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娃娃菜冷链流通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一、目的意义

据农业部统计，2018年我国蔬菜总产量已超 7亿吨，总产值达 1.2万亿元，

但每年蔬菜采后损耗在 30%以上，直接经济损失高达数千亿元，远高于发达国家

5-10%的损耗。造成上述结果的主要原因是我国大多蔬菜采后保鲜、流通无标准，

全凭经验操作。随着我国经济发展，城乡居民对蔬菜的消费已由“吃得饱”向“吃

的好，吃的更安全、更营养、更健康”转变。对优质鲜活蔬菜的消费需求显著提

升。较传统的大白菜相比，娃娃菜因其细嫩清脆的口感，精致的外形，鲜艳的颜

色和丰富的营养，深得广大消费者的喜食，成为增加农民收入的名优特菜品种，

在我省、甘肃和云南等地已大面积种植。但娃娃菜叶表面积大，含水量高，商品

化处理后伤口大，采后呼吸作用强，抗病力差，常温下品质易劣变，耐贮性差，

严重影响其商品性和流通销售范围。在生产中，采后娃娃菜最佳的预冷方式为真

空预冷，然而不适宜的真空处理会加速流通、贮藏、货架期娃娃菜脱帮、基部渗

液、褐变及侧根生长等问题。为解决生产中这一问题，迫切需要规范娃娃菜采后

商品化（采收，预冷，包装等）处理和全程冷链流通的操作规程。本标准的制定

和实施对于指导我省娃娃菜采后冷链流通各环节的良性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目前，关于娃娃菜的标准，主要涉及娃娃菜栽培管理过程中的技术规范。截

止目前，尚未有国家、行业或地方出台有关娃娃菜冷链流通的技术规程，因此在

我国的娃娃菜产区尚无可参考的标准化的技术规范。生产中常存在预冷、包装不

规范、冷链温度不适宜、码放规格不合理等问题，这常导致销售中的娃娃菜出现

脱帮、褐变、腐烂等，大大缩短了鲜态娃娃菜的货架期。更重要的是，导致销售

端娃娃菜的营养品质损耗严重，亦给消费者的食用安全性带来隐患。

本次申请制定的娃娃菜冷链流通技术规范，是根据我们近年来在娃娃菜产地、

批发中心、大型超市、农贸市场的调研及娃娃菜采后保鲜、流通方面研究的结果，

同时结合文献报道的相关结果，以不同的流通半径为目标，制定采后娃娃菜适宜



的冷链流通技术规范，从而降低娃娃菜采后的损耗，降低生产风险、满足消费者

对高品质新鲜蔬菜的需求。

二、任务来源

根据 2023年 2月 4日江苏省农学会下达的关于征集 2023年江苏省农学会团

体标准（第一批）立项项目的通知，标准牵头单位向江苏省农学会提交立项申请。

三、编制过程（需根据标准制定程序各阶段的进展不断补充，直到可

发布为止）

从制定标准开始，我所组织相关人员共同商定，结合近几年的最新科研成果，

并参考了大量的文献资料，按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

的结构和编写》的要求编写，起草了该标准的第一稿。初稿形成后分别送相关专

业（包括食品科学、贮藏保鲜等）的专家审查修改。根据专家及同行的建议，对

采收时间和采收方式技术进行了细化，完成了该标准的起草工作。

四、主要内容技术指标确立

简述标准主要内容技术指标确定的依据，包括实地调研、查阅资料、试验论

证等。

1.标准编写原则

（1）本文件按照新版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标准化文件

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进行了标准化表述的修改。

（2）本标准的修订过程中，遵循“面向市场，服务产业，及时修订，不断完善”

的原则，注重标准修订与技术创新、试验验证、产业推广应用相结合。

（3）坚持标准服务行业的原则，制定标准时广泛征求相关企业、生产者的意见，

力求协调一致。

（4）坚持先进性的原则，标准内容结合了我省娃娃菜主要产区生产现状及产品

实际情况，又充分考虑先进性。对于提升娃娃菜品质，推动我省娃娃菜产业的发

展具有十分重要作用。

2.确定团体标准主要内容的依据



为编制本文件，标准编制小组在全面查阅近年国内相关研究成果基础上，对

娃娃菜采后衰败特性、预冷技术工艺、保鲜包装及采后病害控制技术等方面进行

了系统的研发，为标准相关指标的确定提供了试验依据，主要研究及结果如下：

（1）娃娃菜采后衰败特性：通常由于前期、流通和贮藏过程中操作、管理的不

规范，导致娃娃菜采后的衰败严重，主要呈现为两部分：1）根部的氧化褐变→

产生愈伤组织→侧根生长，从而消耗叶片组织的养分；2）由细菌性病害引起叶

组织的腐烂现象，多发于销售端（超市货架、零售柜台、菜场货架等）（图 1）。

→ → →
图 1 娃娃菜采后的衰败特性

（2）娃娃菜采后预冷技术工艺：适宜的真空预冷可在解决娃娃菜脱帮问题的基

础上，迅速去除娃娃菜携带的田间热，降低组织的呼吸速率，维持贮藏/流通后

端娃娃菜的鲜态品质。

图 2 预冷对娃娃菜采后衰败特性的影响

（3）娃娃菜采后保鲜包装技术：采后娃娃菜的鲜态品质从外观看，主要体现在

根（亮白）和叶片（延展脆嫩）组织上。基于此，通过专性保鲜薄膜包装产品的

应用，显著抑制了采后娃娃菜的失水、褐变和腐烂现象。

图 3 专性薄膜包装对娃娃菜采后衰败特性的影响

（4）娃娃菜采后病害控制技术：从腐烂的娃娃菜中分离鉴定出，果胶杆菌为娃



娃菜的致病菌，并结合中强度脉冲电场建立了控制娃娃菜采后软腐的处理技术。

图 4 采后娃娃菜致病菌的分离与控制

五、与相关法律法规和国家标准的关系

简述是否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要求，技术指标高于国家标准/相关技术要求。

本文件与现行相关的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的标准协调一致。

六、实施推广建议

该标准通过对娃娃菜产区的调查和示范结果，以及本研究所的试验结果作为

依据而制订。建议本标准发布后，通过网络、现场技术培训等方式由标准起草单

位进一步进行宣贯，提高娃娃菜产后的商品化处理、保鲜包装及采后病害控制的

技术水平、提升产业效益，为娃娃菜生产、加工、经营者提供技术参考。同时根

据生产和市场需求，不断深入研究，总结经验，吸收完善的科技成果，不断提升

完善标准文本质量，为规范娃娃菜产业标准化生产和产业稳定健康发展奠定基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