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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介

1、任务来源

本标准的编制任务来源于大市监〔2023〕31 号《大连市

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3 年大连市地方标准立项计划

的通知》中大连市地方标准立项计划汇总表，计划编号

“2023002”。本标准归口管理单位是大连市知识产权局。

2、协作单位

大连产品质量检验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

3、主要工作过程

本标准的编制工作从 2023 年 3 月份开始，由大连产品

质量检验检测研究院有限公司组织标准制定编写小组承担。

本标准制定严格按 GB/T 17924《地理标志产品标准通用

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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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进行。

从标准的制订任务开始，编写人员收集国内有关地理标

志标识、鲍鱼产品标准的资料，随后召集了大连市知识产权

主管部门、食品科研院所、鲍鱼生产企业的代表召开标准制

定咨询会，结合我市大连鲍鱼产品实际，认真听取、收集整

理各方面对地方标准制订的意见建议后，结合 GB 5009.3《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GB 5749《生活饮用

水卫生标准》， NY 5052 《无公害食品 海水养殖用水水质》，

等相关的国家标准，确定了本标准中感官品质及理化指标等。



同时，查阅了大连地区鲍鱼历年检测数据等相关技术资

料，在大量客观的检测数据的基础上，完成本标准中各项技

术指标的定值工作。

最后，在广泛征求了多方面及业内专家和一线鲍鱼生产、

加工企业的意见和建议后，经过编写小组工作人员多次修改，

并邀请省市行业专家进行定稿论证后，完成了《地理标志产

品 大连鲍鱼》地方标准征求意见稿。

4、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地理标志产品 大连鲍鱼》地方标准起草小组由李春

玲、吴海霞等 3 人组成，李春玲为标准起草小组组长。

表 1 主要起草人简介

姓 名 性别 职 务 职 称 工作单位

李春玲 女 检验员
高级工

程师

大连产品质量检

验检测研究院有

限公司

吴海霞 女 副总
高级工

程师

大连产品质量检

验检测研究院有

限公司

任国杰 男 部长
高级工

程师

大连产品质量检

验检测研究院有

限公司



责任分工：1） 李春玲、吴海霞负责全盘指导、协调工

作；2）任国杰、李春玲负责收集、整理有关大连鲍鱼的

资料；3）李春玲、任国杰负责编写标准、抽检、送样等

工作。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大连市地方标准主要内容的依

据。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遵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的规定执行。本标准编制过程中

严格遵循以下原则：

（1）符合性原则

本标准以现有的国内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等有关资料

为基础，遵守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律、法规等。

（2）协调性原则

在编制过程中，力求与国家现行的行业标准及地方标准

保持一致，同时根据文献记载和实验结果，力求使本标准有

一定的先进性、通用性和可操作性。

（3）科学性和易用性原则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对有关概念、定义和论证等内容

的叙述尽可能清楚确切，对重要指标数据进行实验验证，使

得本标准具有科学性；注重技术操作叙述，充分满足实际使

用要求。



本标准规定了大连鲍鱼的术语和定义、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范围、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标签、包装、

运输和贮存。本标准适用于地理标志产品 大连鲍鱼。

在大连鲍鱼标准的制定中，感官指标和理化指标参考了

GB 5009.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水分的测定》,SC/T

3011《水产品中盐分的测定》等相关的国家标准,同时参考

了国内其它地理标志标识的地方标准。根据鲍鱼产品的特殊

性，重点突出在感官、理化、安全指标上，并注重标准的可

操作性。

2、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本标准章节的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如下：

1）术语和定义部分规定了大连鲍鱼、完整率等标准中

需要使用的术语和定义。

2）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按照原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

疫总局批准实施保护的规定，大连鲍鱼保护范围限于国家质

量监督检验检疫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

批准的范围，涵盖大连市辖区内的庄河市、普兰店区、长海

县、金普新区、甘井子区、旅顺区、瓦房店市周边海域。



3）要求：以保证原料鲍鱼品质为基础，给出了大连鲍

鱼海域自然环境、生产方式、产品分类、加工工艺、加工要

求、感官、规格、理化指标、安全指标、净含量的要求。

4）试验方法：按照 GB 5009.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中水分的测定》、SC/T 3011《水产品中盐分的测定》等要

求，对鲍鱼进行感官及规格、完整率、数量、水分、盐分、

净含量等进行测量。

5）检验规则和判定规则：

现行国家标准 GB/T 20710《地理标志标识 大连鲍鱼》

中已经非常明确的规定了大连鲍鱼的检验方法和判定规则，

在多年的实践中，标准方法是科学的、是可行的，而且广大

检验人员已经非常熟悉此标准规定的检验方法。为了使本标

准更为简洁、方便，保证检验方法的统一，增强检验工作的



可操作性，所以本标准检验方法引用了现行国家标准。

6）标签、标志、包装、运输、贮存

按照现行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执行。

3. 相关技术和经济影响论证、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

鲍鱼作为营养滋补食品领域的重要分支被广泛消费者

所接受，是广大民众家庭中的重要营养产品，在全国营养滋

补食品的消费比例中占据了较大的份额，深受消费者欢迎。

“大连鲍鱼”出产于大连市区周边海域，由于该海域地理位

置优越、海水清澈，又处于黄渤海交界处，生长在此海域的

鲍鱼以个大体肥、肉细味美而闻名，鲍鱼含有二十种氨基酸，

还富有人体必需的蛋白质、脂肪、无机盐钙、铁。中医学认

为，鲍鱼具有滋阴补阳，止渴通淋的功效，并且补而不燥，

适合各种年龄段人群。自建国就已经是久负盛名的中国鲍鱼

生产的重要产区之一。

大连鲍鱼产品地方标准的制定具有重要意义。一是本标

准的制定为产品组织生产、出厂检验、技术交流、质量监督

检查等提供依据；二是本标准的制定对消费者和社会的产品

质量责任承诺；三是本标准的制定能够加快地理标志产品保

护的后期实施监管；四是本标准的制定能够促进“大连鲍鱼”

产业发展，促使“大连鲍鱼”生产企业有标可循，推动“大

连鲍鱼”产业逐步实现标准化、产业化、市场化，使“大连

鲍鱼”成为大连地区海产品企业增收、增效的支柱。



该标准的实施，为规范“大连鲍鱼”的生产，维护大连

鲍鱼在全国鲍鱼行业的优势地位，提高鲍鱼的产品质量，引

导和促进鲍鱼行业的健康发展，打造大连鲍鱼的整体形象，

促进大连地方经济健康发展起到积极作用。

通过“十四五”将“大连鲍鱼”打造成为全国知名品牌，

为地方经济发展、产业发展、劳动力就业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辽宁省地方标准的关系

1. 与国家标准 GB/T 20710-2006 的关系

国家标准 GB/T 20710-2006《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大连鲍

鱼》给出了海参的规格、感官要求、理化指标及为卫生指标

的技术规范，由于修订时间过早已经不能满足现有市场需求，

本标准由于针对现在行业需求，同时考虑了继续强化大连鲍

鱼产品影响力为目标，对各项技术参数和技术操作进行了调

整，本标准与国家标准 GB/T 20710-2006 技术指标的差别详

见下表。

GB/T 20710-2006 本标准 差别说明

表1鲜活鲍鱼形态的描述：

鲍鱼贝壳中等大，坚实，

长与宽比为 1.38： 1～

1.42：1。体螺层极大，上

有一列突起和小孔。表面

被这一突起和小孔分成左

右两部分。左部狭长且较

平滑；右部宽大、粗糙，

表 1 鲜活鲍鱼形态的描

述：鲍鱼贝壳中等大，坚

实，体螺层极大，上有一

列突起和 3～5 个小孔。

表面被这一突起和小孔

分成左右两部分。左部狭

长且较平滑；右部宽大、

粗糙，有读数瘤状或波状

本标准的要求更符合现

有市场对于鲍鱼产品的

形态描述要求



大连鲍鱼地方标准是贯彻执行《食品安全法》和原国家

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

严格执行《标准化法》等法律法规，按照《大连市地方标准

管理办法》等规范性引用文件制定。大连鲍鱼是国家地理标

志产品，标准由大连市知识产权局提出，大连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归口。起草制定标准过程认真遵循国家和地方法律法规，

重要的是此标准明确了地理标志产品大连鲍鱼的术语和定

义、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

标志、标签、包装、运输和贮存等，所有编写标准没有违背

现行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原则要求，没有因实施标准而

影响妨碍其它鲍鱼产品服务流通及限制市场竞争的行为。

四、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结果和依据

无重大意见分歧

五、提出标准实施的建议

由于我市地区内现有鲍鱼生产企业在生产、加工、技术

方面水平参差不齐，部分企业设备不完备、不配套，管理水

平不高，导致我市地区鲍鱼产品质量各有差异，为提升大连

有读数瘤状或波状隆起。

壳表面呈绿褐色或棕色，

生长纹明显。壳内面呈银

白色且具有珍珠光泽

隆起。壳表面呈绿褐色或

棕色，生长纹明显。壳内

面呈银白色且具有珍珠

光泽。

表 3 干鲍的理化指标中无

盐分要求

表 3 干鲍的理化指标盐

分 （ 以 NaCl 计 ） /

（ g/100 g ）≤8

本标准增加了对干鲍的

盐分要求。



鲍鱼质量，建议将本标准作为推荐性标准，用于规范和指导

大连鲍鱼生产实践。

六、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其他说明事项

《地理标志产品 大连鲍鱼》

标准编制组

2023 年 6 月 2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