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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任务来源及计划要求

《干制红枣分选机》是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关于下达2023

年度供销合作社归口行业标准体系与行业品牌建设项目计划的通知》

供销科社标字[2023]60号的项目之一，《干制红枣分选机》的项目计

划编号2023GH-ZD-37。本标准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科教社团部

提出，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归口，由安徽捷迅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等

负责起草。本标准是新制定的推荐性标准。

二、标准制订的目的和意义

红枣是我国的特色产品，世界上90%以上的红枣产自中国，近些

年在乡村振兴战略的促进下，红枣种植产业的规模不断增加，广大果

农收获了较高的利润，进一步刺激国内红枣市场的发展。与此同时，

在红枣相关产业及市场方面也一直保持告高速增长。随着科教的不断

进步，红枣行业在相关种植技术的不断推进下也更加迅速的发展，红

枣产量不断增长，在2017 年达到852.2万吨，同比增长3.4%，市场规

模同比增长6.3%，到2017年达到了615.6 亿元。 从公布的统计数据

可以看出，红枣市场的前景非常明朗。但目前红枣市场中大多以红枣

原产品为主。虽然近些年红枣的深加工产品如红枣粉、红枣干等在红

枣产品中的占比逐年增加，但占红枣市场的整体比例仍然很少。近些

年最主要的红枣处理方式还是对原产品进行清洗烘干后直接售卖。通

过分级处理后的红枣，非常利于提升产品的附加效益。对于红枣的外

观、病害进行分级以确认红枣的品质等级是提升红枣附加价值的关键

手段。尤其是针对病害红枣的分级，有利于产品的储存和运输，加长

红枣的保存时间。而且针对次级红枣还能进一步深加工，实现红枣产

品的进一步增值创汇。因此，对红枣进行分级处理具有很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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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限制红枣市场进一步发展的是分拣方法。分级仍以人工通

过选果板对比等方式为主，劳动强度大且无法对红枣内部缺陷检测，

其余的分级方式包括机械式分级、光电式分级等。机械式分级己只能

对红枣外型尺寸进行分级，对红枣的表面缺陷无法检测，且分级过程

中红枣与机械的碰撞易产生机械损伤；光电式分选是利用光电原理实

现对红枣外观特征的识别和分类，干制红枣分选机具备以下几个优

点：

a)识别精度高，通过光电成像可以对物料实现1mm以下的分辨能

力，对颜色可以超越人眼识别能力的精确分级分类，成品可以达到99%

以上纯净度，有效的保证了再生红枣的加工品质，精度可以达到这是

其他分类方法不能达到的；

b)生产效率高，干制红枣分选机采用多通道并行工作模式，加工

效率高，单台设备就可以达到2～3吨/小时的加工能力，不需要人工

干预，可以适应大产量的需求。

c)干制红枣分选机分选优势明显，技术和性能日益成熟，生产企

业数量日益增加，国内从事干制红枣分选机国产品牌厂家有10余家，

分选机产品品类繁多，各个厂家对机型的命名各不相同，评测手段也

不相同。多年来没有统一的产品标准，行业内习惯性沿用粮食色选的

术语和定义，与实际生产需求有一定差距，行业内术语不统一，分选

性能评价不一致，从市场推广、到工艺设计、再到检验检测、用户选

择等多个方面都缺少统一的标准指导，造成一定的混乱。为了促进行

业的健康有序发展，需要对行业的相关活动进行规范化，形成统一的

标准，激励从业者提高产品质量、推动工艺产品创新，帮助用户增强

辨别能力选择合适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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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干制红枣分选机的标准化和大力推广应用，对红枣加工意义

重大，可以有效促进红枣高值化，进而提高红枣的价值，提高加工企

业的盈利能力，有助于推动红枣加工行业企业的健康、规范发展。

三、本标准的编制原则

为使《干制红枣分选机》标准内容科学、合理并符合行业特征，

项目组坚持贯彻以下编制原则：

1.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依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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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的内容。

2.完整性原则

在本次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调研了红枣加工企业的运营情况，

对红枣从加工、破碎、加工业务进行了梳理、分析，对相关规范进行

归纳总结，以确保标准的完整性。

3.时效性原则

在本次标准编制过程中，充分参考了正在编制《红枣 术语》等

国家标准的项目小组的意见和建议，确保本标准相关要求的时效性。

4.可行性原则

在本次标准编制过程中，征求了多个红枣加工处理企业的意见和

建议，以保证标准在行业内的可行性。

四、确定本标准内容依据

本标准主要立足于我国与包装弃物管理相关的法律法规、行业政

策规定、标准要求等，在遵循上述要求的基础上，将其作为编制本标

准编制《干制红枣分选机》主要的依据，主要包括：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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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3768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 反射面上方采用包

络测量表面的简易法

GB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 1 部分:通用技术条

件

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 13306 标牌

GB/T 24854 粮油机械 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37662.2 工业机械电气设备及系统 术语 第 2 部分：红枣

机械

GB/T 37400.12 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第 12部分：涂装

经过大量等干制红枣分选机生产、检验、应用实践已经证明参数

定义准确有效。

五、标准的研究、起草过程

(一)资料收集

研究过程中标准编制组收集并了解了国家有关的法律法规要求，

系统分析了近年来相关部门发布的红枣相关的政策、要求，并对相关

的标准进行了收集整理。并和红枣加工、加工厂家联合对生产数据进

行收集整理。

(二)调查研究

根据项目要求，标准编制组制定了项目工作计划，按照计划，标

准编制组对红枣加工处理企业进行了重点调研，收集了其相关的工作

流程及技术要求，为标准的编制奠定了基础。

(三)标准草稿编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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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编制组在调研的基础上，根据标准制定要求、编制依据和编

制原则组织标准的编写，并多次进行修改完善，相继完成标准的初稿、

工作组讨论稿和征求意见稿等。

(四)组织研讨和征求相关部门意见

标准编制组在标准编制的不同阶段多次召开内部或行业内领导、

专家参加的研讨会，对标准进行细致全面的讨论；同时，将标准发往

有关部门，进行意见征求活动，并根据各方讨论和意见反馈的结果，

进行了标准的修改和完善。

六、标准的内容结构

该标准共包括九部分内容：

第一部分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干制红枣分选机工作原理、型号的编制方法及应告

示的基本参数、技术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包装、运输

和贮存的要求过程所应遵守的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利用光电原理从红枣中除去有缺陷物料的设备。

第二部分 规范性引用文件

列出了该标准引用的主要标准，本标准主要引用下述现行标准：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3768 声学 声压法测定噪声源声功率级 反射面上方采用

包络测量表面的简易法

GB 5226.1 机械电气安全 机械电气设备 第1部分:通用技术条

件

GB/T 9969 工业产品使用说明书 总则

GB/T 13306 标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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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B/T 24854 粮油机械 产品包装通用技术条件

GB/T 37662.2 工业机械电气设备及系统 术语 第2部分：红枣机

械

GB/T 37400.12 重型机械通用技术条件 第12部分：涂装

第三部分 术语和定义

该标准参照了GB/T29884—2013《粮油机械 大米色选机》给出了

干制红枣分选机容许度、杂质、剔除率、带出比、执行单元的术语和

定义。其中干制红枣分选机是指根据干制红枣外表面光学特征的差

异，对干制红枣全方位拍摄，采用计算机图形分析方法，对干制红枣

进行分类分级的设备。杂质是指红枣中的其它物质。剔除率是指剔除

物中有缺陷物料的质量占入机物料中有缺陷物料总质量的质量分数。

带出比是指剔除物中合格红枣与缺陷红枣和杂质质量的比值。执行单

元是指根据电磁工作原理通过压缩空气完成剔除动作的装置。

第四部分 分选原理

本部分给出了干制红枣分选机的工作原理，是指被选物料从料斗

进入分选机，通过振动喂料机构进入光学传感器观察料区。光学传感

器检测到不同颜色颗粒或薄片光的强弱及颜色变化，经光电转换生成

电信号，驱动喷阀动作，吹出有缺陷物料。

第五部分 型号的编制方法及应告示的基本参数

本部分规定了干制红枣分选机的型号编制方法。产品型号主要由

类别代号、特征代号、主参数三部分组成，分选机的主参数为执行单

元数，改进产品的型号在原型号后加注大写字母表示，称为改进代号。

如进行了几次改进，则在大写字母后加注顺序号。

第六部分 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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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规定了干制红枣分选机的一般要求、机械性能和工艺性能

及安全要求。其中干制红枣分选机一般要求应按照经规定程序批准的

图样和技术文件制造；外购件应符合相关标准和产品使用说明书的规

定，并附有制造商提供的产品合格证明或质量等级证明；焊接质量应

符合图样要求，焊缝不得有裂纹、夹渣、气孔、焊瘤、虚焊、烧穿、

漏焊等缺陷；机械加工零件的加工表面不应有锈蚀、磕碰、划伤等缺

陷，毛刺应清除干净；表面涂漆的漆膜厚度应不小于80μm，附着力

应符合GB/T 37400.12-2019的规定；导线及其配线技术应符合

GB5226.1的规定；使用说明书的编制应符合GB/T9969的规定。

干制红枣分选机机械性能应在产品装配后，在空载正常运转时应

无异常声响，作业时噪声应不大于85dB(A)；各紧固件应牢固可靠，

应有可靠的防松装置。

干制红枣分选机的工艺性能指标包含色选工艺性能指标工艺指

标，其中色选工艺性能指标包括成品容许度、剔除率、带出比，设定

的性能指标如下；

单通道分拣量不低于150kg/h。

含杂低于30%的红枣，分拣质量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a）残次果（破头果、油头果等）不超过0.5%；

b）浆头果、病果、虫果、霉烂果、不熟果剔除率100%；

c）可剔出带有划痕、斑点等其它未列缺陷果，单独归类；

d）按照单颗果品重量分等，每千克果品数量误差不超过5%；

e）同一等级红枣，最大单颗红枣重量允许超过设定值重量的

0.5%，最小单颗红枣重量允许小于设定值重量的0.5%。

第七部分 试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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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验方法是保证国家标准正确实施的重要手段，也是为监督部门

提供的有力工具。本标准对所有指标的检验方法都作了明确规定，全

部采用国家标准方法。

第八部分 检验规则

本部分规定了检验的类型及其判定规则，分为出厂检验和型式检

验，应根据情况的不同分别使用不同的检验类型。

第九部分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部分规定了干制红枣分选机的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要求。

干制红枣分选机的标志应在每台分选机明显位置处固定永久性

标牌，标牌内容应符合 GB/T13306的规定。

干制红枣分选机的包装应符合GB/T24854，随机文件和工具包括：

使用说明书；检验合格证；装箱单；工具和附件。

干制红枣分选机的运输要求，主要包括运输应符合交通运输部门

的相关要求，鼓励多次重复使用封装用的包装物、捆绑物和遮盖物以

减少资源浪费。

干制红枣分选机的贮存场所的设立应遵守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标

准要求，宜贮存在有干燥、通风和防潮等措施的仓库，不宜露天存放，

禁止与有腐蚀性或有毒性的物质混放。

七、标准实施后的经济和社会效益

（1）社会效益

《干制红枣分选机》标准的实施，规范了分选机的性能和技术要

求，确保了设备能够精确、高效地分选出品质优良的红枣，从而提升

了红枣的整体品质。这不仅满足了消费者对高品质红枣的需求，还增

强了红枣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标准的实施有助于推动红枣产业的现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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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和标准化进程。随着分选机的广泛应用，红枣产业逐渐实现了自动

化和智能化生产，提高了生产效率和经济效益。同时，标准的统一也

促进了红枣产业链的整合和优化，推动了产业的健康发展，也为未来

产业的持续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经济效益

《干制红枣分选机》标准实施后，提高了干制红枣的分选效率和

质量、促进产业规模化和产业化发展、提高产品附加值和市场竞争力

以及推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等方面，为红枣产业带来了显著的经济

效益。这些效益不仅有助于提升当前红枣产业的盈利水平，也为未来

产业的持续发展和创新提供了有力支撑。

八、其它需要说明的问题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干制红枣分选机》编制组

2024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