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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产品 灵宝大枣

GB／T 22741—2008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灵宝大枣的术语和定义、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包

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批准保护的干制

灵宝大枣。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T 5009．3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T 5009．7食品中还原糖的测定

GB／T 5835红枣

GB／T 6195水果、蔬菜维生素C含量测定法(2，6一二氯靛酚滴定法)

GB／T 6543运输包装用单瓦楞纸箱和双瓦楞纸箱

GB 7718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T 8321(所有部分)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T 12456食品中总酸的测定

GB／T 13607苹果、柑桔包装

GB 18406．2农产品安全质量无公害水果安全要求

GB／T 18407．2农产品安全质量无公害水果产地环境要求

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令Ez006]第75号)

3术语和定义

GB／T 5835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灵宝大枣dried Lingbao jujube

在本标准第4章规定的范围内生产，符合本标准要求的干制红枣。

4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

灵宝大枣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限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规定》批准的范围，包括河南省灵宝市的大王镇、阳店镇、川口乡、寺河乡、尹庄镇、城关镇、函谷关

镇、苏村乡、五亩乡、朱阳镇、焦村镇、西闰乡、阳平镇、故县镇、豫灵镇共15个乡镇现辖行政区域，即灵宝

市现辖行政区域，见附录A。

5要求

5．1 品种

圆枣、屯屯枣以及由其选育并通过审定的新品种。

】



GB／T 22741—2008

5．2产地环境

区域内年平均气温12．3℃～13．7℃，年极端最高气温42．7℃，年极端最低气温一21℃，6月至

8月昼夜温差≥9℃，年无霜期为190 d～210 d。年日照时数2 270 h--2 400 h，年平均太阳辐射量

504．4MJ／cm2，光合有效辐射量为247．0 MJ／cm2，年降水量506 mm～719 mm。土壤有机质含量

0．8％～1．0％，pH值7．0--8．5，并符合GB／T 18407．2要求。

5．3栽培技术

参见附录B。

5．4等级规格

等级规格指标应符合表1规定。

表1等级规格

等 级
项 目

特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果实呈圆屯形，底部和顶部凹陷，色泽深红，果皮薄，皱纹粗浅，味甘甜，身千，手握不粘个。无霉烂，
基本要求

杂质不超过o．5％

直径／mm ≥36 ≥32 ≥26 <26

果形饱满，具有本品种
果形较饱满，具有本品

果形 种应有的特征，个大、 果形较饱满，个头均匀 果形较饱满
应有的特征，个大、均匀

均匀

弹性好，有光泽，肉质 弹性好，有光泽，肉质
肉质肥瘦不均，允许有

品质 弹性好，肉质肥厚 不超过10％的果实色泽
肥厚 肥厚

稍浅

无浆头，无不熟果，无病 无浆头，无不熟果，无病
允许浆头不超过2％，不

允许浆头不超过5％，不

损伤与缺陷 果、虫果，破头不超 果、虫果，破头不超
熟果不超过3％，病虫

熟果不超过5％，病虫

果、破头两项各不超
果、破头两项不超过

过2％ 过4％ 15％(其中病虫果不得
过5％

超过5％)

5．5理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2规定。

表2理化指标

项 目 指 标

可溶性总糖(以还原糖计)／％ ≥ 70

维生素C／(mg／100 g) ≥ 13

可食率(以质量计)／％ ≥ 92

总酸／％ ≤ 1．1

水分／％ ≤ Z5

5．6安全要求

按GBl8406．2规定执行。

6检验方法

6．1等级规格

直径以果实肩部直径为准，用游标卡尺测量。其余项目按GB／T 5835执行。

2



GB／T 2274卜一2008

6．2感官特征

用目测检查。

6．3理化指标

6．3．1可溶性总糖

按GB／T 5009．7规定检测。

6．3．2维生素c

按GB／T 6198规定检测。

6．3．3可食率

称取样枣200 g～300 g，称量后逐个切开，将枣肉与核分离，再称果肉质量按式(1)计算：

A一／7／1×100％ ⋯⋯⋯⋯⋯⋯⋯⋯⋯⋯(1)
m

式中：

A——可食率，％；

m——全果质量，单位为克(g)；

m，——果肉质量，单位为克(g)。

6．3．4水分

按GB／T 5009．3规定检测。

6．3．5总酸

按GB／T 12456规定检测。

6．4安全要求

按GBl8406．2的规定执行。

7检验规则

7．1组批

同一品种、同一等级、同一批销售的灵宝大枣作为一个检验批次。

7．2取样

按GB／T 5835规定执行。

7．3检验分类

7．3．1交收检验

每批产品交收前应进行交收检验。检验项目包括等级规格、感官特征、包装和标志。

7．3．2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包括本标准要求中规定的全部项目，有下列情形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生产环境、栽培和加工技术有重大变化，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b) 国家质量监督部门按规定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7．4判定规则

7．4．1检验项目全部符合本标准的，判定为合格产品。

7．4．2在整批样品中不合格果率超过5％时，判定等级规格和感官特征不合格，允许降等或重新分级。

在检验中如有不合格项，允许复检一次，仍不合格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产品。包装、标志若有一项不

合格，判交收检验不合格。

7．4．3净含量应与包装上明示的质量一致，允许误差按《定量包装商品计量监督管理办法》执行。

8包装、标志、运输与贮存

8．1包装

包装应符合GB／T 6543或GB／T 13607规定要求。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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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标志

按GB 7718和《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规定执行。

8．3运输

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无污染，不得与有毒有害物品混存混运，且应防雨防潮。

8．4贮存

严禁与其他有毒有害、有异昧、发霉以及其他易污染物混存混鼓，库房应保持通风干燥，并且有防

潮、防虫、防鼠设施。



附录A

(规范性附录)

灵宝大枣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图

灵宝大枣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见图A．1。

GB／T 2274 1—2008

图A．1 灵宝大枣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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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资料性附录)

灵宝大枣栽培技术

B．1苗木繁育技术

B．1．1育苗地选择

选背风、平坦、土层深厚、肥沃、排灌条件良好的沙壤土或壤土作为育苗地。忌重茬连作。

B．1．2砧木苗的培育

B．1．2．1整地

播种前进行耕翻和精细整地，每公顷旅入腐熟农家肥60 000 kg～75 ooo kg，耙平做畦，灌水沉实。

B．1．2．2播种

砧木种子用酸枣种仁，播种前用60℃温水}曼种，搅拌至常温浸泡6 h～8 h。播种以3月下旬至4月

中旬为宜，播种量每公顷45 kg左右，采用双行带状沟播，宽行行距60 cm，窄行行距30 cm，播种沟深

2 cm～3 cm，播种后覆土、耙平，然后覆地膜。

B．1．2．3苗木管理

幼苗长出5片～7片真叶时定苗，留苗量9株／m。～12株／m2。定苗后结合浇水第一次追肥，每公

顷施尿素120 kg～1 50 kg，第二次追肥在6月下旬至7月上中旬，每公顷施复合肥250 kg～300 kg。

B．1，3嫁接苗木培育

B．1．3．1接穗处理

选品种纯正，生长健壮，无病虫害的优质丰产树作采穗母树。选用生长充实的一年生枣头为接穗。

落叶后至萌芽前采集接穗。采来的接穗剪成单芽枝段，封蜡，蜡温控制在105℃～110℃，接穗在蜡中

停留时间应不长于2 s。蜡封接穗保存于0℃～5℃的冷库或地窖中。

B．1．3．2苗木嫁接

砧木地径应在0．4 cm以上。嫁接以4月上旬至5月初为宜。嫁接方法有合接、舌接和劈接等，嫁

接部位距地表3 cm～5 cm。

B．1．3．3嫁接苗管理

嫁接后应及时除萌，一般需除萌2次～3次。嫁接后20 d～30 d检查成活率，未成活的应及时补

接。苗高20 cm左右时立防风柱绑缚新梢，苗高40 cm时解除绑缚物。

B．1，4苗木出圃

在苗木落叶后至土壤封冻前或翌春土壤解冻后至萌芽前出圃。起苗前应浇透水，保证苗木主、侧根

系完好。避免大风烈日下起苗。

B．2建园

B．2．1园地选择

选择土层深厚，土壤肥沃，pH值7．o～8．0，排水良好的沙壤土或壤土建园，丘陵山地建园坡度应在

30。以下，枣园周围没有严重污染源。

B．2．2栽植

平地建园，应进行土地平整，沙荒地应进行土壤改良，山区或丘陵地应修筑水平梯田。栽植密度：平

地建园株距4 m～5 irl，行距5 m～6“；山地建园株距3 m～4 m，行距4 m～5 m；枣粮间作株距4 m～

5 m，行距10m～15 m。栽植行向南北向，山区沿等高线栽植。秋栽在苗木落叶后至土壤封冻前进行。

春栽在土壤解冻后至苗木芽体萌动期进行。栽植时挖长宽深各1 m的定植穴，每穴施腐熟农家肥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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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kg～lO kg，与表土拌匀后回填，栽植深度以苗木根颈与地面相平为宜。栽后踏实并浇透水，定干

70 cm～80 cm，封土并覆盖地膜。

B．3栽培管理

B．3．1土、肥、水管理

B．3．1．1土壤管理

每年春季及入冬前各进行枣园土壤深翻1次，深度为20 cm～30 cm，耕翻后耙平。生长季尤其是

雨季树盘应及时中耕除草，松土保墒。枣粮间作园可间作小麦等矮秆作物，间作时应留出1 m以上的

营养带。

B．3．1．2施肥

基肥以腐熟的农家肥为主，可适量加入速效肥，果实采收后尽早施入，施肥量为每公顷30 000 kg--

60 000 kg，环状沟施或放射状沟施。追肥时期为萌芽前、盛花初期、果实迅速膨大期，以复合肥为主，施

肥方法为多点穴施，施肥后浇水。叶面喷肥，花蕾生长期可喷0．3％t0．4％的尿素；花期喷0．3％的尿

素加o．2％的硼砂。有条件的枣园可应用树体营养诊断、配方平衡施肥等新技术，提高施肥效果。

B．3．1．3灌水

在发芽前、开花前、果实膨大期和果实成熟期各浇水一次。一般采用畦灌、沟灌。干旱缺水地区及

丘陵山区采用穴灌并盖膜保墒。提倡采用滴灌、喷灌等节水灌溉方法。

B．3．2花果管理

B．3．2，1枣园放蜂

每3．3 hm2(50亩)枣园放1箱--2箱蜜蜂。开花前2 d将蜂箱置于枣园中。采用放蜂授粉的果园，

花期禁止喷洒对蜜蜂有害的农药。

B．3．2．2花期喷水

喷水时间一般以下午近傍晚时为好。一般年份喷洒2次～3次，严重干旱的年份可喷洒3次～

5次。一般隔1 d～3 d喷水一次。

B．3．2．3花期喷肥

在盛花期喷15 mg／kg--30 mg／kg的赤霉素(GA。)、0．05％～o．2％的硼砂、0．3％～0．4％的尿素

混合水溶液。第一次喷后相隔5 d～7 d再喷一次。

B．3．2．4预防裂果

在8月上旬前覆盖与树冠大小相同的地膜．在果实白熟期及时浇水。

B．3．3整形修剪

休眠期修剪在落叶后至发芽前进行，生长期修剪在生长期进行。

B．3．3．1常用树形

B．3．3．1．1疏散分层形

全树有6个～8个主枝分2层～3层排布在中心主干上。第一层主枝3个，第二层主枝2个～

3个，第三层主枝1个～z个；主枝与于夹角60。左右，每主枝着生2个～3个侧枝。

B．3．3．1．2自然圆头形

全树有6个--8个主枝，错落排列在中心主干上，主枝之间的距离为50 cm～60 cm，主枝与中心主

干的夹角为50。～60。；每个主枝上着生2个～3个侧枝，侧枝相互错开。

B．3．3．1．3开心形

主干高80 cm～100 cm，树体没有中心主干；全树3个～4个主枝轮生或错落着生在主干上，每主枝

着生2个～4个侧枝，侧枝在主枝上要按一定的方向和次序均匀分布。

B．3．3．2幼树的修剪

通过定干和各种不同程度的短截促进枣头萌发而产生分枝，培养主枝和侧枝，迅速扩大树冠。将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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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骨干枝的其他枣头培养成辅养枝或健壮的结果枝组。

B．3．3．3初果期枣树的修剪

当冠径已达要求，则对各级骨干枝的延长枝进行缓放或摘心，控制其延长生长。继续培养大、中、小

各类结果枝组，结果枝组在树冠内的配置应合理。

B．3．3．4盛果期枣树的修剪

采用疏缩结合的方法，打开光路，引光人膛，培养扶持内膛枝，防止或减少内膛枝条枯死和结果部位

外移，维持树势稳定，适时进行结果枝组更新。

B．3．3．5衰老期枣树的修剪

枣树刚进入衰老期应轻度回缩，一般剪除各主、侧枝总长的1／3左右；树体极度衰弱，应在原骨干枝

上选向外生长的壮枣股处锯掉枝长的2／3或更多一些，刺激骨干枝中下部的隐芽萌发，重新培养树冠。

B．3．3．6夏季修剪

夏季修剪主要方法是抹芽摘心。萌芽后对无生长空间的枣头进行抹芽。成龄树枣头留2个～6个

二次枝进行摘心。二次枝随生长随摘心。

B．4病虫害防治

防治应贯彻以预防为主、质量效益优先、无公害生产为目标的原则，以农业和物理防治为基础，提倡

生物防治，按照病虫害的发生规律和经济阈值，科学使用化学防治技术，有效控制病虫害危害。主要防

治枣锈病、枣炭疽病、枣尺蠖、枣粘虫、枣食象甲等病虫为害。使用的农药种类及要求按GB／T 8321(所

有部分)相关规定执行。

B．5果实采收

应在果实完熟期采收，严禁早采。人工采摘或用杆震枝法采收。

B．6制干

红枣采收后应及时清洗并按大小分级。红枣干制技术可分为FI晒法、烘炕法。

B．6．1日晒法

将清洗分级后的枣放在高粱箔或其他材料制成的箔上自然晾晒。每天翻动2次～3次，夜间将箔

卷起，用席或塑料薄膜盖上，第二天日出时摊开，持续10 d--15 d即可晒成。

B．6．2烘炕法

烘炕法可分为“回笼式炕房”和“T字沟地炕”两种。一般烘炕30 h左右，出炕时枣的含水量约为

30％。通过晾晒，使含水量达到25％以下即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