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体标准《广东德庆何首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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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冬苗、吴巧、李贵华、邱道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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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首乌为我国传统常用中药材,为历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所收载,来源为

蓼科植物何首乌 Polygonum multiflorum Thunb.的干燥块根。根据《本草纲目》

记载，何首乌生食生津凉血，经蒸晒后服用，补肝肾，益精血，乌发养颜，延年

益寿，主治血虚头晕，遗精腰酸，还可治虚烦失眠，多梦等症。根据《广东省岭

南中药材保护条例》，第一批保护的岭南中药材种类（以下简称保护种类）第八

种保护中药就是何首乌。为了加强岭南中药材保护，规范利用岭南中药材资源，

促进中医药产业持续健康发展，对何首乌等岭南中药材种源、产地、种植的保护

工作，促进道地何首乌产地加工开发。

道地药材在中医药中独具特色,为满足中医药现代化和国际化发展的要求。

根据《农产品地理标志管理办法》，广东省肇庆市德庆何首乌已经列入国家农产

品地理标志登记保护。按照种源保护（广东德庆小叶品种）、产地保护、种植保

护到品牌保护要求，达到使德庆何首乌的药用成分高于药典的要求的目的。生产



的岭南中药材应当以药用为主或者优先作为药用，结合德庆何首乌的特点，提升

高品质、高标准产品的影响力，积极打造德庆农产品药用价值。

（二）标准制定的目的和意义

在党的十八大和质量发展纲要中明确提出“质量强国”战略，本标准对何首

乌质量提出了比药典更高的要求，旨在为广东德庆何首乌高质量产品区别于市场

一般产品提供参考和依据，促进何首乌高质量战略，实现产业质量强化具有重要

的意义。

广东德庆小叶品种何首乌是德庆的地理标志产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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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促进当地何首乌产业的健康有序的发展，促进规模化种植，促进何首乌质量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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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6543 运输包装单瓦楞纸箱和双瓦箱

GB/T 34343 农产品物流包装容器通用技术要求

T/DQNYXH 006 德庆何首乌种植技术规程

T/DQNYXH 007 德庆何首乌采收技术规程

T/DQNYXH 008 德庆何首乌产地初加工技术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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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利持有人：广东德康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德庆县康德南药种植专业合作

联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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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大

众创业园第 2204 号）

五、国内生产状况，技术状况说明

（一）生产状况

在何首乌产业中，以野生何首乌品种最佳，然而掠夺性采挖野生何首现象严

重，使 何首乌野生资源面临匮乏危机。同时在栽培上长期使用无性繁殖方式，

最常见的是用不符合要求的品种做为薯种或者无选择性的使用藤蔓扦插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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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了何首乌的药

用医疗效果和食用安全水平。另外，在何首乌常规种植中需要使用大量的竹竿作

为藤蔓攀援支架，期间还需要多次人工抹芽，成本较高。近几年随着何首乌开发

力度的加大,何首乌野生资源日趋枯竭,目前虽有贵州、广东等地进行人工栽培,

但质量参差不齐，以次充好等现象。

（二）技术状况

何首乌在我国黄河以南各省市均有分布，何首乌种植将近一千年历史《本草

图经》(宋. 苏颂 1020 年～1101 年编撰)：“何首乌，今在处有之。春生苗叶，

叶相对如山芋而不光泽。其茎 蔓延竹木墙壁间。结子有棱似荞麦而细小，才如

粟大。秋冬取根，大者如拳，各有五棱瓣，似小甜瓜。”在何首乌产业中，以野

生何首乌品种最佳，然而掠夺性采挖野生何首现象严重，使何首乌野生资源面临

匮乏危机。同时在栽培上长期使用无性繁殖方式，最常见的是用不符合销售条件

的残次品做为薯种或者无选择性的使用藤蔓扦插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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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了何首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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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界定了广东德庆何首乌的术语和定义、种植范围、品种等级、技术要

求、质量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志和标签、包装、运输及贮存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德庆县范围内种植、采收和初加工的广东德庆何首乌。

（三）主要技术内容

技术要求 质量要求 试验方法 检测规则

标志和标签 包装、运输及贮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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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进何首乌种植技术规范标准化建设将有力推动德庆何首乌药材良种普

及、稳定药效、提高产量，促进高效化发展。进一步促进何首乌药材规范化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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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关方面根据何首乌产业特点、技术发展水平和前瞻性方向，结合国内

外市场和技术状况，制定广东德庆何首乌相关质量技术要求。

3、农技人员、何首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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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