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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和 GB/T20004.1-2016的规定进行起草。 

本标准自发布之日起，有效期三年，到期复审。 

本标准由寿光蔬菜瓜果产业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山东省寿光蔬菜产业集团有限公司、山东七彩庄园蔬菜食品基地有限公司、全国

蔬菜质量标准中心、寿光市青竹蔬菜专业合作社、寿光市正霖瓜果菜专业合作社。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蕾、国家进、胡永军、张强、田素波、王凯燕、董民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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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农产品 桂河芹菜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桂河芹菜的定义、地理标志保护范围、产地环境、生产技术管理、采收、窖藏、包装

贮运、产品分级、追溯管理等。 
本标准适用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的桂河芹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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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16715.5 瓜菜作物种子 第5部分：绿叶菜类 

GB 23200.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水果和蔬菜中500种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的测定气相色谱-质谱

法 

GB/T 5009.103 植物性食品中甲胺磷和乙酰甲胺磷农药残留量的测定 

GB/T 17924 地理标志产品标准通用要求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技术要求  

NY/T 1121.6 土壤检测 第6部分：土壤有机质的测定 

NY/T 393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NY/T 394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 

NY/T 761 蔬菜和水果中有机磷、有机氯、拟除虫菊酯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多残留的测定 

NY/T 743 绿色食品 绿叶类蔬菜 

NY/T 658 绿色食品 包装通用准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桂河芹菜 Guihe Celery 

在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内，选用规定的芹菜品种，按照本标准规定的栽培技术要求，采用窖藏处

理生产的芹菜。 

4 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范围 

桂河芹菜保护范围位于东经118°32'～119°10'，北纬36°41'～37°19'，纵长14公里，横宽9公里，

包括寿光市稻田镇杨家、卜家、于家、西菜等30多个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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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产地环境 

选择地势平坦、排灌方便、土层深厚、富含有机质、通气排水良好的土壤种植，土壤 PH值在 5.5～

7之间，有机质含量在 1%～2.2%之间。其他环境条件要求应符合 NY/T 391的要求，灌溉水条件应符合

GB 5084 要求。 

6 生产技术管理 

6.1 种植茬口 

6.1.1 夏芹菜 

3月上中旬在拱棚温室内播种育苗，5月中下旬定植， 7月下旬、8月上旬采收，可选择拱棚温室或露

地栽培。 

6.1.2 秋芹菜 

7月上中旬在露地或遮阴棚内播种育苗，8月中下旬定植，10月下旬、11月上旬采收，可选择拱棚温

室或露地栽培。 

6.2 品种选择 

选用玻璃脆、文图拉等当地适宜栽培品种。种子质量应符合 GB 16715.5 规定的要求。 

6.3 种子处理  

播种前，对芹菜种子进行低温浸种催芽。首先，种子在 50℃温水中浸泡 15 min～20 min；之后清水

浸种 8 h～12 h，同时洗掉种皮上的附着物；最后，沥干水分置于冰箱的冷藏室中催芽 3 d～4 d，种子

露白即可，发芽率一般可达到 80%以上。 

6.4 育苗 

6.4.1 苗床准备 

每平方米土中施入腐熟有机肥 5 kg～7 kg，氮磷钾三元复合肥（15-15-15）50 g～80 g。精耕细耙，

做成宽 1 m～1.5 m的育苗畦。 

6.4.2 播种 

播种前，先将育苗畦浇透水，种子与少量细土混匀后均匀的撒在苗床上，每 667 m
2
苗床撒播种子 1 kg，

可定植栽培 10亩地。在苗床上均匀的覆盖 0.5 cm厚的细土以盖严种子。露地育苗时，为了保湿和防止

大雨冲刷苗床，在育苗畦上覆盖塑料膜或草帘。 

6.4.3 苗期管理 

6.4.3.1 出苗前，苗床气温白天保持 20 ℃～25 ℃，夜间 10 ℃～15 ℃。春季育苗，要注意加盖地膜

和草苫保温。夏季育苗，应采用遮阳网覆盖，遮阴降温。 

6.4.3.2 齐苗后，白天保持 18 ℃～22 ℃，夜间不低于 10 ℃。在育苗期间，浇小水，保持土壤湿润。

当幼苗第一片真叶展开后，进行初次间苗，苗距 1 cm～1.5 cm；3片真叶时进行第 2次间苗，苗距 2 cm～

3 cm 为宜，每次间苗后浇小水弥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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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3 定植前两周，可根据植株长势确定是否追肥，如需要，随水追施一次速效性氮肥，每 667 m
2

施 5 kg～8 kg。当苗龄达到 40 d～50 d，真叶 4 片～5 片，株高 12 cm～15 cm 时，即可定植。 

6.5 整地作畦 

每 667 m
2
施入完全腐熟的有机肥 4000 kg～4500 kg，叶菜类专用复合肥 25 kg～30 kg，微生物菌

剂 20 kg，硼砂 0.5 kg～1 kg。深耕耙细，整平做畦，畦宽 1.0 m～1.2 m为宜。 

6.6 定植 

定植前 1 d，将苗床浇透水，随水冲施一次生根剂，促进芹菜幼苗生根、壮根,使芹菜定植后尽快缓

苗,减少死棵现象的发生。待水渗下后，在苗床上均匀喷施 1 次 72.2 %普力克 600 倍液，以防幼苗带菌。

选用植株健壮、株高整齐一致的秧苗，定植密度为 16 cm×16 cm，深度为 1.0 cm～1.5 cm，不可埋没

新叶，以防缺苗，栽后即浇水。 

6.7 田间管理 

6.7.1 温度管理 

芹菜生长最适宜温度是 15 ℃～20 ℃，在温度较高时可以覆盖遮阳网降温，在温度较低时可以覆盖

草帘保温。 

6.7.2 水分管理 

定植后 15 d～20 d为缓苗期，需要勤浇小水，保持湿润。缓苗后 10 d～15 d进入蹲苗期，需要多

中耕少浇水，土壤见干见湿为宜。营养生长旺盛期一般有 30 d左右，这一时期应加强肥水供应，保证植

株的营养生长。 

6.7.3 肥料管理 

肥料使用要求应符合 NY/T 394。施肥时应薄肥勤施，每 15 d施肥 1次，每 667 m
2
追施速效性复合

肥 5 kg～8 kg,前期以氮肥为主，后期还应多施磷、钾肥。另外还要注重硼肥的施用，叶缘呈现褐色斑

点，叶柄“劈裂”时，需要每 667 m
2
施 0.5 kg～0.75 kg硼砂。收货前 7 d停止追肥。 

7 病虫害防治 

7.1 防治原则 

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坚持以“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为主，化学防

治为辅”的防治原则。 

7.2 主要病虫害 

斑枯病、叶斑病、菌核病、软腐病、粉虱、蚜虫、斑潜蝇等。 

7.3 农业防治 

有条件情况下可与其他不同科属蔬菜作物轮作。选用抗病品种、培育健康秧苗、清洁田园、深翻土

壤、平衡施肥、水肥一体化技术、科学调控环境等农业措施预防病虫害。 

7.4 物理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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悬挂黄板、蓝板、杀虫灯、铺设防虫网等物理防治方法减轻蚜虫、粉虱等虫害发生。每 667 m
2
悬挂

诱虫黄板和蓝板各 20 片～30片，色板大小为 20 cm×26 cm，挂置高度比芹菜植株顶端高 5 cm～10 cm。

利用电子杀虫灯诱杀鞘翅目、鳞翅目等害虫，杀虫灯悬挂高度一般离地 1.2 m～1.5 m，每盏灯控制 13300 

m
2
～20000 m

2
。拱棚温室通风口处可增设 60目的防虫网防止害虫进入。 

7.5 生物防治 

7.5.1 天敌防治 

拱棚温室内科利用丽蚜小蜂、捕食螨等天敌防治粉虱、蚜虫等虫害。将丽蚜小蜂蜂卡挂于芹菜植株

上部枝叶，每 667 m
2
至少分 10个点悬挂，并均匀分布于整个设施内，避免强光直射蜂卡，每次释放 2000

头～3000头/667 m
2
，隔 7 d～10 d 释放 1次，连续释放 3次～5次。旋开捕食螨包装瓶盖，连同基质

均匀撒施在芹菜叶片上。每次释放 300 头～400头/667 m
2
，每 15 d～20 d释放 1次，连续释放 3次～4

次。 

7.5.2 生物药剂防治 

利用植物源农药防治虫害。美洲斑潜蝇、蚜虫、粉虱等虫害发生初期，80 亿孢子/ml 金龟子绿僵菌

可分散油悬浮剂 120 ml～150 ml/667 m
2
，或 0.5 %苦参碱水剂 60 ml～90 ml/667 m

2
，或 0.5 %藜芦碱

可溶液剂 75 g～100 g/667 m
2
，交替喷雾使用，每 7 d～10 d喷施 1次，连续喷施 2次～3次。利用生

物源农药防治芹菜软腐病等细菌性病害。在发病初期可用 2 %春雷霉素水剂 75 ml～10 0 ml/667 m
2
喷雾

防治，每 7 d～10 d喷施 1次，连续喷施 2次～3次。 

7.6 化学防治 

在主要防治对象的防治适期，根据病虫害发生特点和农药特性，选择适当的施药方式和施药时间，

注意轮换用药，严格控制安全间隔期。农药使用要求符合NY/T 393。 

——防治斑枯病、叶斑病，可选用 75 %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37 g～50 g/667 m
2
，或 35%氟菌•戊唑醇悬浮

剂 12 ml～15 ml/667 m
2
，交替喷雾防治，每 7 d～10 d喷施 1次，连续喷施 2次～3次； 

——防治菌核病，可选用 50 %腐霉利可湿性粉剂 20 g～30 g/667 m
2
，或 40 %菌核净可湿性粉剂 25 g～

30 g/667 m
2
，或 50 %异菌脲可湿性粉剂 25 g～30 g/667 m

2
交替喷雾防治，每 7 d～10 d喷施 1次，

连续喷施 2次～3次； 

——防治软腐病，可选用 77 %硫酸铜钙可湿性粉剂 60 g～75 g/667 m
2
喷雾防治，连续喷施 2次～3次； 

——防治甜菜夜蛾，可选用 20 %氟苯虫酰胺水分散粒剂 13 g～17 g/667 m
2
，或 5 %甲基阿维菌素水分

散粒剂 12 g～15 g/667 m
2
交替喷雾防治，每 7 d～10 d喷施 1次，连续喷施 2次～3次； 

——防治白粉虱、蚜虫、美洲斑潜蝇，可选用 22 %螺虫·噻虫啉悬浮剂 200 ml～250 ml/667 m
2
，或 10%

溴氰虫酰胺可分散油悬浮剂 200 ml～250 ml/667 m
2
，交替喷雾防治，每 7 d～10 d 喷施 1 次，连

续喷施 2次～3次。 

8 采收 

当芹菜株高 65 cm～75 cm时采收。采收时，需要带根收获。 

9 窖藏 

9.1 土窖的建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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芹菜窖藏的质量与土窖建造的质量直接相关。土窖一般建在背阴处，避免阳光直射。土窖一般是半

地下的，从土窖里面看，窖墙高 1 m左右，其中 1/3在地下，即窖底离地面的深度在 30 cm 左右，2/3

在地上，土窖墙体的厚度 30 cm，土窖宽度 2.2 m～2.6 m。 

9.2 窖藏管理 

芹菜窖藏的适宜温度在-4 ℃～0 ℃。在窖内搭建竹架，将芹菜码齐摆放在上面，并用塑料膜、草苫

或无纺布覆盖进行窖藏处理。先向芹菜上喷水，促其二次生长。由于不见光，新长出的部分颜色嫩黄，

比普通芹菜清脆细嫩，口感清香。窖藏期间，每隔 5 d 检视 1 次，及时通风，并将病烂的植株清除出去。

约 60 d 后，即可出窖对芹菜进行分拣加工。 

10 产品质量及分级 

10.1 产品质量安全 

芹菜出窖后要进行质量检查，感官要求茎高而细，味香浓郁，叶绿茎黄，实心无筋，鲜嫩酥脆。污

染物、农药残余限量应符合 NY/T 743 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相关规定。 

10.2 产品分级 

芹菜一般分为 4个等级，最外边一圈颜色深绿的为 4级芹菜，长得比较老，直接不要了；第 4圈芹

菜是 3级芹菜，和市场上常见的新鲜芹菜一样；第 3圈是 2级芹菜，在市场上的价格比 3级芹菜翻一番；

剩下的是 1级芹菜，也是 1株芹菜最中心的部位，长度在 30 cm左右，1株芹菜一般只能选出 1根～2

根。 

11 包装、贮存和运输 

11.1 包装 

先把每棵芹菜外侧的菜梗剥掉，保留中间嫩黄的芹菜芯， 1 塑料包装袋装 3 根芹菜，再装纸箱。

同时包装材料要求应符合 NY/T 658。 

11.2 标志和标签 

获准使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的生产者可在其外包装上使用应符合GB/T 17924规定的防伪专用标

志。每一包装上应标明产品名称、产品的标准编号、商标、生产单位名称、详细地址、规格、净含量和

包装日期等，标志上的字迹应清晰、完整、准确。 

11.3 贮存 

    贮存冷库温度为0 ℃～4 ℃，湿度为90 %～95 %。库内堆码应保证气流均匀流通。 

11.4 运输 

运输前应进行预冷，宜使用冷藏车辆进行运输，冷藏车厢内温度应控制产品中心温度在 4 ℃～8 ℃，

并做好运输及车内卫生记录。装卸时应轻拿轻放，严防机械损伤。 

12 生产废弃物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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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集植株残枝落叶，运送到指定地点集中处理，沤制腐熟后用作有机肥料。地膜、穴盘、塑料滴灌

带、农药和肥料包装袋、未使用完的农药和肥料等集中收集处理，避免污染环境。 

13 追溯管理 

建立追溯档案，记录产地、品种、施肥、田间操作、病虫害防治、采收、窖藏、贮存、运输等管理

措施；所有记录应真实、准确、规范，并具有可追溯性；追溯档案应有专人专柜保管，至少保存3年。鼓

励采用二维码追溯系统对产品生产、采后、贮存、运输等相关信息进行追溯管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前  言
	1　 范围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3　 术语和定义
	3.1
	桂河芹菜 Guihe Celery

	4　 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范围
	5　 产地环境
	6　 生产技术管理
	6.1　 种植茬口
	6.1.1　 夏芹菜
	6.1.2　 秋芹菜

	6.2　 品种选择
	6.3　 种子处理
	6.4　 育苗
	6.4.1　 苗床准备
	6.4.2　 播种
	6.4.3　 苗期管理
	6.4.3.1　 出苗前，苗床气温白天保持20 ℃～25 ℃，夜间10 ℃～15 ℃。春季育苗，要注意加盖地膜和草苫保温。夏季育苗，应采用遮阳网覆盖，遮阴降温。
	6.4.3.2　 齐苗后，白天保持18 ℃～22 ℃，夜间不低于10 ℃。在育苗期间，浇小水，保持土壤湿润。当幼苗第一片真叶展开后，进行初次间苗，苗距1 cm～1.5 cm；3片真叶时进行第2次间苗，苗距2 cm～3 cm 为宜，每次间苗后浇小水弥缝。
	6.4.3.3　 定植前两周，可根据植株长势确定是否追肥，如需要，随水追施一次速效性氮肥，每667 m2施5 kg～8 kg。当苗龄达到40 d～50 d，真叶4 片～5 片，株高12 cm～15 cm 时，即可定植。


	6.5　 整地作畦
	每667 m2施入完全腐熟的有机肥4000 kg～4500 kg，叶菜类专用复合肥25 kg～30 kg，微生物菌剂20 kg，硼砂0.5 kg～1 kg。深耕耙细，整平做畦，畦宽1.0 m～1.2 m为宜。

	6.6　 定植
	6.7　 田间管理
	6.7.1　 温度管理
	6.7.2　 水分管理
	6.7.3　 肥料管理


	7　 病虫害防治
	7.1　 防治原则
	7.2　 主要病虫害
	7.3　 农业防治
	有条件情况下可与其他不同科属蔬菜作物轮作。选用抗病品种、培育健康秧苗、清洁田园、深翻土壤、平衡施肥、水肥一体化技术、科学调控环境等农业措施预防病虫害。

	7.4　 物理防治
	悬挂黄板、蓝板、杀虫灯、铺设防虫网等物理防治方法减轻蚜虫、粉虱等虫害发生。每667 m2悬挂诱虫黄板和蓝板各20片～30片，色板大小为20 cm×26 cm，挂置高度比芹菜植株顶端高5 cm～10 cm。利用电子杀虫灯诱杀鞘翅目、鳞翅目等害虫，杀虫灯悬挂高度一般离地1.2 m～1.5 m，每盏灯控制13300 m2～20000 m2。拱棚温室通风口处可增设60目的防虫网防止害虫进入。

	7.5　 生物防治
	7.5.1　 天敌防治
	拱棚温室内科利用丽蚜小蜂、捕食螨等天敌防治粉虱、蚜虫等虫害。将丽蚜小蜂蜂卡挂于芹菜植株上部枝叶，每667 m2至少分10个点悬挂，并均匀分布于整个设施内，避免强光直射蜂卡，每次释放2000头～3000头/667 m2，隔7 d～10 d 释放1次，连续释放3次～5次。旋开捕食螨包装瓶盖，连同基质均匀撒施在芹菜叶片上。每次释放300头～400头/667 m2，每15 d～20 d释放1次，连续释放3次～4次。

	7.5.2　 生物药剂防治
	利用植物源农药防治虫害。美洲斑潜蝇、蚜虫、粉虱等虫害发生初期，80亿孢子/ml金龟子绿僵菌可分散油悬浮剂120 ml～150 ml/667 m2，或0.5 %苦参碱水剂60 ml～90 ml/667 m2，或0.5 %藜芦碱可溶液剂75 g～100 g/667 m2，交替喷雾使用，每7 d～10 d喷施1次，连续喷施2次～3次。利用生物源农药防治芹菜软腐病等细菌性病害。在发病初期可用2 %春雷霉素水剂75 ml～10 0 ml/667 m2喷雾防治，每7 d～10 d喷施1次，连续喷施2次～3次。


	7.6　 化学防治

	8　 采收
	9　 窖藏
	9.1　 土窖的建造
	9.2　 窖藏管理

	10　 产品质量及分级
	10.1　 产品质量安全
	10.2　 产品分级

	11　 包装、贮存和运输
	11.1　 包装
	11.2　 标志和标签
	11.3　 贮存
	11.4　 运输


	12　 生产废弃物处理
	13　 追溯管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