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猕猴桃贮藏保鲜与运输技术规程》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项目背景

猕猴桃作为六盘水市重要农业特色产业之一，在固脱贫攻坚成果、助推农业高质量发展、

推进农业现代化、开启乡村振兴新局中，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六盘水猕猴桃品牌影响力的

提升和产业的发展及相关标准的修订，地方标准 DB5202/T 009-2018《猕猴桃贮藏保鲜与运

输技术规程》已经不能适应六盘水猕猴桃产业发展需要。为充分发挥标准对产业发展的引领

作用，确保地方标准《猕猴桃贮藏保鲜与运输技术规程》的先进性和适用性，修订贵州省地

方标准《猕猴桃贮藏保鲜与运输技术规程》对六盘水市猕猴桃产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二、工作情况

（一）任务由来及说明

2022 年，根据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对地方标准复审要求，六盘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中

科院武汉植物园等单位相关技术人员和专家对《猕猴桃贮藏保鲜与运输技术规程》进行复审，

复审组一致认为应对 DB5202/T 009-2018《猕猴桃贮藏保鲜与运输技术规程》进行修订，并

形成《贵州省地方标准复审建议表》。2023 年省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了《省市场监督管理

局关于同意立项制定<地理标志产品老厂竹根水>等32项六盘水市2022年度地方标准项目的

批复》批准对该标准进行修订。

（二）编制过程

2022 年 1 月—2022 年 10 月，由六盘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牵头，中科院武汉植物园，六

盘水市农业农村局等单位共同协作，完成标准查新、收集和起草，经定向征求相关单位意见

后形成贵州省地方标准 DB5202/T 009-2018《猕猴桃贮藏保鲜与运输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

2025 年 1 月标准编号和标准名称修改为 DB5202/T 0XX-2025《猕猴桃贮藏保鲜与运输技术规

程》。

（三）主要起草人及其工作分工

标准起草人员及其分工情况见下表。

参与标准起草人员及其分工情况表

姓名 职务/职称 学历 从事专业

项目任

务分工

所在单位

王梦柳 农艺师 硕士研究生 果树生理生态
标准起草、统筹协

调、标准收集

六盘水市农业科学

研究院



张怀山 农艺师 硕士研究生 果树栽培育种 标准起草、标准收集
六盘水市农业农村

局

胡秋舲 副院长/正高 本科 植保 标准查新、标准起草
六盘水市农业科学

研究院

李秀亚 所长/农艺师 本科 果树栽培育种 标准查新、标准起草
六盘水市农业科学

研究院

周玉萍 农艺师 本科 果树栽培 标准起草
六盘水市农业科学

研究院

宋福兵 科长/农艺师 本科 果树栽培育种
标准起草、统筹协调、

标准收集

六盘水市农业科学

研究院

汪志威 农艺师 硕士研究生 果树栽培育种 标准起草、标准收集
六盘水市农业科学

研究院

张荣全 正高 大专 猕猴桃栽培 标准起草 水城区农业农村局

周金海 助理农艺师 本科 猕猴桃栽培 标准起草
六枝特区农业农村

局

三、主要条款的说明及确定依据

（一）质量要求

1.入库要求

1.1 感官要求

1.1.1 单果重

果实单果重为60-120g。

1.1.2 果实外观

果形均一，果皮绿褐色，果面色泽均匀一致、洁净，无斑迹、泥土、青苔、污物及其他

杂质。果实完整，无腐烂、损伤、畸形。

1.2 理化指标

‘红阳’和‘东红’果实采收的理化指标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红阳’和‘东红’果实采收的理化指标

品种

指标

红阳 东红

最低 最低

硬度（kg/cm
2
) 6-7 6-7

干物质（%） 18 18

可溶性固形物（%） 6.5 7



（二）检验方法

1 果实单果重

采用天平测量。

2 果实外观

用目测法检验。

3 理化指标

果实硬度采用果实硬度计测定，干物质用烘干法测定，可溶性固形物用糖度计检测。

4 环境指标的检测

贮藏开始前 20 天，每天检测两次贮藏控制参数（包括温度、相对湿度和气体成分），

20 天以后每天一次。直接读数或用仪器记录。自动检测，仪器记录冷库和气调冷库宜采用

计算机管理，库内温度、湿度、O2和 CO2浓度自动显示记录。直接读数，人工检测温度和湿

度检测在库内平面和垂直位置上，设置不少于 5 个点悬挂干湿度计或放置温湿度仪，温度稳

定后，定时检测一次库内温度和湿度，根据检测结果采取相应的管理措施。

O2和CO2浓度检测。在库内设定3～5个点，定期检测O2和CO2、乙烯浓度，根据检测结果调

整。

乙烯的脱除。采用乙烯脱除器把库内乙烯脱除后，再通过闭路系统进入气调库内。采用

加热催化分解乙烯原理的乙烯脱除器时，进气口的位置应避开直接对着贮藏产品，或贮藏果

品的堆码应避开进气口位置。

（三）检验规则

贮藏期间，每间隔15～20天，抽取一定数量的样品，对腐烂果率，果实硬度，可溶性固

形物含量分别进行检测，抽样按照NY/T 896的执行。

腐烂果率检测。从抽取的样品中，对不少于50个果实逐个检查，以果实个数计腐烂果率，

腐烂果率≦2%，可继续贮藏，当腐烂果率≧3%时，应及时出库上市。

果肉硬度检测。从抽取的样品中随机取 10～20 个果实，逐个测定果肉硬度，‘红阳’

果实的平均硬度≧4kg/cm
2
时，可继续贮藏，平均硬度≦3.0kg/cm

2
时，应及时出库上市。而

‘东红’果实的平均硬度≧3kg/cm
2
时，可继续贮藏，平均硬度≦2.0kg/cm

2
时，应及时出库

上市。

贮藏环境检测次数。贮藏开始前 20 天，每天检测两次贮藏控制参数（包括温度、相对

湿度和气体成分），20 天以后每天一次。直接读数或用仪器记录。

四、标准修订前后比对表

DB5202/T 004-2018 与修订的新修订的标准条款对比见下表.

标准修订前后比对表

《猕猴桃贮藏保鲜与运输技术规程》

DB5202/T 009-2018

（修订版）《猕猴桃贮藏保鲜与

运输技术规程》

DB5202/T 0XX-2025

补充说明

1.范围 1.范围 修改了部分文字表达

2.规范性引用文件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修改并增加了部分引用文件的名

称。

3.术语和定义 3.术语和定义

修改“标准”为“文件”；修改了

“预冷”的定义；修改了“气调贮

藏”的定义。



五、标准实施后的预期影响

（一）猕猴桃贮藏保鲜质量提升

修订后的 DB5202/T 0XX-2025《猕猴桃贮藏保鲜与运输技术规程》发布实施后，其质量

要求符合强制性国家标准的相关技术要求。猕猴桃贮藏保鲜与运输技术规程的实施将对提升

果品品质、规范贮藏过程、维护品牌形象、提升产业竞争力、保障食品安全、促进科研成果

转化、拓展产业功能以及建立技术服务人才队伍等方面产生积极影，显著提高生产效率，减

少损失，增加收益。

（二）产业辐射带动能力更强

修订后的 DB5202/T 0XX-2025《猕猴桃贮藏保鲜与运输技术规程》发布实施后，能有效

保障猕猴桃贮藏果品的质量，促进全市猕猴桃果产业的健康发展：一是促进猕猴桃产业规模

化、标准化生产，提高果实商品率；二是通过提升品质，增强猕猴桃的市场竞争力，扩大市

场影响力；三是引导企业向科学化、标准化方向发展，有效促进产业快速发展，助推产业增

效、农民增收，为助力我省乡村振兴奠定坚实基础，促进我省猕猴桃产业高质量发展。

六、与国内政府主导制定标准的协调情况

目前，国内还没有相关猕猴桃苗木质量标准。

七、与现行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DB5202/T 0XX-2025《猕猴桃贮藏保鲜与运输技术规程》的修订符合有关法律、法规、

规章的要求。在与国家现行强制标准的关系方面，DB5202/T 0XX-2025《猕猴桃贮藏保鲜与

运输技术规程》规定的果实质量标准均符合现行相关的国家标准规定，不存在与国家强制标

准相抵触的情况。

八、是否涉及专利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

九、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

本文件在修订过程中没有重大意见分歧。

十、代替、废止有关地方标准的建议

无代替、废止有关地方标准的意见和建议。

十一、标准实施的计划、方案

4.入库要求 4.入库要求

修改了“果实外观”“理化指标”

“采收容器”“温度”“运输要求”

“包装要求”“预冷”有关内容，

更正了部分标点符号。

5.贮藏管理要求 5.贮藏管理要求 修改了“普通贮藏”“气调贮藏”

内容。



修订后的《猕猴桃贮藏保鲜与运输技术规程》发布后，由起草单位组织猕猴桃种植企业

相关技术人员进行会议宣贯；同时抽调市农业农村局农安科监管人员深入企业现场进行指

导，确保冷库符合标准规定，引导企业严格遵循技术标准，促进猕猴桃产业高质量发展。

十二、标准解释、归口管理以及获取意见建议的联系方式

本文件由六盘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解释、归口管理，联系地址：贵州省六盘水市钟山区

向阳南路 26 号 301 室， 电话：0858-8205867(兼传真)。

十三、其它应说明的事项

无需要说明的事项。

六盘水市农业科学研究院

2025 年 5 月 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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