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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地方标准《延胡索生产技术规程》
编制说明

一、项目背景

延胡索在浙江省又名元胡、延胡、玄胡索等，为罂粟科多年生草本植

物的干燥块茎，在中国已有两千多年的种植历史，是浙江省具有地方特色

和区域优势的道地中药材，也是著名的“浙八味”、“磐五味”之一。全

省常年种植面积约 5万亩，总产量 3000多吨，产值 2亿元以上，主要分布

在东阳、磐安、缙云等县（市），是山区农民的主要经济收入之一。长期

以来，农户种植延胡索以传统经验为主，自繁自留，大田生产用种茎为若

干个特性各异类型的混合体。“十一五”、“十二五”期间，浙江先后选

育了浙胡 1号、浙胡 2号等新品种，推动了延胡索生产良种化。但是在促

进中药材现代化生产的大背景下，市场逐步追求高品质药材，精品饮片需

求量巨大，生产目标逐步从重产量发展为重质量，这也为延胡索的药材生

产提出了新的要求。

2013年经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批准，浙江省地方标准《延胡索生产

技术规程》（DB33/T 382-2013）正式发布，该标准规定了延胡索的产地环

境、种块茎、种植、病虫害防治、收获与初加工、药材质量安全、档案管

理、标准规化生产模式图等产业链环节，在全省延胡索主产区得到了广泛

的推广应用，保障和提高了延胡索品质，有力地推进了全省延胡索产业发

展。标准发布 10年以来，延胡索种植、生产技术取得了长足发展，随着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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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质量要求、监管水平的提高，原有的标准也不断面临着挑战。

2020 年，浙江省委、省政府出台《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实

施意见》，第十七条“打造‘浙产好药’产业品牌”提出“完善浙产中药

材种植技术标准体系和质量登记评价制度”，同年，33 种禁用农药正式列

入 2020 版《中国药典》四部通则《0212 药材和饮片检定通则》；2022 年 3

月，国家药监局、农业农村部、国家林草局、国家中医药局研究制定的《中

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以下简称 GAP）正式发布实施，新版 GAP 对中药

材生产企业质量控制提出“六统一”的要求，即统一规划生产基地，统一

供应种子种苗或其他繁殖材料，统一化肥、农药等投入品管理，统一种植

或者养殖技术规程，统一采购与产地加工技术规程，统一包装与贮存技术

规程；再加上 2021 年省农业农村厅出台的《关于加快推进中药材产业高质

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以及 2022 年颁布的《浙江省中医药条例》等，上述政

策规划的出台都对延胡索种植、生产和打造延胡索 GAP 基地提出了新要求。

因此，《延胡索生产技术规程》（DB33/T 382-2013）亟需更新，以适应浙

江省延胡索产业发展需求。

基于已经发生较大变化的生产实际和产业发展需求，应对原《延胡索

生产技术规程》（DB33/T 382-2013）进行适宜的补充和调整。《延胡索生

产技术规程》的重新修订依托现阶段的种植栽培、病虫害防治、产地初加

工技术等方面，编制形成的生产技术规程对有利于进一步规范延胡索生产、

加工，解决市场上延胡索品质参差不齐的问题，提升延胡索规范化水平，

适应新的市场需求和产业导向，保障优质延胡索药材的生产，保证延胡索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9C%E4%B8%9A%E5%86%9C%E6%9D%91%E9%83%A8/22429516?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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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品质，对提升“浙元胡”等“浙产好药”品牌影响力，推进延胡索产

业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标准制定工作概况

（一）任务来源

本任务来源于《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2年第三批浙江省

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浙市监函〔2022〕250号），其中第 25项

标准《延胡索生产技术规程》。省级行业主管部门为浙江省农业农村厅，

由磐安县中药创新发展研究院牵头编制。

（二）协作单位、主要起草人及所做的工作

（1）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磐安县中药创新发展研究院、浙江省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

（2）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员：

（3）起草人员分工如下（表 1）。

表 1 项目组成员及分工

姓 名 在项目中承担的任务 所在单位 职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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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主要工作过程

1.小组成立与计划编制

标准修订任务下达后，磐安县中药创新发展研究院牵头，浙江省农业

技术推广中心等 X家单位成立了《延胡索生产技术规程》标准编制小组，

同时制定工作计划，明确工作步骤、责任分工及完成标准报批的时间表。

2.实地调研与走访咨询

为提高该标准的适用性和规范性，起草小组于 2020-2023年多次赴省内

金华、衢州、台州和丽水等元胡主产区进行咨询与交流，了解各地的延胡

索生产情况，并与当地科研人员、技术推广人员和生产者进行交流，了解

当地延胡索栽培要点及生产加工流程等情况。同时走访了全省各地延胡索

种植大户和经营主体，吸取他们的药材种植、加工和生产管理经验，为后

续标准的起草工作提供了指导和帮助。

3.查阅文献，资料收集

编制组根据分工不同，分别查阅国家、浙江省相关部门的政策法规、

国内外相关标准文献，收集了国内现有延胡索相关的行业和地方等标准 6

个；同时通过知网、万方等数据库查阅延胡索良种繁育、种植栽培、采收

加工等相关技术文献，全面系统收集整理相关资料，并对收集的文献资料

进行加工比对分析。

4.标准起草和立项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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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合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和前期相关资料收集情况，编制组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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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确定了本标准的初步框架，并形成工作组讨论稿。在此基础上，编制

组集中对标准的范围、主要技术指标、最新技术采用等内容进行了讨论，

形成了标准项目建议表和标准草案初稿，并于 2022年 6月通过浙江省地方

标准立项论证会，会后根据专家提出的指导和建议，进行集中讨论，对标

准草案进行进一步的完善，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5.广泛征求意见

标准征求意见稿形成后，由牵头起草单位磐安县中药创新发展研究院

发文，面向全省广泛征求意见。

表 2 标准意见征求单位及地区

序号 单位名称 类型 地区

共发放意见征求函**份，回收征求意见表**份，经汇总、整理后共收

到修改意见***条。经起草小组共同讨论后，决定采纳修改意见***条，部

分采纳**条，未采纳**条（详见征求意见汇总表）。在采纳吸收各方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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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上，起草小组进一步对标准文本进行了修改、完善，并形成了标准

送审稿。

6.标准评审

根据《浙江省标准化管理条例》和《浙江省设区的市地方标准管理暂

行办法》，2023年**月**日由浙江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在**市组织召开了由

磐安县中药创新发展研究院等单位起草的浙江省地方标准《延胡索生产技

术规程》审评会，邀请省内中药材生产、管理、科研、推广和标准管理等

领域专家*名参加，由***担任组长。

与会专家对标准文本逐章逐条进行了认真的审评，一致认为本标准任

务来源明确，送审材料齐全，符合送审要求，标准编写格式符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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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

求，审评会上专家提出要将……等部分作相应调整。专家组也一致通过对

该地方标准的审评，对标准文本、编制说明的总体布局、框架、内容进行

审定。根据审定会专家意见，修改形成标准报批稿。

三、标准编制原则、确定地方标准主要技术要求的依据和原标准

主要差异情况

（一）标准编制原则

1.规范性原则

本标准以国家、省颁布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中华人

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实施条例》《浙江省地方标准管理办法》《浙江省地方

标准管理办法实施细则》等法律法规为准则，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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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所确定的规则编写，确保标准统

一规范。

2.科学性原则

标准起草过程中，以国内现有延胡索标准、科研论文、学术著作及近

年来延胡索安全生产技术的最新研究进展为主要依据，在调查、分析和总

结基础上，结合起草小组成员的研究成果与实践经验，确定有关技术指标，

确保本标准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3.适宜性原则

针对我省延胡索生产实际，优化集成当前延胡索生产的新技术和新方

法，并广泛征求和采纳同行专家的意见，具有很强的操作性和指导性。标

准文本简洁明了，便于农技人员和生产者使用。

（二）标准修订主要内容和依据

本标准修订主要考虑延胡索生产实际及我国中医药相关法律法规的变

化，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延胡索、延胡索种块茎术语定义；

—修改了“产地环境”部分表述；

—修改了“种植”部分；

—修改了“病虫害防治”部分；

—删除了原附录 A延胡索药材质量安全；

—增加了附录 A延胡索主要病虫害化学防治主要药剂；

—增加了附录 B延胡索上禁止使用的农药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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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改了附录 C延胡索标准化生产模式图

本标准的主要技术修订内容见表 3。
表 3 本标准主要技术修订内容

类型 修订内容 修订后的内容及主要原因

修改的

内容

修改了“产地环境”部分表述

增加了“选择生态条件良好，无污染

源或污染物含量限制在允许范围之内

的农业生产区域”的表达。删除了原

标准中表格形式的规定要求，改为引

用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和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等三个现行国家标

准明确本标准产地环境中空气、水质

和土壤的具体规定。

修改了“种块茎”部分
将种块茎的包装和储运调整为“越夏

管理”部分

修改了“种植”部分

1. 增加了通过浙江省非主要农作物

品种审（认）定的“浙胡 2 号”“浙

胡 3 号”作为种块茎种植选择的延胡

索品种。

2.基肥里删除了栏肥的使用，因栏肥

没有标准参考且污染大气环境，不利

于标准化生产；删除了氯化钾的使用，

长期使用氯化钾会导致氯离子积累过

多，造成土壤酸性过高，有碍于根系

对土壤中矿物营养元素的吸收，不利

于根茎类药材的生长。增加了复合肥

的使用，目前复合肥在基肥使用中极

为普遍，利用率较高。

3.春肥第一次施入，由尿素改为复合

肥，因为元胡出苗后长势较弱，尿素

使用不当容易烧苗，致使减产。

4.删除了用封草剂封草，该农药在延

胡索上并未登记，且在实际生产上，

由于封草剂使用浓度或时间不当，导

致减产甚至绝收的案例数不胜数。

修改了“病虫害防治”部分

1.主要病虫害中增加“锈病”，延胡

索锈病主要危害叶片及茎，浙江产区

常年在 3 月上旬开始发病，4 月份危

害加重。田块间偏施氮肥，植株生长

嫩弱则发病重。田间积水，低温高湿

时病情发展蔓延迅速，已成为我省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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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素生产的主要病害。

2.细化完善农业防治的相关内容。增

加“宜选抗病性、抗逆性强的品种”

“合理密植”“科学肥水管理”“合

理使用化肥用量”等技术要点。

3.细化完善生物防治的相关内容。增

加“应用植物源、矿物源、微生物农

药，及微生物代谢产物产品防治病虫

害”等技术要点。

4.删除原标准“化学防治”中推荐使

用的未登记农药，选用在延胡索病虫

害防治的登记农药。

5.原标准资料性附录 B 中针对霜霉

病、菌核病和元胡龟象等病虫害害防

治推进的部分农药未在延胡索登记，

2017 版《农药管理条例》明确要求不

得扩大农药使用范围，故删除此部分

内容，同时增加延胡索上禁止使用的

农药品种。

修改了附录C延胡索标准化生产

模式图
根据正文内容进行了相关的调整。

删除的

内容

删除了原附录A延胡索药材质量

安全

优化标准附录内容。《中华人民共和

国药典》（2020 年版一部）、《浙江

省中药炮制规范》（2015 年版）以及

浙江省中药材产业协会 2022 年发布

的《浙江省中药材及饮片质量提升标

准》（T/ZJZYC004-2022）中已对延胡

索的药材标准、药材提升标准、规格

登记、饮片标准和饮片提升标准已对

相关内容做出定义和解释，故修订标

准删除此部分内容。

增加的

内容

增加了延胡索、延胡索种块茎术

语定义

明确了“延胡索为罂粟科植物延胡索

Corydalis yanhusu o W.T.Wang 的干燥

块茎”和“延胡索种块茎用于生产延

胡索商品药材的块茎”的术语定义。

增加初加工 烘干干燥部分内容。

增加了附录A延胡索主要病虫害

化学防治主要药剂

明确延胡索主要病虫害发生时期、药

剂、使用剂量、安全间隔期，附录 A

推荐的主要化学防治药剂均为延胡索

病虫害防治登记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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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与有关法律、法规、规章的关系以及与相关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地方标准的重复性、协调性分析

本标准根据国家现有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符合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的要求，依据规范性、科学性和适用性相结合的原则

编制。本标准在《延胡索生产技术规程》（DB33/T 382-2013）基础上，参

考《道地药材 延胡索》（T/CACM 1020.105-2018）《延胡索规范化生产技

术规程》（T/CACM 1374.64-2021）、延胡索病虫害综合防治规范(T/ZNZ 158

—2023)等标准，结合现阶段生产实际进一步完善延胡索生产的技术规程。

本标准基于我省延胡索道地产区的生产实际和近年来延胡索种植、生

产的相关技术规范要求，编制完成了一套延胡索生产技术规程，包括延胡

索的术语和定义、产地环境、种块茎、种植、病虫害防治、收获、初加工、

药材质量安全及档案管理等具体技术要求，适用于浙江各延胡索主产区。

五、标准验证

标准在征求意见阶段，在全省范围广泛开展意见征求，并反复征求延

胡索生产主体、种植大户及相关从业人员。未出现较大的争议或反对意见，

具备在全省推广的可行性。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在调研与编写过程中，编制组与省内中药研究机构、标准研究

机构、延胡索经营主体、种植大户以及购销加工企业等相关单位均做到了

及时、充分、有效的沟通，无重大意见分歧。

七、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及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

http://www.baidu.com/link?url=DJbufSib7DJ-qJ0E3mINf50jPKm9CstrBhg4IrR7nMGVAjld8YZ4QkcCO0-txcYsOHRD6i4L5f1c-rYZNLbn5_
http://www.baidu.com/link?url=DJbufSib7DJ-qJ0E3mINf50jPKm9CstrBhg4IrR7nMGVAjld8YZ4QkcCO0-txcYsOHRD6i4L5f1c-rYZNLbn5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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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措施等建议

《延胡索生产技术规程》标准建议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标准一

经发布，将在全省延胡索生产中进行实施推广，拟采取的标准宣传贯彻工

作计划如下：

1.开展全面宣传：借助网络新闻、行业协会、学术会议、杂志文章等

多种形式推广宣传标准。制作标准培训资料，根据标准应用项目实施情况，

对标准每一部分进行详细解释说明，形成更易掌握技术要领的标准贯彻实

施培训材料。

2.打造示范样板：在东阳、磐安、仙居等主产区选择适宜地块，建设

标准化生产示范基地，其中在东阳打造全省首个延胡索 GAP 示范基地，组

织人员进行观摩和现场示范，让更多延胡索生产者直观体会生产技术规范

化带来的效益，带动延胡索标准化生产。

3.组织系统培训：成立贯标技术小组并进行明确的分工合作，制定切

实可行的工作方案和培训计划，采取有力措施，多渠道、多形式开展标准

贯彻培训；召开标准贯彻培训班，推广标准实施。

4.及时调整提升：在生产推广应用过程中，不断检验标准的实用度，

吸取生产实践过程中的经验，总结整改，为下一步标准完善提供基础。

（二）预期的社会、经济、生态效益

本标准的发布实施，将进一步规范延胡索生产技术，引导并督促相关

企业、经营主体和种植大户按照标准要求种植、生产延胡索；提升我省延

胡索产量和品质，增加农民收入，推动我省延胡索产业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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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暂无。

《延胡索生产技术规程》标准编制小组

2023年 09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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