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团体标准《叶用甘薯质量安全风险控制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征求意见稿）

一、任务来源及编制背景

（一）任务来源

广西农业农村厅委托广西亚热带作物研究所（农业农村部农产品

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南宁））执行《特色果蔬质量安全风险评

估项目》，为了更好执行项目，推动特色果蔬产业高质量标准化发展，

项目课题组起草《叶用甘薯质量安全风险控制技术规范》。属于新制

定标准，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亚热带作物研究所提出。

（二）项目背景及目的意义

特色蔬菜产业是我国农业市场重要组成部分，其质量安全问题关

系到消费者的切身利益和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广西“十四五”蔬菜产

业高质量发展专项规划的通知（桂农厅发[2022]72号）文件明确指出，

“围绕优化布局、突出重点，转变方式、创新机制，依靠科技、提高

效益，生态协调、绿色优质，集聚发展、三产融合5项基本原则，力

争加快提升广西蔬菜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立足广西的蔬菜产业现

状，随着市场不断发展，特色蔬菜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产业化

将是未来的市场导向目标。

广西特色蔬菜主要有叶用甘薯、雍菜、番茄以及芋头等，其中叶

用甘薯作为一种营养丰富、口感鲜美的蔬菜，受到越来越多消费者的

青睐，已成为广西餐桌上最受欢迎的特色蔬菜之一。因此，本标准以



叶用甘薯为研究对象，开展系列的研究。

本标准研究的叶用甘薯（叶菜专用型甘薯），是一种专门针对叶

菜制作而培育的甘薯品种，专门食用其茎和叶子，其明显特征为株型

直立。相比普通的甘薯品种，叶菜专用型甘薯的叶子（俗称叶用甘薯）

更加柔嫩、口感更加细腻、纤维更少，含有更多的营养成分和功能成

分。同时，叶菜专用型甘薯的甜度较低，适合用于制作叶菜类食品，

如凉拌、炒菜、煮汤等。叶菜专用型甘薯的出现，丰富了蔬菜品种，

也提高了人们对于膳食多样化和营养健康的认识。其中甘薯叶子富含

膳食纤维、维生素B、矿物质元素等多种营养物质及黄酮、活性多糖、

绿原酸等功能性成分，具有提高免疫力、保护视力、延缓衰老、解毒

等作用。此外，叶用甘薯还具有生长速度快、耐热、抗虫害能力强、

不受季节限制及再生能力强等特点。目前，叶用甘薯在全球均受到了

广泛关注，亚洲蔬菜研究中心已将叶用甘薯列为高营养蔬菜品种，美

国将叶用甘薯列为“航天食品”,中国香港地区及法国等国家称之为

“蔬菜皇后”“长寿蔬菜”和“抗癌蔬菜”。

根据调查，广西地区叶用甘薯的产地主要集中在南宁市、贺州市、

柳州市等。以南宁市为例，叶用甘薯种植地区主要为武鸣、坛洛、金

陵等,其中武鸣种植面积相对最大、农场统一种植管理，而坛洛、金

陵等主要为散户种植，种植的叶用甘薯品种主要有台湾叶用甘薯、桂

菜薯 1 号、白杆叶用甘薯及黑杆叶用甘薯。叶用甘薯的生长速度快、

生长周期短，种植一次可以收 4 茬，平均 15-20 天能收一茬；种植时

间长，通常种植叶用甘薯的最佳时间为 3-10 月；种植产量高，每月



每亩的产量约为 500-600 斤，每年每亩的产量约为 4000-4800 斤。叶

用甘薯的价格通常受市场需求的影响，通常其市场价格为 2-3 元/斤，

最高时能达到 6 元/斤。综上，叶用甘薯具有良好的经济价值与市场

潜力，有良好的发展前景。

虽然广西区内的叶用甘薯产业得到了良好发展，叶用甘薯的种植

面积发展迅速，其经济价值也在不断提升，但也发现了以下问题：1、

种植基地产地环境选择有待加强；2、种植过程投入品使用未进行安

全控制；3、种植风险控制管理不规范；4、由于叶用甘薯未有登记农

药，规模化种植以后病虫害防治避免不了用药，容易存在违规用药。

以上问题直接影响叶用甘薯的质量安全及品质，同时也会造成不必要

的环境污染，容易产生风险。目前已制定有《菜用叶用甘薯生产技术

规程》，但是未涉及质量安全控制风险方面的内容。因此，为满足产

业的发展需求，并结合实际情况，故制定叶用甘薯质量安全风险控制

技术标准，这将有利于推动特色蔬菜农业可持续发展。

通过制定《叶用甘薯质量安全风险控制技术规范》，为监管部门

提供了依据，这将加强对叶用甘薯生产过程的监管和管理，从而保障

消费者的权益。此外，制定叶用甘薯质量安全生产控制技术标准对于

保障食品安全、促进产业发展、推进科学研究、加强监管和管理等方

面都具有重要意义。

二、项目编制过程

（一）成立标准编制工作组



团体标准《叶用甘薯质量安全风险控制技术规范》项目任务下达

后，广西壮族自治区亚热带作物研究所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组，编制

了标准编写方案与进度安排，明确团队各人员任务职责，确定工作技

术路线，开展标准研制工作。具体编制工作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亚热带

作物研究所《特色果蔬风险评估项目》研究团队人员组成编制工作组，

编制工作组成员如下：

编制工作组下设三个组，分别是资料收集组、草案编写组、标准

实施组。

资料收集组负责国内外有关叶用甘薯质量安全种植风险控制的

文献资料的查询、收集和整理工作，对叶用甘薯质量安全种植风险控

制技术研究成果进行系统总结，查阅目前行业内对叶用甘薯的质量安

全种植风险控制研究进展。

草案编写组负责起草标准草案、征求意见稿和标准编制说明、送

审稿及编制说明的编写工作，包括后期召开征求意见会、网上征求意

见，以及标准的不断修改和完善。

标准实施工作组负责《叶用甘薯质量安全风险控制技术规范》团

体标准发布后，组织叶用甘薯种植相关单位、农民开展标准宣贯培训

会，对标准进行详细解读，让相关企业的工作人员了解标准，并根据

标准对叶用甘薯按标准要求的风险控制技术要点进行，保证叶用甘薯

质量安全优质效果，并对标准实施情况进行总结分析，不断对团体标

准提出修正意见。

（二）收集整理文献资料



标准编制工作组收集了国内有关叶用甘薯种植、质量安全等相关

文献资料。主要有：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

量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8321 农药合理施用准则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 38400 肥料中有毒有害限量要求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T 525 有机肥料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

NY/T 2798.1 无公害农产品 生产质量安全控制技术规范 第

1部分：通则

（三）研讨确定标准主体内容

标准编制工作组在收集的资料进行整理研究之后，2022年7-8月

召开了标准编制会议对标准的整体框架结构进行了研究，并对标准的

关键性内容进行了初步探讨。经过研究，标准的主体内容确定为叶用

甘薯种植质量安全控制生产的质量风险控制技术要点和管理要求等。

（四）调研、形成征求意见稿

2022 年 3月-12 月，标准起草工作小组深入到广西南宁、武鸣、



上林、百色等叶用甘薯主要生产种植区，对各地的生产企业、种植大

户和合作社等进行了广泛的实地调研工作，查阅了大量的国内外文献

资料，对叶用甘薯种植及风险控制技术进行了系统总结，形成了标准

的基本框架，并在编制小组前期科研工作基础上开展相关田间试验验

证，获得科学试验数据，对主要内容进行了讨论并对项目的工作进行

了部署和安排。

2022 年 1-3 月，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通过理清逻辑脉络，整

合已有的参考资料中有关叶用甘薯种植安全相关的水质、肥料选择、

病虫害防治用药实际要求的基础上，按照简化、统一等原则编制完成

地方标准《叶用甘薯质量安全风险控制技术规范》（草案）。并在前

期工作基础上再次开展叶用甘薯栽培技术的进一步大田试验，进行数

据对照分析，进一步完善标准内容，并完成广西地方标准的项目立项

评审答辩。

2022 年 4 月-2022 年 12 月，标准起草小组再次深入叶用甘薯主

要生产种植区与有代表性的企业农户、合作社针对叶用甘薯安全生产

技术进行科研调研，掌握个地方关于叶用甘薯安全生产的技术要求，

并征求其意见，收集反馈意见，并召开编制工作会议，并形成修改意

见。

2023 年 1 月-3 月，针对反馈意见和叶用甘薯安全生产标准不断

完善标准编制内容，反复修改完善标准草案，并形成团体标准《叶用

甘薯质量安全风险控制技术规范》（征求意见稿）及（征求意见稿）

编制说明。



（五）主要工作过程

1.2022 年编制工作组通过查询文献及走访经营者、种植者及专

业人士，了解了叶用甘薯实际的种植方法及种植过程中所存在的问题，

发现实际种植过程中缺乏对质量安全风险的管理。

三、标准制定原则

1、实用性原则

本文件是在充分收集相关资料和文献，分析叶用甘薯产业当前现

状，调研叶用甘薯市场情况，在现有国家、行业标准、地方标准与叶

用甘薯种植质量安全风险控制技术要求缺乏的情况下，符合当前叶用

甘薯产业技术发展的方向与市场需求，有利于行业的长远发展，提高

农民经济效益，对推动我区特色蔬菜叶用甘薯的健康发展、促进农民

脱贫增收，具有较强的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2、协调性原则

本文件编写过程中注意了与叶用甘薯种植技术相关法律、法规的

协调问题，在内容上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协调一致。

3、规范性原则

本文件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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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要求和规定编写本标准的内容，保

证标准的编写质量。

4、前瞻性原则

本文件在兼顾当前区内叶用甘薯产业现实情况的同时，还考虑到

了叶用甘薯产业快速发展的趋势和需要，在标准中体现了个别特色性、



前瞻性和先进性条款，作为对特色蔬菜叶用甘薯质量安全风险控制技

术发展的指导。

四、 标准主要内容及依据来源

（1）团体标准《叶用甘薯质量安全风险控制技术规范》主要章

节内容包括：术语和定义、质量安全风险控制要点。其中，术语和定

义包括，叶用甘薯，一种专门针对叶菜制作而培育的甘薯品种。另外，

质量风险控制技术要点包括：产地环境主要涉及基地选择、土壤空气

及灌溉水等，基地应选择远离污染源、避免低洼地及或积水区，水源

需符合农田灌溉水质量标准二级以上标准，土壤需符合土壤环境质量

标准二级以上标准，土壤宜选择肥沃、排水良好、土层深厚、pH 值

在 5.5-6.5 之间的土壤。在种植前应进行充分的耕地和施肥，根据实

际情况选择适宜的种植方式。种植方式多样化主要有：穴盘苗、条苗、

直播等。一般在气温稳定在 20℃以上，无霜期长达 5 个月以上的时

候进行种植。品种选择主要考虑叶子大小、口感、嫩翠绿、产量高、

抗病能力强的种苗，广西主栽叶用甘薯品种有桂薯 1号、白杆薯叶、

台湾 71号等。叶用甘薯的风险管理措施主要在于田间管理包括松土、

除草、浇水、施肥、防病等。特别是在叶子生长期，应适当加强施肥

和浇水、进行病虫害防治，保持土壤湿度适宜。

（2）肥料施用重点风险控制：不施用含氯肥料，使用已登记的

肥料产品，肥料的重金属含量符合 GB 38400 的规定；农家肥应充分

腐熟或经过无害化处理，杀灭病原菌、病毒、寄生虫卵、杂草种子等，

消除异味；根据土壤状况和作物营养需求，确定施肥种类和施肥量，



进行配方施肥，保证产品品质符合要求。基肥以有机肥为主，符合

NY/T 525 规定，追肥应以速效肥为主保留施肥记录，包括所施肥料

的产品名称、有效成分含量、生产企业名称、登记证号以及施肥地点、

施肥日期、施肥量、施肥方法、施肥人员等信息。

（3）病虫害防治要点管控主要针对叶用甘薯种植过程中发生的

主要病虫害，不宜连作，不同蔬菜进行轮作，以减少病虫害发生。宜

使用物理防治手段，如杀虫灯、粘虫板、病虫害初期人工捕捉幼虫及

虫卵等；主要化学防治手段使用，如 1.0％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

盐乳油、50％杀螟松乳剂、高效氯氰菊酯等。生物防治手段，如杀螟

松杆菌等生物药剂，使用已登记的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如使用

吡虫啉防治蓟马，苯醚甲环唑杀菌，甲维·虱螨脲防治菜青虫，施药

器械状态良好，施药人员有良好防护，按照农药标签注明的防治对象、

使用浓度、使用方法、安全间隔期等信息使用，农药使用应符合 GB/T

8321 的规定应有农药使用记录，包括使用农药的生产企业名称、产

品名称、有效成分及含量、登记证号、安全间隔期以及施药时间、施

药地点、施药方法、稀释倍数、施药人员等信息按 NY/T 1276 的要求，

对剩余药液、施药器械清洗液、农药包装容器等进行妥善处置。

（4）采收及废弃物处理主要质量风险因子及控制要点：采收时

间应遵守农药使用的安全间隔期规定，采收天气宜为晴天清晨，一般

在叶子长成后进行采收。采收后应及时进行清洗、晾晒、分类等处理，

以保证叶子质量，应精心、细致、轻拿轻放，避免各种机械损伤，应

符合 NY/T 2798.1 的规定。



（5）产品质量要求定期监测，一是符合污染物含量 GB 2762 的

规定，二是农药残留量符合 GB 2763 的规定。人员要求方面：基地管

理人员应具备一定的投入品使用技术要求，主要基地管理人员应学习

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知识，应通过相关技术培训，

提高其对产品质量和安全的认识，明确其责任。产品质量要求符合国

家相关规定、采购验收要求应符合产品质量安全要求规定，不合格产

品不应进入市场流通，其它管理要求应建立健全农产品安全管理制度，

并按合格证承诺制度运行，建立记录台帐，记录内容应符合有关法律、

法规规定，且记录保存期不得少于 1 年。

五、 国内外同类标准制修订情况及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关系

经查阅，广西现有 DB45/T 491-2008 《菜用叶用甘薯生产技术

规程》地方标准，本制定团体标准主要针对叶用甘薯品种，着重点在

质量安全风险控制，因此在种植技术及质量安全控制方面有较大差异。

六、标准实施预期的效果

通过本标准的制定与实施，对叶用甘薯种植质量安全控制生产的

质量风险控制技术要点和管理要求作出了详细规定，首次建立适用于

广西范围内叶用甘薯质量安全控制技术规范，推进本地特色蔬菜叶用

甘薯叶用甘薯产业的健康发展，进一步提升叶用甘薯的品质水平及质

量安全。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研制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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