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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宝岛蕉生产技术规程》

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

一、工作简况

（一）立项必要性和依据

香蕉（Musa spp.）是国际贸易中的大宗水果，其鲜果消费量居

全球之首。在农业种植结构调整和党中央系列惠农政策的指导下，

我国香蕉产业发展迅速，成为热区高效农业中的支柱产业，在促进

农村经济发展，农业增效农民增收以及乡村振兴方面发挥了十分重

要的作用。广西得天独厚的气候和区域决定着香蕉具有产量高、品

质优等优势，香蕉种植面积及产量曾连续十年居全国首位。然而，

广西香蕉产业的发展之路并不平坦：（一）香蕉产业一度陷入困境。

自 2008 年香蕉枯萎病开始传播蔓延，广西产区再无“净土”，已

成为全国香蕉枯萎病的重灾区，广西香蕉种植面积出现断崖式下

降，面积从最高时的 180 万亩缩减到不足 100 万亩，且生产成本大

幅上升，加之市场行情低迷等因素影响，生产效益严重下滑。（二）

香蕉产业迎来新的曙光和历史转折。近年来广西相关科研单位和企

业在品种选育及配套栽培技术上不断实现突破。2021 年 12 月，项

目组参与选育的抗枯萎病香蕉新品种‘宝岛蕉’通过了国家热带作

物品种审定（审定编号：20210110），其具有抗香蕉枯萎病、丰产

稳产、品质优良、耐贮性好等优点，成为我国农业农村部在枯萎病

疫区主推的香蕉品种。至 2022 年上半年，广西累计种植‘宝岛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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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万余亩。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高度重视香蕉产业发展，印

发《广西推进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实施方案》（2022 年 6月）明确

香蕉产业发展方向：稳定蕉类产业，扩大抗枯萎病香蕉品种种植比

例，并将‘宝岛蕉’作为主要推荐品种。在方案的推动下，‘宝岛

蕉’在我区的种植面积还将不断攀升。（三）香蕉产业向绿色、高

质量发展实质性迈进。受进口香蕉冲击和“绿色壁垒”限制，广西

香蕉甚至我国香蕉产业的客观优势在国际市场的竞争中无法转化

为经济效益。连续发生的香蕉乙烯利催熟、“香蕉癌”、“香蕉蠕

虫”等农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也使我国香蕉产业损失惨重。面临

国内外新格局和新形势的影响，香蕉产业进入从数量增长到质量提

升的新发展阶段，加快香蕉产业绿色升级， 促进香蕉产业提质增

效是有效应对当前我国发展现代农业新形势的根本性策略。

实施质量兴农战略，实现农业由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是

党中央、国务院科学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和农业发展阶段作

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随着我国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城乡居民

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对农产品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够不够”

转向“好不好”“优不优”。开展热带农产品生产技术研究，在标

准的引导下， 加强优质农产品品种研发推广、打造一批优质农产

品优势区，提升产品竞争力，才能不断助力“质量兴农”战略。 因

此起草单位制定宝岛蕉生产技术规程，为高品质香蕉生产提供技术

支撑， 将有利于完善香蕉产业的科技支撑体系，塑造香蕉现代农

产品品牌。 有效的推进我国香蕉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对香蕉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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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节支增收，变“树难栽”为“树好栽”，提升我国香蕉的市场

竞争力，实现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均具有十分重要现实意义。

（二）国内外相关标准情况

起草单位经登录中国知网共查询得到 16 篇香蕉蕉栽培技术相

关文章，详细列入参考文献中。登录全国标准信息服务平台，检索

到 DB45/T 260-2014《亚热带无公害香蕉生产技术规程》、DB46/T

87-2007《粉蕉生产技术规程》、DB46/T 66-2006《香蕉生产技术规

程》、DB46/T 46-2006《无公害食品 皇帝蕉生产技术规程》、DB45/T

218-2005《无公害食品 香蕉生产技术规程》、DB45/T 202-2004《绿

色食品 香蕉生产技术规程》6项香蕉生产技术类地方标准。本标准

与上述相关的各项基础标准相衔接，遵循了政策性和协调同一性的

原则。

（三）工作基础

起草单位长期从事香蕉配套栽培技术及推广应用研究，具备破

解香蕉产业绿色发展难题特别是关键技术难题的良好研究基础。

2008 年至今，起草单位承担了国家香蕉产业技术体系南宁综合试验

站（CARS-32-15）、广西创新驱动重大专项等各级科研项目 10余项。

选育的抗枯萎病香蕉新品种‘宝岛蕉’通过了国家热带作物品种审

定（审定编号：20210110），其具有抗香蕉枯萎病、丰产稳产、品

质优良、耐贮性好等优点，是我国农业农村部在枯萎病疫区主推的

香蕉品种。开展系列配套栽培技术的研究，率先在广西进行双膜覆

盖防寒害、产期调整，水肥一体化等新技术示范推广。制订了《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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蕉生产技术规程》和《香蕉组培苗质量标准》等地方标准，为本标

准的编写提供良好的前期基础。

2015 年以来，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与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等单位合作开展‘宝岛蕉’选育工作，优选获得了综合性状表现

更优良（生育期缩短、株高降低）的‘宝岛蕉’新品种，并分别在

广西南宁市武鸣区、隆安县、百色市田东县、崇左市龙州县等市县

开展示范种植，单户种植 1000 亩以上的大户超过十家（包括广西金

穗公司、广西润丰公司、邓毅香蕉基地等广西香蕉龙头企业）。‘宝

岛蕉’新品种具有抗香蕉枯萎病、丰产稳产、品质优良、耐贮性好

等优点，为我国农业农村部在枯萎病疫区主推的香蕉品种，正逐步

替代原有易感枯萎病的常规品种成为目前国内香蕉生产中的新主栽

品种。2021 年 12 月，‘宝岛蕉’通过了国家热带作物品种审定（审

定编号：20210110），是目前唯一通过国审的香蕉（AAA）品种。至

2022 年上半年，广西累计发展种植‘宝岛蕉’5.0 万多亩。起草单

位多年的农业科研工作积累，对宝岛蕉的生产和科研均有很深入的

了解，对产业存在的问题有着深刻的认识，并针对宝岛蕉存在生育

期长、植株养分需求量大、生产成本高等迫切需要解决的生产问题，

在参考国内外有关香蕉生产技术的基础上， 在广东、广西、云南、

海南、贵州等地分别从种植密度、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及安全越

冬等方面不间断地开展试验研究及调查访问，经过多年的种植、改

进、总结、再实践的过程，集成了整套栽培管理技术并向生产推广。

基于国内外已有研究和前期研究基础，根据研究目标、承担单位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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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实验条件和目前实验技术的发展状况，并与广西美呈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中国热

带农业科学院环境与植物保护研究所、隆安县明盛农业专业合作社

等多个科研单位、企业联合技术攻关，充分对宝岛蕉栽培关键技术

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和总结，起草了《宝岛蕉生产技术规程》标准的

草案，以期更全面为不同省份生态区域宝岛蕉生产提供技术支持。

（四）进度安排

从下达计划到完成送审稿预计需要时间 3个月。

（1）征求意见稿形成阶段。计划下达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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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个月形成《宝岛蕉生产技术规程》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

（2）征求意见阶段。1个月征求意见稿广泛征集科研、教学、

推广等单位关于标准制定工作的意见。

（3）送审稿形成阶段。对相关反馈意见进行分析研究和处理，

1个月完成标准征求意见稿的修改完善，提出标准草案送审稿。

（五）主要起草单位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广西美呈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隆安县明盛农业专业合作社、中国热带农业科

学院热带作物品种资源研究所。

（六）编写人员与分工

标准制定过程主要由广西壮族自治区农业科学院等单位的人员

参与资料收集、文本完成、市场调研、实验室比对、数据处理等工

作。标准起草组成员具备代表性，广泛吸收科研、生产、检测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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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的专家和技术人员。

表 1. 主要起草人员信息及任务分工

姓名 单位 职称 专业特长及分工

赵 明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

业科学院

副 研 究

员

果树栽培学；负责项目的申报立项，

主持标准文本与编制说明的起草。

莫天利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

业科学院

助 理 研

究员

果树栽培学；负责标准草案的起草、

修改、提供管理技术支撑。

龙 芳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

业科学院

副 研 究

员

果树栽培学；负责提供研究资料，数

据分析，资料整理汇总。

黄 相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

业科学院

农艺师 果树栽培学；负责标准草案的起草、

修改、提供不管理技术支撑。

武 鹏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

业科学院

推 广 研

究员

土壤肥料；负责标准草案的起草、修

改、提供土肥管理技术支撑。

邹 瑜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

业科学院

研究员 遗传育种；负责提供研究资料，数据

分析，资料整理汇总。

何海旺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

业科学院

副 研 究

员

遗传育种；负责标准草案的起草、修

改、提供管理技术支撑

苏祖祥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

业科学院

助 理 研

究员

果树栽培学；负责标准草案的起草、

修改、提供管理技术支撑。

李小泉
广西壮族自治区农

业科学院

研究员 遗传育种；负责项目的申报立项，主

持标准文本与编制说明的起草。

李国君
隆安县明盛农业专

业合作社

栽培，管理技术支撑

青钟准
广西美呈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农艺师 栽培，管理技术支撑

陈河
广西美呈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

农艺师 栽培，管理技术支撑

高营营
广西植物组培苗有

限公司

种苗，种苗繁育与技术推广

张露
广西植物组培苗有

限公司

种苗，种苗繁育与技术推广

李贤高
广西植物组培苗有

限公司

农艺师 种苗，种苗繁育与技术推广

魏守兴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热带作物品种资

源研究所

研究员 遗传育种；负责项目的申报立项，主

持标准文本与编制说明的起草。

程世敏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热带作物品种资

源研究所

助 理 研

究员

果树栽培学；负责标准草案的起草、

修改、提供管理技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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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凡云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环境与植物保护

研究所

副 研 究

员

植物病理；负责项目的申报立项，主

持标准文本与编制说明的起草。

张欣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环境与植物保护

研究所

研究员 植物病理；负责项目的申报立项，主

持标准文本与编制说明的起草。

赵增贤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热带作物品种资

源研究所

助 理 研

究员

果树栽培学；负责标准草案的起草、

修改、提供管理技术支撑。

李凯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助 理 研

究员

果树栽培学；负责标准草案的起草、

修改、提供管理技术支撑。

巫铁凯 中国热带农业科学

院生物技术研究所

农艺师 果树栽培学；负责标准草案的起草、

修改、提供管理技术支撑。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一）标准的编写原则

1．编制依据

本标准严格按照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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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的规则进行编写。选取我

国已实施的 GB/T 9827-1988《香蕉》、GB/T 8321（所有部分）《农

药合理使用准则》、NY/T 496《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NY/T 5022

《无公害食品 香蕉生产技术规程》相关标准和国际先进标准的相关

内容， 结合我国香蕉生产的实际情况，栽培管理制度以及气候环境

等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通过科学分析、研究和总结归纳，以调研

和实测数据为基础进行编制，力求使标准充分体现其科学性。

2．编写原则

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与标准，按照科学、客观、公正的原则，

通过开展国内不同品种不同产地香蕉营养品质评价鉴定现状调查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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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养品质监测数据，科学、开展香蕉营养品质评价鉴定规范编制工

作， 正确地评价鉴定可食用香蕉营养品质状况，保证标准技术先进

性、经济合理性、安全可靠性、切实可行及协调统一性。

（二）提出本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本标准在参考国内外有关香蕉生产技术的基础上， 分别从种植

密度、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及安全越冬等方面不间断地开展试验

研究及调查访问，经过多年的种植、改进、总结、再实践的过程，

集成了整套栽培管理技术并向生产推广。并根据示推广部门、大型

香蕉种植企业应用效果等总结形成本标准技术指标，试验示范结果

为本标准的可靠性提供了有力证据。本标准主要内容包括标准适用

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以及香蕉生产的园地选择、种植、蕉园管

理、防寒措施和果实采收等技术内容。

1． 标准的适用范围

按标准制定的要求，本标准对范围作了规定。我国香蕉集中种

植在广西、广东、海南、云南、福建、贵州等地，起草单位据我国

香蕉主产区香蕉周年生产及栽培特点，充分考虑了宝岛蕉的特征特

性及其在我国广西、广东、云南、海南、贵州等主产区的表现特点、

栽培管理制度以及气候环境等各种因素之间的关系，通过科学分析、

研究和总结归纳，因此本标准适用于我国宝岛蕉生产技术。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严格按照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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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有关规定， 对标准进行了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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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并参考了我国已实施的 GB/T 9827-1988《香蕉》、GB/T 8321

（所有部分）《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

准则 通则》、NY/T 5022 《无公害食品 香蕉生产技术规程》相关

标准。从目前香蕉标准情况来看，我国 GB/T 8321（所有部分）《农

药合理使用准则》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NY/T

5022 《无公害食品 香蕉生产技术规程》标准规范了农产品的农药

使用、肥料使用以及无公害生产技术，我们参考了这三个标准，并

选取了与本标准相关的指标进行规范。

3.园地选择

根据香蕉枯萎病菌 Foc 的流行规律与侵染特点，该病菌在土壤

中营腐生生活，其对环境的适应性强，病原菌可以厚垣孢子的形式

长期休眠，在温度、湿度等环境条件适宜（温度 26～30℃，田间持

水量 25%以上），且有合适寄主植物的条件下，孢子萌发，即可以形

成侵染。而我国植蕉区土壤及气候环境适宜，在香蕉生长的全生育

期均可实现病菌侵染。随着香蕉的连年种植，土壤中病原菌潜伏越

冬的数量也逐年增加，造成病害连年流行成灾。大量试验证明轮作

不仅可以克服作物的连作障碍，有效促进有机质和养分等土壤资源

的循环利用，而且还可以改善土壤微生物群落结构，抑制单一有害

微生物的快速生 长，从而达到减少病害发生的效果（VANEERD et al,

2014; Xiong et al, 2016; Zhang et al, 2013）。在香蕉生产区，

病区应实行水旱轮作，减少土壤病原基数。不具备水旱轮作条件的

田块，与其他非蕉类的旱地作物轮作。国家香蕉体系生物防控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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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综合不同轮作作物和模式来看，香蕉与韭菜轮作效果最佳，其

次是甘蔗、水稻、生姜和菠萝等。需要注意的是，采用轮作方式防

控香蕉枯萎病，不仅取决于轮作的作物类型，也取决于作物的轮作

时间。即使是轮作效果最好的韭菜，也需要 3 年以上 轮作时间才

有较好的防控效果（李华平等，2019）。因此，园地选择应避免连

续多年连作香蕉的蕉园，建议蕉园前茬 8 年内未种植过蕉类作物最

为适宜。其它园地气候条件、土壤条件及立地条件按 NY/T 5022《无

公害食品 香蕉生产技术规程》的规定执行。

4.种植

4.1 种植密度与规格

在一定种植密度范围内，种植密度的增加，并不显著影响香蕉

的生长（茎高、茎周、叶长、叶宽、果指数量、果穂轴直径），也

未改变香蕉的外观品质（果指长度）（丰锋等，2007）。香蕉生长

需要光照，起草单位试验结果表明，遮阴使全光照降到 50% ，对香

蕉的生长和产量并无影响。光照从 2 000 lx 增至 10 000 lx，香

蕉的光合作用大大增强，10 000～30 000 lx 时，光合作用的增强

缓慢。而广东、广西晴天的光照超过 80 000 lx，据此香蕉只需晴

天光照的 1/4 就可以满足光合作用的需要，因此，适当的密植，不

但可以减少强光对叶片、果实和根系的灼烧，调节地温极园地内空

气湿度，有利于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促进生长发育，提高单株产量，

增加效益。不同密度间单株产量、公顷产量差异极显著。试验条件

下通过提高种植密度，单株产量虽有所降低，但果指长度等品质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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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并无显著下降，而公顷产量却极显著增加。因此可采用长方形、

正方形、三角形或宽窄行等种植规格，宝岛蕉推荐种植密度不超过

2250 株/hm
2
。以提高单位面积产量，从而提高效益。生产过程还可

根据预期采收时间、园地环境条件和栽培管理水平等实际情况选择

适当株行距。

4.2 园地准备

4.2.1 排灌系统

按 NY/T 5022《无公害食品 香蕉生产技术规程》的规定执行。

4.2.2 整地

深松土壤的好处：(1) 打破长期翻耕形成的犁底层，有利于雨

水的入 渗与作物根系的发育。(2) 不打乱耕作层，改善了土壤的透

水、透气性， 改善了土壤的团粒结构。(3) 降低土壤容重。(4) 降

低农机作业强度，减少作业成本。因此，整地首先对蕉园进行全园

深松。恶性杂草相较与普通杂草难于防治、传播迅速以及危害特别

严重，而作物残体内含有大量的病菌，清理蕉园内的恶性杂草及作

物残体等，暴晒 20 d 以上，可有效防止杂草危害、阻断病菌快速扩

散。

畦面宽度应综合考虑中植株数、管理人工、面积产量以及种植

效益等因素，畦面过宽, 虽然种植的行数多, 种植总株数足, 但由

于行间距低,株与株之间间隔过低， 影响蕉果商品性能, 最终效益

也不是最好;畦面过窄, 虽然种植的行数少, 株与株之间间隔大，蕉

果商品率提高, 但因总株数不足, 最终产量、效益也不是最佳, 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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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高畦深沟浅种、双行单植的种植方法，畦面宽 3.4 m～4.0 m，畦

沟面宽 1.0m～1.2 m，深 40 cm～50 cm，畦面行间开一小浅沟；地

下水位低的平地蕉园，可以调浅，畦沟面宽可调窄。

4.3 种植穴准备

4.3.1 根据 NYT 3200-2018 《香蕉种苗繁育技术规程》香蕉袋

（杯）苗尺寸通常为 10cm×10 cm 或×10cm×12 cm。根据种植穴尺

寸规范要求，比土坨直径大 20～40 cm，比土坨高度深 20～30 cm。

因此，应在种植前 10 d～20 d 准备规格为：丘陵山坡地宜挖大坑

种植，坑深 50～60cm，长、宽各 60～80cm；一般水、旱田蕉园的植

穴规格一般为：面宽 50cm，穴深 40～50cm，底宽 40cm；旱地蕉园植

穴规格一般为：面宽 60～70cm，穴深 50～60cm，底宽 50～60cm。

4.3.2 通常认为土壤有机质含量达 20g•kg−1
以上时，适宜香蕉

生长（Robinson et al.,2020）。我国蕉园土壤有机质含量普遍偏

低，例如广西香蕉主产区平均有机质含量为 21.5 g•kg-1
，53% 的蕉

园土壤有机质含量低于临界值(魏守兴等.,2012)。海南香蕉主产区

平均土壤有机质含量为 12.2 g•kg-1
，89% 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在 20

g•kg-1
以下(林电等.,2007)。福建香蕉主产区平均有机质含量为

15.1 g•kg-1
，98% 的蕉园土壤有机质含量低于临界值(庄绍东 2003)。

云南主产区蕉园土壤有机质含量 为 18.52 g•kg-1
，其中 64.52% 蕉

园有机质含量在 20 g•kg-1
以下(陈鸿洁 等，2014) 64.52%蕉园土壤

有机质含量低于 20 g•kg-1

有研究证明，土壤有机质含量可以提升酸性土壤阳离子交换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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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Ramos et al.,2018)、维持土壤团聚体的稳定性(Zhao et

al.,2017)、影响土壤微生物多样性(Tian et al.,2018)。如在香蕉

生产中连续两年施用生物有机肥可以显著增加根际土壤酸杆菌

（ Acidobacteria ） 、 厚 壁 菌 （ Firmicutes ） 、 小 球 腔 菌

（Leptosphaeria）和暗球腔菌（Phaeosphaeriopsis）的相对丰度，

显著降低变形菌（Proteobacteria）、子囊菌（Ascomycota）和镰

刀菌（Fusarium）的相对丰度(Shen et al.,2015)。同时增施有机

肥可以增加土壤中某些有益菌，如芽孢杆菌、链霉菌等的数量，从

而有效地减少土壤病原菌（如镰刀菌） 的数量，有助于香蕉植株健

康生长。国家香蕉产业技术体系综合试验站多年多点试验表明，每

株有机肥的用量应不低于 3.0kg/株。因此，基肥的使用应符合 NY/T

496 的规定，每株施用 3.5 kg～4.0 kg 腐熟农家肥、0.5 kg～1.0

kg 钙镁磷肥、0.1 kg～0.2 kg 复合肥（15-15-15），1.5 g～2.0 g

淡紫拟青霉菌微生物菌肥。基肥应在两株间离蕉苗 30 cm～40 cm 处

开条沟埋施。

4.4 种植时间

根据当地的气候条件和市场需求等，确定适宜的定植季节，收

获期尽可能避过台风季节，抽蕾期尽可能避开冬季的寒害，宝岛蕉

一般采用春植和秋植两种。本标准综合各地种植情况，推荐冬季因

气温降低不定植春植宜在 3 月～4 月进行，秋植宜在 9 月～11 月进

行。

4.5 种苗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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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选用健康组培营养袋（杯）苗种植。其它香蕉种苗质量要求

按 NY/T 5022《无公害食品 香蕉生产技术规程》的规定执行。

4.6 种植方法

定植时，除掉营养袋（杯），应保持营养土团完整（无纺布营

养袋苗则不需剥除营养袋），一定做到不伤主根，更不伤须根，放

入种植穴中，用细土覆盖并压紧外围土层，有利于提高苗木定植成

活率。

起草单位研究结果，无纺布育苗袋培育的二级苗平均根数及根

系长度比塑料育苗杯处理显著增加 20.3%和 19.2%；栽后恢复生长期

明显比塑料杯处理短 2～5 d，植株株高和基茎围显著高于塑料杯处

理，同时期收获率提高 82.3%，推荐选用无纺布育苗袋培育香蕉组培

苗。

4.7 淋水

种植前，种植穴周围土壤湿度宜保持 60％～70％，保证土壤的

湿润环境，以利于根系与土壤能够更好的贴合，为植物根系提供水

分恢复生长状态。种植完毕后，立即人工淋定根水，每株淋 1.5kg～

2 kg。缩短根系与土壤之间距离，根系毛细管与土壤接触，恢复生

长。

4.8 覆盖

淋水后用覆盖物覆盖蕉苗四周，春植宜用稻草、树叶、黑色地

膜、地布等材料覆盖；秋植宜用白色地膜等材料覆盖。保持土壤温

度和湿度，有利于植株根系生长发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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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查苗和补苗

种植后次日进行查苗，出现漏种蕉苗时应及时补种，应扶正歪

斜蕉苗，并把土压紧。20 d 后，出现死苗和弱苗时应及时补苗。

5 蕉园管理

5.1 水分管理

香蕉的叶片较为宽大肥厚, 故对水分的需求量较大。在生长时,

其自身具有最大的营养时, 在晴天的状态耗水量相对较多, 多云天

时相对减少, 阴天时其耗水量会减少一半。其生长的环境将会对耗

水量产生极大的影响,田间种植存在大量的光合作用以及植物的蒸

腾作用, 将会消耗大量的水分, 从而需增加对用水分的关注。生产

管理者在进行灌溉时, 需进行充分的调研, 梳理当前的生长状况,

尤其是叶片数、叶长以及叶面积, 以此判断灌溉的方式。整个生育

期应保持排水沟畅通。灌溉时应避免漫灌。花芽分化期及抽蕾期的

土壤含水量应保持 70％～80％；采收前 10 d～15 d，应停止灌溉；

其余时间，蕉园的土壤含水量应保持 60％～70％。

5.2 肥料管理

香蕉需要充足的养分才会获取较高的产量。生长所需的养分具

有一定的比例的, 在生长的不同阶段, 对于钾的含量要求较高, 其

次是氮, 最后是磷。对于不同品种的香蕉, 其施肥的含量也会略有

不同, 但不会超出养分含量值的范围, 并且比例也不会产生较大的

变化。在香蕉生长的过程中, 要持续对其生长的环境进行分析, 适

时增加镁、钙两种养分, 防止在生长过程中养分单一、适应环境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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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弱,增加香蕉的产量, 增加用户的经济效益。本标准肥料使用按

NY/T 496 的规定执行。

5.3 病虫害防治

选择部分成规模的国内香蕉种植区进行调查，比较不同种植区

香蕉主要害虫发生的差异性。主要以问询和踏查进行普查，碰到发

生较重的区域，再针对不同的虫害进行抽样调查。并观察记录田间

各种病害发生的时间、危害症状特征，采集具有典型症状的叶片、

假茎、病果作为病原菌分离及镜检的标本。经整理鉴定，香蕉主要

病害：香蕉镰刀菌枯萎病、香蕉细菌性枯萎病及根结线虫病等；主

要虫害：斜纹夜蛾、黄胸蓟马、香蕉黑带象甲、黄斑蕉弄蝶和叶螨

等。

优先采用农业防治、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措施，化学农药的使

用按 GB/T 8321（所有部分）的规定执行。

5.4 树体管理

（1）除芽及割叶。当吸芽 15 cm～30 cm 高时，宜用钩刀在基

部连生长点一起割除。对于抗枯萎病香蕉品种，建议采用宿根栽培，

在断蕾后一个月，每株只留一个健壮吸芽继代，多余的吸芽应及时

除去，同畦留芽的方向应相同。叶片黄化或干枯占该叶片面积 2/3

以上，或病斑严重时，应及时将其从叶柄基部割除，并清出蕉园。

阻断病菌快速扩散。

（2）花蕾管理。抽蕾期，当花蕾下垂至在叶柄上时，应及早将

花蕾移至叶柄一侧，使其自然下垂生长，同时将靠近或接触花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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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片割除。果穗宜留 8～9 梳蕉果。当梳数足够或者花蕾出现中性

花时，割除多余部分蕉果和花蕾，在末梳留 2～3 个节位的穗柄。

断蕾宜选择睛天午后进行，雨天或早上露水未干时不宜断蕾。

（3）立桩防风。 当台风季节来临前或准备现蕾时开始立桩，

可选用竹子或木条做为蕉桩。立桩时，在距蕉头 15cm～30cm 处打

洞，洞深约 40cm，将蕉桩竖入洞中并压紧，用绳子将假茎绑于蕉桩

上。对未抽蕾的植株竖桩时，蕉桩应立于植株向地倾斜的一侧，蕉

桩与植株构成稳固的三角形，蕉桩应避开蕉蕾的下垂位置；对已抽

蕾的植株竖桩时，将蕉桩立于假茎与蕉蕾（果穗）的侧边或另一侧，

避免蕉桩与果实刮碰，蕉桩上部绑牢于果轴上。

（4）防寒措施。在寒流来临前，应用白色地膜等材料覆盖地面。

秋植苗应加盖天膜，天膜宜用白色塑料薄膜等材料，温度回升时应

及时揭开天膜。已抽蕾的蕉树，在寒流来临前，可用自身短叶或牛

皮纸等材料包裹裸露的穗柄。

6 果实采收

当果指肥圆、棱角不明显、成熟度达到 7 成以上时即可采收。

采收全过程避免机械损伤果实。

（三）新旧标准对比（适用于修订标准的情况）

无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合报告，技术经济

论证，预期的经济效果；

（一）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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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的各项技术指标及内容是主持起草单位与联合起草单位

专家经过 10余年联合攻关，通过应用基础研究、技术开发、以及技

术集成与示范的联合创新科研模式，在香蕉品种选育及配套栽培技

术等方面取得一系列重大成果。针对香蕉生产上存在的问题，在充

分借鉴国内外有关香蕉生产技术标准的基础上， 在广东、广西、云

南、海南、贵州等地分别从种植密度、水肥管理、病虫害防治及安

全越冬等方面不间断地开展试验研究及调查访问，经过多年的种植、

改进、总结、再实践的过程，集成了整套栽培管理技术并向生产推

广。

（二）综述报告

本标准的技术方法由广西农业科学院、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

等多个科研单位专家及企业经过 10 余年联合攻关，经过广东、广西、

云南、海南以及贵州等科研与生产进行了试验验证，验证结果表明

该标准确定的方法准确，适宜推广。

（三）技术经济论证

实施质量兴农战略，实现农业由总量扩张向质量提升转变，是

党中央、国务院科学把握我国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和农业发展阶段作

出的重大战略决策。随着我国进入上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城乡居民

消费结构不断升级，对农产品的需求已经从“有没有”“够不够”

转向“好不好”“优不优”。开展热带农产品生产技术研究，在标

准的引导下， 加强优质农产品品种研发推广、打造一批优质农产

品优势区，提升产品竞争力，才能不断助力“质量兴农”战略。 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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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起草单位制定宝岛蕉生产技术规程，为高品质香蕉生产提供技术

支撑， 将有利于完善香蕉产业的科技支撑体系，塑造香蕉现代农

产品品牌。 有效的推进我国香蕉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对香蕉产

业的节支增收，变“树难栽”为“树好栽”，提升我国香蕉的市场

竞争力，实现农民增收和农业增效均具有十分重要现实意义。

（四）预期的经济效果

首先本标准中推荐的园地选择、种植、蕉园管理、防寒措施和果

实采收等农业防治措施，是田间常规操作，并未增加农民的经济投入。

其次，通过本标准的制定和在全国应用推广后，能科学指导香蕉生产，

减少抗病香蕉品种因生育期长、植株养分需求量大大及生产成本高等

造成的严重损失，为抗病香蕉品种的生产增产增效，从而提升其经济

效益。生产技术规范，可减少化学农药用量，降低生产成长，从而产

生较大的经济效益。通过本标准的颁布实施，能促进我国香蕉产业健

康可持续发展。

本标准是目前我国研究较系统全面、先进和实用性强的热带农产

品生产技术。建立了宝岛蕉生产技术规程，减少化学农药对生态环境

的污染，提高种植业生产水平。因此该标准的建立有着重要的经济、

社会效益。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

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

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本标准未采用国际标准。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严格贯彻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律和规



- 28 -

章，严格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与相关的各种基础标准

相衔接，遵循了政策性和协调同一性的原则。标准的名称、内容及

指标与现行的国家标准之间不存在包含、重复、交叉问题。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不涉及有关国家安全、保护人体健康和人身财产安全、

环境质量要求等有关强制性地方标准或强制性条文等的八项要求之

一。因此，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颁布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1）及时进行宣贯

为了贯彻实施本标准，须编写宣贯教材或小册子与本标准同时

进行宣贯，推荐并培训相关技术人员使用本标准，让相关人员及时

准确地了解和掌握宝岛蕉生产技术，保证标准顺利实施。

（2）标准实施信息反馈

为了全面掌握标准的执行情况，为进一步修改完善标准做准备，

应及时与标准使用人员进行沟通交流，鼓励使用本标准的单位和个

人将本标准的执行情况以及所发现的问题反馈到主管部门或本标准

的主编单位，以便及时修订完善本标准。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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