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体标准《广东土茯苓种植技术规程》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通过广东省企业创新发展协会批准立项的团体标准项目，并计划在 2020 年

12 月前完成。

（二）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协作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本标准的编制任务由广东德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广东省粤科标准化科学研

究有限公司、百年同康药业集团有限公司、广东省企业创新发展协会、广东省农

业科学院作物研究所、中山大学药学院新药研发中心、广州达晟药物研究有限公

司等单位共同承担。

标准主要起草人：梁木强、邱道寿、曾冬苗、吴巧、李贵华、梁运菲、梁泽

朗、钟瑗、古权昌、郑江虹、杨献珍。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一）标准的必要性

为贯彻国务院《关于印发深化标准化工作改革方案的通知》(国发[2015]13

号)和《广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0 年度省级农业、服务业和基本公共

服务标准化试点（示范区）项目的通知》(粤市监标准〔2020〕145 号)，开展广

东省何首乌等南药标准化示范区活动，打造中国南药品牌，树立南药标准化种植

标杆，为推广适宜德庆的环境与气候特性的种植技术，制定满足市场和创新需要

的标准。

土茯苓实体为百合科植物光叶菝葜的干燥根茎，可通过人工培育获得。土茯

苓喜温暖、干燥、向阳，忌北风吹刮，非常适合广东的气候。为达到高产、高质

量的效果，通过从播种育苗到采收与加工的技术要求规范化种植。本文件 6.3.1

中的相关技术要求体现了一项发明专利。

该专利提供一种农业生产用育苗箱，涉及农业生产设备领域，包括底座、箱

体、档板、电机箱、电机和转动轴。底座的顶部固定安装有箱体，箱体的内部固



定安装有挡板，挡板的内部开设有若干个通水孔，挡板的底部固定安装有电机箱，

电机箱的内部固定安装有电机，箱体的内部设置有转动轴，电机的转轴贯穿电机

箱的顶板且与转动轴连接。

该农业生产用育苗箱，通过喷水头喷水，可令育苗浇灌均匀，保证育苗发育

平衡；通过启动过滤装置，可过滤掉浇灌后的水中土壤杂质；通过驱动第一抽水

泵，可实现水循环，节约水资源；通过电机带动转动轴和放置板旋转，可使种植

盒内的育苗浇灌均匀，光照充足，保证育苗发育平衡，提高育苗种植效率和光能

利用率，达到增产、稳定质量、节能环保的作用。

（二）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为响应党的十八大和质量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质量强国”战略，针对土茯

苓最终成品的质量要求，从保证育苗开始，旨在为广东地区种植提供参考和依据，

促进南药高质量战略，实现产业质量强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为了提高产品质量和产量，促进当地经济发展，制定本标准。本标准中包含

了一项专利技术，实现专利的标准化，使技术标准的强势与专利技术有优势相结

合，使知识产权权利人的市场化，是今天技术标准发展的重要趋势，通过对技术

成果的规范化、标准化。专利技术是创新技术、专有技术。有偿使用技术，是知

识价值的权力化。将有力的促进当地土茯苓产业的健康有序的发展，促进规模化

种植，促进土茯苓质量稳定和升级，提高市场竞争力，对打响中药材区域品牌、

促进农业发展、保证农民增收具有重要意义。

三、起草过程

（一）成立标准制定工作组

2020 年 5 月组织和邀请了有关专家及技术人员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负

责标准起草工作。

（二）调研、资料收集

2020 年 5-8 月进行多次调研和收集资料，在编制过程中查阅了大量的国

内外相关文献资料，包括有关的法律、部门规定和环境标准，以及技术研究发展

情况等。所有的文献资料都在本标准的编制过程中进行了有益的吸收和借鉴，形

成标准草案稿。

（三）形成标准草案



2020 年 8-10 月标准编制工作组多次召开有关技术专家讨论会，经讨论形

成了标准草稿。

四、制定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有相关标准的关系

（一）制定标准的原则

本标准编制符合等国家现行法律法规及相关规定及要求。

（二）制定标准的依据

编写格式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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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而制定。

根据我国现有标准体系引用相关要求，参考的安全要求。以下为参考和引

用标准：

广东省岭南中药材保护条例

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4285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6264 中药材袋运输包装件

GB/T 8321 （所有部分）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NY/T 393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NY/T 394 绿色食品 肥料施用准则

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试行）

（三）与现有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与现行国内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协调一致，符合国家标准化管理

的有关规定。

标准涉及到一项发明专利，与专利持有人协商一致，该专利持有人的声明

已在本文件的发布机构备案。相关信息通过以下联系方式获得：



专利权人：广东德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地址：广东省肇庆市德庆县德诚镇城区环市路南侧（宿舍第二栋）

五、国内生产状况，技术状况说明

（一）生产状况

土茯苓是大众品种，市场需求量大，是百合科多年生常绿攀缘状灌木，分布

于广东，广西，江西，福建，湖南，湖北，云南，四川等省，具有除湿，解毒，

通利关节的作用。现在野外的土茯苓基本上消失，目前人工进行种植土茯苓的产

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造成土茯苓收购价格攀升，急需进行人工栽培。

（二）技术状况

土茯苓在广东省各山区县都有种植，为全国主产的省份，以粤北、粤西地区

产量大和质量佳。在土茯苓产业中，以野生土茯苓品种最佳，然而这种缺乏选优

培优的繁殖方式，导致了品种退化，成活率、品质、产量、块根抗病虫害能力急

剧下降，由此也间接令化肥和农药的使用量愈加增大，不但让农户的投入成本加

大，而且造成了农业污染加大，农药残留严重，影响了土茯苓的药用医疗效果和

食用安全水平。

六、主要条款说明

（一）、标准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广东土茯苓种植技术的术语和定义、环境要求、选地整地、播

种育苗、移栽定植、田间管理、采收与加工、病虫害防治、采收与加工、质量要

求、包装、贮藏、运输和档案等技术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广东土茯苓的种植生产和产地初加工。

（三）主要技术内容

环境要求、选地整地、播种育苗、移栽定植、田间管理、采收与加工、病虫

害防治、采收与加工、质量要求、包装、贮藏、运输和档案运输和档案

七、采用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的对比情况

暂无国际国外标准对比。

八、预期的经济、社会、生态、效益及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1、推进土茯苓种植技术规范标准化建设将有力推动土茯苓药材良种普及、



稳定药效、提高产量，促进高效化发展。进一步促进土茯苓药材规范化种植，提

高生产率，促进农民增收，有利于推进德庆南药产业支柱性发展，做强做大南药

产业，助力德庆经济腾飞。有利于培养培养新型农民、南药产业种植带头人，促

进药材产业化经验，促进农业产业化和规模化升级。同时，促进有效利用山地资

源，减少环境负荷，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相关方面根据土茯苓产业特点、技术发展水平和前瞻性方向，结合国内

外市场和技术状况，制定广东土茯苓相关质量技术要求。

3、农技人员、土茯苓种植户等技术的相关实施主体，积极响应、认真吸

收规范的技术要领，切实用于种植生产实践，推动当地种农产品和药材的增产高

效种植，及时总结种植经验，提供对文件和修改意见和建议。

农业主管部门积极下乡推动技术规范的推广普及工作，及时反馈意见建议，

总结及时经验，推动技术规范的更新和完善。

九、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标准宣贯实施的工作计划

该标准发布后，根据标准化委会标准宣贯工作安排，开展宣贯培训活动。

团体标准标准编制小组

2020年10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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