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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修改采用国际标准ＩＳＯ９２３５：１９９７《芳香天然原料　词汇》，在ＩＳＯ９２３５：１９９７、ＩＯＦＩ（食用香

料工业国际组织）和ＩＦＲＡ（国际日用香料工业协会）实践法规术语的基础上，增加了合成香料术语、调

香术语。本标准与ＩＳＯ９２３５：１９９７的主要差异如下：

———本标准的名称为香料香精术语；

———本标准香料部分增加了术语香料、超临界流体提取物及合成香料（包括半合成香料、全合成香

料）的定义，其余内容与ＩＳＯ９２３５：１９９７完全相同；

———增加香精术语和定义；

———增加调香术语和定义；

———增加其他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由中国轻工业联合会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香料香精化妆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由上海香料研究所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金其璋、徐易、康薇、杜世祥、王群。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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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 料 香 精 术 语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香料、香精和调香的术语和定义。

本标准适用于规范香料香精工业用语。

２　

香料　犳狉犪犵狉犪狀犮犲／犳犾犪狏狅狉狊狌犫狊狋犪狀犮犲

适合人类消费的具有香气和／或香味的物质。前者指能被人类嗅觉感知的物质，后者指使人类产生

滋味（香气、味道和口感的综合效果）的物质。分子量一般小于３００，具有相当大的挥发性，一般不直接

消费，而是配制成香精用于加香产品后间接消费。按用途可将香料分为日用和食用两大类。

２．１

天然香料　狀犪狋狌狉犪犾犳狉犪犵狉犪狀犮犲／犳犾犪狏狅狉狊狌犫狊狋犪狀犮犲

以植物、动物或微生物为原料，经物理方法、生物技术法或经传统的食品工艺法加工所得的香料 。

２．１．１

天然原料　狀犪狋狌狉犪犾狉犪狑犿犪狋犲狉犻犪犾

来自植物、动物或微生物的原料，包括从这类原料经酶法加工或传统的制备工艺（例如干燥、焙烤或

发酵）所得的产物。

２．１．２

渗出物　犲狓狌犱犪狋犲

由植物自发渗出或受损后渗出的天然原料（２．１．１）。

２．１．２．１

天然油树脂　狀犪狋狌狉犪犾狅犾犲狅狉犲狊犻狀

主要由挥发物和树脂状物质组成的渗出物（２．１．２）。例如松脂（ｐｉｎｅｏｌｅｏｒｅｓｉｎ），古芸脂（ｇｕｒｊｕｍ）。

２．１．２．１．１

香膏　犫犪犾狊犪犿

天然油树脂（２．１．２．１）之一种。其特征是存在苯甲酸和／或肉桂酸衍生物。例如秘鲁香膏（ｐｅｒｕ

ｂａｌｓａｍ），吐鲁香膏（ｔｏｌｕｂａｌｓａｍ），安息香（ｂｅｎｚｏｉｎ），苏合香（ｓｔｙｒｏｘ）。

２．１．２．２

树胶　犵狌犿

主要由多糖组成的渗出物（２．１．２）。例如阿拉伯胶（ｇｕｍＡｒａｂｉｃ），黄蓍胶（ｔｒａｇａｃａｎｔｈｇｕｍ）。

２．１．２．３

胶性树脂　犵狌犿狉犲狊犻狀

主要由树脂状物质和树胶组成的渗出物（２．１．２）。例如紫（虫）胶（ｓｈｅｌｌａｃｇｕｍ）。

２．１．２．４

胶性油树脂　犵狌犿狅犾犲狅狉犲狊犻狀

主要由树脂状物质、树胶和一定数量的挥发物组成的渗出物（２．１．２）。例如没药（ｍｙｒｒｈ），乳香

（ｏｌｉｂａｎｕｍ），防风（ｏｐｏｐｏｎａｘ），格蓬（ｇａｌｂａｎｕｍ）。

２．２　衍生产品：树脂状材料　犱犲狉犻狏犲犱狆狉狅犱狌犮狋狊：狉犲狊犻狀狅狌狊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狊

２．２．１

树脂　狉犲狊犻狀

从天然油树脂（２．１．２．１）尽可能多的除去挥发性组分后得到的产物。例如松香（ｒｏｓ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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