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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感官分析方法 生咖啡感官分析的样品制备》

（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本国家标准列入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国家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任务，项目

计划号“20243361-T-469”。本项目由 SAC/TC 566全国感官分析标准化技术委

员会提出并归口，定于 2026 年完成上报。本项目拟等同采用国际标准 ISO

6668:2008 《Green coffee—Preparation of sampIes for use in sensory anaIysis》。该

项目由中国标准化研究院提出并组织多家单位和专家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共同

实施。

（二）制定背景

咖啡是世界三大饮料作物之一，其产量、消费与经济价值在热带经济作物中

占据重要地位，在世界热带农业经济、国际贸易及人类生活中发挥着关键作用，

同时也是我国的重要热带经济作物。生咖啡的品质是决定咖啡市场价格的重要因

素，为了准确的描述和区分不同咖啡的品质特征，研究人员多借助嗅觉、味觉等

感官特性对咖啡品质进行量化评价，其核心目标是实现客观、可重复的品质判定。

生咖啡的感官属性以绿原酸、蔗糖、脂类等风味前体物质形式存在，无法通

过直接品评实现品质判定，必须借助烘焙、研磨、冲泡等步骤转化为可品尝的咖

啡液，每个步骤的参数控制都会影响最终评价结果，当前行业普遍存在制备方法

碎片化、技术参数模糊等问题，导致不同实验室间评分结果差异较大，严重削弱

检测数据的权威性。此外，欧美咖啡标准体系建立在 200余年工业化生产的基础

上，在咖啡感官标准方面已形成覆盖全产业链、多维度协同的标准化体系。而中

国咖啡商业化种植始于 20世纪 80年代，目前也还未发布有关生咖啡感官分析样

品制备的国家标准，在国家标准制定方面存在明显滞后。

因此，制定《感官分析方法 生咖啡感官分析的样品制备》国家标准有助于



建立科学的评价基准，确保评估结果的一致性和可比性，保障贸易的公平性，也

能与咖啡的国际标准体系接轨、提升在咖啡产业的话语权，同时也为咖啡产业链

的可持续发展赋能。

国际标准 ISO 6668:2008 《Green coffee—Preparation of sampIes for use in

sensory anaIysis》（生咖啡 感官分析用样品的制备）于 2008年完成了制定并颁

布实施，我国对该领域的应用与研究已开始，为使这项工作规范化，并与国际标

准接轨，标准起草组拟尽快完成采标转化工作。

（三）主要工作过程

1. 收集和分析资料

计划任务下达后，标准起草工作组对国际标准 ISO 6668:2008 《Green coffee

—Preparation of sampIes for use in sensory anaIysis》展开了研究，同时查阅和收集

了国内外有关文献资料，了解有关咖啡感官分析实验中样品制备的方法、要求和

相关内容的研究动态。通过比对研究、分析差异后，起草工作组决定按照标准计

划执行，等同采用国际标准 ISO 6668:2008。

2. 确立编制原则和实施制定工作计划

确定等同采用国际标准 ISO 6668:2008后，对原国际标准经过消化、翻译和

吸收，并对翻译后文本中所用的词汇、短语、句子及语法等进行核对和校准，形

成了符合中文规范和习惯的国家标准初稿。进一步对初稿进行讨论和校对，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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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规则》、

GB/T 1.2—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部分：以 ISO/IEC 标准化文件为基础的

标准化文件起草规则》和 GB/T 20001.7—2017《标准的编写：指南标准》中规定

的要求，于 2025年 2月完成了标准草案（讨论稿）。

2025年 3-4月以线上会议、邮件等方式召开了由起草单位及相关专家组成的

标准讨论，标准起草工作组对标准草案进行了讨论和认真修改，形成标准文件《感

官分析方法 生咖啡感官分析的样品制备》（征求意见稿）。

3. 征求意见并组织进行标准验证

为考察标准的实用性和可操作性，标准的征求意见稿和编制说明将发至全国，

广泛征求相关主管部门、科研单位、质量监督机构、检测机构、高等院校、生产

企业等相关方意见，目前正在组织相关企业单位和科研机构进行标准试用及验证。



二、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一）编制原则

本文件描述了生咖啡的烘焙、研磨，以及将咖啡粉制备成用于感官分析咖啡

液的方法。文件制定的基本原则如下：

1. 遵从国家标准编制要求的原则

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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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

写规则》、GB/T 1.2—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部分：以 ISO/IEC标准化文

件为基础的标准化文件起草规则》和 GB/T 20001.7—2017《标准的编写：指南标

准》中的要求进行标准编写。

2. 采用国际标准成熟条款的原则

ISO 6668:2008 是国际标准化组织发布的国际标准，ISO 标准以其先进性和

科学性得到全世界认可。本文件拟等同采用 ISO 6668的成熟性条款，研制与国

际先进技术同步的国家标准。

3. 与其他相关标准协调的原则

本文件是我国感官分析标准体系中的国家标准之一，属于方法系列标准。在

标准技术内容制定上，本文件与国内现行有效的相关标准相协调、相互补充，既

力求于感官分析方法标准体系完善，同时保证体系内各标准在术语、符号、概念

的使用和方法等方面与现有标准配套协调。规范性引用标准如下：

GB/T 6005－2008 试验筛 金属丝编织网、穿孔板和点成型薄板 筛孔的

基本尺寸（ISO 565:1990，MOD）

GB/T 6682－2008 分析实验室用水规格和试验方法（ISO 3696:1987，MOD）

NY/T 1518—2007 袋装生咖啡 取样（ISO 4072:1982，IDT）

4. 力求标准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的原则

本文件旨在制定新的国家标准，填补目前国内尚未有生咖啡感官分析的样品

制备相关标准的空白，同时保证制定出的方法具有良好的适用性和实用性。在充

分考虑我国相关使用方的条件配置和实际技术需求，确保实际操作中能够达到本

文件的基本要求，同时考虑我国社会发展现状及我国从业人员的受教育程度，该



标准在技术和经济要求方面是可行的，能够操作实施，使标准更具有指导性和应

用性。

（二）标准的主要内容

1. 标准主要框架

本文件内容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原理、制备用水、设

备、取样、程序、试验报告等内容。

2. 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拟等同转化 ISO 6668:2008 《Green coffee—Preparation of sampIes for

use in sensory anaIysis》。

本文件描述了生咖啡的烘焙、研磨，以及将咖啡粉制备成用于感官分析咖啡

液的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进行咖啡感官分析所需样品的制备。

本文件的应用包括以下几方面：

——确定某一批次咖啡的可接受性（需经相关方协商一致），包括但不限于

以下场景：评估咖啡缺陷（需轻度烘焙样品）及风味、色泽特性（需中度烘焙样

品）的分析；

——质量控制；

——不同样品的比较评价（需对各样品采用相同的制备程序）。

（三）确定依据

根据计划任务下达，起草工作组等同采用国际标准 ISO 6668:2008，确保标

准的科学性和先进性，与国际进行标准保持同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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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前正在组织相关企业单位和科研机构进行标准试用及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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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等同转 ISO 6668:2008 《Green coffee—Preparation of sampIes for use

in sensory anaIysis》，主要技术内容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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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等同转 ISO 6668:2008 《Green coffee—Preparation of sampIes for use

in sensory anaIysis》，主要技术内容与国际标准保持一致。

六、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是实施我国国家标准感官分析标准中方法类系列标准的配套应用标

准。文件给出了生咖啡的烘焙、研磨，以及将咖啡粉制备成用于感官分析咖啡液

的方法。文件给出了用于生咖啡感官分析的样品制备的制备用水和设备。文件建

立了生咖啡的取样以及烘焙、研磨和冲泡程序，为建立科学的咖啡品质评价体系、

提升咖啡行业的质量控制、促进咖啡国际贸易等方面提供了标准支撑和技术保障。

因此，本文件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是相配套的。

七、重大分歧意见处理依据

本文件制定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无。

九、贯彻国家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建议标准实施后组织标准宣贯，以使企业、检测机构及科研院校、研究机构

等更好地了解标准内容，理解其技术要点，促进标准顺利实施。

建议标准“发布即实施”。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感官分析方法 生咖啡感官分析的样品制备》标准起草工作组

二〇二五年四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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