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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邮咸鸭蛋加工制作规程》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3年 3月，经过高邮市鸭蛋行业协会的申请，江苏省质量协会下发

了关于《高邮咸鸭蛋加工制作规程》团体标准立项的公告（苏质协[2023] 

## 号），同意《高邮咸鸭蛋加工制作规程》团体标准的立项。 

（二）标准的起草单位及起草人 

1、本标准起草单位： 

高邮市鸭蛋行业协会、高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高邮城南经济新区（车逻镇）综合服务中心、高邮市红太阳食品有限公司、

江苏高邮鸭发展集团有限公司、高邮市秦邮蛋品有限公司、高邮市产品质

量综合检验检测中心。 

2、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姓名 性别 职称 从事专业 所在单位 
在本项目中承

担的任务 

尤兆荣 男 
会长/研究

员 
 高邮市鸭蛋行业协会 起草、编写 

魏瑞成 男 研究员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参与编写 

朱玉珊 男 
副会长兼秘

书长 
 高邮市鸭蛋行业协会 参与编写 

黄  宁 男 科长  
高邮市产品质量综合检验

检测中心 
参与编写 

应诗家 男 
副所长/研

究员 
 江苏省农业科学院 参与编写 

柏  雪 女 畜牧兽医师  
高邮城南经济新区（车逻

镇）综合服务中心 
参与编写 

彭  欢 女 研究生 标准 高邮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参与编写 

朱广宏 男 部门经理  
高邮市红太阳食品有限公

司 
参与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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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 性别 职称 从事专业 所在单位 
在本项目中承

担的任务 

梁  勇 男 
总经理/工

程师 
 

江苏高邮鸭发展集团有限

公司 
参与编写 

曹龙泉 男 
副总经理/

高级工程师 
 高邮市秦邮蛋品有限公司 参与编写 

赵永高 男 研究员  高邮市鸭蛋行业协会 参与编写 

（三）项目意义 

“高邮鸭蛋”已在全国蛋品行业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先后多次在

国际国内获得多种奖项，1993年，第 95 届意大利维罗纳农业国际博

览会一等奖；1995 年，高邮咸鸭蛋获第二届中国农业博览会金质奖

章； 1999 年，高邮咸鸭蛋获第二届中国国际农博会“品牌产品”；

2003 年 4 月“高邮鸭蛋”被原国家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为地理标志

保护产品；2007年 11 月“高邮鸭蛋”被国家工商总局商标局批准为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2012 年，高邮双黄蛋在“世界百种美味食品”

一书中，排名第二名（仅次于西班牙火腿）；2016 年 1 月高邮咸鸭

蛋制作工艺被江苏省人民政府、江苏省文化厅列为“江苏省级非物质

文化遗产”；2016 年“高邮鸭蛋”证明商标获“我最爱的江苏商标”；

2017 年，“高邮鸭蛋”商标在我为家乡产品点赞中，荣获“江苏十

大人气地理标志品牌”，同年，“高邮鸭蛋”被评选为江苏省地理标

志产品食品类第一名，2017 年 6 月，以高邮鸭特色资源为主的高邮

湖泊生态农业系统，被农业部批准为第四批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

2018 年获“全国绿色农业十佳畜牧地标品牌”荣誉称号；2019 年，

荣登首届江苏省十强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大赛榜首；2020 年“高邮

鸭蛋”被农业部批准为农产品地理标志；同年又获“全国绿色农业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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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最具影响力地标品牌”，并成功获批“江苏省地理标志运用促进项

目”；2021 年协会荣获扬州市放心消费创建示范行业。同年，“高

邮鸭蛋”被国家总局列入“地理标志运用促进重点联系指导名录”，

全省仅 5 件入选。2022 年在农产品区域公用品牌价值评估中，“高

邮鸭蛋”品牌价值达 265.98 亿元。创造了“红太阳”牌、“邮辉”

牌 、“秦邮”牌、 “三宝”牌、“南湖”牌、“邮缘”牌、“邮星”

牌、“湖宝”牌、“神邮”牌、“铭邮”牌等一批中华驰名商标、中

华老字号、江苏省著名商标等。会员企业拥有中国驰名商标 1 个，中

国名牌农产品 1个，江苏省著名商标 3 个，江苏省名牌产品 4 个，绿

色食品证书 11 件，有机食品证书 2 件。会员企业自有注册商标 126

件。近年来，境内蛋品生产加工企业达 100 多家，由于在蛋品生产加

工过程中没有统一的加工制作规程，各企业生产的蛋品质量参差不齐，

在市场竞争中优势不明显，为进一步规范企业生产加工行为，促进“高

邮鸭蛋”生产经营规模化、标准化、专业化，加快“高邮鸭蛋”产业

转型升级，提高“高邮鸭蛋”产品质量安全水平，充分保障地理标志

产品的品质特色，提高“高邮鸭蛋”地理标志公用品牌竞争力，促进

高邮地方经济建设。遵循“公平、公正、客观、及时、准确”原则，

迫切需要制定“高邮咸鸭蛋加工制作规程”，以统一规范生产加工过

程，建立健全生产加工日志档案，保障蛋品质量安全，同时也为企业

生产员工开展技术培训提供依据。 

二、主要起草过程 

（一）标准起草准备阶段（2022年 1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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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针对标准文本的相关内容布置各项工作，编制

团体标准项目申报书； 

（二）标准大纲编制与审查阶段(2022年 12月上旬) 

编制标准的工作大纲，组织相关专家和蛋品加工企业负责人对标准的

工作大纲进行交流、完善、审定； 

（三）标准起草与技术研讨阶段（2022年 12月中旬-2月） 

对市内高邮咸鸭蛋加工企业进行调研，细致分析各企业咸鸭蛋加工过

程，细化标准内容，编制标准初稿； 

1、《高邮咸鸭蛋加工制作规程》标准工作组（以下简称“工作组”）

成立第 1 次工作会议 

2022年 12月 28日在高邮召开工作组成立暨第 1 次工作会议，正式

着手组建《高邮咸鸭蛋加工制作规程》江苏省地方标准起草组，负责人尤

兆荣对本标准项目的启动背景作了简要介绍。会议就工作组的组建及标准

制定的相关问题进行了协商与研究，对标准草案框架进行了认真讨论。 

（1）会议确定，本标准执笔组成员为：尤兆荣、魏瑞成、朱玉珊、

黄宁、应诗家、柏雪、彭欢、朱广宏、梁勇、曹龙泉、赵勇高。确定尤兆

荣为组长。 

（2）会议对《高邮咸鸭蛋加工制作规程》标准的题目、框架、内容

进行了认真研究和讨论。 

（3）会议确定，本标准的题目定为：《高邮咸鸭蛋加工制作规程》。 

（4）会议确定，本标准的框架为：1 范围，2 规范性引用文件，3 术

语和定义，4加工厂条件，5加工人员要求,6原辅料要求,7加工工艺流程,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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贮存,9成品检验。 

（5）会议确定，本标准适用范围为：“根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

定》批准保护的地理标志产品高邮咸鸭蛋的加工制作，也适用于高邮双黄

咸鸭蛋、高邮咸鸭蛋软罐头的加工制作。” 

2、工作组第 2次工作会议 

根据工作组成立暨第 1 次工作会议的精神，工作组于 2023年 1月 10 

日在高邮市鸭蛋行业协会会议室召开《高邮咸鸭蛋加工制作规程》团体标

准起草组第 2 次工作会议，尤兆荣组长简要介绍了上次会后所做的工作。

并就标准草案第 1 稿的内容进行了讨论与研究。工作组重点将对如下内容

进行修改： 

（1）对高邮咸鸭蛋加工工艺流程、腌制、成品检验条款进行修改、

完善。 

（2）对本标准编制说明进行梳理和完善。 

3、工作组第 3次工作会议 

根据工作组成立暨第 2次工作会议的精神，工作组于 2023年 2月 10

日在高邮召开第 3次工作会议，尤兆荣组长简要介绍了上次会后所做的工

作，并就标准草案第 2稿的内容进行了讨论与研究。工作组重点将对如下

内容进行修改： 

（1） 对规范性引用文件进行梳理，对可不引用的文件进行删除。 

（2） 对咸鸭蛋腌制过程的术语按照加工制作流程进行详细描述，增

强逻辑性。 

（3） 对本标准编制说明进行梳理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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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工作组第 4次工作会议 

根据工作组成立暨第 3次工作会议的精神，工作组于 2023年 2月 28

日在高邮召开第 4次工作会议，尤兆荣组长简要介绍了上次会后所做的工

作。并就标准草案第 3稿的内容进行了讨论与研究。工作组重点将对如下

内容进行修改： 

（1）按照 GB/T  1.1-2020标准文本的结构、格式修改完善标准格式，

增加前言等内容。 

（2）规范性引用文件逐一查询，以及与标准文本的一致性。 

（3）形成《高邮咸鸭蛋加工制作规程》（征求意见稿）。 

（4）对本标准编制说明进行了梳理和完善。 

（四）标准征求意见阶段（2023年 3月-至今） 

开展征求意见，工作组共向 5家企业发放了《高邮咸鸭蛋加工制作规

程》（征求意见稿），共收到书面反馈意见 2家，其他 3家通过电话沟通

了解反馈意见。均无修改意见。 

三、标准编制原则 

（一）保证标准的适用性 

结合地标产品高邮咸鸭蛋加工制作实际情况，确定标准项目时注

意标准的可操作性，既不涵盖的内容过多，使编制的标准没有实际技

术内容，也不刻意避重就轻，造成对标准的肢解。 

（二）保持标准的领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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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编写时参照GB/T 19050《地理标志产品  高邮咸鸭蛋》要

求，结合高邮咸鸭蛋的传统制作工艺，对原料蛋的要求、腌制过程及

腌制期的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先进性。 

（三）注意标准的统一性和协调性 

编制过程中结合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与相关标准协调，避免

与法律法规、相关标准之间出现矛盾，对标准实施造成困难。  

四、标准主要技术内容及确定依据 

（一）加工厂条件和加工人员要求 

共 11条，主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安全法》和有关法律

法规要求，对加工厂周围大气环境、地理环境、用水、厂区布局、检

验设施设备、岗位管理制度等进行了描述。 

（二）原辅料要求 

6.1 原料蛋的要求主要来源于高邮咸鸭蛋非遗传统制作工艺，鲜

鸭蛋感官检查按 GB/T 5009.47 执行。标准中对鲜鸭蛋常温 20℃左右

3d 之内，21-30℃在 2d 之内，夏天在 1d 之内收购要求进行了描述，

对时间进行了量化，有助于提高高邮咸鸭蛋的品质。6.2规格的内容

按照 GB/T 19050《地理标志产品  高邮咸鸭蛋》编写。6.3 辅料辅材

要求包括食盐、加工用水、黄粘土、草木灰、包装材料和其他辅料、

食品添加剂按现有国家标准执行。 

（三）加工工艺流程 

7.1 流程图参照 GB/T 19050《地理标志产品  高邮咸鸭蛋》编写，

在此基础上进行了修改完善。7.2敲照、分级和 7.3 复检按照高邮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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鸭蛋非遗传统制作工艺要求，剔除不合格蛋品，同时区分单黄蛋和双

黄蛋、对蛋品按照规格要求进行分级。7.4 腌制液的配制、7.5 腌制、

7.6 腌制期管理、7.7 腌制结束蛋的清洗、7.8烘干、7.9 拣选高邮咸

鸭蛋非遗传统制作工艺要求，进行了详细描述，要求高于现有《咸鸭

蛋加工技术规程》地方标准。7.10包装 按照 GB/T 19050《地理标志

产品  高邮咸鸭蛋》编写。7.11 加压蒸煮、7.12贴标按相关要求和

国家标准执行。 

（四）贮存 

按 GB 14881规定和 GB/T 19050《地理标志产品  高邮咸鸭蛋》

编写。 

（五）成品检验 

9.1 规格（净含量）、9.2 感官指标、9.3 理化指标、9.4 微生

物指标、9.5 检验方法和检验规则按照相关国家标准和 GB/T 19050

《地理标志产品  高邮咸鸭蛋》执行。 

五、与国家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规程与现行有关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协调一致。本标准根据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

规则》的规定而制定。经查，现有湖北省地方标准DB42/T 1854-2022

《咸鸭蛋加工技术规程》、广西壮族自治区标准DB45/T 1614-2017

《海鸭蛋生产管理规范》、行业标准NY/T 5297-2004 《无公害食品 咸

蛋加工技术规程》已作废暂无替代标准。本规程与国内现有标准区别：

在原料蛋选择范围方面为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内高邮鸭所产的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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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挑选并符合GB 2749和SB/T 10638要求的新鲜鸭蛋；针对高邮鸭蛋

的特色增加了咸鸭蛋和双黄咸鸭蛋的敲照、分级；在加工工艺流程方

面采用了GB/T 19050 《地理标志产品  高邮咸鸭蛋》，分为生鲜咸

鸭蛋和真空包装熟咸鸭蛋加工工艺流程；在咸鸭蛋腌制方面明确了盐

水咸蛋、黄泥蛋、灰咸蛋的腌制液配制及腌制要求等；在成品检验方

面采用GB/T 19050  《地理标志产品  高邮咸鸭蛋》的标准。本规程

引用了GB/T 191《包装储运图示标志》、GB 2721《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用盐》、GB 274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蛋与蛋制品》、GB 276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3095《环境空气

质量标准》、GB/T 5009.47《蛋与蛋制品卫生标准的分析方法》、GB/T 

5461 《食用盐》、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GB/T 6388

《运输包装收发货标志》、GB 709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罐头食品》、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9683《 复

合食品包装袋卫生标准》、GB 1488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

通用卫生规范》、GB/T 15691《香辛料调味品通用技术条件》、GB 28050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营养标签通则》、SB/T 10638《鲜

鸡蛋、鲜鸭蛋分级》、GB/T 19050  《地理标志产品  高邮咸鸭蛋》、

JJF 1070  《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检验规则》。 

六、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经过检索查新，本标准没有可采用的国际标准。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和依据 



12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尚未出现重大的分歧意见。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规程实施范围为根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批准保护的地

理标志产品高邮咸鸭蛋的加工制作,也适用于高邮双黄咸鸭蛋、高邮

咸鸭蛋软罐头的加工制作。规程发布后，一是制定实施方案。明确实

施目标、企业各部门职责等；二是广泛宣传。通过召开会议、电视、

报纸、举办大型活动等方式，将高邮咸鸭蛋加工制作规程宣传到企业、

到消费者；三是开展培训。通过举办培训班的形式，对高邮咸鸭蛋加

工制作规程进行详细的解读；四是加强监督检查。2016 年，高邮市

人民政府办公室专门成立了高邮市地理标志运用促进工作质量标准

组和维权执法组，完善了地理标志管理体系，并定期开展地理标志产

品质量监督检查和打假维权行动。2021 年 4 月，市政府调整高邮市

知识产权领导小组成员单位，明确各职能部门的职责，并制定工作计

划，由市监局、市农业农村局，加强区域资源整合和制度衔接，高邮

市鸭蛋行业协会制定具体的工作计划，市公检法等部门实施保障措施，

市文广旅局负责宣传、推广等工作。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如涉及专利的处理等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等其他知识产权问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