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团体标准《荞香酒》

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及起草单位

（一）任务来源

由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委员会向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提出

申请，由中国食品工业协会批准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委员会和

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作为主要牵头单位起草编制《荞香

酒》的团体标准 。

（二）起草单位

起草单位：中国食品工业协会、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委员

会、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劲牌有限公司。

（三）起草分工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负责标准制定工作的组织 、协调，相关资料

的查阅、收集。

中国食品工业协会白酒专业委员会和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

有限公司负责标准的起草、撰写、修订。

劲牌有限公司，为团体标准的编制提供重要依据和编写适当的条

目。

二、 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荞香酒是以苦荞蒸馏酒或纯粮固态发酵生产的白酒为酒基，加入



浸提（复蒸馏）的苦荞麦提取液，经过滤、陈酿和调配而成的植物浸

提类蒸馏型配制酒。近年来，随着我国国民经济发展和居民消费水平

的提高，人们对白酒的消费需求呈现个性化、多元化和高端化。荞香

酒作为酒类中新兴产品，其消费市场遍布全国，在带动传统白酒的转

型发展同时，形成了具有明确功能因子的养生酒，赋予了传统白酒健

康内涵，让消费者在感受白酒风味产品的同时又能享受一定的保健功

能。

但与高需求不相匹配的是荞香酒并没有统一的产品标准，造成市

场上相关产品良莠不齐，以次充好、以假乱真的现象有所存在，致使

消费者不仅难以获得准确产品信息，甚至还容易买到品质安全不合格

的产品，不利于荞香酒品类整体质量及品牌形象的提升。因此，制定

荞香酒团体标准，有利于引导和规范企业发展，提升荞香酒的质量与

安全控制水平，保护消费者身心健康。

三、编制过程

1、2020 年 1 月，组建标准起草小组。

2、2020 年 2月-7 月，起草小组完成行业调研、资料收集、标准

草案稿及编制说明的编写。

3、2020 年 8月，起草小组召开标准讨论工作会议，就标准草案

稿进行讨论修改，并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四、标准制订的基本原则和依据

（一）基本原则

1、贯彻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方针政策；



2、考虑使用要求，并兼顾社会、行业的综合效益；

3、推广先进技术成果，在符合使用要求的条件下，有利于标准

对象的简化、选优、通用和互换，做到技术上先进、经济上合理；

4、相关标准协调配套；

5、有利于保障食品安全和人民身体健康。

（二）标准依据

标准的编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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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起草，具体技术内容参照 GB2757《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GB 895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生产卫生规范》、GB 5009.1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GB/T 10345《白酒分析方法》等标准及检测方法

进行编制，并结合荞香酒产品的特点制定。

五、标准主要内容

（一）定义

本标准对荞香酒有明确界定：

荞香酒是以苦荞蒸馏酒或纯粮固态发酵生产的白酒为酒基，加入

浸提（复蒸馏）的苦荞麦提取液，经过滤、陈酿和调配而成的植物浸

提类蒸馏型配制酒。

（二）产品分类

其产品按酒精度可分为高度酒和低度酒；按等级可分为优级和一

级。

（三）技术要求



起草组通过调研并结合行业实际，形成以下技术要求：

1、生产要求

产品的质量与安全和生产环节密切相关，因此从生产源头对荞香

酒生产进行规范和要求十分必要：

a 原料和辅料

应符合相应的食品标准要求和有关规定。辅料应符合生产工艺要求。

b 生产条件

生产企业应具备良好环境条件、纯粮固态发酵白酒生产装备及必

要检测手段，宜采用 ISO9000 质量保证体系、ISO14000 环境保证体

系和 HACCP 食品安全保证体系及完善的产品质量检测系统，同时具备

一定的生产能力。

c 生产工艺

应根据不同类型白酒的特点按照其规定的工艺要求，用酒曲经固

态糖化、固态发酵、固态蒸馏后,加入浸提（复蒸馏）的苦荞麦提取

液，经过滤、陈酿和调配而成。

2、质量与安全要求

质量与安全是荞香酒产品的根本保障。本标准主要从感官及理化

指标方面对荞香酒的质量和安全进行规定，不同的荞香酒产品除了应

符合其相应产品或工艺标准规定及卫生要求外,还应符合以下要求：

a 感官要求：对高度酒和低度酒，分别从产品色泽、香气、口味、

风格等指标，按优级和一级作出具体描述和规定（详见标准具体内容）；

b 理化要求：除了酒精度、总酸+总酯外，新增总黄酮这一特征



性指标，并按优级和一级作出具体规定（详见标准具体内容）。

c安全要求：产品除卫生要求应符合 GB 2757 的规定外，为进一

步提升产品安全控制水平，本标准对铅的含量提出更高要求：铅（以

Pb 计），mg/kg≤0.18。

（四）分析方法

本标准根据产品技术要求，分别规定了相应的分析方法：

1、感官、理化分析方法

按相应产品标准规定的分析方法执行，主要为GB/T 10345《白酒

分析方法》、GB 5009.22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酒中乙醇浓度的测定》

等。总黄酮按照附录A规定的方法测定。

2、安全指标分析方法

按照 GB 275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蒸馏酒及其配制酒》中有关

规定方法测定、GB 5009.1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等。

（五）生产过程卫生要求

本标准中有关生产过程卫生要求引用 GB 14881、GB 8951 执行。

（六）检验规则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及标签

本标准中有关检验、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引用 GB/T 10346

执行，标签引用 GB 7718 和 GB 2757 执行。

六、征求意见处理结果（暂无）

七、标准实施建议



在本标准通过审核、批准发布之后，由相关机构组织力量对本标

准进行宣贯，在行业内进行推广。建议本标准自发布之日开始实施。

八、其他需要说明的问题（暂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