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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团体

标准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等 

1．任务来源及项目背景 

近年来，随着消费者健康意识的提升和市场对高品质饮用水需求

的增长，天然苏打水作为一种具有独特卖点的产品，在国内市场上的

热度持续攀升。据统计，目前国内已有超过 200 家企业涉足天然苏打

水的生产领域。相较于传统的纯净水、山泉水及矿泉水，天然苏打水

以其自然碱性、富含矿物质等特性脱颖而出，成为包装饮用水行业中

的一股清流。然而，在这一快速发展的背景下，行业内缺乏统一的国

家标准来指导天然苏打水的生产和质量控制，这不仅限制了行业的健

康发展，也给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带来了挑战。 

在此情况下，为了填补省内乃至全国范围内天然苏打泉水在国家

层面标准缺失的问题，并确保此类产品的生产、销售以及质量监控等

各环节都能够得到有效的规范管理，有必要制定一套专门针对天然苏

打水的地方或团体标准。此举不仅能为企业提供明确的技术指引和支

持，促进产品质量的稳步提高；同时也能为政府相关部门实施市场监

管提供坚实的法律依据，有助于维护良好的市场竞争环境，保障消费

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因此，本项团体标准的制定对于促进天然苏

打水行业的规范化发展、保障产品质量安全、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

的美好生活的需要等方面均具有重要意义。 

2．起草单位 

本文件起草单位：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X。 

3.标准编制过程 

（1）预研阶段 

2024年12月，标准发起单位开始组织标准研究工作，查阅了相关

政策法规和国内外相关技术资料，并对相关方进行了大量调研。并编

写完成了立项申请材料，向山东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提出了立项申

请。 

（2）起草工作阶段 

2025年1月15日，山东省知识产权服务业协会下达了《关于准予<

天然苏打泉水>团体标准立项的通知》（鲁知服协字[2025]第3号），

《天然苏打泉水》团体标准正式立项。 

标准立项后，标准发起单位积极组织筹备和征集标准起草单位。

经过征集、评审和筛选，并最终确定了标准起草组的成员单位，成立

了标准起草组。 

标准起草组制定了标准编制工作计划、编写大纲，明确任务分工

及各阶段进度时间。同时，标准起草组成员认真学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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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写规则》 

标准起草组根据前期研究情况完善了标准草案,并邀请相关领域

专家、标准化专家及技术人员广泛交流意见，经过多次讨论和修改，

整理形成标准文本征求意见稿，并公开征求意见。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编制原则 



 

（1）规范性原则 

制定本标准遵守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政策规定，确保其合法性与

合规性。 

（2）必要性原则 

针对市场快速扩张及标准缺失现状，制定天然苏打水标准填补空

白，提供技术指导，保障产品质量，维护消费者权益，引导行业健康

发展。 

（3）科学性原则 

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大量了解天然苏打泉水的相关资料，

咨询行内专业人士意见建议，坚持标准内容来源于实际分析与研究。 

2、主要内容的解释和说明 

1）标准名称：标准名称为《天然苏打泉水》。  

2）范围：本文件规定了天然苏打泉水的技术要求、生产加工过

程卫生要求、检验规则、标志、包装、运输、贮存和保质期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以符合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的地下天然水为主要

原料，经过滤、杀菌、灌装等工艺处理制成的天然苏打泉水，不适用

于饮用天然矿泉水。 

3）规范性引用文件：本章列出了本文件的规范性引用文件。 

4）术语和定义：本章给出了本文件适用的术语和定义。 

5）技术要求：本章给出了相关技术要求。 

6）生产加工过程卫生要求：本章给出了相关生产加工过程卫生

要求。 



 

7）检验规则：本章给出了相关的检验规则。 

8）标志、包装、运输、贮存：本章给出了标志、包装、运输、

贮存的要求。 

9）保质期：本章给出了保质期的相关要求。 

三、采用国际标准的程度及水平的简要说明 

本标准在制定过程中没有查询到相应的国际、国外标准，因此没

有采标。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尽量采用直接引用的方式或修改引用相关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主要技术内容，确保与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相协调、相衔接。 

四、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未产生重大分歧意见。 

五、贯彻团体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 

过渡办法等内容） 

1．加强标准的宣贯、促进标准的实施。 

2．及时修订完善、持续改进。 

六、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