9 293.0 16.8

50% 23.3 298.0 17.2

55% 23.6 303.2 17.7

60% 24.0 308.5 18.2

65% 24.4 314.0 18.7

70% 24.8 319.9 19.4

75% 25.3 326.5 20.0

80% 25.8 333.8 20.8

85% 26.4 342.6 21.9

90% 27.1 353.9 23.2

95% 28.2 371.3 25.5

由上图根据 p 值得出， Normal 分布的 P 值为 0.8174，表明数据与正态分布的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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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程度较好；Gamma 分布的 P 值为 0.7129，也表明数据与伽马分布的拟合程度较好，

但略低于正态分布；ExtValue 分布的 P 值为 0.0718，表明数据与该分布的拟合程度相

对较差。

随着百分位点的增加，可溶性固形物、维生素 C 和单果重的数值均呈上升趋势，

这可能表明这些指标在样本中的分布具有一定的正相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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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此标准对理化指标等级的分级更加精准细致，不仅细化了各项指标的判定标准，

还特别新增了维生素 C作为判定冬枣质量水平的重要指标。这一举措能够更全面、更

科学地评估冬枣的品质，从而更有效地实现冬枣的优质优价，确保优质产品能够获得

应有的市场回报。企业可以依据这一标准，更加严格地控制产品质量，从源头把关，

降低次品率，减少因质量问题导致的各类损失，如退货、赔偿等。同时，这也将激励

企业不断追求技术创新和材料升级，采用更先进的生产工艺和优质原材料，进一步提

升冬枣的产品附加值，使其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脱颖而出。

不仅如此，这一标准的实施还将有助于提高冬枣产品的市场份额，通过提升产品

品质和市场认可度，吸引更多消费者的关注和购买。加强冬枣的流通水平，优化供应

链管理，确保冬枣能够快速、高效地到达消费者手中。增强消费者对产品的信任感，

减少消费者对冬枣质量的疑虑和担忧，树立良好的品牌形象。此外，生产符合修订标

准的冬枣产品，因其高标准、严要求，更容易获得消费者的认可和青睐，从而有力地

推动企业品牌价值的提升，使企业在市场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实现可持续发展。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无。

五、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在标准的修订过程中严格贯彻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律和规章，严格执行强制

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与相关的各种基础标准相衔接，遵循了政策性和协调同一性

的原则。标准的名称、内容及指标与现行的国家标准之间不存在包含、重复、交叉问

题。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发布的意见

本标准为产品标准，并不涉及有关国家安全、保护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环

境质量要求等有关强制性地方标准或强制性条文等的八项要求之一。因此，建议作为

推荐性标准颁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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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实施、技术措施、过

渡办法等）

建议本标准发布后，在陕西、河北、山东、山西、河南和甘肃等主栽区的重点种

植地（单位或县区）或贸易集散地举办标准宣贯培训班。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发布后，替代《冬枣》（GB/T 32714-2016）。

十、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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