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临海蓝莓》

编制说明

一、项目背景

蓝莓（学名：Vaccinium spp.）是杜鹃花科、越橘属植物的统称，

在栽培学上通常划分为矮丛蓝莓、半高丛蓝莓、高丛蓝莓（南高丛蓝

莓、北高丛蓝莓）、兔眼蓝莓 4 个品种群。蓝莓果实中含有丰富的营

养成分，被国际粮农组织列为人类五大健康食品之一，被誉为“浆果

之王”，因其具有较高的保健价值而风靡世界。野生蓝莓在世界各地

广泛分布，但蓝莓商业化栽培至今不到百年，而我国的蓝莓商业化栽

培起步于上个世纪 80年代，且主要分布于黑龙江、吉林等地区。

临海蓝莓作为经济作物虽然时间不长，但当地的野生种质资源历

史悠久，资源丰富，遍布全市的高山丘陵。《台州府志》、民国《临

海县志》中均有蓝莓的相关记载。据《台州府志》第六十三卷物产略

下（第三五五八页）记载：南燭，俗名乌饭树，结子初青转赤，经霜

后色黑味甚甘，采其叶取汁渍米作饭，为乌饭，即青精饭也，其叶亦

可代茶。据民国《临海县志》卷之七“岁时记”第 209 页中记载：四

月八日，浮屠於是日浴佛。人家取南烛（即当地所称山乌饭或蓝莓）

叶染饭作青色以相馈，谓之“送乌饭”。（《府志》俗乎为牛生日。）

民国《临海县志》卷之七的临海物产“木之属”（第 227 页）中记

载：“南烛，木短小，叶能染饭使青，道家谓之青精饭，今俗乌饭叶

四月八日用之。”直到现在，四月八日，人们还有吃乌饭麻糍的习俗。

乌饭麻滋因此成为时令特色小吃。



临海三面环山，东邻东海，地势西高东低，浙江第三大水系灵江

横贯全境，形成了十分有利于暖湿气流伸入、阻隔寒流、调节水汽的

独特小气候条件：春末夏初的“雨热同步”有利于蓝莓果实膨大，汁

多，风味浓郁，促进品质的提高；秋冬的“光温互补”，有利于蓝莓

的花芽分化和花质的提高，促进早结丰产。加之山坡地资源丰富，远

离工业区、城镇，空气清新，无潜在污染源，土壤适宜蓝莓生长，PH

值多在 5~6 之间，且峰峦叠峰，漫射光多，是南高丛蓝莓生长的适

栽区之一。

临海于 2003 年开始引进栽培蓝莓，经广大科技人员和果农引种

筛选，形成了以优瑞卡、奥尼尔、密斯黛、莱格西等高丛品种为主的

品种群，种植面积达 3000 多亩，产量 1000 余吨，已成为全国南高

丛蓝莓主产区之一，是目前全国蓝莓露地栽培成熟期最早、采收时间

最长、种植面积最大的县市之一。这些品种在临海特定的地理环境和

自然条件下，形成了独特的品种特性和固有的品质特性，主要表现为：

结果早、成熟早、果形端庄、果实大、果粉厚、肉质脆嫩，籽小而少，

汁多，味甜，风味浓、口感佳，品质优。临海蓝莓获浙江省精品水果

展销会金奖、浙江省农博会金奖，中国义乌国际森林博览会金奖、台

州最具发展潜力品牌农产品等荣誉，获省科技进步奖 2 项。

为了提高临海蓝莓的产量和品质，推广部门在传统蓝莓生产技术

的基础上不断进行栽培试验研究，完善优质高效生产技术，涌现出了

以“台州市君临蓝莓有限公司”为代表的一批蓝莓种植大户和以黄坦

洋村为代表的蓝莓专业村，取得显著的经济效益，亩产值超 2 万元以



上。同时在实践中探索总结出一套适合临海蓝莓安全优质丰产高效的

六大核心技术，包括园地选择、建园、土肥水管理、整枝修剪、花果

管理、病虫鸟害防治等。

“临海蓝莓”于 2020 年获批国家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为了提

升临海市蓝莓产业的影响力和农产品的健康发展，为加快促进“临海

蓝莓”区域公共品牌建设，增强农产品综合竞争力，促进农民增收，

2022 年临海市农业农村局开展了《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临海蓝莓》

标准制定工作，本标准的制定有利于规范和指导临海蓝莓的质量安全

管控和标准化生产工作，为消费者提供健康的蓝莓产品，对促进当地

蓝莓产业发展意义重大。

二、项目必要性和可行性

1、标准制定的紧迫性

“临海蓝莓”品质上佳，连续多年获浙江省精品水果展销会金奖、

浙江省农博会金奖，获得行业内的广泛好评，但在蓝莓销售环节中存

在着知名度不高、标准化程度低等问题，而以“怡颗莓”“佳沃”等

国外及外地品牌为首的蓝莓企业逐渐培养起消费者对于蓝莓品牌的

认知度和忠诚度，不断压缩本土蓝莓企业的生存空间，因此，亟需制

定《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临海蓝莓》标准，以区域公共品牌为纽带，

将小而散的蓝莓种植生产销售环节进行整合，提升“临海蓝莓”品牌

竞争力，提高品牌知名度，促进临海蓝莓产业健康有序发展。

临海蓝莓主要品种均为外地引进，在园地选择、园地规划、园地

整理、栽植密度、土壤改良与施肥、品种选择、苗木选择、栽植时间



及方法、土壤管理、水分管理、整形修剪、花果管理、病虫害防治、

采收、果品等级划分等方面亟需适合我市情况的生产技术指导。《地

理标志证明商标 临海蓝莓》的编写，可以为我市蓝莓产业提供技术

支撑，促进我市蓝莓产业标准化发展。

2、拟解决的主要问题

制订符合地理标志证明商标“临海蓝莓”的栽培管理技术规范。

规定“临海蓝莓”品牌产品的种植范围、栽培管理技术和产品质量，

保障临海蓝莓的质量安全和品牌声誉，使其满足“临海蓝莓”产品质

量的需求。

3、对政府监管、行业规范、产业发展所起的支撑作用

为市场监管部门调查处理侵权、假冒临海蓝莓相关案件提供支持，

同时为临海蓝莓生产企业和种植户提供技术规范和要求，促进其技术

提升和产品质量提高，保障临海蓝莓品质和安全，提高临海蓝莓产业

品牌声誉。

4、项目可行性

本标准详细规定了临海蓝莓的园地选择、建园、土肥水管理、整

形修剪、花果管理、病虫害防治、果实采收、果品质量等要求，具备

可操作性。本标准的编写参考了本地种植大户的技术条件进行制定，

符合本地实际情况，易于推广。

标准起草单位是临海市农业农村局下属的全额事业单位——临

海市特产技术推广总站，现有专业技术人员 10人，其中推广研究员

2人，高级农艺师 3人，农艺师 4 人，助理农艺师 1 人，负责全市水



果茶叶技术指导、推广与管理及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和品牌管理等工作。

起草单位长期服务于临海蓝莓种植单位、育苗单位以及经销方，建立

了良好的关系，并与省内外科研院所保持长期合作关系，具备保障标

准实施的能力。

临海在蓝莓方面开展多项技术研究，科技力量强，获浙江省科学

技术进步三等奖，建立有市级区域科技创新服务中心，“密斯黛”通

过品种审定，并有多项发明专利。

三、标准制定概况

1、起草人员及单位

本标准由临海市特产技术推广总站编制。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为朱

潇婷、颜丽菊、洪小玲、高恒锦、李永杰、金国强、朱润梓、蒋芯、

邱晓莹、陈昊东。

2、主要工作过程

为了切实做好《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临海蓝莓》标准的编制工作，

承担标准制定任务后，起草单位第一时间成立了由多名水果专业技术

人员、水果标准化专业技术人员组成的标准编制小组。具体工作过程

如下：

2022 年 1月，标准编制课题组收集整理历年临海蓝莓种植数据，

总结了近年来蓝莓种植科研数据和种植经验，广泛收集国内有关科研

成果和国家、行业等的标准文本，结合临海蓝莓生产情况开展调研工

作。

2022 年 2 月至 3 月，在广泛调研了临海蓝莓产业基础上，进行



了临海蓝莓种植过程中参数的比较分析。

2022 年 4 月至 5 月，完成了临海蓝莓种植模式的总结，开始了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临海蓝莓》标准草案的编制工作。

2022 年 6 月，根据前期工作所掌握的数据和调研情况，按照

GB/T1.1-20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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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反复修改完成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的编写，形成

标准文案，并开始标准申请立项。

四、标准编制原则和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1、编制原则

在引用最新科研成果和目前正在实施的有关标准的同时，注意吸

收种植单位在生产实践中创新的，并被证明是正确的经验方法，注重

科学性、可操作性、系统性、可靠性、规范性、程序性等原则编制本

标准，以利标准颁布后的推广。

(1)规范性：本标准的结构与编写规则遵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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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兼具科学与实用性。在编制标准中充分吸收最新科研成果和

先进技术，与相关的国家、地方行业标准接轨，同时注重标准的可操

作性和应用性，吸收种植单位在生产实践中创新并被证明是正确的经

验方法。

(3)系统性。蓝莓生产是多年生作物，操作环节多，在标准编制

过程中坚持各个环节协调一致，保持其系统性。

（4）可靠性：坚持以数据为基础，坚持各项指标来源于实地数



据的分析与测算，排除人为的随意性。

（5）标准编制过程坚持按程序先后有序进行。

（6）推广过程生态易行。注重科学性和易用性的结合，考虑在

临海栽培区域的适用性，有利于标准颁布后的推广应用，同时充分考

虑产品质量安全和生态环境安全的需要，可促进临海蓝莓高质量发展。

2、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

本标准提出的技术条款、指标、参数等主要内容，一是按现行的

国家、地方和行业标准执行的；二是根据编写组成员多年从事临海蓝

莓的基础数据和科研成果整理相关技术要点；三是总结借鉴多年来蓝

莓栽培管理经验与技术推广部门的应用成果；四是广泛查阅、参考国

内公开出版、发表的有关蓝莓栽培管理等技术文献之后编制而成。

五、与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为农业范畴内的栽培管理技术和产品质量规范，与有关国

内农业相关法律、法规、规章无冲突。本标准内部分常规栽培管理技

术内容、产品质量内容参考了现行的国家、地方和行业标准执行，内

容符合相关标准要求。新增内容为总结借鉴蓝莓栽培管理经验与技术

推广部门数据提出，创新性内容与相关标准无重复，其他内容与其相

协调。具体引用相关标准如下：

GB 2762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量限量

GB 4285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8321(所有部分)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 15618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T 18407.2 农产品安全质量 无公害水果产地环境要求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8855 新鲜水果和蔬菜 取样方法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SN/T 2205 食品接触材料 纸、再生纤维类 瓦楞纸箱评价方法

地理标志国家知识产权局公告第354号 地理标志专用标志使用

管理办法（试行）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结果和依据

无重大意见分歧。

七、预期效果

1、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

本标准主要是根据生产实践和吸收国内外先进成果编制而成，本

标准制定和发布实施后，将为蓝莓栽培管理和产品质量提供技术指导

和监督，有利于临海蓝莓标准化生产技术推广应用，使临海蓝莓的生

产、销售有了可依据的标准，从而保障了临海蓝莓的质量，进一步提

高“临海蓝莓”地理标志证明商标的知名度、美誉度，从而提高临海

蓝莓产业的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对于促进临海蓝莓产业高质量发展

具有重要意义。

2、标准推动实施措施



标准申请部门将对使用该标准的农产品进行全方位跟踪服务，指

导临海蓝莓的生产者进行标准化生产，对农产品质量进行监督检测，

协助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调查处理侵权、假冒案件。相关行政管理机构

和生产单位可按本标准指导种植生产和打击假冒产品，使消费者放心

消费，具有明显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

八、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九、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地理标志证明商标 临海蓝莓》标准编写小组

2022 年 8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