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辣椒干交易标准》编制说明

一、标准背景及任务来源

1、背景

国家级遵义辣椒市场（中国辣椒城）是全国唯一的部省

共建的国家级辣椒专业批发市场，市场前身为虾子农业部定

点辣椒批发市场，年可满足 75 万吨辣椒交易量。中国辣椒

城有 300多家辣椒企业入驻，配套建设有市场综合管理数据

平台、辣椒信息发布即价格指数扩展平台（常态发布中国干

辣椒〈遵义朝天椒、三樱椒、新一代、印度椒〉批发价格指

数）、辣椒智能化标准化加工中心、中国辣椒质量检验检测

中心等，其现货交易、电子商务、信息发布、质量检测、仓

储物流、展示展会等功能设施完善，配备交易零批、加工包

装、冷链仓储、物流配送、金融服务、综合配套等服务功能。

遵义市场年干辣椒交易量达 50 余万吨（其中核心市场中国

辣椒城交易量 30万吨、交易额 67亿元），带动约 3000名经

纪人发展辣椒贸易，辣椒销往国内重庆、四川、广东、湖南、

上海、湖北、新疆等 20 多个省、市、自治区。以省部共建

国家级遵义辣椒市场为核心，以播州、绥阳、湄潭、凤冈、

正安、习水、务川等县区产地为纽带的的辣椒交易市场网络

体系，年交易额达 100亿元。

目前，全国辣椒交易市场缺乏统一、权威的定价机制和

标准，不同地区、不同品质的辣椒价格差异较大，容易导致

交易过程中价格不透明、信息不对称，影响交易的公平性和



效率。另外，辣椒价格受气候、种植面积、市场供需等多种

因素影响，波动较为剧烈。这使得种植户难以把握最佳种植

时机和规模，经销商和加工企业也难以准确预测成本和利

润，增加了市场风险。同时，辣椒品质参差不齐，质量等级

不符，辣椒的品质受到种植环境、种植技术、采摘时间、储

存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导致市场上交易的辣椒品质参差

不齐。在交易过程中，买家往往难以准确判断辣椒的品质，

容易购买到品质不佳的产品，从而引发质量纠纷。比如品种

混淆、以次充好等现象，部分不良商家将干燥度不同、水分

含量不稳定、品相较差、品种较次的辣椒冒充优质品种进行

销售。另外交易信息不对称，交易方式落后，辣椒交易市场

中，种植户、经销商、加工企业等各方之间的信息交流不充

分，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种植户对市场需求和价格走势

了解有限，经销商对辣椒的种植情况和品质信息掌握不全

面，这使得交易双方在谈判和交易过程中处于不平等的地

位，影响交易的公平性。辣椒大宗商品交易仍以传统的线下

交易为主，交易方式落后，效率低下。线下交易需要买卖双

方进行面对面的谈判和签订合同，交易流程繁杂，成本较高，

且容易受到时间和空间的限制。

为了打造世界辣椒加工贸易基地和全国首个覆盖辣椒

全产业链的国家级辣椒交易平台，全面推进辣椒产业发展，

建设遵义辣椒交易结算中心，推动全国辣椒产品期货上市交



易，建成全国重要的辣椒期货交易市场，进一步丰富建设世

界辣椒加工贸易基地的内涵，本标准的制定，为全国辣椒的

产地核心交易区与销地交割区提供干辣椒质量交易标准，推

进“中国辣椒，遵义定价，买卖全球”的市场格局发展。

2、来源

遵义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遵义辣椒交易结算中心建

设，根据市人民政府关于国家级遵义辣椒市场（中国辣椒城）

交易结算中心建设的会议精神，为推动中国辣椒城交易结算

中心建设，2024年 10月 21日，遵义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印发

了《遵义市辣椒交易结算中心筹建工作专班组建方案》的通

知，明确了制定国家级遵义辣椒市场辣椒干交易标准的任

务，由遵义市农业农村局牵头，编制辣椒干交易标准（团体

标准）。

二、标准编制过程

本标准的编制工作从 2024年 9月份开始，由遵义市种

植业发展服务中心辣椒科、遵义市辣椒行业协会牵头编制。

为保障标准制定相关工作顺利进行，制定了《国家级遵义辣

椒市场辣椒干交易标准制定工作方案》。

1、国内外同类型标准发布及相关情况调研。

收集国内外辣椒交易标准，到中国辣椒城了解交易应用

场景及相关要求。收集了贵州省、遵义市辣椒专班、贵州省

辣椒研究所、各县市区多年以来试验示范、生产实践的数据

和辣椒经纪人多年交易经验。



2、《国家级遵义辣椒市场干辣椒交易标准》（征求意见

稿）形成。

经过整理、分析，按主要交易的辣椒品种类型收集样品，

对外观指标进行检测，参照市场分级标准拟定了各项质量规

格的规定范围。起草小组对起草文本反复进行讨论和修改，

于 2025年 1月完成了《辣椒干交易标准》（征求意见稿）。

3、定向征求意见，形成《辣椒干交易标准》（送审稿）

2025年 2月定向征求了贵州省果蔬工作站、遵义市农科

院、中国辣椒城、贵州贵三红食品有限公司等单位的意见。

并于 2月组织遵义市市场监管局、遵义市种植业发展服务中

心、中国辣椒城辣椒经纪人、遵义市辣椒行业协会在遵义市

农业农村局会议室召开了辣椒干交易标准讨论会，收集修改

意见。

2025年 6月，根据征求的修改意见对标准文稿进行修改

形成《辣椒干交易标准》（送审稿）。

三、标准制订原则和主要技术内容确定的依据

1、编制原则

（1）准确性

标准中辣椒干外观性状中果实一致性、果面、色泽等所

采用数据系 2020年遵义市辣椒换种工程辣椒品种比较试验，

涉及 8个县 24个试验点 9个辣椒品种收集数据 1280个，以

及 2021年-2024年绥阳、务川、习水、播州、新蒲、余庆、

湄潭、务川等辣椒新品种比较试验数据和遵义市辣椒行业协



会辣椒品种异地种植试验数据，数据详实。

气味、残次品、杂质等涉及数据由贵三红辣椒食品、红

满坡辣椒食品、辣都辣椒、众圆圆辣椒等 4家辣椒加工企业、

38个辣椒经纪人根据多年收购、销售辣椒干经验提出参数。

理化指标、卫生指标按照国家相关标准执行。

标准所规定的条款、数据明确而无歧义，符合现行辣椒

干营销基本要求。

（2）统一性

标准结构、文体和术语统一。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涉及

其结构、编写规则和内容按照 GB/T 1.1-2020和 GB/T

1.2-2002的规定执行。

（3）协调性

在现有相关标准基础上，细分辣椒品种特点，结合现有

基础标准的有关条款，提出相关参数，达到标准间的相互协

调。

（4）适用性

标准内容易于实施且具可操作性，得到辣椒经纪人和加

工企业普遍认可，同时便于被其它文件所引用。

（5）特殊性 本标准既遵循相关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

的要求，又体现干辣椒的特殊性和区域性，对目前辣椒干交

易品种做出针对性指标，并注重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2、 编制依据



本标准按照GB/T 1.1-2020和GB/T 1.2-2002的要求进行

起草，制标过程参照以下标准编制完成。

GB 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GB 500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

GB 10465-8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辣椒干

GB/T 12729.2 香辛料和调味品 取样方法

GB/T 12729.12 香辛料和调味品 不挥发性乙醚抽提物的测

定

GB/T 21265 辣椒辣度的感官评价方法

SN/T 0231-2015 出口干制辣椒产品检验规程

DB52/T 978-2014 贵州辣椒干

四、主要技术指标的说明

1、术语和定义部分

本部分参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10465-89 术

语中对辣椒干的描述，具体如下：

果长：指辣椒果实体长--从果顶至基部的距离。

果宽:指辣椒果实宽--辣椒干最宽处的距离。

色泽: 指本品种干制后特有的颜色和光泽。

气味：辣椒干特有的刺鼻辣味，会引起打喷嚏，但不是



令人不愉快的气味。

滋味：辣椒干正常的带刺激性的辛辣味。

其余定义根据市场交易需要制定，如将白壳、花壳、黄

梢、虫蚀椒、黑斑椒、断裂椒、未成熟椒、多品种混杂椒以

及与申报加工规格、产地、品种不符的辣椒干这类型影响辣

椒干正常品质，但不具有有毒有害的辣椒干类型均定义为残

次品，便于质量检验和计算。将霉变椒、霉斑椒等危害人体

健康的辣椒干类型定义为严重缺陷椒，不允许出现在所有规

格的辣椒干中。

2、质量指标、分级要求及检验方法

表 2中，水分/(g/100g)、总灰分/(g/100g)、不挥发乙醚

提取物（干态）/(g/100g)、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GB10465-89 第 5条质量指标中的理化指标。

酸不溶灰分/(g/100g)根据贵州辣椒特点参照贵州省地方

标准贵州辣椒干 第 1 部分：朝天椒辣椒干

DB52/T978.1-2020中第 4.1条理化指标及检验方法。

3、质量指标

根据中国辣椒城经纪人及辣椒加工企业以遵义朝天椒、

新疆干辣椒、内蒙古干辣椒、河南干辣椒、印度干辣椒等为

样本进行测算得出感观指标、分级要求。



检验方法参照贵州省地方标准贵州辣椒干 第 1 部分：

朝天椒辣椒干DB52/T978.1-2020中第 4.3条理化指标及检验

方法。

五、主要试验（或验证）的测试报告、相关技术和经济

影响论证

遵义市种植业发展服务中心辣椒科长期从事辣椒全产

业链技术推广工作，根据多年、多年、多地试验数据提出本

标准参数。遵义市辣椒行业协会在遵义市辣椒科的指导下精

准测算，并组织中国辣椒城经纪人及辣椒加工企业以遵义朝

天椒、新疆干辣椒、内蒙古干辣椒、河南干辣椒、印度干辣

椒等为样，并广泛参与讨论标准的指标参数。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无重大意见分歧。

七、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

等建议；

本标准的制定及实施推广，一是有助于提高遵义辣椒产

业定价权与市场话语权，提升交易效率和效益，提高市场竞

争地位，推动贵州“辣椒强省”建设和产业高质量发展。二是

有利于支持全国辣椒“统一大市场”体系建设。促进辣椒交易

阳光透明。将实现辣椒交易的信息化、公开化和透明化。交

易信息实时发布，交易流程全程可追溯，杜绝暗箱操作和欺

诈行为，保障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提供统一、标准的交易



流程和结算服务，能有效促进全国辣椒交易市场规范化发

展。保障交易双方的合法权益，增强市场的公信力和稳定性。

促进稳定辣椒市场价格波动，避免价格大起大落对种植户、

加工企业和消费者造成不利影响，保障产业上下游各环节的

利益。促进优化辣椒产业资源配置。整合全国的辣椒资源信

息，使辣椒的生产、流通、销售等环节更加紧密地连接起来。可

以根据不同地区的市场需求和资源优势，合理调配辣椒产业资

源，提高资源的利用效率，促进全国辣椒产业的协同发展。

八、地方标准修订项目，还应当列出和原标准主要差异

情况

本标准为首次制订。

九、本标准与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与辣椒相关的现行有效标准的国家标准 1项、贵州省地方标

准 1项，其中与本标准相关的标准有 6项：

1、3.1 辣椒干

GB10465-89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 辣椒干

2、3.7严重缺陷椒

霉变椒、霉斑椒按照GB276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真菌毒素限量。

3、3.8 杂质

不属于辣椒干的物质按照GB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中污染物限量



4、5.2 理化指标

水分GB5009.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

5、5.2 理化指标

灰分GB5009.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灰分的测定

6、5.1 质量规格 检验方法

贵州省地方标准贵州辣椒干 第 1 部分：朝天椒辣椒干

DB52/T978.1-2020中第 4.3条理化指标及检验方法。

十、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辣椒干交易标准》起草小组

2025年 7月 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