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怀集味道 怀集蒜香花生》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蒜香花生以其别具一格的风味组合，成为众多消费者爱不释手的美味零食。

蒜香花生都凭借其独特风味，在市场上赢得了极高的人气，市场份额不断扩大。

然而，由于缺乏统一的团体标准，整个行业在生产环节存在诸多乱象。部分

商家为降低成本，选用品质不佳的花生，甚至存在使用霉变花生的情况，严重威

胁消费者的健康。在蒜香调料的制作上，没有统一标准，导致蒜香的浓郁度、风

味稳定性参差不齐。不同厂家在卤制时间、烘焙火候与时长等方面差异巨大，使

得产品质量良莠不齐。市场上的蒜香花生有的口感过硬，有的蒜味过重或过淡，

还有的因保存不当容易变质。这些问题不仅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也极大地影响

了蒜香花生行业的整体形象和声誉，阻碍了行业的进一步发展。

为了提升怀集蒜香花生的品牌形象，规范产品质量，广东省制造业协会决定

制定本团体标准。

本标准由仲恺农业工程学院提出，经广东省制造业协会批准，正式列入2024

年团体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项目名称为《怀集味道 怀集蒜香花生》。

本文件起草单位：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2、本标准制定的目的

1. 保障产品质量与安全

规范原料品质：明确规定用于制作怀集蒜香花生的花生必须来源于怀集本地

特定区域种植的品种，对花生的颗粒饱满度、杂质含量、水分含量等制定严格标

准。同时，对大蒜的新鲜度、辣度、农药残留等指标进行限定，确保原料的高品

质，从源头保障蒜香花生的口感和风味。

把控生产工艺：详细规范蒜香花生的整个生产流程，包括花生的筛选、清洗、

浸泡、蒜香调料的配制、炒制或烘焙的温度和时间等关键环节。通过标准化的生

产工艺，保证每一颗蒜香花生都能均匀入味，口感一致，且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确保食品安全：对生产过程中的卫生条件提出严格要求，包括生产车间的清

洁消毒标准、操作人员的健康与卫生规范等。同时，严格限制食品添加剂的使用



种类和剂量，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一旦出现食品安全问题，能够迅速

溯源，保障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合法权益。

2. 突出地域特色与品牌形象

传承地方特色工艺：深入挖掘怀集蒜香花生独特的传统制作工艺，并将其纳

入团体标准。这种传统工艺往往蕴含着当地人民多年的智慧和经验，通过标准的

规范，确保传统工艺在现代生产中得以传承和发扬，让消费者品尝到原汁原味的

怀集特色蒜香花生。

树立地域品牌形象：通过统一的团体标准，打造具有怀集地域特色的蒜香花

生品牌。标准的实施有助于提升产品的整体质量和形象，让消费者在市场上能够

清晰识别怀集蒜香花生，增强品牌的辨识度和美誉度。优质的品牌形象能够吸引

更多消费者，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促进怀集蒜香花生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3. 规范市场秩序与促进公平竞争

统一市场标准：在缺乏统一标准的情况下，市场上的蒜香花生产品质量参差

不齐，价格混乱，消费者难以辨别产品的优劣。团体标准的制定为市场提供了明

确的质量准则和价格参考，使消费者能够根据标准选择符合自己需求的产品，同

时也为商家提供了公平竞争的平台，避免不正当竞争行为。

打击假冒伪劣：依据团体标准，监管部门可以加强对市场的监督检查，严厉

打击假冒怀集蒜香花生的产品。对于不符合标准的产品，禁止其进入市场销售，

维护怀集蒜香花生市场的良好秩序，保护正规生产企业的利益，激发企业的创新

活力和发展动力。

4. 推动产业发展与经济增长

促进产业规模化发展：统一的团体标准为怀集蒜香花生产业的规模化发展提

供了基础。企业可以依据标准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布局，优化生产流程，提高生产

效率。同时，规模化生产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提高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带动上下游产业协同发展：怀集蒜香花生产业的发展涉及花生种植、大蒜种

植、调料生产、包装印刷、物流运输等多个上下游产业。团体标准的实施，能够

促进各产业之间的协同合作，形成完整的产业链条。

鼓励产业创新与升级：为了满足团体标准对产品质量、特色和环保等方面的

要求，企业需要不断进行技术创新和产品升级。



3、本标准制定的意义

1. 品质提升与保障

原料品质的严格把控：团体标准对怀集蒜香花生的原料，即本地花生和大蒜

的品质提出了极高要求。明确规定花生需产自怀集特定土壤、气候条件适宜的区

域，确保其具备独特的风味与口感基础。

生产工艺的精准规范：详细规范了从花生筛选、清洗、浸泡，到蒜香调料的

精心调配，再到炒制或烘焙等一系列复杂的生产流程。精确设定每一个环节的操

作参数，如浸泡时间精准到小时，炒制温度和时间精确到度与分钟。这使得每一

颗蒜香花生都能均匀受热、充分入味，保证了产品品质的稳定性与一致性，让消

费者无论何时购买，都能品尝到同样美味、优质的怀集蒜香花生。

食品安全的坚实保障：在标准中对生产环境的卫生标准进行了细致规定，要

求生产车间达到食品级洁净度，定期进行全面消毒，确保生产过程不受污染。同

时，严格限制食品添加剂的使用，遵循“必要且适量”原则，杜绝违规添加行为。

建立完善的食品安全追溯体系，一旦出现问题，能够迅速溯源，最大程度保障消

费者的身体健康和合法权益。

2. 市场秩序与规范

市场准入的明确界定：在团体标准出台之前，市场上的蒜香花生产品质量良

莠不齐，价格混乱，消费者难以辨别产品优劣。该标准的制定明确了怀集蒜香花

生的市场准入门槛，只有符合各项严格指标的产品才能贴上“怀集味道”的标签

进入市场。这有效淘汰了劣质产品，净化了市场环境，为优质产品提供了公平竞

争的舞台，让消费者能够依据清晰的标准放心选购。

品牌保护的有力支撑：通过标准严格规范产品的地域来源、原料标准和生产

工艺，有力地保护了怀集蒜香花生的品牌形象。防止其他地区的产品冒用“怀集

味道”的名号，避免了消费者对品牌的混淆与误解。保障了怀集蒜香花生品牌的

纯正性和独特性，使其在市场中更具辨识度和竞争力，为品牌的长期发展奠定坚

实基础。

3. 产业发展与升级

产业规模化的强大助推：统一的团体标准为企业提供了清晰的生产指引，使

得企业能够依据标准进行大规模的生产布局和流程优化。企业可以集中采购符合



标准的原料，降低成本；采用标准化的生产设备和工艺，提高生产效率。规模化

生产吸引更多资源投入，形成产业集聚效应，带动相关上下游产业如花生种植、

大蒜种植、调料加工、包装印刷等协同发展，促进地方经济繁荣。

产业创新的积极驱动：为了满足团体标准中对产品品质、特色和环保等多方

面的要求，企业不得不加大在技术研发和创新方面的投入。

4. 文化传承与传播

地方传统工艺的传承：怀集蒜香花生的制作工艺蕴含着深厚的地方文化底蕴，

是当地人民多年智慧的结晶。团体标准的制定对传统制作工艺进行了深入挖掘和

整理，并将其融入现代生产标准之中。通过这种方式，确保了传统工艺在现代工

业化生产浪潮中得以传承和发扬，让古老的技艺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

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文化纽带。

地域文化的广泛传播：优质的怀集蒜香花生作为怀集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

随着产品在市场上的广泛流通，将怀集的特色文化、风土人情传播到更广阔的区

域。消费者在品尝美味的同时，也对怀集地区产生浓厚兴趣，进而吸引更多游客

前来体验当地文化，带动了地方文化旅游产业的发展，提升了怀集地区的知名度

和影响力，实现了文化与经济的良性互动。

4、主要工作过程

本项目虽然正式列入团体标准制订项目计划是在2024年10月，但标准起草小

组长期以来一直跟踪怀集味道 怀集蒜香花生标准的发展，并长期跟踪研究该领

域标准在我国的应用。针对怀集味道 怀集蒜香花生新的技术内容的变化，提出

标准制定立项申请。本标准具体起草过程如下：

2024年10月，起草标准草案和申报书。仲恺农业工程学院发起标准制定任务，

立刻组织落实标准制定工作，成立编制组和专家顾问团队，对怀集味道 怀集蒜

香花生的核心技术进行分析和研究，确定标准的技术内容，明确制定方案，并着

手开始对所有数据元进行详细对比、翻译工作，编制申报书和标准草案。

2024年10月上旬，收集国内外相关标准和技术资料，开展调研。为了按照文

件要求，准确完成制定工作，标准起草组通过各种途径，调查收集各部委发布有

关的考核标准、指标体系、相关标准，以及相关标准规范，形成标准编制大纲。



2024年10月下旬，在前期的大量调研和翻译工作基础上，经过课题组内部的

多次集中讨论，组织内部讨论和修改，形成标准草案。

2024年11月上旬，研讨修改。

2024年12月下旬，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二、团体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团体标准主要内容的论据

1、编制原则

按照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要

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内容。

充分考虑到现阶段我国对本标准的实际需求，本着以下原则，对技术内容研

究比对，使其具有可操作性：

1 科学性原则：标准的制定基于科学研究和实践经验，确保技术内容的科

学性和合理性。

2 先进性原则：充分考虑行业发展的趋势和最新技术成果，使标准具有一

定的前瞻性。

3 协调性原则：与现有相关标准协调一致，避免重复和矛盾。

4 实用性原则：标准的内容应具有可操作性，能够满足实际生产和使用的

需求。

2、标准主要内容与确定论据

1 标准主要内容及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蒜香花生的术语和定义、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

签及标志、包装、运轮、贮存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以鲜、干花生果为主要原料，以食用盐及大蒜为辅料，经预

选、漂洗、浸泡、干燥加工制成的蒜香花生产品。

2 确定主要内容的论据

对现有怀集味道 怀集蒜香花生的核心技术进行了大量的实地调研和测试，

获取了相关数据和信息；参考了国内外相关标准和规范；结合了行业专家的意见

和建议，确保标准的技术内容符合行业发展的实际需求。

3、有关专利的说明

无。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1.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

对怀集味道 怀集蒜香花生进行了强度和稳定性试验，验证了设计计算方法

的准确性；开展了各种性能试验，评估了怀集味道 怀集蒜香花生在不同情况下

的安全性和可靠性。

2.综述报告

通过试验和验证，证明了本标准所规定的核心技术规范能够满足怀集味道

怀集蒜香花生的安全和使用要求，为行业提供了科学合理的技术依据。

3.技术经济论证

从技术角度看，本标准的制定有利于怀集味道 怀集蒜香花生的设计和制造

水平，保障产品质量和安全性。从经济角度看，标准的统一有助于降低生产成本，

提高生产效率，促进产业的规模化发展，预期将带来显著的经济效益。

4.预期的经济效果

促进怀集味道 怀集蒜香花生的推广应用，推动产业发展；增强产品的竞争

力，拓展市场。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但通过对国内外相关

标准和技术资料的研究，本标准在技术内容上达到了国内先进水平，与国外同类

标准相比具有一定的可比性。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符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要求，与相关标准相互

协调、互为补充。

本标准的实施不涉及对现行标准的废止情况。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在标准起草和征求意见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对于一般性的意见和

建议，起草组均进行了认真研究和处理，在充分考虑各方意见的基础上对标准进

行了修改完善。



七、团体标准作为强制性团体标准或推荐性团体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以引导和规范行业的发展。

八、贯彻团体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组织标准宣贯培训，使相关企业和人员了解标准的技术内容和要求。

2.加强标准的实施监督，确保标准的有效执行。

3.及时跟踪标准的实施情况，根据实际需要对标准进行修订和完善。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首次制定，无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怀集味道 怀集蒜香花生》

团体标准起草组

2025年1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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