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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２２３２４《藏红花》由下列两部分组成：

———第１部分：规格；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

本部分为ＧＢ／Ｔ２２３２４的第１部分。

本部分等同采用ＩＳＯ／ＴＳ３６３２１：２００３《藏红花　第１部分：规格》（英文版）。本部分等同翻译

ＩＳＯ／ＴＳ３６３２１：２００３。

为便于使用，本部分做了下列编辑性修改：

ａ）　“本国际标准”一词改为本部分；

ｂ）　用小数点“．”代替作为小数点的逗号“，”；

ｃ）　把ＩＳＯ／ＴＳ３６３２１的４．２、４．３合并成本部分的４．２；

ｄ）　把ＩＳＯ／ＴＳ３６３２１中的部分脚注融入本部分条文中。

本部分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提出。

本部分由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南京野生植物综合利用研究院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华全国供销合作总社南京野生植物综合利用研究院。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陈仕荣、张卫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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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红花　第１部分：规格

１　范围

ＧＢ／Ｔ２２３２４的本部分规定了藏红花（犆狉狅犮狌狊狊犪狋犻狏狌狊Ｌ．）的技术要求。

本部分适用于藏红花的质量评定及其贸易。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２２３２４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协议的

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部分。

ＧＢ／Ｔ１２７２９．２　香辛料和调味品　取样方法（ＧＢ／Ｔ１２７２９．２—２００８，ＩＳＯ９４８：１９８０，ＮＥＱ）

ＧＢ／Ｔ１２７２９．７　香辛料和调味品　总灰分的测定（ＧＢ／Ｔ１２７２９．７—２００８，ＩＳＯ９２８：１９９７，ＮＥＱ）

ＧＢ／Ｔ１２７２９．９　香辛料和调味品　酸不溶性灰分的测定（ＧＢ／Ｔ１２７２９．９—２００８，ＩＳＯ９３０：１９９７，

ＭＯＤ）

ＧＢ／Ｔ１２７２９．１１　香辛料和调味品　冷水可溶性抽提物的测定（ＧＢ／Ｔ１２７２９．１１—２００８，ＩＳＯ９４１：

１９８０，ＭＯＤ）

ＧＢ／Ｔ２２３２４．２—２００８　藏红花　第２部分：试验方法（ＩＳＯ／ＴＳ３６３２２：２００３，ＩＤＴ）

ＩＳＯ１８７１　农产食品　克耶达（Ｋｊｅｌｄａｈｌ）定氮法的一般说明

ＩＳＯ５４９８　农产食品　粗纤维含量的测定　通用法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ＧＢ／Ｔ２２３２４的本部分。

３．１

花丝藏红花　狊犪犳犳狉狅狀犻狀犳犻犾犪犿犲狀狋狊

藏红花（犆狉狅犮狌狊狊犪狋犻狏狌狊Ｌ．）的干燥柱头，呈喇叭形，深红色，顶端边沿显不整齐齿状，长度２０ｍｍ～

４０ｍｍ，花柱末端，柱头分离或两三个彼此相联，花柱为白色或黄色。

３．２

无花丝藏红花　狊犪犳犳狉狅狀犻狀犮狌狋犳犻犾犪犿犲狀狋狊

除去花柱、彼此完全分离开的柱头。

３．３

黄花丝　狔犲犾犾狅狑犳犻犾犪犿犲狀狋狊

藏红花（犆狉狅犮狌狊狊犪狋犻狏狌狊Ｌ．）干燥、黄色的雄蕊。

３．４

花附属物　犳犾狅狉犪犾狑犪狊狋犲

彼此分离的黄花丝、花粉粒、雄蕊、子房各部分及藏红花（犆狉狅犮狌狊狊犪狋犻狏狌狊Ｌ．）的其他部分。

３．５　

外来物　犲狓狋狉犪狀犲狅狌狊犿犪狋狋犲狉

叶、茎和花的膜片等植物性物质以及沙、土和灰尘。

３．６　

藏红花粉　狊犪犳犳狉狅狀犻狀狆狅狑犱犲狉

花丝藏红花磨碎得到的粉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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