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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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地建园技术规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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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畴猕猴桃山地建园技术规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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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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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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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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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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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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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连润 女 副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资料收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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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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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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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玉林 男 研究实习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热区生态农业研究所 资料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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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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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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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品种、不同颜色的猕猴桃对地理气候和环境条件的适

应性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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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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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沙壤土、壤土较为适宜猕猴桃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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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于猕猴桃等多年生果树而言，一般是一次建园多年收获，园址的

正确选择和园区的良好规划决定了种植者能否顺利实现长期收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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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园技术规程及

相关产业技术指导规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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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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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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猕猴桃种植面积 3419亩，种有黄肉、绿肉、红肉三种果肉颜色的

猕猴桃品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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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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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为猕猴桃业界树立了一支标

杆。西畴猕猴桃产业的建设与发展，是石漠化山区通过充分调研和论证，

克服土地贫瘠、资源匮乏，实现产业长效发展的典型案例，为近似生态

区域发展猕猴桃等特色地方产业树立了榜样。

因此有必要对西畴猕猴桃山地建园技术进行全面和系统总结，建立

西畴猕猴桃山地建园技术规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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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气候地区猕猴桃园区的建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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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畴乃至全省猕猴桃产业的发展模式，促进云南猕猴桃产业的持续健康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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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主要起草过程

3.1建立标准起草工作组

2022年 9月，提出了撰写西畴猕猴桃山地建园技术规程的要求。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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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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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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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国内猕猴桃建园技术方面的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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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西畴猕猴桃山地建园技

术进行了系统总结，确定了《西畴猕猴桃山地建园技术规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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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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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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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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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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的山地建园技术，包括园地选择、规

划设计、建园、T形架建设、苗木准备、定植、栽后管理等内容。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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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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DB62/T 782-2002 机械化修筑梯田技术操作规范及作业质量验收标

准

4.3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规程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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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

的山地建园技术，包括园地选择、规划设计、建园、定植等内容。

5.1.1园地选择：规定了园区选择的环境条件、气候条件、地形、灌

溉水以及土壤要求。

5.1.2规划设计：规定了园区规划原则、作业区规划、道路设计、排

水系统、灌溉系统、防护林等建设要求等。

5.1.3建园：对园区的土地改造、土壤改良、起垄筑梯或种植梯和“T”

形架的建设进行了要求。

5.1.4定植：从猕猴桃种植的定植时期、栽植密度和授粉树配置等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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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进行介绍和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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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国内猕猴桃园建设规划设计的相关技

术资料，了解最新技术进展，拟定了西畴猕猴桃山地建园技术规程的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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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猕猴桃不同类型、不同

果肉颜色、不同品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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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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析，对园区生产管理经验进行了汇编、整理、集成和校正，形成了西畴

猕猴桃山地建园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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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栽苗、搭架、整理架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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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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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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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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