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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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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由江门市农业农村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恩平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官利兰、陈健章、黎素霞、李水源、何艺超、冯玉环、许丽婷、陈通、吴艳玉、

吴维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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簕菜生产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簕菜生产的术语和定义、产地环境、种苗选择、栽植、病虫害防治、采收、产品质量

安全要求、生产档案。

本文件适用于广东省江门市区域内簕菜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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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总则

DBS 44/009 簕菜及干制品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簕菜 acanthopanax trifoliatus

簕菜（Eleutherococus trifoliatus L.），又称白簕菜、榄树菜、三加皮、三叶五加、鹅掌簕等，属五加

科五加属灌木植物，多年生，适应性极强，主要分布于我国华中、华南和西南等区域。

4 产地环境

选择土层深厚、土壤pH值 5.5～7.0、质地为壤土、富含有机质、排灌方便的地块。土壤质量、灌

溉水质量应符合NY/T 391和GB 5084的要求。

5 种苗选择

选择无病健壮的本地野生或栽培的多年生植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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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栽植

种苗扦插繁育方法

6.1.1 扦插时间

扦插适宜于每年11 月～12 月。

6.1.2 插条选择

剪取1 a～1.5 a生的成熟枝条作插条，每插条含3 个～5 个节位、长10 cm～15 cm，剪去基部叶片。

6.1.3 消毒处理

用50%多菌灵粉剂200倍液浸泡插条和育苗沙床喷雾消毒处理，然后在插条切口处沾上黄泥浆促生根。

6.1.4 扦插方法

在消毒后的育苗沙床上开深5 cm的小沟，以30 °～45 °斜角摆放插条（保持2 个节位埋入沙中），

再用沙封沟稍压实，株距5 cm～7 cm，行距7 cm～10 cm。

6.1.5 苗床管理

扦插后苗床要浇足水，保持苗床湿润通气。高温时用遮阳网遮阳，低温时搭塑料薄膜拱棚保温保湿。

6.1.6 种苗繁育期

30 d～45 d。

栽植方法

6.2.1 整地起垄

整地前每667 m
2
施用商品有机肥500 kg～1000 kg、复混肥（15-15-15或相似配方）20 kg作基肥。将

土壤犁翻、耙碎，按垄面宽70 cm～80 cm、垄沟宽40 cm～50 cm、垄高30 cm～40 cm起垄。

6.2.2 栽植密度

双行定植，株距40 cm～45 cm,垄上行距35 cm～40 cm，每667 m
2
栽植2000 株～2500 株。

6.2.3 修剪清园

每年12月将高于地面30 cm以上的枝条剪去，并集中无害化处理。修剪后全园喷施一次0.3 °Bé～
0.5 °Bé石硫合剂。

肥水管理

6.3.1 灌溉

定植后浇足定根水，成活后一般早晚各灌溉1 次，幼苗期保持畦面湿润，以后根据土壤墒情和施肥

情况进行灌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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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追肥

肥料的种类、质量和使用方法应符合NY/T 496的规定。定植7 d～10 d后淋施2 %的尿素水1 次。2 
月～6 月每15 d～20 d追肥1 次，每次每667 m

2
施用复混肥（20-10-20或相似配方）10 kg～15 kg。

7 病虫害防治

防治原则

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综合考虑影响病虫害发生的各种因素，优先选用农业防

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协调使用化学防治等措施对病虫害进行经济、安全、有效的防治。

防治对象

7.2.1 主要病害

灰霉病、霜霉病等。

7.2.2 主要虫害

蚜虫、斑潜蛾等。

防治方法

7.3.1 农业防治

选用抗性强、商品性状好、产量高的植株扦插繁育。清除田边杂草，减少病虫源。

7.3.2 生物防治

保护和利用天敌（如瓢虫等），以及使用生物源农药防治病虫害。

7.3.3 物理防治

覆盖银灰色纱网、田间悬挂银灰色胶膜条（每m
2
悬挂1 条～2 条）驱避迁飞性害虫；根据害虫的生

物学特性，采用糖醋液、频振式杀虫灯、粘着剂、性诱剂等方法诱杀害虫。

7.3.4 化学防治

加强病虫监测，掌握病虫害发生动态，达到防治指标时根据环境和物候期适时对症用药。使用与环

境相容性好、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提倡使用生物源农药、矿物源农药，并交替使用。化学防治

应按照GB/T 8321（所有部分）和NY/T 1276的规定执行。

主要病虫害的化学防治及部分推荐农药见附录A。

8 采收

采收时间

定植后第一年一般不采收，翌年2月开始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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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收方法

采收长4 cm～6 cm、4 叶 ～6 叶的嫩梢。采收不宜过度，保持植株有足够的侧芽数，延长采收期和

盛产期。

采收频率

盛收期（3月～4月）每3 d～5 d采收1 次；其他时间每7 d～10 d采收1 次。

9 产品质量安全要求

产品应符合GB 2762、GB 2763、DBS 44/009的规定。

10 生产档案

建立簕菜田间生产技术档案。详细记录种苗；生产投入品，特别是有机肥、化肥、农药的名称、来

源、用法、用量和使用、停用的日期；病虫害的发生和防治情况等，生产管理记录表应当保存2 a以上。

生产管理记录表样式见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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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病虫害的化学防治部分推荐农药

主要病虫害的化学防治及农药选用可参考表A.1。

表 A.1 病虫害的化学防治部分推荐农药

病虫害名称 推荐用药 剂型 安全间隔期（d）

灰霉病 75%百菌清 粉剂 14

霜霉病 68%精甲霜锰锌 颗粒剂 21

蚜虫
25%吡蚜酮

70%吡虫啉

粉剂

颗粒剂

7

10

斑潜蛾 10%溴氰虫酰胺 悬浮剂 7

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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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B

附 录 B

（资料性）

生产管理记录表

生产管理记录可参考表B.1。

表 B.1 生产管理记录表

基本信息

地点：

品种：

种植时间：

种植面积：

初次采收时间：

剪枝清园时间：

清园枝叶处理方式：

基地负责人： 联系方式：

肥料施用信息

施用日期 肥料名称 氮含量（N，%） 磷含量（P2O5，%） 钾含量（K2O，%） 施用量（kg/667m
2
）

病虫害发生情况

病虫害名称 发生时间 为害程度

农药施用信息

施用日期 农药名称 防治对象 剂型 有效成分含量 施用量（g/667m
2
）

或（mL/667m
2
）

D
C



江门市地方标准《簕菜生产技术规程

（报批稿）》编制说明

一、任务来源

按照《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征集 2024 年江门市地

方标准制修订计划项目的通知》（江市监标准〔2024〕14号）

要求，为推进我市簕菜产业发展，由江门市农业农村局提出并

归口，恩平市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起草，恩平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推荐申报的江门市地方标准《簕菜生产技术规程》，于

2024年 6月 17日正式立项，见《江门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批准下达 2024 年江门市第一批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

（江市监标准〔2024〕77号）。

二、立项背景

簕菜，又称白簕菜、榄树菜、三加皮、三叶五加、鹅掌簕

等，属五加科五加属灌木植物，多年生，适应性极强，主要分

布于我国华中、华南和西南等区域，生于林缘、灌丛或山坡上。

簕菜的根、根皮、茎及叶均可入药，味苦、辛、凉，具有清热

解毒、祛风利湿、舒筋活骨和止咳平喘之功效。其嫩叶芽和嫩

幼叶可供炒食或做汤食，簕菜有独特的苦味，入口苦，食用后

渐觉喉咙甘凉，是药膳两用蔬菜。

簕菜在民间被当作蔬菜食用的历史久远，1985 年出版的



《恩平县志》中就有“地方特色菜—野生簕菜”的菜谱记载。

恩平市是江门簕菜产业的核心发展区，2015年 11月“恩平簕

菜”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颁发的农产品地理标志登记证

书，簕菜的种植和产品深加工得到进一步发展，由原来零散地

块小面积种植到规模化种植，由以鲜食为主转向鲜食加工相结

合，由普通农产品升级到有品牌有农产品地理标志等公共标志

的农产品。近年来，通过政策扶持、科研创新及文旅融合，推

动簕菜从野菜向高附加值商品转型，成为乡村振兴的重要抓

手。目前，恩平市可利用簕菜资源 5万余亩，专业化种植簕菜

8000多亩，实现一年四季可鲜食，清明节前后为丰产优质期。

此外还开发了簕菜茶、簕菜干、簕菜汤料、簕菜烧饼、簕菜奶

茶等系列产品，形成产业链。

三、立项目的意义

制定簕菜生产技术规程以完善簕菜栽培管理技术，用于指

导簕菜产业发展，不仅能为簕菜生产走向基地化、特色化、产

业化，建立具有较强辐射作用的特色示范基地提供强有力的技

术支撑，还能进一步提升簕菜的市场竞争力，提高经济效益、

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对加快簕菜产业发展，推进江门市农业

高质量发展，大力发展特色农产品种植具有重要意义。

四、规程编制过程

《簕菜生产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编制工作可以分成

以下阶段：



第一阶段：规程编制组的成立

2024 年 6 月由编制规程主要起草单位恩平市农业技术推

广服务中心牵头，成立编制组。

第二阶段：预研阶段

2024年 6月～7月，组织编制组召开座谈会进行研讨，编

制组全体成员到簕菜基地进行实地考察，摸清农户种植模式及

种植规模等，为编制工作搜集论证资料。

第三阶段：初稿编制阶段

2024 年 8 月，组织编制全体成员共同起草《簕菜生产技

术规程》，编制小组开展内部评审，不断修改完善规程。

第四阶段：征求意见阶段

2024 年 9月～12 月，广泛征询科研部门、高校、行业专

家、从业企业意见建议，有效提高规程质量。期间共征集修改

建议 5条，采纳 5条。

第五阶段：技术审查阶段

2025年 2月 20日召开技术审查会，经 5位专家评审通过

了标准技术审查。技术审查会共收集评审专家意见 26条，采

纳并修改 26 条，最终修改形成了《簕菜生产技术规程（报批

稿）》。

五、本技术规程编制原则

（一）本技术规程根据《广东省标准化条例》开展实施。

本标准在结构编写和内容编排等方面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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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草规则》的

规定起草。在确定标准主要内容时，根据江门市簕菜生产需求

进行编制。

（二）本技术规程参考或引用标准的标准号和标准名称：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

DBS 44/009 簕菜及干制品

六、规程编制的主要技术内容及依据

本技术规程主要对产品的产量和质量影响较大的技术环

节作出规范，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

（一）簕菜的定义。

簕菜，又称白簕菜、榄树菜、三加皮、三叶五加、鹅掌簕

等，属五加科五加属灌木植物，多年生，适应性极强，主要分

布于我国华中、华南和西南等区域。

（二）产地环境。

选择土层深厚、土壤 pH值 5.5～7.0、质地为壤土、富含

有机质、排灌方便的地块。土壤质量、灌溉水质量应符合 NY/T



391和 GB 5084的要求。

（三）种苗选择。

选择无病健壮的本地野生或栽培的多年生植株。

（四）栽植。

簕菜的栽植包括种苗扦插繁育方法、栽植方法、肥水管理

等具体管理。

（五）病虫害防治。

病虫害防治包括防治原则、防治对象和具体的防治方法。

（六）簕菜的采收。

规范了簕菜的采收时间、采收方法和采收频率。

（七）产品质量安全要求。

产品质量应符合 GB 2762、GB 2763、DBS 44/009的规定。

（八）生产档案。

建立田间生产技术档案。

本标准内容的确定，以江门市簕菜种植实践中取得的科学

数据为依据，结合现代科学种植技术的进步，以产品质量为原

则，较以往的种植技术要求更科学更合理，使其品种产量和质

量得到保障，具有较强市场竞争力，产品价格和销量有较大的

提高，对我市簕菜种植产业起到促进作用。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

本标准在起草阶段未产生重大分歧意见。



八、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主要在《农业农村标准化管理办法》的框架指导下

开展并制定的，在已发布的国家标准中尚无类似标准，所以本

标准与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不矛盾、不重复，是相互补

充，相互支撑的协调关系。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及建议

标准发布后，在正式实施前至开始实施后不久的时间段

内，应利用各类新闻媒体或者采用其他方式进行广泛宣传。此

外，各相关管理单位委托标准化技术机构、标准化行业或类似

社会组织开展宣贯培训班，学习并推动实施标准和使用。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该所属领域首次制定，无现行相关标准。

《簕菜生产技术规程》编写组

2025年 4月 18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