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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ＧＢ／Ｔ１．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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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文件由全国酿酒标准化技术委员会（ＳＡＣ／ＴＣ４７１）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有限公司、新疆中信国安葡萄酒业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宋全厚、钟其顶、赵玉玲、高红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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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葡萄原料产地是影响葡萄酒特征的重要因素之一，近些年，随着我国葡萄酒优良产地概念逐渐形

成，在借鉴国外原产地保护制度的基础上，我国建立了相应的原产地产品保护制度与管理体系，并先后

制定了一系列的葡萄酒原产地域产品／地理标志产品国家标准，有效引导和规范了我国葡萄酒产区概念

的发展。然而，由于缺少相应的分析技术手段，政府监管机构难以对葡萄原料的产地真实性进行有效识

别。与此同时，国际上主要的葡萄酒生产国家、地区已经开始利用先进的分析手段对葡萄酒产地进行识

别。例如，欧盟已率先建立了葡萄酒数据银行（ｗｉｎｅｄａｔａｂａｎｋ）———通过收集欧盟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葡

萄酒样品，结合葡萄产地 、生产年份、葡萄品种等有关参数，建立以产地相关特征组分为技术指标的数

据库，并以此作为葡萄酒产地识别的重要依据。

本文件参考国际上已有的葡萄酒产地识别技术经验，根据我国葡萄酒产业情况以及分析检测技术

水平而制定，可用于对葡萄原料全部产自相同产地、相同年份的葡萄酒的产地进行识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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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酒产地识别技术导则

１　范围

本文件提供了葡萄酒产地识别的技术方案和识别程序。

本文件适用于对葡萄原料全部产自同一年份和生长地的葡萄酒产地进行识别。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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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

ＱＢ／Ｔ４８５１　葡萄酒中无机元素的测定方法　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和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

发射光谱法

ＱＢ／Ｔ４８５３　葡萄酒中水的稳定氧同位素比值（
１８Ｏ／１６Ｏ）测定方法　同位素平衡交换法

ＱＢ／Ｔ４８５５　果汁中水的稳定氧同位素比值（
１８Ｏ／１６Ｏ）测定方法　同位素平衡交换法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葡萄酒产地　狑犻狀犲狅狉犻犵犻狀犪狉犲犪

酿造葡萄酒所用葡萄原料的生长特定地理区域。

３．２

建模样品　狊犪犿狆犾犲狊犳狅狉犿狅犱犲犾犻狀犵

酿造葡萄酒所用葡萄原料及葡萄原料全部产自同一年份和生长地的葡萄酒。

４　识别技术方案

收集不同产地的酿酒葡萄原料和葡萄酒作为建模样品，测定其具有产地特点的特征性指标；结合建

模样品的产地范围、年份、品种信息，建立特征性指标数据库；通过统计学方法建立相应的葡萄酒产地识

别模型；将符合上述数据库信息的供试葡萄酒样品的特征性指标数据代入产地识别模型，用以识别供试

样品的产地真实性。具体葡萄酒产地识别流程如图１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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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１　葡萄酒产地识别流程示意图

５　识别程序

５．１　建模样品的采集和处理

５．１．１　采集葡萄酒产地不同年份的葡萄原料和葡萄酒样品。

５．１．２　每年度同一产地的建模样品数量不少于２０个，其中葡萄原料样品不少于１０个。

５．１．３　建模样品采集、信息登记和样品处理方法见附录Ａ。

５．２　建模样品的特征性指标测定

５．２．１　指标选择

筛选可用于产地识别的特征性指标，如无机元素和葡萄酒中水的稳定氧同位素，或其他具有产地特

征的指标。

５．２．２　测定方法

５．２．２．１　无机元素测定

葡萄原料样品及葡萄酒样品中无机元素的测定按照ＱＢ／Ｔ４８５１规定的方法执行。

５．２．２．２　水的稳定同位素测定

葡萄酒样品中水的稳定氧同位素比值测定按照ＱＢ／Ｔ４８５３规定的方法执行。葡萄原料样品中水

的稳定氧同位素比值测定按照ＱＢ／Ｔ４８５５规定的方法执行。

５．２．２．３　其他指标测定

其他指标测定按照相应的检测方法标准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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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特征性指标数据库构建

结合５．１中的建库样品的产地范围、采集年份、品种等信息，建立以５．２中所测特征性指标为主的数

据库。

５．４　产地识别模型构建

５．４．１　数据预处理

根据所选数据模型需求，对葡萄酒样品的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如采用归一化等消除量纲的差异。

５．４．２　模型建立

通过对５．３数据库的数据进行分析，建立葡萄酒产地的识别模型。随机采用２／３数据建模，１／３数

据预测，模型仿真预测准确率达到９５％以上。

５．５　供试样品产地识别

５．５．１　样品信息登记

登记供试样品的标注产地和年份等信息。若建模样品数据库范围覆盖供试样品的产地和年份信

息，可采用相应的模型进行产地识别。

５．５．２　供试样品测定

按照５．２中指标和方法对供试样品进行测定。

５．５．３　产地识别

将供试样品的测定数据进行预处理后，代入识别模型，若识别模型识别的结果与供试样品标注的产

地信息一致，可认为该供试样品的产地为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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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

建模样品采集、登记和处理方法示例

犃．１　建模葡萄原料样品采集

犃．１．１　葡萄原料样品要求

犃．１．１．１　在葡萄采收期进行采样，采集的样品能够代表所划分的产地情况。

犃．１．１．２　不在降雨或有露水时进行采样。

犃．１．１．３　采集成熟、饱满、无腐烂的葡萄，每个样品不少于２ｋｇ。

犃．１．１．４　葡萄采集后冷冻保存（－２０℃）于密封容器中，或者新鲜葡萄采摘后压榨取汁，然后冷冻保存

（－２０℃）。样品可长期冷冻保存。

犃．１．２　葡萄原料样品信息记录

样品采集后，填写葡萄或葡萄汁的相关信息，该信息随附在葡萄或葡萄汁的运输过程中并实时更新

针对样品进行的任何处理过程。所需信息如下：

———产品描述，包括生长地（如地理坐标）、收获年份和葡萄品种等；

———样品的系列编号；

———采样日期；

———授权采集样人员。

犃．２　建模葡萄酒样品采集

犃．２．１　葡萄酒样品要求

犃．２．１．１　葡萄酒样品的葡萄原料均来自同一产地和同一年份 。

犃．２．１．２　所采集的葡萄酒样品能够代表所划分的产地情况。

犃．２．１．３　每个样品不少于５００ｍＬ，样品采集后密封保存，样品可长期保存。

犃．２．２　葡萄酒样品信息记录

样品采集后，填写葡萄酒的相关信息并实时更新针对样品进行的任何处理过程。所需信息如下：

———产品描述，包括葡萄原料的生长地（如地理坐标）、葡萄原料收获年份、葡萄原料品种等；

———样品的系列编号；

———采样日期；

———授权采集样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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