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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工作简况

内容包括任务来源、标准起草单位和标准编制成员、主要工作过程

（每个阶段草案的形成过程）等。

1.1 任务来源

2023年 4月，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申请《西畴猕猴桃

绿色生产技术规程》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团体标准的立项，2023年

4月，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将其列入 2023年度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

协会团体标准制订项目计划，批准由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负责（牵头）《西畴猕猴桃绿色生产技术规程》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

团体标准的制定。本标准由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提出和归口。

1.2 标准起草单位和标准编制成员

起草单位：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云南省农业科学院

热区生态农业研究所、文山州西畴县种植业服务中心、文山壮族苗族自

治州农业科学院、文山浩弘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成员详细分工如表 1所

示。

表 1 标准编制成员表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陈 霞 女 副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项目负责人、统筹协

调、标准文稿编写

刘家迅 男 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标准查重、数据矫正

陈大明 男 副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区生态农业研究所 调研与协调

黄 鼐 男 高级农艺师 西畴县种植业服务中心 调研与协调

袁恩平 男 高级农艺师 文山州农业科学院 调研与协调

朱武洪 男 高级农艺师 西畴县种植业服务中心 试验与资料收集

丁仁展 男 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调研与协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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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明泰 男 副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资料收集整理

高正清 男 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资料收集整理

李雪梅 女 实 习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试验与材料整理

王永平 男 经济师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区生态农业研究所 标准文稿编写

王连润 女 副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标准文稿编写

李坤明 男 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调研与协调

杨玉皎 女 助理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区生态农业研究所 试验开展

梁生弟 男 高级农艺师 西畴县种植业服务中心 资料收集整理

张雪廷 男 高级农艺师 文山州农业科学院 试验与资料收集

陈上加 男 总经理 文山浩弘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标准验证

邓华龙 男 种植经理 文山浩弘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标准验证

任务分工：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描述：项目负责人、统筹协调；试验、数据

分析；资料收集整理；标准查重及数据单位矫正；标准文稿编写等。

2 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2.1标准制定的必要性

猕猴桃是猕猴桃科（Actinidiaceae），猕猴桃属（Actinidia），木质藤

本植物。果肉含可溶性固形物 13%～18%，总糖 6.3%～13.9%，有机酸

1.2%～2.4%。每 100克果肉含总氨基酸 100～300毫克，维生素 C80～420

毫克，还含有多种无机盐和蛋白质水解酶、猕猴桃碱等营养成分。因其

富含维生素 C、膳食纤维、多种矿质营养元素等，而被称为“维 C之王”、

“水果之王”等，是目前社会竞相发展的重要新兴水果。

猕猴桃多属于肉质根系、藤本植物，对光、温、水、气等自然环境

条件具有比较严格的要求。一般情况下，猕猴桃以年平均气温 15～18.5℃、

≥10℃积温 4500～5200℃、日照时数 1300～2600 小时、年均降雨量在

1200～2000 毫米，且分布均匀，空气湿度 75%以上，无霜期 210～290

天的地区最为适宜。猕猴桃中等喜光，喜半阴环境，喜漫射光，忌强光

直射，自然光照强度以 40%～45%为宜。此外，猕猴桃喜水怕涝，地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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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位 1.2米以下，土层厚 40厘米以上，有机质含量 3%～5%，透气性能

良好、pH值 4.9～6.7的沙壤土、壤土较为适宜猕猴桃种植。

生产上广泛应用的以美味猕猴桃和中华猕猴桃种植栽培范围最广，

其中因其果肉颜色的不同又分为绿肉、黄肉、红肉猕猴桃。不同种属、

不同颜色的猕猴桃对地理气候和环境条件的适应性不同。云南特殊的地

理位置和复杂的地形地貌，为猕猴桃属植物提供了适宜的生产环境。云

南猕猴桃大约在 2000年以后开始大量发展，但由于产业化发展中存在着

受市场利益驱动、大面积跟风种植，缺乏严格的种苗检疫、引种筛选和

区域试验论证程序缺失等，导致猕猴桃病虫害尤其是致死性溃疡病等大

范围发生，因此种植多年以来一致存在着不停地栽树、死树、换树等现

象，较为严重打击了生产者信心，也给产业的持续健康和壮大发展造成

了较大阻碍。

因此有必要根据各地实际情况，制定适宜当地猕猴桃种植的生产管

理技术规程和相关的产业技术指导规程，用于指导当地猕猴桃的种植生

产和产业的有序发展。

2.1标准制定的意义

云南省西畴县是全国石漠化深重的地区，全县 99.9%的面积是山区，

裸露半裸露岩溶面积达 75.4%。西畴县三光曾经是全省石漠化程度最严

重的地方之一，经过西畴县人民 30年的治理终于把群山裸露、怪石林立

的山区变成了有土地、通公路的美丽家园，更是铸造出了“搬家不如搬

石头，苦熬不如苦干，等不是办法，干才有希望”的闻名全国的西畴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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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

地方的发展离不开稳定产业的带动和支持。西畴三光地区地处北回

归线黄金十字带，高原气候十分明显，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具有优

越的自然条件：天蓝、地净、山青、水绿，无污染，这些都为种出猕猴

桃高端品质提供了必备的条件。经过充分调研和专家论证，2016年，文

山浩泓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落地西畴三光，建成西畴县猕猴桃现代农业产

业园，以通过“公司+基地+农户”的运行机制，结合精准扶贫与乡村旅

游发展，发展猕猴桃生产、加工等系统产业，带动周边农民脱贫致富。

西畴县猕猴桃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承载了企业家的社会责任和当地农

户增收的希望，也是猕猴桃业界的一支旗帜。公司猕猴桃系列产品先后

申请获得绿色食品证书，并获得绿色食品牌省级产业基地。因此有必要

总结经验，对绿色食品 西畴猕猴桃栽培技术规程进行全面的规范，通过

标准引领产业发展，全面提升西畴县猕猴桃乃至全省猕猴桃生产的质量

水平，以“凸显技术、彰显品质”为出发点，以具备质量、技术亮点的

团体标准赋予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灵魂，有效促进西畴猕猴桃区域品牌的

建设，并逐步形成和完善西畴猕猴桃产业的发展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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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食品认定证书—琦玉黄、琦玉红、琦玉绿

2021年被授予“绿色食品牌”省级产业基地

3 主要起草过程

3.1建立标准起草工作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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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 9月，提出了撰写西畴猕猴桃绿色栽培技术标准的要求。云

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同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带区域作物研究

所、文山州西畴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农业科学院、

文山浩弘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等共同成立了《西畴猕猴桃绿色生产技术规

程》起草小组，确定了以陈霞为组长、刘家迅为副组长，陈大明、黄鼐、

陈上加等人组成的工作小组，明确了指导思想、工作原则和任务目标，

明确了资料收集、基础试验、专项调查、文稿起草等工作计划和任务分

工。

3.2收集资料，实地调研

2022年 10月开始，由园艺作物研究所牵头，认真学习了国家、行

业、地方、团体等各层级标准制修订的相关要求，并根据团体标准制修

订的相关要求，着手查阅、收集、整理国内猕猴桃绿色丰产栽培方面的

相关技术资料，了解最新技术进展；同时走访、调研相关企业和合作社，

深入生产线，了解实际生产情况。为标准大纲的拟定和草案的起草做好

充分的前期准备。

3.3形成标准初稿

2022年 9 月至 2023年 3 月，起草工作组成员在总结前期研究、查

阅大量国内外文献资料和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西畴猕猴桃绿色栽培技

术进行了系统总结，确定了《西畴猕猴桃绿色生产技术规程》的基本内

容和编写思路，拟定了起草提纲，经过座谈讨论和网络会商，并于 2023

年 4月形成标准初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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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标准审定会

2023年 7月 5日，召开专家审定会，邀请云南省林业科学院、云南

农业大学和云南林业职业技术学院等单位的专家对标准进行审定，形成

标准征求意见稿。

3.5广泛征求意见

2023年 7月 7日至 2023年 7月 22日，在全国团体标准信息平台中

公开广泛征求意见，并结合反馈意见对标准进行再次修订，完成标准征

求意见稿。

3.6形成标准送审稿

根据反馈意见逐一对征求意见稿内容进行修改。针对存在的异议，

工作组又进一步进行调研和校正。最终于 2023年 7月下旬形成标准送审

稿。

4 标准制定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4.1标准制定的原则

4.1.1科学性：本文件充分结合猕猴桃的生物学、生态学特性和西畴

县前期生产种植情况，进行充分调研和实地验证，基于充分查阅已有文

献资料、专家研讨和试点调查基础上编制，广泛征求了相关机构的意见，

全面涵盖品种特性、生态适应性和市场表现等指标，有充分的科学依据

和试验验证；

4.1.2规范性：本文件内容的编写顺序、编排格式、章节划分以及编

号等，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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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的规定要求编写；符合国家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规章制度，并与

其保持一致；同时积极采用和参考相关国家、行业标准；

4.1.3实用性：本文件针对西畴县猕猴桃种植的生态区位和环境特点

以及品种表现，充分考虑其可行性和覆盖度，并结合我国现有的猕猴桃

产业发展规划、规程，可操作性强，易于实施。

4.2制定标准的依据

本标准规定了西畴猕猴桃西畴猕猴桃绿色生产过程中的花果管理、

土壤管理、水分管理、肥料管理、病虫害防治、整形修剪、采收管理及

生产记录要求。参考了相关书籍、文献、数据库和标准，广泛征求了有

关从事猕猴桃教学、科研、生产、推广等方面研究的专家及技术人员的

意见。依据标准有：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GB 19174 猕猴桃苗木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 884-2012 生物有机肥

NY/T 393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GB/T 40743 猕猴桃质量等级

4.3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规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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符合相关国家、行业规程的相关规定，能与现行有关的法律、法规

和国家、行业规程相衔接，与相关国家、行业强制性规程无冲突。

5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指标、数据的获得与生产验证

5.1主要条款的说明

本标准根据GB/T1.1-2020的格式编写，主要包含了西畴猕猴桃生产

过程中的产地环境、苗木、栽植、土壤管理、水分管理、肥料管理、整

形修剪、花果管理、高温霜冻预防、病虫害防治、采收管理及生产记录

等内容。

5.1.1产地环境：规定了西畴猕猴桃生产的气候条件、土壤条件、灌

溉水及园地要求等。

5.1.2苗木：规定了西畴猕猴桃苗木质量、品种选择、苗木处理及苗

木检疫要求等。

5.1.3栽植：规定了定植时间、定植密度、授粉树配置、定植穴、定

植肥、栽苗及立竹竿等内容。

5.1.4土壤管理：规定了土壤管理措施，如树盘覆膜和行间套种等土

壤环境管理措施。

5.1.5水分管理：对猕猴桃生产的灌溉及排水做了明确要求。

5.1.6肥料管理：规定了西畴猕猴桃的施肥原则、基肥、追肥和施肥

方法等内容。

5.1.7整形修剪：规定了西畴猕猴桃的整形、夏季修剪、冬季修剪等

措施进行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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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8花果管理：规定了花期授粉处理和疏果措施等。

5.1.9高温霜冻预防：对西畴猕猴桃预防霜冻和预防高温日灼措施进

行了规定。

5.1.10病虫害防治：对西畴猕猴桃防治病虫害防治原则、绿色防控、

化学防控措施进行了规定。

5.1.11采收管理：对西畴猕猴桃的采收指标、采后要求等进行了规

定。

5.2主要指标、数据的获得与生产验证

5.2.1广泛查阅，充分搜集，拟定思路

2022年 9月，自提出撰写猕猴桃标准以来，园艺作物研究所相关人

员率先开始了资料的广泛查阅和收集工作，认真学习了标准制修订的相

关要求，并着手查阅、收集、整理国内猕猴桃绿色丰产栽培方面的相关

技术资料，了解最新技术进展，拟定了猕猴桃绿色栽培技术规程的撰写

技术路线与思路，即：文献查阅——草拟提纲——实际调研——资料汇

总——完善提纲——丰富内容——征求意见——标准完善——标准会审

——标准发布。

5.2.2深入生产一线，开展实地调研

标准工作小组在电话沟通联系的基础上，拟定实地调查研究方案，

并综合运用基地走访、座谈访谈、抽样调查、检测分析等方式，并结合

运用互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开展调查研究，提高标准撰写的科

学性和实效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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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主要数据指标综合整理

由于云南各地独特的立体环境和气候条件，猕猴桃不同品种、不同

类型在各地的表现、适应性和生产措施各不相同。文山浩弘农业开发有

限公司基地于 2016 年 10月起开始建设，2017 年 12月建设完成，共有

猕猴桃种植基地 3419亩。猕猴桃种植园自 2019年开始挂果，2019年产

量 40吨，2020年产量 200吨，2021年产量 600吨，2022年产量 800吨，

投产园区商品果平均亩产 0.86吨。公司先后申请获得绿色食品生产认证、

有机产品认证，农产品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等认证。基于前期生产技术经

验、座谈交流、检测分析、资料查询收集和对比分析，对园区生产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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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进行了汇编、整理和集成和校正，形成了西畴猕猴桃绿色生产栽培

技术规程。

5.2.3.1位置与气候条件

根据 GPS 测定显示，园区所在位置海拔约 1500.00 米，经度为

E104°.67′，纬度为 N23°.43′。当地气象资料显示，种植园区范围年平均

气温 16.00℃，年降水量约 1250.00 毫米，年日照时数为 1500～1600 小

时，年均相对湿度为 82%。属亚热带低纬季风气候区，早晚温差大。

5.2.3.2园区周年管理

在多年的生产中，对猕猴桃的物候期进行规范记录，根据当地气候

和园区表现，整理形成了适宜于当地的猕猴桃生产周年管理历，见表 2。

表 2 西畴猕猴桃周年管理历

月份 物候期 主要农事

1月 休眠期

1、幼树整形，成年树修剪；

2、育苗圃整地；

3、嫁接；

4、新建园栽苗。

2月 伤流期 施萌芽肥。

3月 萌芽期
1、苗圃播种育苗；

2、播撒绿肥等。

4月 开花期

1、绑蔓、摘心、抹芽、扭梢、打尖；

2、疏蕾、疏花、人工辅助授粉；

3、幼树插杆、引蔓、上架。

5月 果实膨大期

1、夏季修剪；

2、雄株修剪；

3、疏果、套袋，按照叶果比（6：1）留果。

6月 果实膨大期，新

梢旺盛生长期
夏季修剪。

7月 果实着色期 ——
8月 果实转色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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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 果实成熟期 新建园区园址选择

10月 枝梢停止生长 清园，树干涂白。

11月 枝梢停止生长 建园栽苗、搭架、整理架线。

12月 落叶休眠期 新建园区栽苗、搭架、整理架线。

5.2.3.3病虫害化学防治周年历

通过多年的观察、监测和预防，形成了适合当地的病虫害防治周年

管理历。见表3：

表3 西畴猕猴桃病虫害化学防治周年管理历

月份 试剂和用量

1月 树冠全面喷施 5波美度石硫合剂，降低病虫害发生基数。

2月 3%中生菌素 600倍或 0.3%四霉素 600倍，预防溃疡病。

3月 10%多抗霉素+0.3%印楝素+40%噻唑锌 600倍，综合防治多种

真菌性病害及溃疡病、花腐病等。

4月 5%井冈霉素+20%叶枯唑 600倍+苏云金杆菌，普防溃疡病、

花腐病、黑斑病、叶甲等。

5月 5%井冈霉素+6%春雷霉素 600倍+烟碱合剂，防治灰霉病、黑

斑病、溃疡病，杀灭苹小卷叶蛾、叶蝉等虫害。

6月 5%井冈霉素+苏云金杆菌，防治灰霉病、褐斑病、蚧壳虫等。

7月 一般不用药。

8月 一般不用药。

9月 采果后，2%武夷菌素+46%氢氧化铜 1500倍+1.8%印楝素，防

治多种真菌病害和溃疡病及虫害。

10月 武夷菌素+40%噻唑锌 600 倍+苏云金杆菌，防治多种真菌病

害和溃疡病。

11月 一般不用药。

12月 修剪后用 3－5波美度石硫合剂涂干和喷雾防治病虫，降低翌

年病虫害发生基数。

5.2.3.4园区绿色食品安全检测

公司按照绿色食品生产相关要求进行生产，并对公司黄肉、绿

肉、红肉猕猴桃产品定期开展检测，检测的结果都符合

NY/T844-2017《绿色食品 温带水果》标准的要求。检测的指标、

标准和结果见表 4：



14

表 4 绿色食品安全生产检测情况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判定结果

感官-果实外观 NY/T 844-2017 合格

感官-病虫害 NY/T 844-2017 合格

感官-气味和滋味 NY/T 844-2017 合格

感官-成熟度 NY/T 844-2017 合格

可溶性固形物 NY/T 2637-2014 合格

可滴定酸 NY/T 839-2004 合格

氧乐果 GB23200.113-2018 合格

克百威 GB/T20769-2008 合格

敌敌畏 NY/T761-2008 合格

溴氰菊酯 NY/T761-2008 合格

氰戊菊酯 NY/T761-2008 合格

苯醚甲环唑 GB2300.113-2018 合格

百菌清 NY/T761-2008 合格

氯氟氰菊酯 NY/T761-2008 合格

多菌灵 GB/T20769-2008 合格

铅（以 Pb计） GB5009.12-2017 合格

镉（以 Cd计） GB5009.15-2014 合格

5.2.3.4土壤肥效检测

定期对土壤的养分含量进行检测，根据肥力情况指导生产施肥量。

检测结果见表 5，可以看出在公司生产模式和施肥情况下各养分的丰缺

情况，指导生产中进行合理施肥。

表 5 土壤养分检测及肥力指数

指标 单位 检测结果 肥力指数

PH — 7.7 2.5
有机质 g/kg 17.1 1.38
全氮 g/kg 1.87 1.87

阳离子交换量 cmol(+)/kg 17.1 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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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磷 g/kg 0.631 1.07
有效磷 mg/kg 54.8 3
速效钾 mg/kg 21.8 0.27
全钾肥 g/kg 4.38 0.27

5.2.3.5果实品质检测

对公司猕猴桃果实品质进行常规指标测定分析和部分理化指标不

定期检测，以对基地猕猴桃果实品质变化情况进行总体把握和采取相应

的品质改善措施。果实品质常规检测和深度检测指标见表 6。

表 6 果实品质指标分析

指 标 单位 指标类型 测定方式

单果重 g 常规检测 自 测

硬度 kgf 常规检测 自 测

可溶性固形物 % 常规检测 自 测

干物质含量 % 常规检测 自 测

蛋白质 g/100g 按需检测 送 检

葡萄糖 g/100g 按需检测 送 检

果糖 g/100g 按需检测 送 检

总酸（以柠檬酸计） % 按需检测 送 检

维生素 C mg/100g 按需检测 送 检

维生素 E mg/100g 按需检测 送 检

6 知识产权情况说明

该标准知识产权全部归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7 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本标准无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

8 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过程及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9 标准性质的建议

建议《西畴猕猴桃绿色生产技术规程》作为地方团体标准发布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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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标准中的技术要素是经过系统调研并紧密结合生产实际制定的。

待本标准发布实施后，为使标准能更好地发挥技术指导作用，建议相关

部门及时组织各级种植专业户、企业进行多种形式的技术培训，宣传推

广标准中各项技术要求，通过标准的推广实施，引导农户、企业按照标

准进行猕猴桃的花果管理、土壤管理、水分管理、肥料管理、病虫害防

治、整形修剪、采收管理。与此同时，定期进行监督和评价，及时收集

实施过程中新出现的问题和反馈，以利于标准的修订和完善，不断促进

猕猴桃产品质量提升，推进当地猕猴桃产业的持续健康发展。

11 替代或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该标准颁布实施后，在标准保护区域内，建议使用该标准，其他标

准特别是目前各家企业使用的不同标准废止或替代，以促进西畴猕猴桃

品牌化运营及其健康发展。

12 其他应予以说明的事项

无。

《西畴猕猴桃绿色生产技术规程》标准编制组

2023年 6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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