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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前  言 

本文件是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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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银川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宁夏食品安全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宁夏回族自治区园艺技术推广站 、银川市农业农村局、银川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

宁夏蔬菜产销协会、宁夏悦丰生态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市双晖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宁夏分公司、

宁夏自然之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王英斌、王颖、张宁、谭佳、史红雨、胡晓瑜、包娟、马玉萍、温学萍、徐苏

萌、肖自斌、马梅、白雪、张晓宁、李青、郎建国、薛少源、黄菊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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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地理标志 宁夏菜心生产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产品地理标志 宁夏菜心生产的产地范围、立地条件、生产技术、病虫害防治、自

行检验、采收管理、合格证管理、生产记录、宁夏菜心地理标志农产品监管云平台。 

本文件适用于农产品地理标志 宁夏菜心的生产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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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所有部分)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 29373 农产品追溯要求 果蔬 

GB 16715.2 瓜菜作物种子 第2部分：白菜类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农产品  

是指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 

[来源：NY/T 2740—2015，3.1] 

3.2  

农产品地理标志   

是指指示农产品来源于特定地域，产品品质和相关特征主要取决于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人文因素，

并以地域名称冠名的特有农产品标志。 

[来源：NY/T 2740—2015，3.2] 

3.3  

宁夏菜心   

在原国家农业部2018年第2651号公告规定的“农产品地理标志 宁夏菜心”的地域保护范围内，按本

文件生产的宁夏菜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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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齐口期 

菜薹高与叶先端平齐，个别花将开而未开时为齐口期。 

4 产地范围 

应符合原国家农业部2018年第2651号公告规定的“农产品地理标志 宁夏菜心”的地域保护范围，

即宁夏回族自治区银川市金凤区、西夏区、贺兰县、永宁县、灵武市；石嘴山市惠农区、大武口区、平

罗县；吴忠市利通区、青铜峡市、盐池县；中卫市沙坡头区、中宁县、海原县；固原市原州区、彭阳县、

西吉县、隆德县18个县区。地理坐标为东经104º 17′ ～107º 39′ ，北纬35º 14′ ～39º 23′ 。 

5 立地条件 

5.1 海拔及土壤 

平均海拔1000 m以上；土壤主要有淡灰钙土、浅色草甸土、灌淤土、盐土、湖土、白僵土、风沙土、

堆垫土。土壤pH 8.0～8.5。土壤肥力状况中等，有机质含量13.6 g/kg～17.6 g/kg。土壤环境质量应符

合GB 15618要求。 

5.2 水质 

应符合GB 5084要求。 

5.3 空气质量 

应符合GB 3095中二级要求。 

6 生产技术  

6.1 喷溉管道铺设 

选用管径为110 mm的PVC管作主管，50 mm～90 mm的PVC管作支管，25 mm的PVC管作立管，7.2 m左右

开挖40 cm宽、80 cm～100 cm深的沟填埋支管，在支管上每6 m～8 m安装1根立管，立管露出地面40 cm～

50 cm，立管上安装360︒旋转的可调喷头。 

6.2 整地 

平整土地，高差不超过5 cm，土粒不超过3 cm。深翻20 cm～25 cm，旋耕15 cm～20 cm，结合旋耕施

基肥。 

6.3 施基肥 

每667 m
2
基肥用量生物有机肥250 kg/每茬；或鸡粪250 kg。 

6.4 起垄 

垄面宽100 cm～120 cm、垄高20 cm～25 cm，呈龟背型。垄沟上口宽35 cm～40 cm、下口宽25 cm～

30 cm、深20 cm～2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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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品种选择 

根据栽培季节采用早熟、中熟或晚熟3个类型的菜心品种。种子粒大、饱满，发芽率85 %以上，净

度98 %以上，质量应符合GB 16715.2的规定。 

6.6 播种时间 

从3月中旬开始播种至9月上旬播种结束。根据市场需求进行排播，全年4 茬～5 茬.忌与十字花科作

物连作，三年轮作一次。 

6.7 喷封闭药 

每667 m
2
使用48  %丁草胺100  ml，兑水30  kg均匀喷雾封闭杂草。可同时加800 倍～1000 倍敌克松或多

菌灵药液增强防病效果。 

6.8 播种方式 

6.8.1 直播 

采用人工直接撒播或机械条播的形式。播种深度在0.3 cm～0.5 cm，每667 m
2
种子用量约300 g～500 g。播

后立即喷水，浸透垄面，保持湿润。播种后2 h内芽前封闭除草。 

6.8.2 育苗移栽 

6.8.2.1 育苗方式及时间 

根据栽培季节和种植规模不同，可在塑料拱棚和日光温室育苗，也可采用穴盘育苗。育苗时间视定

植时间和壮苗标准而定，苗龄18 d左右。 

6.8.2.2 穴盘消毒 

一般选择128孔穴盘，使用前进行消毒，采用2  %的高锰酸钾溶液浸泡30 min，再用清水洗干净备用。 

6.8.2.3 基质 

采用蔬菜育苗专用基质装盘。 

6.8.2.4 播种 

将种子播于穴盘中，每穴1粒～2粒，播种后覆盖0.5 cm～1.0 cm基质。 

6.8.2.5 苗期管理 

适当控制水分，早浇晚不浇，浇水量掌握在早湿晚干，防止夜间徒长。保证幼苗充分见光，光照不

足时减少浇水次数。尽量降低夜间温度，夜温维持在12 ℃左右。 

6.8.2.6 壮苗标准 

3片～4片真叶，叶色青绿、肥厚、不高脚、无虫孔、无病斑、黄斑、黄叶，达到苗齐、苗壮、苗适

龄。 

6.8.2.7 定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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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适龄后及时定植。早熟品种株型小，宜密植，可用8  cm ╳ 10 cm株行距，中熟品种为12 cm ╳ 15 cm

株行距，晚熟品种为15 cm ╳ 18 cm株行距。 

6.9 田间管理 

6.9.1 喷水 

播种或移栽后立即进行喷水，初喷时应一次喷透土层5 cm以上，以后根据天气、土壤墒情和作物需

水情况适时喷水，喷水时间夏季晴天早晚喷水，雨天注意排水，以防畦面积水。 

6.9.2 定苗除草 

直播菜心在真叶展开时间定苗1次～2次。定苗株行距早熟品种为10 cm ╳ 13 cm，中、晚熟品种为17 

cm ╳ 20 cm。每667 m
2
留苗5万株左右。 

6.9.3 追肥 

菜心长至3片～4片真叶时，每667 m
2
每茬追施复合肥40 kg～50 kg，共追施3次～4次。也可利用喷

灌设施将水溶性复合肥装入施肥罐内喷施。 

7 病虫害防治 

7.1 常见病虫害 

7.1.1 主要病害 

霜霉病、黄叶病、炭疽病、灰霉病、软腐病、立枯病等。 

7.1.2 主要虫害 

小菜蛾、菜青虫、蚜虫、甜菜夜蛾、黄条跳甲虫、美洲斑潜蝇等。 

7.2 防治原则 

遵循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以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的控

制原则。 

7.3 防治方法 

7.3.1 农业防治 

因地制宜地使用抗（耐）病品种，合理布局，实行轮作倒茬，加强中耕除草，清洁田园，降低病虫

害基数，培育无病壮苗。 

7.3.2 物理防治 

7.3.2.1 杀虫灯诱杀 

安装杀虫灯防治虫害，杀虫灯每20 ╳ 667 m
2
～25 ╳ 667 m

2
安装一台。 

7.3.2.2 黄粘板诱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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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粘板诱杀虫害，在植株的顶部高出植株20 cm ～ 50 cm吊挂黄板，每667 m
2
挂黄粘板30片（40 cm ╳ 

25 cm），当粘板沾满虫体时应及时更换。 

7.3.3 生物防治 

采用性诱器防虫，每667 m
2
放置2个～3个。也可使用生物农药防治。 

7.3.4 化学防治 

使用化学农药防治时应符合GB 8321的规定。 

8 自行检验 

采收前2天～3天取样检测农药残留，采样当天应及时检验，检验合格后方可采收。 

9 采收管理 

9.1 采收 

宁夏菜心以齐口期为收获标准，达到标准后即可采收，采收后放入胶筐或箱内，上面覆盖湿棉毯。

采后至入库时间应控制在3 h以内。 

9.2 质量要求 

菜心采摘时应色泽青绿，无黄叶、老叶，无空心、白心，刀口平齐，花蕾不开放。 

9.3 规格划分 

菜心各规格的划分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1 菜心规格 

规格 大 中 小 

薹茎直径，cm > 1.5 1.5～1.0 < 1.0 

长度，cm 18～16 15～13 12～10 

9.4 入库预冷 

产品按不同规格入库预冷处理，使菜心温度降到0   ℃～5                          ℃达到倒箱的要求。摆码垛之间应留有一

定的空间，以利于冷气降温。 

9.5 倒箱 

预冷后将菜心平放于箱中，摆放整齐，箱底摆放保鲜冰瓶或冰袋后封箱。 

10 合格证管理 

10.1 通过农药残留速测设备进行快速定性分析，分析数据实时上传监管系统平台，经监管系统平台判

定合格的数据生成合格证标贴，打印成型后张贴在产品外包装箱明显位置，作为该产品农药残留检测的

合格证明与原产地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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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每个外包装箱均应贴有合格证，合格证内容包括产品名称、数量、产地、质量安全承诺。 

10.3 通过合格证可查询农药残留检测信息、生产信息、企业信息、地标认证信息。所生成的二维码与

检验数据绑定，可做到一单一检、一检一码、每码均可查询。 

11 生产记录 

11.1 应建立完善的生产记录制度，对生产全过程的关键环节进行记录。 

11.2 对农业投入品的记录应包括：农业投入品名称、来源、用法、用量、使用日期、农药安全间隔期、

病虫害的发生和防治情况等。 

11.3 生产记录还应包括：收获量、日期、产品销售及流向。 

11.4 记录的各项内容应及时如实填写，不得随意涂改或伪造，记录应保存 2年以上。 

12 宁夏菜心地理标志农产品监管云平台 

12.1 系统授权 

通过“宁夏菜心地理标志农产品监管云平台”系统进行授权，录入名称、LOGO、经纬度、七舍八入、

菜牌数量等必填字段，获取授权管理账号及密码。 

12.2 溯源管理 

建立批次、田间管理、田间工作，实现播种到采收的溯源存档、追溯。 

12.3 菜卡生成 

在“宁夏菜心地理标志农产品监管云平台”上设置组别颜色属性、工人基础信息，平台自动生成等

同企业菜牌数量的二维码，一筐一码，具有唯一性，打印后，进行塑封使用。 

12.4 电子秤连接 

12.4.1 硬件电子称启动后，将设置里的 MAC地址记录下来，填入“宁夏菜心地理标志农产品监管云平

台”电子秤管理中对应电子秤的 MAC地址，一一对应后，将电子秤重量校准归零。 

12.4.2 工人携带菜筐称重，扫码枪扫描菜卡二维码，电子秤通过 HTTP协议、80端口、以累计 5条数

据为基准向“宁夏菜心地理标志农产品监管云平台”发送称重数据。包含信息（工人标识、菜卡标识、

经纬度、菜品、重量）。 

12.5 生产报表 

“宁夏菜心地理标志农产品监管云平台”可供自定义选择时间，生成单组、蔬菜明细、全组详细的

采收报表，方便结算。 

12.6 库存管理 

12.6.1 入库后，可统计每个菜品库存重量，外销可统计出库记录、菜品出库累计量。 

12.6.2 留档方便预产量和实际产量的校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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