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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

的规定起草。 

本文件根据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的2005年第78号令《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

及GB/T 17924-2008《地理标志产品标准通用要求》制定。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朝阳市龙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 

本文件由朝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朝阳市龙城区市场监督管理局、辽宁省地质矿产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

XXXXXXXX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XXX、……。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

进行反馈，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朝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朝阳市双塔区新华路二段2号：0421-2800186)。 

标准起草单位：辽宁省地质矿产研究院有限责任公司（沈阳市皇姑区北陵大街31号，

024-868468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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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产品 朝阳杏仁油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地理标志产品朝阳杏仁油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分类、等级划分、

技术质量要求、检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和标识、包装、运输和储存。 

本文件适用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依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

定》批准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朝阳杏仁油。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41386-2022 杏仁油 

GB 2716-20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植物油 

GB 5009.168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脂肪酸的测定 

GB 5009.22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过氧化值的测定 

GB 5009.22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酸价的测定 

GB 5009.23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植物油脂水分及挥发物的测定 

GB/T 5525植物油脂 透明度、气味、滋味鉴定法 

GB/T 5526植物油脂检验  比重测定法 

GB/T 5527动植物油脂  折光指数的测定 

GB/T 5532动植物油脂  碘值的测定 

GB/T 5534动植物油脂  皂化值的测定 

GB/T 15688动植物油脂  不溶性杂质含量的测定 

GB/T 5490 粮油检验  一般规则 

GB/T 5524 动植物油脂  扦样 

GB 7718 食品标识管理规定 

GB/T 17374 食用植物油销售包装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30354 食用植物油散装运输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标准的术语和定义参照了GB/ T 41386—2022《杏仁油》，确定了本标准所涉及到的术语和定义。

GB/ T 41386—2022《杏仁油》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https://www.so.com/link?m=ub1%2BOzTo5RsN%2Bqd%2FpKatUr9PmUFqsQGojd4b5ctbxOLjFVKPnxth98se2J0JAp77NbHYBTOrKF72ZZakD1b7g56G4HKY7sfiHEndyAXfQShS8%2BvYS8025N%2FMiiM6wNqvJQme5TbLgP5bh4SE4kWBlwIiPEHCGEYXZ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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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阳杏仁油 Chaoyang almond oil 

以朝阳龙城区所产杏的种仁（包括甜杏仁和苦杏仁）为原料，采用压榨、浸出等工艺制取的可供实

用的油品。 

注：采用苦仁为原料时，一般需要水洗等脱苦工艺处理。 

4 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 

辽宁省朝阳市龙城区现辖行政区域 

5 分类 

根据杏仁的滋味特点分为甜杏仁油和苦杏仁油。 

6 等级划分 

共设7个项目，包括：气味、滋味，透明度，色泽，水分及挥发物含量，不溶性杂质含量，酸价，

过氧化值。符合食用油安全要求，也符合我国杏仁油加工品质现状和杏仁油产品的特点，与其他植物油

要求基本相同,按以上要求共分两个级别。 

 

表 1   杏仁成品油等级划分依据 

  

项目 一级 二级 

气味、滋味 具有杏仁油气味和滋味，无异味 

透明度(20 ℃ ) 透明 允许微浊 

色泽 浅黄至黄色 浅黄至橙黄 

水分及挥发物含量/ % ≤0．10 

不溶性杂质含量/ % ≤0．05 

酸价(KOH) / (mg / g) ≤1.0 ≤3.0 

过氧化值/ (g/ 100 g) ≤0．15 ≤0．24 

 

7质量要求 

7.1 原料来源 

产地范围内的野生山杏杏仁。 

7.2 产品质量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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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2 朝阳杏仁油质量要求 

 

 

 

7.3 食品安全要求 

按食品安全标准和法律法规要求规定执行。 

 

注：如GB2716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7.4 其他 

杏仁油中不得掺有其他食用油或非食用油；不得掺杂其他产地杏仁油；不得添加任何香精和香料。 

8 检验方法 

8.1 折光指数检验 

按 GB/T 5527执行。 

8.2 相对密度检验 

按 GB/T 5526执行。 

8.3 碘值检验 

按 GB/T 5532执行。 

项目 指标 

折光指数（20℃) 1.460～1.480 

相对密度（25℃) 0.910～0.930 

碘值（I)/(g/100g) 93～116 

皂化值（KOH)/(mg/g) 188～197 

不皂化物（g/kg) 0.2～0.4 

酸值（KOH)/(mg/g)≤ 3.0 

过氧化值（g/100g)≤ 0.25 

水份及挥发物％≤ 0.10 

不溶性杂质％≤ 0.04 

氰化物／(mg/kg)≤ 5 

加热试验（280℃) 允许有微量析出物，罗维朋比色：黄色值不变，红色值增加小于 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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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皂化值检验 

按 GB/T 5534执行。 

8.5 脂肪酸组成检验 

按 GB 5009.168执行。 

8.6 气味、滋味、透明度检验 

按 GB/T 5525 执行。 

8.7 色泽检验 

按 GB/T5009.37执行。 

8.8 水分及挥发物检验 

按 GB 5009.236执行 

8.9 不溶性杂质检验 

按 GB/T 15688执行。 

8.10 酸价检验 

按 GB 5009.229 执行。 

8.11 过氧化值检验 

按 GB 5009.227执行。 

9 检验规则 

9.1 检验一般规则 

按照GB/T 5490执行。 

9.2 取样  

按GB/T 5524 执行。 

9.3 出厂检验 

9.3.1  每批产品交收前应进行交收检验。 

9.3.2  按第 7章表 2质量要求全部项目都需要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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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4 型式检验 

检验项目为第7章表2全部项目。有下列情况之一时，应进行型式检验： 

 

（a）新产品或者产品转厂生产的油品；  

（b）正式生产后，如结构、材料、工艺有较大改变，考核对产品性能影响时；  

 (c) 正常生产过程中，定期或积累一定产量后，周期性地进行一次检验，考核产品质量稳定性时；  

 (d) 产品长期停产后，恢复生产时；  

 (e) 出厂检验结果与上次型式检验结果有较大差异时；  

 (f)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提出进行型式检验的要求时。 

9.5 判定规则 

检验结果有一项不满足第七章表 2要求，即判定为不合格产品。 

10 标志、标签、包装、贮存、运输、销售 

10.1 标志 

获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生产者，可在其产品包装上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标志的

使用应符合《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管理办法（试行）》
[1]
。产品名称应按本文件规定的名称标注。 

10.2 标签 

应符合GB 7718和《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管理办法》的规定
[2]
。 

10.3 包装 

应符合GB/T 17374的规定,包装储运图示标志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 

10.4 贮存 

食用油的贮存要做到储存食用油应选用干燥、通风、不易受阳光直射的仓库,仓库保持干燥、清洁、

无异味,严禁使用杂物堆放、吸烟、使用明火等。 

储存的食用油应按品种、规格等分类,放置有序、明显标识,不得混放。储存的食用油应保持干燥、

洁净、无异味的环境,避免暴露在阳光、水分氧气等有害因子的影响下,以保持油品原有品质和营养价值。 

在储存食用油时，应严格遵守存放期限，对于过期或者已经失去原来原有品质的食用油，应及时清

理，防止对油品的品质造成污染或影响。 

10.5 运输 

产品运输过程应注意安全。运输时应避免日晒、雨淋、渗漏、污染和标签脱落。散装运输应满足

GB/T 30354-2013的要求。 

http://www.so.com/s?q=%E7%BB%93%E6%9E%84&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http://www.so.com/s?q=%E5%B7%A5%E8%89%BA&ie=utf-8&src=internal_wenda_recommend_text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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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6 销售 

朝阳杏仁油在零售终端不得脱离原包装散装销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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