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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青稞酩馏酒》编制说明

一、简况

（一）任务来源与项目编号、起草单位、主要起草人

根据《青海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管理规定》《关于印发 202

0年度青海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项目计划的通知》（青卫食品﹝2

020﹞4号），青海省食品工业协会、青海慕容古寨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共同负责并联合青海互助青稞酒股份有限公司制订了《食品

安全地方标准 青稞酩馏酒》。主要起草人是：冯声宝、喇录忠、

李翊、苟锐锋、慕兰、南玥、师成旭、闫国凯、李若旦才让、赵

成元、莫志忠、杨海春。

表 1 标准起草人基本情况表

研 制

人员
姓名 性别 年龄 职称 职务 专业 单 位

投入

时间

项目

负 责

人

冯声宝 男 43
高级工程

师
副总经理 化学

青海互助青稞

酒股份有限公

司

5 个月

李翊 女 52 大专 秘书长 管理
青海省食品工

业协会
5 个月

主 要

参 加

人员

喇录忠 男 51
高级工程

师
总监

工业发酵/企

业管理/高级

工商管理

青海互助青稞

酒股份有限公

司

5 个月

苟锐锋 男 31
硕士研究

生
研发员

食品科学与工

程/动物营养

与饲料科学

青海互助青稞

酒股份有限公

司

5 个月

慕兰 女 50
国家一级

品酒师
董事长

慕家村酩馏

酒酿造技艺

传承人

青海慕容古寨

文化发展有限

公司

1 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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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玥 女 25
硕士研究

生
教师

生物技术/职

业教育与人

力资源开发

深圳市第一职

业技术学校
1 个月

续表 1 标准起草人基本情况表

研 制

人员
姓名 性别

年

龄
职称 职务 专业 单 位

投入

时间

主 要

参 加

人员

闫国凯 男 47 助理工程师 经理 生物工程
青海互助青稞酒

股份有限公司

1 个

月

李若旦

才让
男 50 助理工程师 主管 药学

青海互助青稞酒

股份有限公司

1 个

月

赵成元 男 48 工程师 项目专员 食品工程
青海互助青稞酒

股份有限公司

1 个

月

莫志忠 男 58
国家一级品

酒师
副总经理 白酒调制

互助县土族纳顿

文化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

1 个

月

杨海春 男 49 酿酒师 副总经理 白酒酿造

互助县土族纳顿

文化旅游开发有

限公司

1 个

月

（二） 简要起草过程

项目于 2020 年 4 月立项后，标准起草组成员及时召开会议

进行研究、讨论，明确了分工，并制订了详细的工作方案。随后，

于 6月派人对青海省内市面上在售的青稞酩馏酒进行抽样检测，

抽样数量共 47批。

在综合分析青稞酩馏酒检测数据的基础上，遵循《中华人民

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青海省食品

安全地方标准管理规定》等法律、法规规定， 按照 GB/T 1.1《标

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编制该青

海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青稞酩馏酒》“征求意见稿”。经多

次讨论，发送给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生产企业、技术推

广和行政管理部门人员广泛征求意见，并组织召开地方标准专家

评审会 2次，在综合汲取各方意见和专家评审意见的基础上，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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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形成了“审定稿”。

二、与我国、我省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青稞酩馏酒》标准各项技术指标的确

定参照了国家标准 GB/T 10781.2《清香型白酒》检测数据分析确

定，污染物指标应符合 GB276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

物限量》的规定，真菌毒素限量应符合 GB2761的规定，农药残

留量应符合 GB276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

量》的规定及国家有关规定和公告，突出青稞酩馏酒的特征理化

指标严于国家标准的技术要求。

三、国外、国内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情况的说明

目前国内外没有《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青稞酩馏酒》相关的

标准，市面上在售的酩馏酒产品按照 GB/T 10781.2《清香型白酒》

国家标准进行检测和质量管控，无法突出当地青稞酩馏酒产品的

特色和优势，因此制定符合青海省酩馏酒地方标准有助于规范青

稞酒的生产、质量和产品安全，提升青稞酩馏酒品质，促进青稞

酩馏酒的健康发展。

四、标准的制（修）订原则

标准的制定应符合以下主要原则：1、能够体现出青稞酩馏

酒区域特色和风格特点，符合青海省实际，具有可操作性强的原

则；2、必须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的原则；3、有利于

保障各方利益，促进产业发展的原则；4、便于实施监督，保障

产品安全的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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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确定各项技术内容

（一）酒精度指标的确定

本文件中酒精度范围的确定是依据国家 GB/T 10781.2《清香

型白酒》标准中酒精度进行分级，并通过对当地青稞酩馏酒实地

调研，结合青稞酩馏酒酿酒工艺特点，最终确定为高度酒：40%

vol≤酒精度≤50%vol，低度酒：25%vol≤酒精度＜40%vol。

（二）总酸指标的确定

本文件中青稞酩馏酒低度酒的总酸检测值在 0.74g/L～1.30g

/L之间，高度酒的总酸检测值在 0.23g/L～1.25g/L之间。由于青

稞酩馏酒目前没有形成规模，主要集中于小作坊加工生产，且销

售渠道较为单一，基本满足于周边区域人员供给，在产品检测和

质量控制上很难执行到位，从目前市面抽检的产品来看，按照标

准初步制定的指标要求，产品的合格率很低，因此将国家标准 G

B/T 10781.2《清香型白酒》的指标要求作为最低标准限值，以本

次样品抽检的数据作为参考，两者结合且遵循“严于国家标准指

标要求和大多数” 原则进行确定最终指标要求：本标准确定青

稞酩馏酒高度酒总酸标准值为≥0.40g/L，在抽检的 27个高度酒

样中 19 个样品合格；按照白酒行业标准规范要求，通常低度酒

指标要求低于高度酒，并结合本次检测结果确定青稞酩馏酒低度

酒酸酯总量标准值为≥0.3g/L，在抽检的 4个低度酒样全部合格；

具体统计结果见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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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青稞酩馏酒总酸检测统计结果

产品分类 GB/T 10781.2（优级） 本标准组段 总数 合格数量 占比率（%）

高度酒 ≥0.40

≥0.45 27 16 59.3%

≥0.40 27 19 70.4%

≥0.35 27 20 74.1%

低度酒 ≥0.25

≥0.35 4 4 100%

≥0.30 4 4 100%

≥0.25 4 4 100%

（三）总酯指标的确定

本文件中青稞酩馏酒低度酒的总酯检测值在 0.40g/L～2.56g

/L之间，高度酒的总酯检测值在 0.44g/L～3.82g/L之间。以本次

样品抽检的数据作为参考，将国家标准 GB/T 10781.2《清香型白

酒》的指标要求作为最低标准限值，两者结合且遵循“严于国家

标准指标要求和大多数” 原则进行确定最终指标要求：本标准

确定青稞酩馏酒高度酒总酯标准值为≥1.10g/L，在抽检的 25个

高度酒样中 15 个样品合格；按照白酒行业标准规范要求，通常

低度酒指标要求低于高度酒，并结合本次检测结果确定青稞酩馏

酒低度酒总酯标准值为≥0.8g/L，在抽检的 4个低度酒样 2个合

格；具体统计结果见表 3。
表 3 青稞酩馏酒总酯检测统计结果

产品分类 GB/T 10781.2（一级） 本标准组段 总数 合格数量 占比率（%）

高度酒 ≥1.00

≥1.10 26 15 57.7%

≥1.00 26 18 69.2%

≥0.90 26 18 69.2%

≥0.80 26 19 73.1%

≥0.70 26 20 76.9%

≥0.60 26 21 80.8%

低度酒 ≥0.70

≥0.90 4 2 50%

≥0.80 4 2 50%

≥0.70 4 2 50%

≥0.60 4 2 50%

≥0.50 4 3 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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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乙酸乙酯指标的确定

本文件中青稞酩馏酒低度酒的乙酸乙酯检测值在 0.43g/L～

0.85g/L之间，高度酒的乙酸乙酯检测值在0.13g/L～1.40g/L之间。

以本次样品抽检的数据作为参考，将国家标准 GB/T 10781.2《清

香型白酒》的指标要求作为最低标准限值，两者结合且遵循“严

于国家标准指标要求和大多数” 原则进行确定最终指标要求：

本标准确定青稞酩馏酒高度酒乙酸乙酯标准值为≥0.60g/L，在抽

检的 25个高度酒样中 16个样品合格；按照白酒行业标准规范要

求，通常低度酒指标要求低于高度酒，并结合本次检测结果确定

青稞酩馏酒低度酒乙酸乙酯标准值为≥0.4g/L，在抽检的 4个低

度酒样 3个合格；具体统计结果见表 4。
表 4 青稞酩馏酒乙酸乙酯检测统计结果

产品分类 GB/T 10781.2（一级） 本标准组段 总数 合格数量 占比率（%）

高度酒 0.6-2.6

≥0.70 27 12 44.4%

≥0.60 27 16 59.3%

≥0.50 27 16 59.3%

≥0.40 27 19 70.4%

≥0.30 27 20 74.1%

低度酒 0.4-2.2

≥0.50 4 2 50%

≥0.40 4 3 75%

≥0.30 4 4 100%

≥0.20 4 4 100%

（五）固形物指标的确定

本文件中青稞酩馏酒参考国家标准 GB/T 10781.2《清香型

白酒》的指标要求，结合样品抽检的数据，且本着“大多数”

原则进行确定最终指标要求：本文件确定青稞酩馏酒高度酒、低

度酒固形物标准值均为≤0.40 g/L，在抽检的 27个高度酒样中 2

5个样品合格；具体统计结果见表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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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青稞酩馏酒总酯检测统计结果

产品分类 GB/T 10781.2（一级） 本标准组段 总数 合格数量 百分比（%）

高度酒 ≤0.40
≤0.40 27 25 92.6%

≤0.30 27 25 92.6%

低度酒 ≤0.70

≤0.70 4 4 100%

≤0.60 4 4 100%

≤0.50 4 4 100%

≤0.40 4 4 100%

（六）食品安全指标的编制说明

青稞酩馏酒中食品安全标准指标直接关系到白酒的质量和

人们身体健康。为了确保青稞酩馏酒质量和安全，本标准参照并

严于 GB 2757，在对所抽样品的检验中，本文件所涉及的铅、甲

醇和氰化物食品安全指标检测值均符合现行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值及本文件指标要求，合格率 100%，最终确定青稞酩馏酒中铅

≤0.40，甲醇≤0.50，氰化物≤5.0；其统计结果如表 6。
表 6 食品安全指标

项目 国家食品安全标准 本标准 检测数量 合格数量 合格率（%）

铅（以pb计）/（mg/kg） ≤0.50 ≤0.40 46 46 100%

甲醇a/（g/L ） ≤0.60 ≤0.50 47 47 100%

氰化物a(以HCN计)/

（mg/L ）
≤8.0 ≤5.0 46 46 100%

六、征求意见的采纳情况

青海省《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酩馏酒》（征求意见稿）在广

泛征求意见阶段共发送给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技术推广和行

政管理部门人员 20人，收回意见表 18份，共收集了意见 8条，

我们对意见进行了汇总、归纳和处理，其中，采纳意见 5条，不

采纳 3条，无意见 10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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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 标准征集意见汇总表

序号 条款或部位 修正建议 采纳结果或不采纳原因简述

1 前言 按照最新标准格式和要求修改前言 采纳

2

2.规范性引

用文件

按照先强制性标准、推荐性标准顺

序由小到大排列

不采纳，按照国家标准规范要求，

先国标（不按强制性和非强制性

排列）、地标、行标及其他标准

由小到大的顺序进行排列

3
3.3产品分类 建议规范酩馏酒度数，一般不能高

于50度

采纳

4 4.2生产工艺 建议删除“青稞酩馏酒的生产工艺” 采纳

5

4.技术要求 增加“食品添加剂要求” 不采纳，由于本标准明确规定了

青稞酒为纯固态发酵，不允许添

加食品添加剂，不能检出外源添

加物。

6 4.技术要求 增加“污染物和真菌毒素限量要求” 采纳

续表 7 标准征集意见汇总表

7

4.3理化指标 建议“酒精度允许公差放宽标准” 不采纳，国家标准中明确要求酒

精度允许公差±1%VOL，不能宽于

国标要求规定

8
4.4食品安全

指标

建议删除“氨基甲酸乙酯”和“邻

苯二甲酸二异壬酯”指标

采纳

在专家审定会上，与会专家对《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青稞酩馏

酒》的格式、引用文件、条款表述、理化指标要求等提出了一些

修改意见，标准起草组组根据专家组的要求逐一进行了修改。

七、标准实施建议

（一）国家青稞产业政策：由省发展改革委牵头会同省农业

农村厅等部门提出《关于加快青海省青稞产业发展的实施意见》，

明确了青稞产业要紧紧围绕“乡村振兴”和“一优两高”战略实

施，按照“政府引领、市场导向、龙头带动、科技支撑”的发展

思路，以绿色有机为方向，以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为主线，以“青

海青稞·健康天下”为主题，以标准化、产业化、品牌化为出路，

以体制和科技创新为动力，深度研发青稞多元功能，发挥青稞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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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内涵，促进精深加工，开拓国内外市场，提高产业发展质量和

效益。

（二）青海省青稞酩馏酒现状：目前，由于青稞酩馏酒没有

形成规模，主要集中于小作坊加工生产，且销售渠道较为单一，

基本满足于周边区域人员供给，产品品质层次不齐，提升空间较

大，其核心就是青稞酩馏酒标准的缺失，导致各企业的青稞酒生

产工艺不规范，食品安全标准缺乏参考指标，这在很大程度上限

制了青稞酩馏酒的发展。

（三）把本标准作为青海省统一的青稞酩馏酒质量安全标准

推行，按开放、透明、公平原则，利于科学合理利用青稞资源，

依托青稞酩馏酒非物质文化遗产优势，促进青稞酩馏酒品类发

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