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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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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

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福建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提出。

本文件由福建省农学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福建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福建省东皋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福建省农

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仙游县农业农村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邹华娇、黄雄、傅建炜、蔡慧娟、黄承远、李滢、朱麟靖、杨振航、郑婷婷、

林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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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芎生产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川芎生产的基地建设、栽培技术、田间管理、病虫防控、农业投入品管理、采收与加

工、分级、包装标识、贮藏、运输、质量管理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福建省川芎生产的全过程质量控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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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药合理所有准则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NY/T 393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NY/T 394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

NY/T 789 农药残留分析样本的采样方法

NY/T 1056 绿色食品 贮藏运输准则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

SB/T 11094 中药材仓储管理规范

SB/T 11095 中药材仓库技术规范

SB/T 11182 中药材包装技术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2 年版

《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试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令第 32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本文件。

3.1

川芎 Chuanxiong Rhiz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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伞形科藁本属多年生草本植物 Ligusticum chuanxiong hort.，羽状复叶，花白色，其干燥根茎呈

不规则结节状拳形团块，具有活血行气、祛风止痛等功效的一种中药材。川芎形态特等征见附录 A。

3.2

苓种 Lingzhong

将川芎茎秆剪成 3cm~4cm长、中部带有膨大节盘的短节， 用于大田栽培的繁殖材料。

3.3

苓子系数 Lingzi Coefficient

川芎苓种的节盘直径与节盘下 5mm 处茎杆直径的比值。

4 基地建设

4.1 基地选择

按照“合理布局、综合配套”的原则，基地应交通便利，远离城区、交通主干线、工矿区、工业污

染源、生活垃圾物等，且地形开阔、阳光充足、通风良好、地势平坦，有充足的灌溉水源。

4.2 环境空气

空气质量应符合 GB 3095二级的要求。

4.3 农田灌溉水

农田灌溉水质量应符合 GB 5084 的要求。

4.4 土壤

土壤质量应符合 GB 15618的要求。

4.5 川芎栽培地

川芎栽培地适宜于气候温和、雨量充沛、日照充足而又较湿润的环境。海拔在 650m以下，年平均

气温在 19.9~20.2 ℃，年平均日照时数 1500h~2100h，年平均降雨量 1500mm~2000mm，年平均无霜期

330d~340d的中性或微酸性的砂质壤土地。

4.6 基地管理

基地应建有专用仓库，分别存放农药、肥料和施药器械等物品。仓库应符合安全、卫生、通风、避

光等要求，内设货架，配备必要的农药配制量具、防护服、急救箱等。基地有关区域应设置醒目的平面

图、标志、标识等。

4.7 环境评价

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对产地环境进行调查和评估，并保存相关的检测和评价记录。

——基地的历史种植情况以及化学农药、重金属等残留情况；

——周围农用、民用和工业用水的排污和溢流情况以及土壤的侵蚀情况；

——周围农业生产中农药等化学物品使用情况，包括化学物品的种类及其操作方法对川芎质量安全

的影响。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23990&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6954330&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446512&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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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栽培技术

5.1 选地

选择疏松肥沃、地势较为平坦、向阳通风、水源充足和排灌良好的中性或微酸性的砂质壤土作为川

芎的种植用地。

5.2 整地作畦

翻耕土壤，除尽地上杂草，整平耙细，开沟作畦。畦宽60cm~65cm，沟宽25cm~30cm，沟深20cm~25cm。

5.3 苓种选择和处理

选择具有种性纯、产量高、抗性强、品质优良等特点的川芎品种。选择节盘直径 14mm~19mm，茎

杆直径 5mm~9mm，苓子系数 2.3以上的没有病虫害、没有芽嘴、没有发芽、没有腐烂、无机械损伤的

健康苓种。

栽种前，可用生物农药浸泡苓种 20min，浸种后阴干，备用。

5.4 种植时间

于 9月 15日至 10月 15日（白露至秋分间）择晴天栽种。宜在白露后一周内栽种。

5.5 种植密度

最适栽种密度为 5500株~6000株/667m2，行株距以（35cm~38cm）×（25cm~28cm）为宜。

5.6 种植方式

将苓种斜放入沟内，芽头向上侧轻轻按紧，栽插深度不宜过深或过浅，以茎节入土 1cm~2cm为宜，

使其与土壤接触，节盘外露。同时，在行与行之间的两头各栽苓种两个，每隔 10行的行间再栽 1 行苓

种，以作补苗之用。栽后，用细土粪或火土灰混合堆肥覆盖苓种的节盘，浇适量有机肥。最后，在畦面

上盖 1 层稻草，以避免阳光直射和雨水冲刷。

6 田间管理

6.1 查苗补缺

川芎种植20d后及时查苗补缺，若有发现缺窝现象，选择阴天挖取健壮植株进行补苗，补苗时应带

土移植，并及时浇水。

6.2 水分管理

保持幼苗出土前和幼苗期土壤湿润。倒苗期天气干燥，遇高温、降雨量少时，应适时灌溉；根茎膨

大期雨水较多时，应及时开沟排水防涝。浇水宜在晴天清晨或傍晚。

6.3 施肥

6.3.1 底肥

整地时，每 667m2施用有机肥 600kg 和复合肥（N-P-K 15：15：15）35kg~40kg；整畦后，在畦面

撒施钙镁磷 40kg~50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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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追肥

第一次追肥于 12月中下旬，每 667m2施用高氮复合肥 30kg，隔 20d再施用一次。

第二次追肥于翌年 2月上旬，每 667m2施用高钾复合肥 20kg。视苗生长情况，可于 2月中下旬，

每 667m2喷施植物营养液 5kg~10kg和大量元素水溶肥 30g。

6.4 除草

整畦后，用银色反光膜覆盖后播种以抑制杂草，于 12月下旬第一次追肥前去覆膜，正常田间管理。

7 病虫防控

7.1 主要病虫害

川芎主要病虫害有白粉病、根腐病、菌核病、叶枯病、灰霉病、川芎茎节蛾、甜菜夜蛾、斜纹夜蛾、

蛴螬、小地老虎、种蝇、叶螨等。

7.2 防治原则

以改善川芎生态环境，加强栽培管理为基础，综合应用各种防治措施。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

以“农业、物理、生物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原则进行绿色防控。

7.3 农业防治

应采用水旱轮作的栽培模式（如水稻-川芎），合理密植，注意排灌畅通；清洁田园，中耕除草，

及时清除田边杂草，减少病源虫源；培育无病壮苗，提高抗病虫能力；合理施肥，底肥重施有机肥，追

肥平衡施用氮、磷、钾肥，苗期避免过量施用氮肥。

7.4 物理防治

采用诱虫灯、性诱剂或糖浆等诱杀川芎茎节蛾、甜菜夜蛾、斜纹夜蛾、种蝇等地上害虫；采用人工

捕杀蛴螬、小地老虎等地下害虫。

7.4.1 灯光诱杀

每 1hm2~2hm2安装 1台杀虫灯诱杀川芎茎节蛾、甜菜夜蛾、斜纹夜蛾、蛴螬、小地老虎、种蝇的

成虫。

7.4.2 性诱剂诱杀

在甜菜夜蛾、斜纹夜蛾羽化初期，每 667m2安装 1个性诱剂诱杀成虫。

7.4.3 糖酒醋液诱杀

在川芎茎节蛾、甜菜夜蛾、斜纹夜蛾、小地老虎成虫发生期，每 30m2~50m2悬挂 1瓶添加适量的

高效氯氰菊酯、阿维菌素或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等杀虫剂的糖酒醋液（酒：水：糖：醋=1：2：3：
4）诱杀成虫。

7.5 生物防治

采用捕食性天敌（如捕食螨、盲蝽）等天敌防治螨类害虫。

7.6 化学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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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生产必须、防治有效、安全为先、风险最小”的原则，针对不同时期的防治对象，选择适宜

的农药种类，适期用药。化学农药使用应符合 GB/T 8321和 NY/T 1276的规定。加强川芎病虫害监测，

及时掌握病虫害的发生动态，应在病害发病初期和害虫低龄期及时防治。科学轮换使用作用机理不同的

农药品种，宜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并登记在川芎上的农药品种。施药人员应严格按照农药标签注明的防

治对象、使用浓度、使用方法、安全间隔期等要求进行使用，严格控制安全间隔期、施药量和施药次数。

常见病虫害发生月历见附录 B。川芎上禁止使用的农药品种见附录 C。

8 农业投入品管理

8.1 采购要求

应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符合法律法规、获得国家登记许可、证件有效齐全、质量合格的农业投入品。

采购农业投入品时应有专人进行验收，必要时应对其成分进行分析或确认。保存购买凭据等证明材料。

肥料采购种类应符合 NY/T 394规定的肥料清单。农药采购种类应符合 NY/T 393规定的农药清单。

8.2 贮存要求

设立独立的农业投入品储存场所，并有专人管理，建立进出入库档案。农业投入品贮存场所应安全、

温度适宜，并备有防火、泄漏等应急处理设施和器具，配有急救药箱等，出入处贴有警示标志。

建立和保存农业投入品的库存目录，按照农药、肥料、器械等对投入品进行分类，不同类型投入品

应根据产品贮存要求采用隔离（隔板等）方式防止交叉污染。

8.3 使用要求

应当按照食品安全标准和国家有关规定使用农药、肥料等农业投入品，严格执行农业投入品使用安

全间隔期的规定，不得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农业投入品。应当建立农业投入品使用记录制度。

8.4 废弃物处理

农业投入品的空包装等废弃物应分类存放并及时处理，避免污染环境。农药废容器的处理按 NY/T
1276执行，其他农业投入品的废弃物处理应符合国家相关法律法规要求。

9 采收与加工

9.1 采收

翌年 4月中下旬（谷雨-立夏），选择晴天进行人工采挖。选择齿耙、小锄采挖在距离川芎植株约

8cm处采挖，刨出整个地下部分，抖净泥土，摘下根茎。除去地上茎苗等非药用部位。

9.2 加工

除尽泥土和杂质，凉晒干或低温烘干，再用撞笼撞去须根去土去灰。

10 分级

10.1 基本要求

所有川芎应满足以下基本要求：表面清洁、无杂质；无虫及病虫导致的损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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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等级要求

川芎等级划分见表1。

表1 川芎等级划分

等级

分级要求

cm/头 头/kg

特级 >7cm ≤20头

一级 4cm~7cm 21头~40头

二级 2cm~4cm 41头~70头

三级 <2cm ≥71头

11 包装标识

11.1 包装

包装标识操作场地的内外环境应整洁、卫生，根据需要设置消毒、防尘、防虫、防鼠等设施和温湿

度调节装置。按照产品质量要求进行分拣包装，包装材料要求应符合 SB/T 11182 要求。

11.2 标识

图示标识应符合 GB/T 191的要求。

包装上应有明显标识，内容主要包括：产品名称、等级、规格、生产单位、产地、净重、包装日期。

若需冷藏保存，应注明保存方式。

12 贮藏

川芎产品应贮存于阴凉、干燥、避光、清洁的仓库中，并防鼠防虫霉。贮存堆垛离墙、离地 20 cm
以上，不得与其他物品混堆、混贮。贮存条件应符合 SB/T 11094、SB/T 11095的规定。

13 运输

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严禁与有毒、有害、有异味物品或影响产品质量的物品混运。装卸时应轻拿

轻放，严防机械损伤。运输条件应符合 NY/T 1056要求。

14 产品质量管理

14.1 抽样

14.1.1 抽样要求

抽取的样本，能充分代表该批次产品，抽取混合样本，不能以单株作为监测样本。抽样过程中，应

及时、准确记录抽样的相关信息，抽样应符合 NY/T 789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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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1.2 抽样方法

每个抽样批次内根据实际情况，采用对角线法、梅花点法、棋盘式法、蛇形法等进行多点采样，每

个抽样批次内抽样点不应少于 5点。每点采样量 0.5 kg~0.7 kg。若采样量达不到规定要求，可适当增加

采样点。当种植面积小于 10 hm2时，每 1 hm2~3 hm2设为一个抽样单元；种植面积大于 10 hm2时，以 3
hm2~5 hm2设为一个抽样单元。每个抽样单元内随机采集同一生产方式、同一成熟度的川芎作为检测用

样品。

14.2 检验检测

产品上市销售前，应进行自检或送检至法定质检机构，检测合格后方能上市销售，并附达标合格

证。川芎产品的农药残留量应符合 GB 2763的规定，污染物限量应符合 GB 2762的规定，川芎主要有

效成分阿魏酸含量应符合药典要求。

14.3 产品追溯

14.3.1 追溯系统

采集川芎全产业链过程中的质量安全数据，构建追溯信息管理系统。

川芎包装上标注有唯一的编码追溯标识，确保产品可追溯。

14.3.2 追溯标识

——追溯标识内容应包括农产品追溯码、信息查询渠道、追溯标志。

——农产品追溯码应包含生产者代码、产品代码、产地代码、批次代码、校验码。

——追溯标识载体根据包装特点采用不干胶纸质标签、锁扣标签、捆扎带标签等形式。

14.3.3 档案

建立各类信息记录档案，并至少保存 2年以上。

应记录生产基地信息，包括产地信息、环境监测信息、种植信息等。

应记录农业投入品信息，农药信息包括产品名称、生产企业、农药登记号、农药生产许可证号、

生产批号、包装规格、使用剂量、使用方法、安全间隔期、产品有效期、防治对象等；肥料信息包括

产品名称、养分含量、生产企业、产品有效期、包装规格等。

应记录农事活动信息，包括农事活动名称、方法、目的、时间、执行人等信息。

应记录川芎采收信息，包括采收时间、天气、数量、处理方式等信息。

应记录包装信息，包括品名、质量等级、产地、批号、生产日期、贮存条件、生产单位、净重和

规格等。

应记录贮藏信息，包括品名、贮存地点、贮存时间、贮存条件等。

应记录运输信息，包括运输品名、运输始终地、运输时间、运输条件、运输人等信息。

所有记录应真实、准确、规范，并具有可追溯性。

14.3.4 内部自查

应建立川芎全程品质管控的自查制度，每个生产周期内必须至少开展一次内部检查，填写并保存

自查记录。根据内部自查结果，对不符合要求的，应制定有效的整改措施，及时纠正并记录。

14.3.5 投诉处理和产品召回

应建立产品投诉处理制度和产品召回制度。对产品的意见反馈及有效投诉，应立即追查原因，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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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相应纠正措施，保留投诉处理的全过程记录，包括投诉的登记、确认、调查、跟踪、反馈等，并建

立档案记录。对问题产品应根据《食品召回管理规定》（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第 98号令）实施

召回程序。



T/FJAASS XXX-2024

11

附 录 A
（资料性）

川芎形态特征

川芎（Ligusticum chuanxiong hort），又名山鞠穷、芎藭、香果、胡藭、雀脑芎、京芎、贯芎，

伞形目（Umbelliflorae），伞形科（Apiaceae Lindl.），藁本属，多年生草本植物（如图 A.1所示）。

株高 40cm-60cm，根茎发达（如图 A.2所示），形成不规则的结节状拳形团块，具浓烈香气。茎直立，

圆柱形，具纵条纹，上部多分枝，下部茎节膨大呈盘状（苓子）。茎下部叶具柄，柄长 3cm-10cm，基

部扩大成鞘；叶片轮廓卵状三角形，长 12cm-15cm，宽 10cm-15cm，3-4回三出式羽状全裂，羽片 4对
-5对，卵状披针形，长 6cm-7cm，宽 5cm-6cm，末回裂片线状披针形至长卵形，长 2mm-5mm米，宽

1mm-2mm，具小尖头；茎上部叶渐简化。复伞形花序顶生或侧生（如图 A.3所示）；总苞片 3片-6片，

线形，长 0.5cm-2.5cm；伞辐 7cm-24cm，不等长，长 2cm-4cm，内侧粗糙；小总苞片 4片-8片，线形，

长 3mm-5mm，粗糙；萼齿不发育；花瓣白色，倒卵形至心形，长 1.5mm-2mm，先端具内折小尖头；

花柱基圆锥状，花柱 2个，长 2mm-3mm，向下反曲。幼果两侧扁压，长 2mm-3mm，宽约 1mm；背棱

槽内油管 1根-5根，侧棱槽内油管 2根-3根，合生面油管 6根-8根。花期 7月至 8月，幼果期 9月至

10 月。

图 A.1 川芎植株及叶片 图 A.2 川芎茎

图 A.3 川芎花穗 图 A.4 川芎根茎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446512&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375051&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132357&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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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川芎常见病虫害发生月历

川芎常见病虫害发生月历见表B.1。

表B.1 川芎常见病虫害发生月历

病虫害名称 发生时期 为害症状

根腐病

镰刀菌

Fusarium spp.

9～10 月零星发生，3～5

月发病率逐渐攀升。

发病初期，植株侧根变褐腐烂，并逐渐向主根

蔓延，最后导致全根腐烂，湿度大时，发病部位常

有白色菌丝附着；地上部位自下向上枯萎变黄，直

至全株枯死。

菌核病

核盘菌

Sclerotinia sclerotiorum

11 月中旬开始发病，12

月上旬进入发病高峰。

发病初期,植株基部叶片呈浅黑褐色水渍状斑

块, 病斑逐渐扩展，颜色变深，叶片枯萎。茎基部

受侵染后，初呈浅黑褐色水渍状病斑, 病斑绕茎一

周后向上下扩展,随后逐渐发黑腐烂，植株倒伏枯

萎。湿度大时,病部表面及周围土面可见白色棉絮

状菌丝体，并逐渐形成黑色鼠粪状菌核，在土壤中

越夏。

白粉病

白粉菌

Erysiphe polygoni

5 月下旬育茎期开始发

病，6下旬至 7 月高

温高湿育茎期逐渐加重。

从下部叶片开始发病，叶表面出现灰白色粉状

物，后逐渐向上部叶片和茎秆蔓延；发病后期，病

部出现黑色小点状闭囊壳，严重时茎叶变黄枯死。

灰霉病

灰葡萄孢

Botrytis cinerea

5 月中下旬开始发病。

叶面上的病斑圆形, 浅褐色或黄白色, 病斑

边缘明显,病斑处易破裂。在连续阴雨和气温偏低

的条件下易感，发病重时, 植株尖部枯死, 而后整

个植株枯死。在潮湿的情况下, 病部或腐烂的茎杆

上密生灰色霉层。

茎节蛾

3～9月发生为害，6～7月

为害最重。

幼虫初期为害茎顶部，随后从心叶或叶鞘处蛀

入茎秆，咬食节盘，使川芎全株枯死。在平坝区为

害常造成缺苗，严重时可致苓子和药材无收获。

甜菜夜蛾

7～8月进入虫害发生高峰

期。

卵圆球形，幼虫体表光滑，成虫前翅

中央近前缘外方有肾形斑 1 个，内方

有环形斑 1 个，外缘线由一列黑色三

角形斑组成。以幼虫咬食叶片，造成

孔洞或缺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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斜纹夜蛾
7～8月进入虫害发生高峰

期。

卵扁平的半球形，幼虫每个体节有一

对近似三角形的半月形黑斑，成虫前

翅内横线和外横线白色，呈波浪状，

中间有白色宽阔斜纹。以幼虫咬食叶

片，造成孔洞或缺刻。

蛴螬

4 月中下旬开始零星发

生，7 月中旬进入为害盛

期。

体型弯曲呈 C 型，白色或黄白色；头

部褐色，上颚显著，腹部肿胀；体壁

柔软多皱，体表疏生细毛；头大而圆，

多为黄褐色，生有左右对称的刚毛。

咬食幼苗，造成地上部枯黄。

小地老虎

3 月下旬～4 月上旬进入

羽化期。

幼虫黄褐色，表皮粗糙，背面有明显

的淡色纵纹，满布黑色小颗粒，夜出

咬食幼苗，造成断苗。

种蝇

3～5月、9～10

月发生严重。

幼虫多在表土下或幼茎内活动, 蛀食

幼苗的地下组织, 引致根腐烂。在川

芎整个生育期均可造成危害，水肥充

足条件下发生普遍，粪肥施在表面时

发生严重。

叶螨

6～8月高温低湿环境下发

生危害严重。

由成、若螨聚集在叶背面刺吸川芎叶

片的汁液, 使川芎叶正面出现黄白色

斑点, 以后叶面出现小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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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

川芎上禁止使用的农药品种

根据《农药管理条例》规定剧毒、高毒农药不得用于防治卫生害虫，不得用于蔬菜、瓜果、茶叶、

菌类、中草药材的生产，不得用于水生植物的病虫害防治。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农药管理司

禁限用农药名录，提出川芎上禁止使用农药：

六六六、滴滴涕、毒杀芬、二溴氯丙烷、杀虫脒、二溴乙烷、除草醚、艾氏剂、狄氏剂、汞制剂、

砷类、铅类、敌枯双、氟乙酰胺、甘氟、毒鼠强、氟乙酸钠、毒鼠硅、甲胺磷、对硫磷、甲基对硫磷、

久效磷、磷胺、苯线磷、地虫硫磷、甲基硫环磷、磷化钙、磷化镁、磷化锌、硫线磷、蝇毒磷、治螟

磷、特丁硫磷、氯磺隆、胺苯磺隆、甲磺隆、福美胂、福美甲胂、三氯杀螨醇、林丹、氯丹、硫丹、

溴甲烷、氟虫胺、杀扑磷、百草枯、2,4-滴丁酯、灭蚁灵、甲拌磷、甲基异柳磷、灭线磷、水胺硫磷、

氧乐果、灭多威、涕灭威、克百威、内吸磷、硫环磷、氯唑磷、乙酰甲胺磷、丁硫克百威、乐果、

氟虫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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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芎生产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福建农学会团体标准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福建省农学会 2023 年团标计划，川芎生产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团体标准的制定

由福建省农学会归口，福建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福建省东皋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仙游县农业农村局负责起草，标

准于 2024 年 6 月前完成。

（二）标准起草单位

本标准的起草单位为福建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福建省东皋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仙游县农业农村局。

（三）编写人员与分工

标准制定过程主要由福建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福建省东皋农业发展有限

公司、福建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仙游县农业农村局等单位的人

员参与资料收集、文本编写、田间试验、市场调研、数据处理等工作。

表 1 主要起草人员信息及任务分工

姓名 单位 专业特长 分工

邹华娇
福建省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验检测中心

农药管理、农药质

量和农产品残留

分析，项目负责人

项目负责人，负责组织标准起草、资料收

集、建立分析方法、文本完成、市场调研、

数据处理、收集和汇总意见、标准评审汇

报等工作。

黄 雄
福建省东皋农业发

展有限公司
种植、质量把控

负责栽培技术、田间管理、农业投入品管

理、市场调研等工作。

傅建炜

福建省农业科学院

农业质量标准与检

测技术研究所

植物保护
负责组织标准起草、资料收集、建立分析

方法、文本完成等工作。

蔡慧娟 仙游县农业农村局 植物保护
负责川芎生产过程中病虫害防治、市场调

研等

黄承远
福建省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验检测中心
分析检测

参与建立分析方法、数据处理、收集和汇

总工作。

李 滢
福建省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验检测中心
分析检测

参与建立分析方法、数据处理、收集和汇

总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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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麟靖 仙游县农业农村局 植物保护
参与川芎生产过程中病虫害防治、数据处

理、收集和汇总工作

杨振航 仙游县农业农村局 植物保护
参与负责川芎生产过程中病虫害防治、数

据处理、收集和汇总工作

郑婷婷 仙游县农业农村局 分析检测
参与川芎生产过程中病虫害防治、数据处

理、收集和汇总工作

林 莉 仙游县农业农村局 植物保护
参与川芎生产过程中病虫害防治、数据处

理、收集和汇总工作

（四）主要制定过程

接到标准制定的任务后，起草单位查阅和收集了国内外有关资料。起草单位提出了工

作方案初步建议，进入标准起草阶段；

2023 年 6 月～7月，开展了川芎生产技术的实验研究工作。首先，参考有关资料并通

过前期种植确定产地环境、栽培技术、田间管理、病虫防治等方法；然后，确定农业投入

品管理、采收与加工、分级、包装标识、贮藏运输、质量管理等要求。

2023 年 7 月∽10 月，将标准草稿分发给种植企业，进行田间验证试验。

2023 年 11 月∽12 月，完成标准编制说明的编写工作。

2024 年 1 月∽2 月，将标准征求意见稿发送至种植企业，标准进入意见征集阶段。

2024 年 2 月∽3 月，根据征集的意见对标准进行修改，完成标准送审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标准主要内容

（一）标准编制原则

标准编制遵循“先进性、实用性、统一性、规范性”的原则，尽可能与国际接轨，注

重标准的通用性、适用性、配套性和可操作性。确保标准既保持技术上的先进性，又具有

经济上的合理性。

标准制定过程中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规和规章，严格执行强制性国家标

准和行业标准。与同体系标准和相关的各种基础标准以及配套使用的基础标准等相关标准

相衔接，遵循政策和协调统一性原则。

本标准制定过程中严格按照 GB/T 1.1-2020 的规定编写，力求做到技术内容的叙述正

确无误；文字表达准确、简明、易懂；标准的构成严谨合理；内容编排、层次划分等符合

逻辑与规定。

（二）标准编制的依据

本标准的制定过程主要是依据国内现有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同时参考了四川省制

定川芎的相关地方标准等，其中依据的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有：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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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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药合理所有准则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NY/T 393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NY/T 394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

NY/T 789 农药残留分析样本的采样方法

NY/T 1056 绿色食品 贮藏运输准则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

SB/T 11094 中药材仓储管理规范

SB/T 11095 中药材仓库技术规范

SB/T 11182 中药材包装技术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2 年版

《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试行）》（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令第 32 号）

（三）制定标准的目的和意义

川芎(学名:Ligusticum chuanxiong hort)，栽培植物，是一种中药植物，常用于活

血行气，祛风止痛，川芎辛温香燥，走而不守，既能行散，上行可达巅顶;又入血分，下

行可达血海。活血祛瘀作用广泛，适宜瘀血阻滞各种病症;可治头风头痛、风湿痹痛等症。

四川省制定了川芎的相关地方标准，如 DB51/T 2759-2021 《川产道地药材生产技术

规程 川芎》规定了川芎产地环境条件、苓种培育技术、栽培技术、采购与加工、包装、

标识与贮藏；DB51/T 2709-2020 《川芎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规程》规定四川省川芎病虫

害绿色防控技术；DB51/T773-2008《中药材种苗川芎苓种生产技术规程》、DB51/T 2669-2019

《川产道地药材种子种苗分级 川芎》和 DB5115/T99-2022《水稻-中药材(泽泻、川芎)轮

作生产技术规程》等地方标准，这些标准只适用于四川省川芎生产。福建省内尚无川芎生

产的相关团体标准，将制约我省川芎的生产。因此根据我省生产实际制定适合我省川芎生

产更细致或者更适用的标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四）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

本着保证标准的先进性、同时也考虑国情，在保证产品质量和应用效果的前提下，指

标该严的适当从严，该宽的合理放宽的原则。根据川芎生产要求，本标准对本团体标准规

定了川芎生产的产地环境、栽培技术、田间管理、病虫防治、农业投入品管理、采收与加

工、分级、包装标识、贮藏、运输、质量管理等要求做了具体规定。

https://baike.so.com/doc/3638470-3824563.html
https://baike.so.com/doc/6041238-6254249.html
https://baike.so.com/doc/6041238-6254249.html
https://baike.so.com/doc/5763300-10423861.html
https://baike.so.com/doc/6005741-6218725.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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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本标准中各项技术指标分析方法的确定

1.范围

本部分规定了川芎生产的全过程质量控制的基本要求。适用于福建省川芎生产的产地

环境、栽培技术、田间管理、病虫防治、农业投入品管理、采收与加工、分级、包装标识、

贮藏、运输、质量管理等内容。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部分列出标准的规范性引用文件。

3.术语和定义

本部分规定了川芎、苓种和苓子系数的术语和定义。川芎为伞形科藁本属多年生草本

植物 Ligusticum chuanxiong hort.，羽状复叶，花白色，其干燥根茎呈不规则结节状拳

形团块，具有活血行气、祛风止痛等功效的一种中药材需要界定的。苓种是将川芎茎秆剪

成 3cm~4cm 长、中部带有膨大节盘的短节， 用于大田栽培的繁殖材料。苓子系数为川芎

苓种的节盘直径与节盘下 5mm 处茎杆直径的比值。

4.基地建设

为使川芎生产基地条件符合国家相关标准要求和川芎的种植，本部分规定了川芎生产的

基地选择、环境空气、农田灌溉水、土壤重金属、基地管理和环境评价等。明确了川芎在

福建省的适宜环境条件为海拔在 650m 以下，年平均气温在 19.9∽20.2℃，年平均日照时数

1500h∽2100h，年平均降雨量 1500mm∽2000mm，年平均无霜期 330d∽340d 的中性或微酸性

的砂质壤土地。

5.栽培技术

这是川芎种植的关键性技术。本部分规定了川芎的种植用地应选择疏松肥沃、地势较

为平坦、向阳通风、水源充足和排灌良好的中性或微酸性的砂质壤土；整地作畦应翻耕土

壤，除尽地上杂草，整平耙细，开沟作畦。为使川芎更好地生长，畦宽设 60cm∽65cm，沟

宽 25cm∽30cm，沟深约 20cm∽25cm；如苓种选择和处理，选择具有种性纯、产量高、抗性

强、品质优良等特点的川芎品种。选择节盘直径 14mm∽19mm，茎杆直径 5mm∽9mm，苓子系

数 2.3 以上的没有病虫害、没有芽嘴、没有发芽、没有腐烂、无机械损伤的健康苓种，栽

种前用生物农药浸泡苓种 20min，预防病虫害；明确种植时间为 9月 15 日至 10 月 15 日（白

露至秋分间）择晴天栽种。为保证川芎的产量，规定最适栽种密度为5500株∽6000株/667m2，

行株柜以（35cm∽38cm）×（25cm∽28cm）为宜。规定川芎的种植方式是将苓种斜放入沟内，

芽头向上侧轻轻按紧，栽插深度不宜过深或过浅，以茎节入土 1cm∽2cm 为宜。

6.田间管理

这是川芎种植的关键性技术。本部分规定了川芎种植过程中的田间管理。规定川芎种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223990&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56954330&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446512&ss_c=ssc.citiao.link
https://baike.sogou.com/lemma/ShowInnerLink.htm?lemmaId=446512&ss_c=ssc.citiao.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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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 20d 后及时查苗补缺，在川芎幼苗出土前和幼苗期要保持土壤湿润，倒苗期应适时灌溉，

根茎膨大期雨水较多时应及时开沟排水防涝。

明确施肥时间：整地时施底肥，每 667m2施用有机肥 600kg 和复合肥（N-P-K 15：15：

15）35kg∽40kg；整畦后，在畦面撒施钙镁磷 40kg∽50kg； 第一次追肥于 12 月下中旬，

每每667m2施用高氮复合肥 30kg，隔 20d再施用一次；第二次追肥于翌年 2月上旬，每 667m2

施用高钾复合肥 20kg。视苗生长情况，可于 2 月中下旬，每 667m2喷施植物营养液 5kg∽

10kg 和大量元素水溶肥 30g。

通过前期的试验，规定整畦后用银色反光膜覆盖后播种可以抑制杂草为害，于 12 月

下旬第一次追肥前去覆膜。

7.病虫防控

在川芎生产过程中病虫害发生是不可避免的，本部分规定川芎生产过程中病虫害防控

措施，坚持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以“农业、物理、生物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原则

进行绿色防控。

8.农业投入品管理

在川芎生产过程中要使用到农药、肥料等农业投入品，本部分规定了农药、肥料的采

购、贮存及使用后的废弃物处理等

9.采收与加工

根据福建省川芎生长环境和成熟期，本部分规定了川芎采收为翌年 4月中下旬（谷雨-

立夏），选择齿耙、小锄在距离川芎植株约 8cm 处进行人工采挖，刨出整个地下部分，抖

净泥土，摘下根茎。加工方法为除尽泥土和杂质，凉晒干或低温烘干，再用撞笼撞去须根

去土去灰。

10.分级

这个是反映川芎质量和品质好坏的一个技术指标。本部分明确了川芎以 cm/头或头/kg

划分等级标准。

等级
分级要求

cm/头 头/kg

特级 >7cm ≤20头

一级 4cm~7cm 21头~40头

二级 2cm~4cm 41头~70头

三级 <2cm ≥71头

11.包装标识

这个是反映川芎加工的包装和标识要求。本部分规定包装标识操作场地的内外环境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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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洁、卫生，设置消毒、防尘、防虫、防鼠等设施和温湿度调节装置，包装材料要求应符

合 SB/T 11182 要求。包装上应有产品名称、等级、规格、生产单位、产地、净重、包装

日期等标识。

12.贮藏

本部分规定川芎产品采收晾干后应贮存于阴凉、干燥、避光、清洁的仓库中，并防鼠

防虫霉。贮存堆垛离墙、离地 20 cm 以上，不得与其他物品混堆、混贮。

13.运输

本部分规定了川芎的运输工具应清洁卫生，严禁与有毒、有害、有异味物品或影响产

品质量的物品混运。装卸时应轻拿轻放，严防机械损伤。

14.产品质量管理

按照良好农业操作规范要求和产品可追溯性，本部分规定了川芎的产品质量管理，明

确抽样、检验检测、信息记录、产品追溯等信息。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水平的对比情

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经福建省农科院农业经济与科技信息研究所查新检索中心查新：其中密切相关文献 17

篇，题录如下：

1．标准名称：水稻-中药材(泽泻、川芎)轮作生产技术规程．标准号：DB5115/T

99-2022．标准状态：现行有效

2．标准名称：川芎产品质量等级．标准号：T/PZNHL 4-2021．标准状态：现行有效

3．标准名称：中药材商品规格等级 川芎．标准号：T/CACM 1021.51-2018．标准状

态：现行有效

4．标准名称：地理标志产品 都江堰川芎．标准号：GB/T 21823-2008．标准状态：

现行有效

5．标准名称：《地理标志产品 都江堰川芎》国家标准第 1 号修改单．标准号：GB/T

21823-2008/XG1-2014．标准状态：现行有效

6．标准名称：川产道地药材认证 川芎．标准号：DB51/T 2562-2018．标准状态：现

行有效

7．标准名称：川产道地药材生产技术规程 川芎．标准号：DB51/T 2759-2021．标准

状态：现行有效

8．标准名称：川芎栽培管理技术规范．标准号：T/PZNHL 2-2021．标准状态：现行

有效

9．标准名称：川芎采收技术规范．标准号：T/PZNHL 3-2021．标准状态：现行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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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标准名称：中药材生产工艺规范 川芎．标准号：T/ZS 0299-2022．标准状态：

现行有效

11．标准名称：道地药材 第 17 部分：川芎．标准号：T/CACM 1020.17-2019．标准

状态：现行有效

12．标准名称：川芎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规程．标准号：DB51/T 2709-2020．标准状

态：现行有效

13．标准名称：川芎全程机械化生产技术规范．标准号：DB51/T 3084-2023．标准状

态：现行有效

14．标准名称：川产道地药材种子种苗分级 川芎．标准号：DB51/T 2669-2019．标

准状态：现行有效

15．标准名称：中药材种子种苗 川芎苓种．标准号：T/CACM 1056.42-2017．标准状

态：现行有效

16．标准名称：中药材种苗川芎苓种生产技术规程．标准号：DB51T 773-2008．标准

状态：现行有效

17．标准名称：川芎苓种培育技术规范．标准号：T/PZNHL 1-2021．标准状态：现行

有效

查新结论：将检出文献与该团体标准比较分析，检出的国内公开文献中，已有地方标

准制定了水稻与中药材(泽泻、川芎)轮作栽培模式的生产技术规程，对产地环境(环境空

气、灌溉水、土壤质量、地块)、大田选择与整理、栽种时期与规格、田间管理、包装处

理、秸秆利用、仓贮记录以及投入品(种子、农药、化肥)购买记录、底肥和追肥、病虫草

害防治等技术要求进行了规定，但其主要适用于四川省宜宾市；已有标准对川芎栽培的杂

草防治、采收时间、加工技术等进行了规定，指出应除尽泥沙和杂质后晒干或烘干，再用

撞笼撞去须根以及等级指标采用头数 t(头/kg)为单位进行川芎产品质量分级的报道。综上，

经分析对比结果表明：未见根据福建省产地环境(年平均气温、年平均日照时数、年平均

降雨量、年平均无霜期、土壤性质等)特征，结合福建省川芎生产实践，制定川芎生产全

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的国家、行业及福建省团体标准，对种植时间、施肥与追肥、采收时

间及产品质量管理等技术指标进行规定的文献报道；也未见在标准中指出川芎栽培应在整

畦后采用银色反光膜覆盖再进行播种以抑制杂草为害和以等级指标采用 cm/头为单位进行

川芎产品质量分级的报道。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是协调配套的，没有与其他行业、领域交

叉、不协调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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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重大分歧意见。标准征求意见稿及编制说明完成后，标准项目负责人将征求意见稿

发送至社会各界征求意见，对意见建议进行分析汇总，提出解决意见并完成了意见汇总处

理表。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川芎生产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范，并不涉及有关国家安全、保护人体健康和

人身财产安全、环境质量要求等有关强制性标准或强制性条文等的要求，因此建议作为推

荐性农业团体标准发布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法等内容）

建议标准发布后尽快实施，实施之日前，宜向广大标准使用者及各相关方面进行标准

宣贯。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附件 3：

团体标准征求意见反馈表

标准名称 《川芎生产全程质量控制技术规》（征求意见稿）

提出单位/专家 （单位盖章）

联系人/电话

序号 所在页次 原内容 修改意见内容 理由或依据

（纸幅不够，可增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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