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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4年1月4日，根据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关于<地理标志农产品 丘北

辣椒生产技术规程>等2项团体标准立项的公告》（云地协〔2024〕042号），由

新平县经济作物工作站提出，由云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和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

艺作物研究所共同申请《沃柑轻简化绿色生产技术规程》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协

会团体标准的立项，云南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将其列入2024年度云南省地理标志

产业协会团体标准制订项目计划，批准由云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负责（牵头）

《沃柑轻简化绿色生产技术规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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归口。

（二）起草单位

起草单位：云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联合起草单位：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新平县经济作物工作站

新平龙橙果业发展有限公司

新平东恒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三）主要起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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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林 男 正高级农艺师 云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统筹协调、文稿修改

李跃琼 女 高级农艺师 云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项目负责人、资料收集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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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试验、数据分析

白华飞 男 农艺师 新平县经济作物工作站 试验、数据分析

张 丽 女 高级农艺师 云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试验、数据分析

梁明泰 男 副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试验、数据分析

王振宇 男 高级农艺师 新平县经济作物工作站 试验、数据分析

李华凤 女 助理兽医师 新平县经济作物工作站 试验、数据分析



董 莉 女 农艺师 云南省绿色食品发展中心 资料收集整理

罗荣 男 高级农艺师 云南省植保植检站 试验、数据分

胡慧芬 女 高级农艺师 云南省植保植检站 试验、数据分析

胡冬梅 女 高级农艺师 玉溪市经济作物工作站 试验、数据分析

王菊梅 女 高级农艺师 云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试验、数据分析

方一清 女 农艺师 云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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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准查重及数据单位矫正

方吉祥 男 高级农艺师 玉溪市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 试验、数据分析

万春文 男 农艺师 新平县经济作物工作站 试验、数据分析

张翠英 女 高级农艺师 新平县经济作物工作站 资料收集整理

孙石凤 女 农艺师 新平县经济作物工作站 资料收集整理

王婷 女 高级农艺师 新平县经济作物工作站 试验、数据分析

徐国富 男 高级农艺师 新平县经济作物工作站 试验、数据分析

普金安 男 正高级农艺师 新平县经济作物工作站 试验、数据分析

陈 霞 女 副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试验、数据分析

高正清 男 研究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试验、数据分析

朱 莉 女 实验员 云南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 试验、数据分析

肖学岚 女 助理农艺师 新平县平掌乡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 资料收集整理

刘红余 男 未取得 云南鼎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试验、数据分析

李向东 男 未取得 新平东恒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试验、数据分析

施学银 男 未取得 新平龙橙果业发展有限公司 试验、数据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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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制定（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一）制定（修订）标准的必要性

沃柑是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近年来培育的杂柑新品种，是“坦普尔”

桔橙与“丹西”红桔的杂交种，为高糖晚熟杂交柑桔品种。新平沃柑栽培始于



2014年，由新平县金泰果品有限公司从中国农业科学院柑桔研究所引种种植发

展起来，种植区域海拔在 600—1500米之间，年平均气温 19.5℃左右，年日照时

数大于 2300小时，≤10℃年积温 6500℃以上，气候暖和，霜期短，属于干热河

谷高温区和半山暖温区的交汇地带。

新平县位于云南省中部偏西南，地处哀牢山中段东麓、红河河谷地带，属

南亚热带湿润季风气候，光热资源丰富，年均气温 18.1℃，年均降水量 869 mm，

年日照时数 2838.7 h，无霜期 316天。全县土壤主要为红壤，呈弱酸性，全氮含

量 0.32~4.54 g/kg，有效磷含量 0.60~151.20 mg/kg，缓效钾含量 11.00~2009.00

mg/kg。全县沃柑种植区域主要集中在红河、绿汁江沿岸两侧海拔 500~1600 m

的干热河谷区域。光热充裕、冬无严寒、土层深厚、土质肥沃的自然条件，集成

了独特的气候、土壤、降水、日照、河流等优越的自然条件，十分适宜种植优质

沃柑，有利于沃柑越冬、养分积累，为沃柑生长提供了良好的生长条件，并赋予

了新平沃柑营养丰富、表皮光滑圆润、果肉细嫩化渣、汁多味甜、低酸爽高品质

的内涵特点。

新平沃柑具有2023年12月沃柑轻简化绿色生产技术规程标准编制组组织技

术人员对主要种植区域集中在红河谷海拔500m到1400m之间的漠沙镇、嘎洒镇、

水塘镇、者竜乡等 4个乡镇，通过对新平柑橘生产调查，2023年，新平县沃柑

产量 12.58万吨，产值 5.65亿元，亩均产值 9000元以上，低海拔产区沃柑多在

12月底成熟，高海拔产区沃柑可延迟到次年 4 月底采收，沃柑是新平县近年新

发展起来的晚熟柑橘，主要销往江浙沪一带地区。

为加快推进新平沃柑绿色化、标准化进程，更好的发挥新平沃柑资源、环境、

地理标志农产品品牌效应优势，科学规范新平沃柑绿色种植模式，提升新平沃柑

产量和质量，提高市场竞争能力，提升品牌形象，增加农民收入，推动新平柑桔

产业发展，亟待制定《沃柑轻简化绿色生产技术模式》标准指导生产，以标准化

手段促进新平我产业高质量发展。

（二）制定（修订）标准的意义

近年来，云南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水果产业发展。在政策激励和主体培养、

品牌培育、市场拓展等措施支持下，云南柑橘种植面积达 146.4 万亩，产量达

135.85万吨，绿色有机果园达 1.84万亩。如今，云南柑桔产业已成为全省高原



特色农业发展的优势特色产业，也成为新平县经济支柱产业。全省登记农产品地

理标志 86个，其中就包含了新平沃柑。

新平沃柑具备的干热河谷，立体海拔独特的地理位置环境优势和优良品质是

不可复制的，我们的工作任务就是解决生产中存在的问题和短板，把新平沃柑产

品的优势展现出来，把新平沃柑生产中需要的绿色生产技术措施制订出来。该项

标准符合云南柑桔产业发展实际，科学合理，有利于新平沃柑产业的发展，是对

现行有效相关标准、规范的有效补充，是新平沃柑生产的产量和质量的技术保障，

对实现农民增收、产业增效、优化农业产业结构、提高新平沃柑产业竞争力、巩

固脱贫攻坚促进乡村振兴、提升现有知识产权价值、进一步引领和打造新平柑桔

品牌具有重要意义。

三、主要工作过程

（一）成立标准起草小组

2023年 12月 23日～12月 6日，成立标准起草小组并制订工作方案。云南

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承担单位）、新平县经济作物工作站（提出单位）、云南

省农业科学院园艺作物研究所（联合提出单位）相关技术人员成立了标准起草小

组，制订了标准编制工作方案、工作计划、编写大纲，明确任务分工及各阶段进

度时间。同时，标准起草小组成员认真学习了 GB/T 1.1—2020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结合标准制订工作程序的各个环节，进行了

探讨和研究。

（二）标准起草与立项申请

2024年 1月 4日～1月 31日，根据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

标准、法律法规和条例规定，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部分：标

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标准要求，通过收集、调研、检索、查阅、整理、试验、科

研、分析、讨论，完成调查验证、成果分析、研讨论证，形成了《新平沃柑轻简

化绿色生产技术》团体标准草案（初稿）和项目立项申请表。2024年 1月 4日～

1月 31日，开展申请立项工作。项目申请单位签字盖章后将申报材料报送云南

省地理标志产业协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

（三）技术审查



2024年 2月 1日～3月 31日，完成标准文本征求意见稿、编制说明（初稿），

向专家提交技术审查。

（四）形成标准草案

2024年 4月 1日～6月 30日，准编制工作组根据 位专家反馈意见，对标准

征求意见稿进行修改，形成《新平沃柑轻简化绿色生产技术》送审稿，同时编写

完成编制说明，并于 2024年 4 月 日前完成上报工作。

四、制定标准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一）标准（修订）编制的原则

1.科学性原则。调查方法科学，研究、收集的试点资料详实可靠。

2.统一性原则。使用统一的文体和术语，保证标准能被使用者无歧义理解，

内容清晰、要求明确、符合实际，易于执行和实施。

3.协调性原则。与现行有效文件之间相互协调，形成同向合力，协同推进。

4.适用性原则。标准内容和要求具有可行性、适用性和可操作性。

5.一致性原则。标准起草与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产业政策标准规定一致。

6.规范性原则。编写内容与格式严格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进行起草，文本格式规范。

（二）制定依据

标准起草小组组织技术人员深入到漠沙镇龙河社区、曼勒社区、鱼塘村、关

圣村、曼线村、曼蚌村、峨德村；嘎洒镇达哈、平田、耀南、冬瓜林、发启、大

田、新寨、竹园、腊戛底、米尺莫、纸厂、磨刀；水塘镇、水塘社区、现刀、波

村、大口、南达、旧哈、拉博、邦迈、金厂者；者竜乡向阳、竹箐、者竜、渔科、

春元、腰村、峨毛等地区开展资源调查，结合新平沃柑(新平柑桔)全产业链的发

展现状、发展趋势、技术需求，充分依托新平县经济作物工作站认证的农产品地

理标志登记、新平沃柑及图注册商标知识产权等现有的认证成果，以《中华人民

共和国农产品地理标志质量控制技术规范》（质量控制规范编号：

AGI2020-01-3061）技术措施、推广应用成效、经验为技术支撑和依据，以实施

的《地理标志农产品生产示范》课题开展试验、科研，通过调查研究、收集整理、

检索查阅、科学试验示范、测试分析及讨论、归纳和提炼，完成调查验证、成果



分析、研讨论证，根据现行有效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法律法规和

条例规定，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

则标准要求编制本标准。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标准起草小组成员具有长期园艺工作、柑桔种植与果园管理、有丰富农业生

产技术基础及经验，在标准起草中选择了新平县漠沙镇、嘎洒镇、水塘镇三个镇

开展试点，以 AGI 2020-01-3061《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地理标志质量控制技术

规范》技术措施、推广应用成效和经验为技术支撑和依据，通过调查研究、科学

试验示范、测试分析、总结归纳和提炼编制本标准，本标准严格按照现行有效的

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团体标准、法律法规和条例规定编制，与我国现行的柑桔

生产技术规程、相关行业规范、现行法律法规等有机衔接，相互协调，无冲突。

（四）修订标准应说明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为新制定，无需说明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情况。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一）术语与定义

1.新平沃柑

是在本标准规定范围内种植的“坦普尔”橘橙与“丹西”红橘的杂交种，属

于晚熟杂交柑橘品种。

2.绿色防控

采取生态调控、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理化诱控和科学用药等技术和方法，

将病虫害危害损失控制在允许水平，并实现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植物保护措施。

3.三三制

夏、秋梢营养枝短截 1/3长势强的、疏去 1/3衰弱的、保留 1/3长势中庸的。

（二）种植要求

标准起草小组通过调研、分析、讨论、征求意见等方式方法，确定了种植要

求应符合以下规定：（1）交通方便、远离化工厂、工矿、废弃物堆积等污染源，

电力、水源充足，地下水位≥1.0 m或排水好的平地和坡地，坡地坡度＜30°的

区域种植。（2）气候条件：选择海拔 500 m～1600 m，年平均气温≥18.0℃，无



霜期>360天，极端最低温度≥-2℃，≥10℃的年积温 5500℃～7500℃。（3）土

壤条件：土层深度 60 cm以上、质地疏松、透气性好，土壤 pH值 5.5～6.5。（4）

品种选择：选择适应性强，植株长势健壮，丰产性好，采收期长的沃柑品种，以

种植新平沃柑为主。

（三）种苗要求

标准起草小组通过调研、分析、讨论、征求意见等方式方法，确定了种苗要求

应符合以下规定：(1)选择资阳香橙或枳作为砧木的无病毒容器苗或带土球的沃柑嫁

接苗。(2)砧木嫁接部位离地面 5 cm以上，已解除嫁接时捆绑的薄膜，嫁接口愈合

良好。(3)主干粗直，高 35 cm以上，具 2-3条长 15 cm以上的分枝，枝叶健全，叶

色浓绿有光泽。（4）根系完整，主根长 20 cm以上，具 2~3条粗壮侧根，须根发

达，根颈正直，无病虫害。（5）苗木生产符合NY/T 973规范，苗木质量符合GB/T

9659的要求，苗木出圃检疫符合GB 5040规范。

（四）种植密度

项目编制工作组深入沃柑生产地区，通过调研、分析，结合生产实际制定种植

密度标准，平地或稻田：株行距 250 cm×400 cm，每 667 m2种植约 70株最为适宜，

光照通风良好，面积一般以投影面积计算；而坡地实际土地面积大于投影面积，坡

地果园地形地势立体分层，光照和通风良好，可适当所小行距，坡地可株行距 250 cm

×300 cm，每 667 m2种植约 80株，光照条件和通风情况良好依然满足种植条件。

（五）果树生育期划分标准及修剪原则

标准起草小组通过调研、分析、讨论、征求意见等方式方法，确定了果树时期

阶段划分弱树判断标准及修剪原则：（1）幼树的修剪：定植 1-3年生幼树，以促

进根系生长，扩大树冠、培育骨干枝、增加树冠枝梢叶为主，只宜轻剪，尽量保留

枝叶，主要采取剪除无用枝梢、长梢摘心、短截延长枝、抹芽放梢，除去花蕾等措

施。（2）初结果树的修剪：定植 4-6年结果树，以平衡营养生长与生殖生长的关

系为主，继续扩大树冠，培养较多结果枝为目的，主要采取抹枝放梢，继续进行延

长枝短截，短截结果枝与落花落果枝，“三三制”处理夏、秋梢母枝，断根控水促

花等措施。（3）盛果期树的修剪：定植 6年以上结果树，以促进营养生长与生殖

生长达到相对平衡，延长结果量与果品品质最佳时期为主，应及时更新枝组，培育

结果母枝、保持营养枝和花枝的比例，尽可能保持梢、果生长平衡。主要采取疏剪



荫蔽大枝，枝组轮换压缩，抹芽放梢，缩剪、疏剪枯枝等措施。封行树的修剪疏剪

密弱枝、交叉枝、病虫枝、回缩衰退枝组和落花落果枝组，疏剪树冠上、中部郁蔽

大枝，短截夏秋梢母枝等措施。（4）衰弱树的修剪：进入盛果期 6-8年后，树势

衰弱，产量逐年下降，以采取局部更新（枝组轮换更新），中度更新（骨干枝更新）

和重度更新（主枝更新）等措施。同时加强土壤改良和肥水管理，以尽快恢复树势。

（六）施肥标准

沃柑属于晚熟厚皮柑橘品种，全面、持续、充分的养分供应对于果实产量和品

质有直接的提升作用，标准起草小组成员通过在新平县漠沙镇、嘎洒镇等多地开展

的对优化施肥方法对沃柑果实品质和产量的影响试验分析及减药减肥试验，试验从

肥料种类、配比、施肥方式方面优化后的施肥方法和传统施肥方法的对比试验，结

果表明：（1）农艺性状方面，与常规施肥相比，优化施肥方法的株高增加 3.8%，

树径增加 3.1%，树冠增加 3.2%，梢长增加 17.4%，处理叶色浓绿、对照浅绿；（2）

品质方面，处理的单果重增加 7.0%，横径增加 7.5%，纵径增加 8.3%，果皮厚度降

低 18.5%，可溶性固型物增加 15.4%，可滴定酸降低 31.6%；（3）产量方面，处理

的产量达到 1813kg/亩，比对照 1352kg/亩增加 461kg，增幅 34.1%。试验结果证明

优化施肥方法果实产量比常规施肥提高，果子变大，果皮变薄、可溶性固型物增加，

酸含量下降，果子品质和产量明显提高。试验效果和相关文献取得的结果一致，说

明在传统施肥的基础上，改进施肥技术，对沃柑种植非常重要。通过调研、分析、

结合生产实际制定了沃柑不同树龄、时期施肥方法，在当地推广使用。1.幼树施肥：

每次抽生新梢萌发前 7天～10天追施（30:10:10）高氮型水溶肥 20-30g/株，水肥滴

灌 10 kg～15 kg/株，新梢自剪后叶面喷施 1次～2次亚磷酸钾 300倍～500倍液壮

梢。

2.结果树施肥：树根据目标产量、结合土壤、不同时期施用适宜的氮、磷、钾

肥和中微量元素肥料。（1）采果肥：采果后，沿树体内侧树冠滴水线开宽、深各

30～40cm与冠径略短的条状沟,根据树势埋施高磷复合肥 1kg～1.5kg/株+微生物菌

剂 1.5kg～2kg/株+全都有（中微量元素）100g～120g/株；（2）促花肥：春梢萌发

前 15天，根据树势使用高磷型水溶肥 30g～50g/株+硼 4g/株，水肥滴灌 1次～2次

15 kg/株；结合叶面喷施：使用花果美 1kg+果多早 50g，兑水 1000kg间隔 10天～

15天叶面喷施 1次～2次。（3）稳果肥：谢花后 2/3时，根据结果量使用平衡型水



溶肥 30g-50g/株+钙.镁合剂 15ml/株+硼 4g/株，水肥滴灌 1次～2次 15 kg/株；结合

叶面喷施：使用花果美 1kg+果多早 50g，兑水 1000kg间隔 10天～15天叶面喷施 1

次～2次。（4）壮果肥：第二次生理落果结束，根据树势使用高钾型水溶肥 30g～

50g/株+矿源黄腐酸钾 30g～-50g/株水肥滴灌 1次～2次 15 kg/株；结合叶面喷施：

使用亚磷酸钾 1kg+矿源黄腐酸钾 2kg+钙.镁 1kg，兑水 1000kg间隔 10天～15天叶

面喷施 1次～2次。（5）转色上糖：根据转色上糖情况，使用硫酸钾 20g～30g/株

+矿源黄腐酸钾 30g～50g/株，水肥滴灌 1次～2次 15 kg/株；结合叶面喷施：使用

靓钾 2kg+果多早 50g，兑水 1000kg间隔 10天～15天叶面喷施 1次～2次。

（七）产品质量要求及果品分级标准

项目编制工作组深入到新平沃柑生产基地、选果厂，通过调研、分析，结合

市场要求，制定了新平沃柑采收与选果等级标准。1.采收要求：（1）果实达到

适当成熟度采摘，成熟状况应与市场要求相适应。鲜食果在果实正常成熟、表现

出本品种固有的色泽、香味、风味和口感时采收，短期贮藏果在果实成熟度达到

9成左右时采收。（2）选晴天采，雨天、大风天不采，果面露水不干不采。（3）

不同等级的果实要分开采、分开装、分开运、分开存放。2.选果分级标准：果品

根据感官要求和理化指标不同，分为特级品、一级品和二级品，分级及检验方法

详见表 1。

表1果品分级及检验方法

项目
级别 检验

方法特级品 一级品 二级品

感

官

要

求

果形

有该品种典型特征，

果顶端平、扁圆形，有不

明显的印圈，无萎蔫现象，

形状一致

有该品种典型特征，

果顶端平、扁圆形，有不

明显的印圈，无萎蔫现象

形状较一致。

有该品种典型特征，

果顶端平、扁圆形，有不

明显的印圈，无萎蔫现象

无明显畸形。

GB/T

8210
色泽

外观靓丽，橙红色或

橙色，全果着色、色泽均

匀，全果着色、色泽均匀，

具有该品种成熟果实特征

色泽。

外观靓丽，橙红色或

橙色，全果着色、色泽均

匀，全果着色、色泽均匀，

具有该品种尚成熟果实特

征色泽。

外观靓丽，橙红色或

橙色，全果着色、色泽均

匀，全果着色、色泽均匀，

具有该品种尚成熟果实特

征色泽。

果面

痕般、网纹、诱螨蚧

类、污迹等其它附着物，

其分布面积合并计算不超

过果皮总面积 1/10，不允

痕般、网纹、诱螨蚧

类、污迹等其它附着物，

其分布面积合并计算不超

过果皮总面积 1/8，不允

痕般、网纹、诱螨蚧

类、污迹等其它附着物，

其分布面积合并计算不超

过果皮总面积 1/5，不允许



许有未愈合的损伤，褐色

油斑、枯水、水肿等一切

变质和有腐烂象征的果。

许有未愈合的损伤，褐色

油斑、枯水、水肿等一切

变质和有腐烂象征的果。

有未愈合的损伤，褐色油

斑、枯水、水肿等一切变

质和有腐烂象征的果。

果肉

细嫩化渣，高糖低酸，

计多味甜，具有该品种特

征，无枯水，粒化现象。

细嫩化渣，高糖低酸，

计多味甜，具有该品种特

征，无枯水，粒化现象。

细嫩化渣，高糖低酸，

计多味甜，具有该品种特

征，无枯水，粒化现象。

果味
果味酸甜适口，具有

该品种特征香气。

果味酸甜适中，具有

该品种特征香气。

果味酸甜较浓，具有

该品种特征香气。

缺陷

果容

许度

一批次产品中缺陷果

不超过 1.5%。无腐烂果，

串级果。

一批次产品中缺陷果

不超过 2.5%。无腐烂果，

串级果不超过 3.5%。

一批次产品中缺陷果

不超过 1.5%。无腐烂果不

超过 1%，串级果 10%。

理

化

指

标

果径 70～75mm 65～69mm 60～64mm 或>75mm
GB/T

8210

可溶

性固

形物

≥14% ≥13% ≥12%
GB/T

8210

总酸

量
≤1.05 ≤1.08 ≤1.1

GB/T

8210

（八）标识（标签）

果品通过选果厂，符合产品质量要求及果品分级标准，可贴“新平柑橘”专用标

志，统一分装才能贮存或出售。

（九）包装、运输要求

1.包装容器有瓦楞纸箱、塑料果篮，包装材料要求牢固、洁净、无毒、无异味。

2.瓦楞纸箱应符合GB 6543规定执行。

3.塑料水果筐应符合GB/T 5737的规定。

4.内包装可用聚乙烯塑料、薄膜(袋)，应符合GB 4806.7的规定。

5.如用竹箩筐包装，允许在筐底及筐面垫少量洁净的新鲜树叶。

6.运输工具应清洁、无毒、无异味、无污染、要有通风、防日晒和防雨雪渗入

的设施。不得与有毒、有害、有异味物质一起混运。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起草后将标准征求意见稿向各单位或专家发出征求意见，包括行业

主管部门、省内省园艺学府、标准修订管理机构、省内水果科研机构、行业流

通协会、邻州市同行业部门、本州市生产一线相关业务部门、本州市代表性经

营主体等，集相关主管部门、行业部门、科研院校、社会组织、生产一线有关



专家征求了意见，共发出 份征求意见表。各单位专家对《沃柑轻简化栽培

技术》相关标准的内容条款及技术指标进行了逐条研讨，对标准制定中遇到的

相关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并达成共识，初步确定了标准修改的内容。截至 2024

年 月 日，收到反馈意见表 份。根据意见反馈情况汇总，共提出意见 条。

标准起草小组对收集到的意见进行了认真分析和处理，采纳 条，不采纳 条，

无重大分歧意见。相关意见的处理见《 标准征求意见汇总处理表》，截止到

2024 年 月 日，标准起草小组对征求意见稿进行了修改，形成标准审查稿，

报 审查。

七、作为推荐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沃柑轻简化绿色生产技术模式》标准不涉及保障人体健康、人身、财产安

全等强制性标准内容，建议作为推荐性团体标准发布。

八、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本项标准批准颁布后，应依托云南省农业农村厅、云南省农业标准化技术

委员会、云南省农业科学研究院等工作平台宣传推广，并印制成资料手册，在

全省各州市农业农村部门、行业协会、水果生产领域、水果经营领域中发放，

应及时组织培训，使广大茶叶生产领域的科技、生产、管理人员了解和认识本

文件的技术要求与内容。

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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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项标准中无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采用情况。

十、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经

济效果及试行结果

1.社会效益。通过本标准的推行，把规范的新平沃柑栽培要求、产品等级与

产品质量要求、检验规则、标识（标签、专用标志）、包装、运输、贮存、记录

沃柑产业发展过程中，能较好地提高产量和质量，促进增产增效，减少生产中的

成本，且产品绿色环保优质安全，达到优质优价，能有效带动产品市场销售增量

和经济收入增加。



2.预期社会效益。通过推行沃柑清洁化生产加工、贮存和运输等措施，能较

好提升现有知识产权价值，促进沃柑品质特征一致，产品质量安全优质，新平沃

柑产品的质量和竞争能力，增加农民收入，优化农业产业结构，发展地方特色农

产品，推进新平沃柑产业高质量发展和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促进沃柑生产管理技

术的适用性及创新性发展，实现新平沃柑带动柑桔产业健康有序持续发展。

3.预期生态效益。通过本标准的制订和施行，果园资源得到合理的开发、利

用和保护，充分发挥柑桔产业生态态优势，优化柑桔园建设及管理机制，符合环

境保护要求，具有较好的生态效益。

十一、其他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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