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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季高温闷棚土壤消毒技术规程》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依托江西省 2024年富硒产业重大技术协同推广计划试点项目

项目提出。

2.起草单位

赣州市蔬菜质量标准中心、赣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江西省农业技

术推广中心、信丰县农技推广中心。

3.主要起草人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钟 敏 女 农艺师 赣州市蔬菜质量标准中心
项目主持、文稿

撰写

明家琪 男 高级农艺师 赣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协助撰写文稿

宋远辉 男 农艺师 赣州市蔬菜质量标准中心 协助撰写文稿

周洋飞 男 农艺师 赣州市蔬菜质量标准中心 资料整理

朱安繁 男 正高级农艺师 江西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资料整理

黄金香 女 农艺师 赣州市蔬菜质量标准中心 资料整理

郭丽虹 女 正高级农艺师 江西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技术支持

何庭发 男 高级农艺师 赣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技术支持

黄星瑜 女 农艺师 江西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技术支持

吴 茵 女 农艺师 江西省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技术支持

胡文聪 男 农艺师 赣州市蔬菜质量标准中心 资料整理

胡蓉 女 农艺师 赣州市蔬菜质量标准中心 提供技术支撑

刘杨 男 农艺师 赣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试验项目开展

汪俊欣 男 农艺师 赣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提供技术支撑

魏秀珍 女 农艺师 赣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技术支持

夏园园 女 高级农艺师 赣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技术支持

吴敏 女 农艺师 赣州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技术推广

康冬丽 女 农艺师 信丰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技术推广

二、制定（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近年来，我省设施蔬菜快速发展，截至 2022年底，设施蔬菜播种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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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达 13.5万 hm2，产量 415.9万 t，设施蔬菜产量占到蔬菜总产量的 23.3%。

统计表明，江西省设施蔬菜种植主要类型为茄果类、瓜类、叶菜类、甘蓝

类等大宗蔬菜，其中辣椒种植占比达到 66.67%，茄子种植占比为

23.19%，重茬种植严重。设施内土壤很少得到雨水淋溶、太阳曝晒，轻施

有机肥重施化肥等导致土壤板结、土壤盐渍化、土传病害发生严重，蔬菜

产量降低、品质下降、经济效益不佳，这些问题严重制约设施蔬菜产业发

展，也是当前设施蔬菜亟须解决的问题。

江西省 7月-9月平均气温 40℃,灌水高温闷棚处理后，在太阳光照射

下棚温、湿度迅速提高，其中空气温度和地温可达到 70℃和 50℃左右，

增温幅度达 10℃-20℃，并保持一定时间，从而可以杀灭土壤病菌，改善

土壤结构。尤其是有效降低了定植前 10 d病害发生率，同时对连作土壤

起到了淋溶作用，减少了土壤盐分的积累，盐渍化状况降低 66.7%。通过

对后茬作物螺丝椒的生理指标及产量指标测定，处理棚的辣椒植株在株

高、茎粗、叶片生长以及果实光泽度、产量、商品性等方面都优于对照棚，

各项营养元素均处于中高浓度，未出现缺素等症状。夏季高温闷棚技术处

理土壤一是有效减轻棚内病虫草基数，极大降低死棵率，闷棚到位的棚，

死棵率低至 3%；二是促进有机肥腐熟转化，减轻盐渍化，提高了蔬菜的

产量和品质；三是降低了成本，相较化学药剂处理土壤，需要增加药剂和

薄膜投入，油茶麸高温闷棚更加绿色、安全、环保、成本更低，可节省成

本 60%-80%。

目前夏季高温闷棚技术已在全省全面推广，从 2020年开始，连续 5

年摸索、对比测试，最终形成了该项技术规程。通过多年实践研究，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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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纳出夏季高温闷棚土壤消毒技术规程，可有效解决当前设施蔬菜重茬、

土壤盐渍化、根结线虫等土壤问题，为设施蔬菜生长创造良好土壤环境，

保障我省蔬菜产业可持续高质量发展。

江西省目前在夏季高温闷棚土壤消毒技术尚未制定统一的技术规程

和技术标准，急需制定标准填补这方面空白。

三、主要起草过程

本项目立项以来，成立了“夏季高温闷棚土壤消毒技术规程”团体标准

起草小组，标准起草人员组成主要为从事夏季高温闷棚土壤消毒技术等研

究成员和技术专家，承担过相关的科技攻关和示范推广项目，有着较强的

相关专业技术水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使得起草内容具有代表性和广泛

性。起草小组通过搜集资料、开展试验、调查研究等方法获得第一手材料，

连续 5年在全市范围内，如宁都县、信丰县、于都县、会昌县、瑞金市、

赣县区、南康区、章贡区等地进行示范推广，取得了较好的示范和应用成

效，实现稳产高产，在此基础上再总结多年来夏季高温闷棚土壤消毒技术

实践和研究基础上，全面开展本技术规程的编制工作。

1、标准内容的确立

为了做好本标准的起草工作，编写小组在省内蔬菜种植的企业、合作

社和生产大户等 20多个业主和技术人员进行实地调研，为夏季高温闷棚

土壤消毒技术要求和技术指标的确立提供了详实的资料。编制小组通过反

复认真的讨论，确定了本规程编写提纲、规程内容、技术要求和指标。明

确了标准的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确定了基本要求和

评价指标等技术要求。内容的研究尽可能全面，既要考虑一般性要求，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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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有针对性，同时又提出量化的指标，便于操作和使用标准。

2、标准的起草

根据标准研究成果进行总结。标准编写格式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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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来编写。

2025年6月，标准起草小组完成了技术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3、标准的制定

2025年 6月，起草小组将《夏季高温闷棚土壤消毒技术》函送给专

家征求意见。该征求意见稿在广泛征求有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起草小组

对专家意见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对专家们提出的合理意见予以采纳吸

收。本标准的整个编制过程认真、严谨。

四、制定（修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

标准的关系

利用课题组积累的夏季高温闷棚土壤消毒技术研究基础，汲取生产实

践经验，参照国内有关研究资料和科研成果，并结合我省夏季高温闷棚土

壤消毒技术发展趋势制订本标准。

1、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充分考虑我省夏季高温闷棚土壤消毒技术实际情况，做到

生产可行性，技术先进性，指标准确性。

（1）科学合理的原则：本标准的核心是规范夏季高温闷棚土壤消毒

技术指标，确保科学、合理、可行。

（2）规范可靠的原则：标准格式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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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内容上总结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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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果经验、广泛征求专家意见，使标准技术规范、可靠、先进，指标准

确，实践可操作性强。

（3）继承与发扬的原则：本标准处理好继承与发扬的关系，在传统

生产模式的基础上创新，同时汲取国内先进经验，并要有测试数据和建立

档案。

（4）环保性原则：本标准中规定的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等做到在现

行的标准和条例前提下，力求安全、绿色、生态。

2、编制依据

本标准是根据课题组多年来夏季高温闷棚土壤消毒技术试验和示范

推广的实践经验加以归纳、总结，依据强调前瞻性和先进性及实用、有效、

易于推广的原则编写。编写格式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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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标准所涉及的术语与定义、基本要求、评价指标等技术环节时，查

阅了大量相关技术标准和文献资料。如 GB/T 20287-2006 农用微生物菌

剂、NY/T 525 有机肥国家、行业标准，并根据夏季高温闷棚土壤消毒技

术实际，合理集成相关技术规程。

在该规程的编制过程中，向土壤、气象、蔬菜领域相关的专家学者、

农技推广、生产管理技术等人员广泛的收集意见建议。向相关部门专门发

函协助征求意见建议，并通过微信群、设施蔬菜产业微信群、“农业技术

推广”微信群等多个渠道，广泛发布。同时，编写组专程到多家企业、合

作社、种植大户基地现场调研。在此基础上，编写组经历反复验证和修改，

完成修改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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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在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标准板块搜索闷棚，没有国家标准和行

业标准，能找到 11个现行相关地方标准，均为外省制定，江西没有制定

相关标准。本标准立足我省实际，根据我省设施蔬菜发展现状，因地制宜

提出技术指标，并在关键指标设置上优于其他已发布的相关标准；同时，

本标准结合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

本标准与现行农业有关法律、法规、标准不违背或不冲突。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本标准内容共分 8章，包括：夏季高温闷棚土壤消毒技术术语和定义、

基础条件、时期选择、消毒方法、消毒周期、注意事项等技术要求。

1.范围

本章中在适用性和实用性原则下，根据夏季高温闷棚土壤消毒技术要

求，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本标准适用于江西省区域内夏季高温闷棚土壤消毒处理。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中在安全性和环保原则下，引用了相关 2个标准和条例，基本覆

盖了产品质量相关技术要求。

3、术语和定义

本章中在兼容性原则下，提出了术语和定义，保证了标准结构和形式

的准确性。

4、基础条件

本章从棚室类型、设施条件、透光条件等做了相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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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时期选择

本章对闷棚时间做出规定，选择夏季温度较高的时期，根据茬口于每

年 6中下-9月上旬，最好在 7月进行。

6、消毒方法

本章对消毒方法具体明确、规范，利用高温密闭大棚结合灌水、撒施

油茶麸和有机肥、补充微生物菌剂等措施对大棚内土壤进行消毒处理，力

求各个环节做到科学性、规范性、实用性和可操作性。

7、消毒周期

本章对消毒周期做出规定，每年同期进行一次高温闷棚，确保闷棚效

果。

8、注意事项

对温闷棚作业时注意事项等做出规定。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征求的专家意见，未出现重大分歧。在标准草稿的验证过程中，

尊重科学，实事求是。项目组根据相关专家和单位的书面反馈意见，多家

企业、合作社、种植大户基地现场调研意见，对标准进行了调整和修改，

最终形成了报审稿。

七、作为推荐性或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建议《夏季高温闷棚土壤消毒技术规程》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加强宣传和培训的力度。以各种形式加强对本标准的宣传和培训，提

高“夏季高温闷棚土壤消毒技术规程”技术标准的科学性和高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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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主要参考资料：

（1）GB/T 20287-2006 农用微生物菌剂

（2）NY/T 525 有机肥

江西省乡村产业振兴协会团体标准《夏季高温闷棚土壤消毒技术》

起草小组

2025年 7月 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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