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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下山参鉴定及分等质量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林下山参的术语和定义、鉴定及分等质量、检验鉴定方法、检验鉴定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林下山参的等级分类和检验鉴定，也适用于林下山参的采收、加工、收购、经营、监

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T 18765   野山参鉴定及分等质量 

GB/T 22531   野山参人工繁衍护育操作规程 

GB/T 31766   野山参加工及储藏技术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年版（一部）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765、GB/T 22531、GB/T 31766所涉及的术语和定义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林下山参  ginseng under forest 

在林下播种自然生态环境中生长15年以上的人参，俗称野山参。 

3.2  

    鲜林下山参  fresh ginseng under forest 

未经烘干或晒干的鲜林下山参。 

3.3  

    生晒林下山参  dried  ginseng under forest 

鲜林下山参经过刷洗后烘干或晒干的产品。 

3.4  

    林下山参粉  the powder of ginseng under forest 

将林下山参粉碎至65目以上的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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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鉴定及分等质量 

4.1 基本要求 

4.1.1 林下山参年限应为 15 年以上。 

4.1.2 不得人为改变林下山参的原有自然性状。 

4.2 规格要求 

4.2.1 鲜林下山参规格应满足 GB/T 18765表 1的要求。 

4.2.2 生晒林下山参规格应满足 GB/T 18765表 2的要求。 

4.3 等级要求 

4.3.1 鲜林下山参等级应满足表 1的要求。 

表1 鲜林下山参等级 

项目 特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芦 

三节芦，芦碗紧

密，芦较长，个别

双芦或三芦以上，

芽苞完整 

两节芦或三节芦，

芦碗紧密，个别三

芦以上，芽苞完整 

一节或两节芦，芦

碗较大，芦碗排列

扭曲，有残缺、疤

痕 

断芦，有残缺、疤

痕 
水锈 

艼 

枣核艼，艼重量不

得超过主体50%，

不跑浆 

枣核艼、蒜瓣艼或

毛毛艼，艼重量不

得超过主体50%，

不跑浆 

有毛毛艼、顺长艼

或艼变，艼大，有

疤痕 

断艼，有残缺、疤

痕 
水锈 

体 

灵体、疙瘩体，黄

褐色或淡黄白色，

紧皮细腻，有光

泽，腿分档自然，

不跑浆，无疤痕 

顺体、过梁体，黄

褐色或淡黄白色，

紧皮细腻，有光

泽，腿分档自然，

不跑浆，无疤痕 

顺体、笨体、横体，

黄褐色或黄白色，

皮较松，体小、艼

变、有疤痕 

断体，有残缺、疤

痕 
水锈 

纹 
主体上部环纹细

而深，紧皮细纹 

主体上部环纹明

显 

主体上部的环纹

不全，断纹或纹较

少 

主体上部的环纹

不全，断纹或纹较

少 

主体上部的环纹

不全，断纹或纹较

少 

须 

细而长，柔韧不

脆，疏而不乱，珍

珠点明显，主须完

整，艼须下伸 

须细长，柔韧不

脆，主须完整，艼

须下伸 

须有长有短，柔韧

不脆，有残缺 
断须，有残缺 水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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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生晒林下山参等级应满足表 2的要求。 

表2 生晒林下山参等级 

项目 特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芦 

三节芦，芦碗紧

密，芦较长，个别

双芦或三芦以上 

二节芦或三节芦，

芦碗较大、紧密，

个别三芦以上 

二节芦、缩脖芦，

芦碗较粗大，芦碗

排列扭曲，有残

缺、疤痕 

断芦，有残缺、疤

痕 
水锈 

艼 

枣核艼，艼重量不

得超过主体 50%，

不抽沟，色正有光

泽 

枣核艼、蒜瓣艼、

毛毛艼或顺长艼，

艼重量不得超过

主体 50%，不抽沟，

色正有光泽 

艼大或无艼，有残

缺、疤痕 

断艼，有残缺、疤

痕 
水锈 

体 

灵体、疙瘩体，色

正有光泽，黄褐色

或淡黄白色，腿分

档自然，不抽沟，

无疤痕，不泡体 

顺体、过梁体，色

正有光泽，黄褐色

或淡黄白色，腿分

档自然，不抽沟，

不泡体 

顺体、笨体、横体，

黄褐色或黄白色，

皮较松，抽沟，体

小、艼变、有疤痕 

断体，有残缺、疤

痕 
水锈 

纹 
主体上部环纹细

而深，紧皮细纹 

主体上部环纹明

显 

主体上部的环纹

不全，断纹或纹较

少 

主体上部的环纹

不全，断纹或纹较

少 

主体上部的环纹

不全，断纹或纹较

少 

须 

细而长，疏而不

乱，柔韧不脆，有

珍珠点，主须完

整，艼须下伸。 

须细长，疏而不

乱，柔韧不脆，主

须完整，艼须下伸 

须而长，柔韧不

脆，有残缺 
断须，有残缺 水锈 

 

4.4 林下山参、林下山参粉、林下山参片质量要求 

4.4.1 原料要求 

    林下山参粉、林下山参片加工前，应符合表 2的规定，其用于加工的林下山参需要具有资质单位鉴

定，并留样。 

4.4.2 理化指标 

    林下山参、林下山参粉、林下山参片理化指标应满足表 3的要求。 

表3 林下山参、林下山参粉、林下山参片理化指标 

序 号 项  目 指  标 

1 水分（%） ≤8.00 

2 灰分（%） 
总灰分 ≤5.00 

酸性不溶灰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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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林下山参、林下山参粉、林下山参片理化指标（续） 

 

4.4.3 卫生指标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年版（一部）、 GB 2763等规定执行。 

5 检验鉴定方法 

5.1 基本要求 

5.1.1 检验鉴定条件 

将产品放置白瓷盘中，用目力在适当的光线下观察。 

5.1.2 林下山参外观鉴定按照表 1、表 2执行 

5.1.3 林下山参年限鉴定 

根据林下山参芦碗个数和圆芦上的芦碗痕迹点及皮色老嫩鉴定林下山参年限。 

5.1.4 体内异物的检验 

可用金属探测设备或X光机进行检测。 

5.2 规格 

    用天平检验。 

5.3 理化指标检查 

5.3.1 水分 

    按 GB/T 18765水分测定法测定。 

5.3.2 灰分 

5.3.2.1 总灰分 

    按 GB/T 18765总灰分测定法测定。 

5.3.2.2 酸不溶性灰分 

    按 GB/T 18765酸不溶性灰分测定法测定。 

5.3.3 人参皂苷 Rb1、Re+Rg1含量测定 

序 号 项  目 指  标 

3 人参皂苷（%） 
Rb1 ≥0.41 

Re+Rg1 ≥0.61 

4 人参总皂苷（%） ≥4.50 

注：鲜林下山参的上述指标以干燥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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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年版（一部）人参“含量测定”项规定的方法测定。 

5.3.4 人参总皂苷含量测定 

    按 GB/T 18765附录 B“野山参总皂苷含量的测定方法”测定。 

6 检验鉴定规则 

6.1 总则 

林下山参鉴定以外观鉴定为判定合格的标准，必要时进行理化指标的检验；林下山参粉、林下山参

片加工销售前，应经具有资质单位进行感官鉴定，在符合规定的前提下监督投料，留样，同时进行理化

指标检验。 

6.2 抽样和数量 

感官鉴定逐支进行。作为原料用林下山参进行理化、卫生指标检验时，每一批产品按随机方法抽取

样品，每次取样量不得少于 50g。 

6.3 出厂检验 

6.3.1 林下山参感官鉴定为出厂检验，如需要时，可要求质量鉴定部门进行外观鉴定。外观鉴定尚不

能满足需求时，可要求质量鉴定部门进行理化指标检验。 

6.3.2 林下山参粉、林下山参片产品的检验为出厂检验，林下山参粉、林下山参片原料应符合表 2的

规定，并进行理化指标检验，应随机抽样。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3的要求。 

6.4 判定规则 

6.4.1 林下山参不符合 4.1.1、4.1.2、4.2、4.3规定的，判定为不合格。 

6.4.2 林下山参粉、林下山参片的理化指标有一项不合格时，再从该产品中加倍采样重新复检，如全

部合格时可判定产品合格，仍有一项不合格时，可判定该产品为不合格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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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下山参鉴定及分等质量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林下山参的术语和定义、鉴定及分等质量、检验鉴定方法、检验鉴定规则。 

本标准适用于林下山参的等级分类和检验鉴定，也适用于林下山参的采收、加工、收购、经营、监

管。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标准。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T 18765   野山参鉴定及分等质量 

GB/T 22531   野山参人工繁衍护育操作规程 

GB/T 31766   野山参加工及储藏技术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年版（一部）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765、GB/T 22531、GB/T 31766所涉及的术语和定义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林下山参  ginseng under forest 

在林下播种自然生态环境中生长15年以上的人参，俗称野山参。 

3.2  

    鲜林下山参  fresh ginseng under forest 

未经烘干或晒干的鲜林下山参。 

3.3  

    生晒林下山参  dried  ginseng under forest 

鲜林下山参经过刷洗后烘干或晒干的产品。 

3.4  

    林下山参粉  the powder of ginseng under forest 

将林下山参粉碎至65目以上的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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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鉴定及分等质量 

4.1 基本要求 

4.1.1 林下山参年限应为 15 年以上。 

4.1.2 不得人为改变林下山参的原有自然性状。 

4.2 规格要求 

4.2.1 鲜林下山参规格应满足 GB/T 18765表 1的要求。 

4.2.2 生晒林下山参规格应满足 GB/T 18765表 2的要求。 

4.3 等级要求 

4.3.1 鲜林下山参等级应满足表 1的要求。 

表1 鲜林下山参等级 

项目 特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芦 

三节芦，芦碗紧

密，芦较长，个别

双芦或三芦以上，

芽苞完整 

两节芦或三节芦，

芦碗紧密，个别三

芦以上，芽苞完整 

一节或两节芦，芦

碗较大，芦碗排列

扭曲，有残缺、疤

痕 

断芦，有残缺、疤

痕 
水锈 

艼 

枣核艼，艼重量不

得超过主体50%，

不跑浆 

枣核艼、蒜瓣艼或

毛毛艼，艼重量不

得超过主体50%，

不跑浆 

有毛毛艼、顺长艼

或艼变，艼大，有

疤痕 

断艼，有残缺、疤

痕 
水锈 

体 

灵体、疙瘩体，黄

褐色或淡黄白色，

紧皮细腻，有光

泽，腿分档自然，

不跑浆，无疤痕 

顺体、过梁体，黄

褐色或淡黄白色，

紧皮细腻，有光

泽，腿分档自然，

不跑浆，无疤痕 

顺体、笨体、横体，

黄褐色或黄白色，

皮较松，体小、艼

变、有疤痕 

断体，有残缺、疤

痕 
水锈 

纹 
主体上部环纹细

而深，紧皮细纹 

主体上部环纹明

显 

主体上部的环纹

不全，断纹或纹较

少 

主体上部的环纹

不全，断纹或纹较

少 

主体上部的环纹

不全，断纹或纹较

少 

须 

细而长，柔韧不

脆，疏而不乱，珍

珠点明显，主须完

整，艼须下伸 

须细长，柔韧不

脆，主须完整，艼

须下伸 

须有长有短，柔韧

不脆，有残缺 
断须，有残缺 水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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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2 生晒林下山参等级应满足表 2的要求。 

表2 生晒林下山参等级 

项目 特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四等 

芦 

三节芦，芦碗紧

密，芦较长，个别

双芦或三芦以上 

二节芦或三节芦，

芦碗较大、紧密，

个别三芦以上 

二节芦、缩脖芦，

芦碗较粗大，芦碗

排列扭曲，有残

缺、疤痕 

断芦，有残缺、疤

痕 
水锈 

艼 

枣核艼，艼重量不

得超过主体 50%，

不抽沟，色正有光

泽 

枣核艼、蒜瓣艼、

毛毛艼或顺长艼，

艼重量不得超过

主体 50%，不抽沟，

色正有光泽 

艼大或无艼，有残

缺、疤痕 

断艼，有残缺、疤

痕 
水锈 

体 

灵体、疙瘩体，色

正有光泽，黄褐色

或淡黄白色，腿分

档自然，不抽沟，

无疤痕，不泡体 

顺体、过梁体，色

正有光泽，黄褐色

或淡黄白色，腿分

档自然，不抽沟，

不泡体 

顺体、笨体、横体，

黄褐色或黄白色，

皮较松，抽沟，体

小、艼变、有疤痕 

断体，有残缺、疤

痕 
水锈 

纹 
主体上部环纹细

而深，紧皮细纹 

主体上部环纹明

显 

主体上部的环纹

不全，断纹或纹较

少 

主体上部的环纹

不全，断纹或纹较

少 

主体上部的环纹

不全，断纹或纹较

少 

须 

细而长，疏而不

乱，柔韧不脆，有

珍珠点，主须完

整，艼须下伸。 

须细长，疏而不

乱，柔韧不脆，主

须完整，艼须下伸 

须而长，柔韧不

脆，有残缺 
断须，有残缺 水锈 

 

4.4 林下山参、林下山参粉、林下山参片质量要求 

4.4.1 原料要求 

    林下山参粉、林下山参片加工前，应符合表 2的规定，其用于加工的林下山参需要具有资质单位鉴

定，并留样。 

4.4.2 理化指标 

    林下山参、林下山参粉、林下山参片理化指标应满足表 3的要求。 

表3 林下山参、林下山参粉、林下山参片理化指标 

序 号 项  目 指  标 

1 水分（%） ≤8.00 

2 灰分（%） 
总灰分 ≤5.00 

酸性不溶灰分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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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林下山参、林下山参粉、林下山参片理化指标（续） 

 

4.4.3 卫生指标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年版（一部）、 GB 2763等规定执行。 

5 检验鉴定方法 

5.1 基本要求 

5.1.1 检验鉴定条件 

将产品放置白瓷盘中，用目力在适当的光线下观察。 

5.1.2 林下山参外观鉴定按照表 1、表 2执行 

5.1.3 林下山参年限鉴定 

根据林下山参芦碗个数和圆芦上的芦碗痕迹点及皮色老嫩鉴定林下山参年限。 

5.1.4 体内异物的检验 

可用金属探测设备或X光机进行检测。 

5.2 规格 

    用天平检验。 

5.3 理化指标检查 

5.3.1 水分 

    按 GB/T 18765水分测定法测定。 

5.3.2 灰分 

5.3.2.1 总灰分 

    按 GB/T 18765总灰分测定法测定。 

5.3.2.2 酸不溶性灰分 

    按 GB/T 18765酸不溶性灰分测定法测定。 

5.3.3 人参皂苷 Rb1、Re+Rg1含量测定 

序 号 项  目 指  标 

3 人参皂苷（%） 
Rb1 ≥0.41 

Re+Rg1 ≥0.61 

4 人参总皂苷（%） ≥4.50 

注：鲜林下山参的上述指标以干燥品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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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15年版（一部）人参“含量测定”项规定的方法测定。 

5.3.4 人参总皂苷含量测定 

    按 GB/T 18765附录 B“野山参总皂苷含量的测定方法”测定。 

6 检验鉴定规则 

6.1 总则 

林下山参鉴定以外观鉴定为判定合格的标准，必要时进行理化指标的检验；林下山参粉、林下山参

片加工销售前，应经具有资质单位进行感官鉴定，在符合规定的前提下监督投料，留样，同时进行理化

指标检验。 

6.2 抽样和数量 

感官鉴定逐支进行。作为原料用林下山参进行理化、卫生指标检验时，每一批产品按随机方法抽取

样品，每次取样量不得少于 50g。 

6.3 出厂检验 

6.3.1 林下山参感官鉴定为出厂检验，如需要时，可要求质量鉴定部门进行外观鉴定。外观鉴定尚不

能满足需求时，可要求质量鉴定部门进行理化指标检验。 

6.3.2 林下山参粉、林下山参片产品的检验为出厂检验，林下山参粉、林下山参片原料应符合表 2的

规定，并进行理化指标检验，应随机抽样。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3的要求。 

6.4 判定规则 

6.4.1 林下山参不符合 4.1.1、4.1.2、4.2、4.3规定的，判定为不合格。 

6.4.2 林下山参粉、林下山参片的理化指标有一项不合格时，再从该产品中加倍采样重新复检，如全

部合格时可判定产品合格，仍有一项不合格时，可判定该产品为不合格产品。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