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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代替GB/T22346—2008《板栗质量等级》,与GB/T22346—2008相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

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更改了范围(见第1章,2008年版的第1章),由板栗扩大为板栗、丹东栗、锥栗等我国主要优

质的栗属;
———增加了术语“加工型栗子”及其定义(见3.4);
———更改了部分术语和定义(见3.1,2008年版的3.1);
———删除了卫生指标要求(见2008年版的4.4);
———增加了丹东栗、锥栗的质量等级要求(见第4章);
———更改了板栗的质量等级数量和要求(见第4章,2008年版的第4章);
———增加了丹东栗、锥栗的理化指标要求(见第4章);
———更改了板栗的理化指标要求(见第4章,2008年版的第4章);
———更改了质量等级和理化指标相应的检测方法(见第5章,2008年版的第5章);
———更改了检验规则(见第6章,2008年版的第6章);
———更改了包装要求(见第7章,2008年版的第7章);
———更改了运输要求(见第9章,2008年版的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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栗产品质量等级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栗产品的质量等级、检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运输和贮藏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我国板栗(CastaneamollissimaBl.)、锥栗(CastaneahenryiRehd.& Wils.)和丹东

栗(CastaneacrenataSieb.&Zucc.)的栗产品等级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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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5009.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淀粉的测定

GB/T15683 大米 直链淀粉含量的测定

GB/T32950 鲜活农产品标签标识

LY/T1674 板栗贮藏保鲜技术规程

NY/T1278 蔬菜及其制品中可溶性糖的测定 铜还原碘量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采收成熟期 ripeperiod
栗苞在树上自然开裂,栗果饱满并具有本品种成熟时应有的色泽、风味等性状,适合运输贮藏或加

工的生长发育阶段。

3.2
炒食型栗子 stir-fryingspecies
适合用于高温炒食用的栗品种。
注:一般具有肉质细糯、含糖量较高、含水量较低、风味香甜的特点。

3.3
菜用型栗子 stewingspecies
适合用于作为菜肴食用的栗品种。
注:一般具有肉质偏粗粳、含水量较高、含糖量较低的特点。

3.4
加工型栗子 processingspecies
适合用于加工为栗果罐头、栗果仁休闲食品、栗粉等产品的栗品种。
注:一般具有栗果较大、加工破碎率低的特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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