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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制定背景、起草过程等

（一）任务来源

农业行业标准《草莓集约化扦插育苗技术规程》的起草任务来

自《关于下达 2024年农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

知》（农质标函〔2024〕71号），项目由农业农村部种业管理司提

出并归口，农业农村部规划设计研究院等单位起草，项目编号：

NYB-24093。

（二）制定背景

1.本文件的制定顺应国家大力发展种业振兴的需求。2022年，

《中央一号文件》提出“大力推进种源等农业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全

面实施种业振兴行动方案。”2022年，《关于扶持国家种业阵型企

业发展的通知》提出，要“实现种业科技自立自强、种源自主可控，

必须把企业扶优作为打好种业翻身仗的关键一招。”2022年，《关

于加快推进种业基地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意见》提出，要“深入实施种

业基地提升行动，强化基地属地责任，发挥企业主体作用，推动有

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更好结合，加快建设现代化种业基地，健全良种

繁育和应急保障体系，实现重要农产品种源自主可控，确保农业生

产用种安全。”2023年，《中央一号文件》中提出“深入实施种业振

兴”。2023年，农业农村部、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住房和城乡

建设部联合印发《乡村振兴标准化行动方案》的部署要求“强化农业

发展基础，以产品为主线，构建协同高效的现代农业全产业链标准

体系。”通过提高农业技术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突破潜在的困难，大

力推进农业现代化发展，提升农业质量效益和竞争力，促进农民增

产增收，巩固农业发展好形势。

国家相关政策文件多次提及种业振兴任务，可见国家对国内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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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发展的重视程度之高，支持力度之大。对于草莓产业而言，我国

草莓育种和苗木繁育研究起步较晚，草莓繁育环节相对落后，技术

不成熟，可参考的规范化标准稀缺，因此制定《草莓集约化扦插育

苗技术规程》将种苗繁育流程规范化，提高种苗质量，为国内相关

育苗企业、机构、园区及种植户提供标准技术支撑，强化政策扶持，

加快草莓产业种业振兴。

2.本文件的制定符合草莓种苗繁育转型升级的需求。草莓是高

度杂合体，在生产中，草莓的繁育多靠营养繁殖，多用种苗繁育而

非种子，目前国内多数种苗繁育采用露地繁殖方式，露地繁育技术

成本低，技术门槛低，但种苗质量难以掌控，受外界自然环境影响

较大，同时容易受到土传病害的影响而致使种苗染病，极大程度影

响种苗质量，定植后死苗现象严重。随着今年来草莓行业的不断向

好，越来越多的企业或种植户从事草莓行业，草莓产业的盛行也为

种苗行业开辟了新的道路，一些专业的草莓生产企业逐渐转向开发

基质育苗，部分种植户也自发探索基质育苗技术，但由于文化程度、

思想意识以及对此项技术的认知水平不同，在母苗选择、基质选用、

苗龄控制、环境管控等方面没有细致的技术规程做指导，技术细节

掌控不到位，致使当前市场上草莓种苗质量参差不齐，制约草莓行

业发展。

《草莓集约化扦插育苗技术规程》的制定以基质育苗的繁育方

式，详细规范了草莓种苗繁育全流程中的技术要点，采用集约化基

质扦插方式繁育的种苗不受环境因素影响，可完全规避露地繁育的

劣势，优势突出，繁育出的种苗根系发达、植株健壮，定植后成活

率高。规程的制定为草莓育苗企业和相关种植户提供了规范化的技

术指导，技术规程要点清晰，参数明确，深度契合并积极推动了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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莓种苗繁育领域的转型升级，满足现代草莓产业对高品质、高产量

种苗的迫切需求，促进了整个草莓产业链的升级与优化。

3.本文件的制定符合草莓行业健康发展的迫切需求。草莓生产

“七分在种苗，三分在管理”，种苗质量对草莓的品质具有决定性作

用，种苗质量参差不齐是草莓产业发展的最大瓶颈。通常种植 4~5

亩的草莓大约需要一亩的草莓苗圃，200万亩的草莓就需要 40~50

万亩的草莓苗圃，需要商品种苗数量 120~160亿株，因此草莓栽培

对种苗的数量和供应提出了要求。但从目前来看，草莓种苗主要依

靠从外地引进、自然繁殖，商品种苗数量占比不到 10%，育苗简单

粗放，加上草莓品种退化、病毒病频发、种苗质量差、繁苗成本高

等问题，严重制约了国内草莓产业的发展。

《草莓集约化扦插育苗技术规程》的制定按照国家有关法律法

规和技术标准，结合草莓产业发展现状和行业规范，参考国内外前

沿成果，融合最新苗木繁育技术，同时广泛征求草莓苗木生产和种

植方面的专家意见，从基础条件、匍匐茎苗培育与管理、扦插育苗

与管理、病虫害防治、子苗检验检疫、子苗包装运输等方面设定标

准、进行规范，旨在提高草莓育苗效率和种苗质量，规范种植技术

操作流程，满足市场对优质草莓种苗的需求，提升草莓产品的整体

竞争力，促进行业健康有序发展。

4.本文件的制定顺应国家绿色可持续发展需求。习近平总书记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

现代化”，“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

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

想为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坚持不懈推进生态优先、节约集约、绿

色低碳发展，加快形成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空间格局、产业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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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广泛推行绿色生产方式，推动农业绿色低碳

转型，推进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加快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推动战略

性新兴产业、高技术产业等加快发展，深入推动新兴技术与绿色低

碳产业深度融合，不断开创美丽中国建设新局面。

《草莓集约化扦插育苗技术规程》的制定不仅是对草莓种苗繁

育技术的规范化与统一化，更是积极响应国家绿色可持续发展战略

的重要举措。通过制定严格且全面的行业标准，草莓种苗繁育全流

程标准化程度得到显著提升，种苗繁苗系数提高，移栽损失率降低，

缓苗时间短，种苗质量优，资源利用率明显提升，能源消耗显著降

低。此外种苗的健康繁育将会极大提高草莓的成活率，减少化学肥

料和农药使用频率，结合集约化生产方式，大幅度降低环境污染，

促进生态环境绿色可持续发展，同时草莓产品的食用安全系数得到

显著提高，更容易获得大众青睐，以在市场上占据一定地位。

基于以上背景，因此亟待制定《草莓集约化扦插育苗技术规程》，

以此为我国现代草莓产业的发展与壮大添砖加瓦，助力产业振兴。

（三）起草过程

本文件的制定以规范草莓集约化扦插育苗技术流程为目的，基

于科学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以经营良好的草莓育苗企业、园区为

借鉴，充分考虑环境条件、种植习惯等因素，以有利于标准推广和

可操作性强为要求，进行标准制定研究工作，技术规程简单易懂，

操作步骤明确，便于生产者掌握和执行。制定工作主要分为以下阶

段：

第一阶段：标准起草组成立

于 2024年 5月成立标准起草组，成员共 15人。根据《关于下

达 2024年农业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农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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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函〔2024〕71号）要求，起草组成员围绕标准框架、重要环节、

关键技术要点等方面制定了详细的实施方案与技术路线。

第二阶段：前期预研及调研分析

为保证本标准制定科学、规范、严谨，起草组进行了如下工作

内容：（1）编制前期认真查阅并研究分析了大量政策文件、文献、

标准等有关内容，保证标准的科学性和合理性。主要有《中华人民

共和国标准化法》、国家技术监督局《农业标准化管理办法》、NY/T

3848-2021（设施草莓生产技术规程）、NY/T 3032-2016（草莓脱毒

种苗生产技术规程）、NY/T 2442-2013（蔬菜集约化育苗场建设标

准）、NY/T 2118-2012（蔬菜育苗基质）、GB 5084（农田灌溉水质

标准）、GB 309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GB/T 8321.9（农药合理

使用准则（九））、NY/T 496（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GB/T

2828.1-2012（计数抽样检验程序 第 1 部分 按接收质量限(AQL)检

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划）、《草莓南繁北扦避雨穴盘育苗技术》、

《草莓基质裸根苗避雨繁育技术》、《草莓高架基质育苗技术》等，

为标准的编制奠定坚实的科学依据与理论基础。（2）开展草莓种苗

繁育调研工作，起草组成员经过前期交流研讨，确定丹东、长丰、

张家口、顺平、丽水、溧水、安顺、红河州、银川、黑河、济南等

地区为调研点，主要的原因是所选择的几个地区均为设施草莓产业

优势发展区，相关育苗企业成立多年，实践经验丰富，可借鉴性强，

为标准的制定提供了强有力的经验支撑，符合应用场景实际，可行

性突出。

第三阶段：标准起草

标准起草组成员通过实地调研草莓种苗繁育企业和园区，梳理

整合国内外前沿研究成果，融合最新苗木繁育技术，广泛征求草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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苗木生产与种植领域专家意见，充分吸收实践经验，并紧密结合当

前草莓产业发展现状和行业规范，开始实施标准起草任务。本文件

文本共分为 10个技术环节，标准文本结构为 1.范围；2.规范性引用

文件；3.术语和定义；4.基础条件；5.匍匐茎苗培育与管理；6.扦插

育苗与管理；7.病虫害防治；8.子苗检验检疫；9.子苗包装；10.子苗

运输。包括附录 A（表 A.1草莓扦插子苗生产温度湿度与光照管理

标准）、附录 B（表 B.1病菌取样部位与检测方法、表 B.2草莓子

苗等级标准）。

二、标准编制原则、主要内容及确定依据

（一）标准制定过程遵循的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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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遵循以下原则：

1.科学性。技术规程应当基于科学研究成果和实践经验，确保

技术措施和方法符合科学规律。

2.严谨性。技术规程应当涉及全流程技术环节，明确关键环节

技术要点，撰写详尽周密，用词严谨。

3.可操作性。技术规程应当简单易懂，操作步骤明确，便于生

产者掌握与执行。

4.可评估性。技术规程应当制定相应的指标体系，便于对实施

效果进行量化评估和持续改进。

（二）主要内容和确定依据

1.术语和定义

【标准内容】

3.1 草莓母苗 strawberry maternal seedlings

专门用于繁殖新草莓子苗的原始草莓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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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草莓匍匐茎苗 strawberry stolon seedlings

草莓生长期内由短缩茎上抽生出匍匐茎，从这些匍匐茎上长出

来的草莓幼苗。

3.3 草莓子苗 strawberry seedlings

具有完整的根系、叶片和生长点，并可以用于栽培生产的草莓

幼苗。

3.4 草莓扦插育苗 strawberry cuttage seedlings

剪取草莓匍匐茎上的幼苗，扦插在预先准备好的育苗基质中，

经过生产管理培育草莓生产苗的过程与方式。

3.5 草莓集约化育苗场 strawberry intensive nursery

建有现代化与标准化的育苗设施，并配套先进的育苗技术和设

备，能稳定地成批生产优质草莓种苗的场所。

【理由及依据】

“草莓母苗”的定义参考了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标准 DB15/T

1993-2020（草莓设施扦插育苗技术规程）中母株的定义：用于繁殖

子株苗的草莓植株。

“草莓匍匐茎苗”的定义参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

NY/T 3848-2021（设施草莓生产技术规程）中草莓匍匐茎繁殖的定

义：草莓在旺盛生长期会由新茎上的侧芽萌发而抽生大量的匍匐茎，

利用匍匐茎上着生的子株繁殖幼苗的方式。

“草莓子苗”的定义参考了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标准 DB15/T

1993-2020（草莓设施扦插育苗技术规程）中子株苗的定义：草莓母

株匍匐茎上形成的独立子苗。

“草莓扦插育苗”的定义参考了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标准 DB15/T

1993-2020（草莓设施扦插育苗技术规程》）中草莓扦插的定义：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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繁育母株匍匐茎长出的尚未扎根的子苗与母体分离，插在预先准备

好的育苗基质上培育。

“草莓集约化育苗场”的定义参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

准 NY/T 2442—2013（蔬菜集约化育苗场建设标准）中集约化育苗

场的定义：利用先进的育苗设施，稳定地成批生产优质商品幼苗的

场所。

2.基础条件

【标准内容】

4.1 育苗场环境质量

集约化育苗场应交通便利，空气质量应符合 GB 3095的要求；

灌溉水水质应符合 GB 5084的要求。

4.2 育苗设施

草莓集约化育苗场宜设计与建设母苗生产与子苗扦插生产设

施，及操作室、检测实验室、冷藏库等配套设施，集约化育苗规模

可参考 NY/T 2442-2013。

生产设施宜选择具有一定规模的标准化避雨棚、塑料大棚、日

光温室或连栋温室。

4.3 育苗设施内环境条件与设备配置

草莓育苗设施内适宜环境条件：气温 15℃～30℃，光照强度

5000Lx～30000Lx，光照时长 6h～15h，空气相对湿度 40%～85%。

根据草莓育苗生产设施内环境条件要求，可选择性配置通风、

加温、降温、增湿、除湿、补光、遮阳及灌溉等设备。

4.4 育苗设备

草莓集约化育苗场宜配置基质破碎提升搅拌、自动填充、移动

式喷灌、自动物流苗床、移动植保机等自动化设备，以及智能环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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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备与数字化管理平台等智能技术装备。

4.5 育苗容器与基质

4.5.1 育苗容器

扦插宜使用 24穴、32穴或 50穴的标准化育苗穴盘，也可选用

营养钵或育苗槽等育苗容器。

4.5.2 育苗基质

宜选用疏松透气、具有一定保水性的基质。推荐采用椰糠、草

炭、珍珠岩、蛭石等材料混合基质作为育苗基质，pH值宜为 5.5～

7.0，EC值≤0.5mS/cm，其它指标参考 NY/T 2118-2012要求。

【理由及依据】

本部分内容中的育苗设施内环境条件与设备配置等参照 NY/T

2442-2013（蔬菜集约化育苗场建设标准），结合 NY/T 3848-2021

（设施草莓生产技术规程）及地方标准 DB 3032/T 1038-2022（草莓

无损扦插育苗技术规程）等相关表述。

本部分内容中的育苗容器选择参照内蒙古自治区地方标准

DB15/T 1993-2020（草莓设施扦插育苗技术规程）中子苗扦插与管

理 穴盘选择：选择规格为 54cm×28cm×12cm的 32孔穴盘；《草莓

匍匐茎扦插培育种苗技术》中匍匐茎扦插：选取 9cm深、4×8孔方

形穴盘；《草莓穴盘高新育苗技术推广》中子苗穴盘扦插 穴盘标准：

草莓最好用 50孔穴盘，孔穴宜直径 5cm左右，深度 8cm。参照标

准中育苗穴盘多采用 32孔或 50孔穴盘，本标准根据实际栽培经验

在 32孔或 50孔穴盘的基础上增设了更大空间的育苗容器，使得栽

培基质容量增加，根系空间充足，培育出的种苗更加健壮。

育苗基质的选择及参数参照 DB15/T 1993-2020（草莓设施扦插

育苗技术规程）中栽培基质配制：按草炭、蛭石、珍珠岩体积比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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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1的比例配制；《草莓集约化穴盘育苗关键技术》中基质配

制：自配基质常用草炭、蛭石、珍珠岩，按 3：1：1或 2：1：1比

例进行配制；《草莓高垄穴盘育苗技术》中配制基质、准备穴盘：

育苗基质用草炭、珍珠岩、蛭石按体积比 3：2：1混合配制；《草

莓高架扦插穴盘育苗技术》（曹旭波等，2022）中扦插苗管理：用

进口椰糠配制基质或直接采购成品基质。本标准推荐采用椰糠、草

炭、珍珠岩、蛭石等混合使用，基质中的椰糠拥有类海绵体结构，

椰糠纤维含有大量空隙结构，能够吸收更多的水分，同时保持良好

的通气性，有益于植株根系的生长，符合标准中提到的：扦插用基

质宜选用疏松透气、具有一定保水性的基质这一内容。对于基质理

化性质，NY/T 3848-2021（设施草莓生产技术规程》中提及草莓基

质栽培的理化性质需符合：栽培基质须混合均匀，pH5.5~6.5，EC

值≤0.5mS/cm；《草莓高架扦插穴盘育苗技术》（曹旭波等，2022）

中基质选择：pH值 6.5～7。参照以上标准及文献，本标准要求 pH

值为 5.5～7.0，EC值≤0.5mS/cm。基质容重、通气孔隙度、持水孔

隙度等其他指标参考 NY/T 2118-2012要求。

3.匍匐茎苗培育与管理

【标准内容】

5.1品种与母苗选择

宜选择适合当地气候特点、品质优、产量高、市场性好、抗逆

性强的草莓品种。

草莓母苗宜选择品种纯正、植株健壮、根系发达、无病虫害的

原种脱毒苗，母苗短缩茎直径≥0.8cm；根系直径大于 0.1cm的初生

根总数≥10条。脱毒种苗生产技术规程可参考 NY/T 3032-2016。

5.2 匍匐茎苗培育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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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采用立体高架或平面床架的方式定植母苗与生产匍匐茎苗。

立体高架宜采用 H 型结构，架高 1.3m～1.8m，架宽 30cm～

35cm，单排长度宜≤50m。

平面床架宜采用苗床结构，苗床高度 70cm～80cm，宽度 1.6m～

1.8m，单床长度 20m～30m。

5.3母苗定植与生产管理

宜使用基质栽培方式。母苗定植与生产管理可参考 NY/T

3848-2021。

5.4 匍匐茎苗管理

及时沿与栽培槽垂直方向理顺匍匐茎，避免缠绕与弯折。

宜保留多级匍匐茎苗，及时去除匍匐茎苗上老叶、花蕾和幼果。

匍匐茎苗可采用只喷灌清水方式控制匍匐茎苗生长和促进匍匐

茎苗发根。

匍匐茎不宜提前假植，可采用匍匐茎苗根部包裹无纺布、海绵、

棉条等遮光保水材料进行保湿。

彻底防治病虫害。

【理由及依据】

本部分内容参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 NY/T

3032-2016（草莓脱毒种苗生产技术规程）、NY/T 3848-2021（设施

草莓生产技术规程），结合主要起草成员多年实践经验、企业生产

经验与专家意见，对草莓匍匐茎苗培育与管理中的技术要点进行了

详细表述。

4.扦插育苗与管理

【标准内容】

6.1 匍匐茎苗取苗



12

6.1.1 匍匐茎苗剪取

根据扦插需要，草莓匍匐茎取苗时间为 6月上旬～8月下旬。

集约化育苗宜批量剪取，可多次批量剪取或发生大量匍匐茎后集中

批量剪取。

将和匍匐茎接触的器具均用酒精擦拭消毒，如匍匐茎放置筐，

剪刀等，先将匍匐茎整条从母株分枝部位剪取，整条放入放置筐，

及时扦插时可直接剪成单个匍匐茎苗。

宜选取径粗≥0.5mm的匍匐茎苗，去除衰弱、带病虫、萎蔫等

不良匍匐茎苗。

6.1.2 匍匐茎苗取苗后管理

取苗后的匍匐茎要避免阳光直晒与高温环境，宜在 4℃左右冷

藏库处理 1d～3d，期间宜采用喷雾保湿方式保持匍匐茎表面湿润。

匍匐茎取苗处理后宜及时扦插，如不能及时扦插时，将匍匐茎

从筐内转入塑料袋内，尽量排出空气后密封，放入 1℃～5℃的冷藏

库内进行保存，时间不宜超过 15d。

6.2 扦插前准备

扦插前，将与匍匐茎直接接触的器具与人员进行消毒处理。

将匍匐茎搬运至操作台进行集中修剪，匍匐茎苗留取一叶一心

或者两叶一心，两端匍匐茎留取长度宜为 0.5cm～5cm。

匍匐茎苗扦插前宜浸泡消毒。用 0.2%～0.5%次氯酸钠液或 25%

嘧菌酯 2000倍稀释液或 25%咪鲜胺乳油 2000倍～3000倍稀释液浸

泡 5min～10min，再用流水冲洗滤干水（不再滴水）后备用。

扦插前，宜消毒相关设施设备，育苗容器可用次氯酸钠或

0.3%～0.5%高锰酸钾溶液进行消毒。扦插基质可采用≥85℃的高温

40min消毒处理，或参考 GB/T 8321.9草莓土壤消毒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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冷藏匍匐茎苗宜适当浸水，恢复苗温。

扦插前宜提前灌溉育苗容器内基质至饱和含水量。

6.3 扦插方法

扦插时将上述准备好的匍匐茎苗按大小分级扦插到育苗容器基

质中，基质掩埋不能盖过芯叶。

扦插时宜压实基质或用 Y形叉子辅助固定住匍匐茎苗。

6.4 扦插后管理

匍匐茎苗扦插后须及时保湿和控温。宜采用喷雾或弥雾方式保

湿处置 7d～10d，喷雾或弥雾间隔时间以匍匐茎苗叶片不出现萎蔫

为度。温湿度管理参考表 A.1。

扦插后须遮光处理 10d～15d，待匍匐茎苗在全光照下不发生萎

蔫为止，宜选用遮阳网或透光率较高的无纺布遮阳。光照管理参考

表 A.1。

匍匐茎苗发根后，宜进行病虫害防治。

6.5 子苗管理

扦插成活后的草莓子苗及时补充养分，宜使用颗粒缓释肥或喷

施 0.2%尿素+0.2%磷酸二氢钾混合液，肥料使用应遵守 NY/T 496

的规定。

子苗宜结合施肥进行灌溉，采用喷灌或者滴灌方式，频率为晴

天 1次/d，阴雨天 1次/2~3d。

及时摘除子苗老叶、病叶与花序。

子苗可根据需求使用生长调节剂控高控旺。

【理由及依据】

本部分内容中的匍匐茎取苗时间、取苗频次、取苗标准以及器

具消毒等匍匐茎剪取内容，通过《草莓匍匐茎扦插培育种苗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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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Y/T 3848-2021（设施草莓生产技术规程）并结合实际生产调研，

明确草莓匍匐茎苗剪取环节精准技术参数。匍匐茎苗取苗后管理部

分参照《草莓匍匐茎扦插培育种苗技术》、《草莓高架扦插育苗技

术》、《草莓高架扦插穴盘育苗技术》（曹旭波等，2022）、《草

莓高架扦插穴盘育苗技术》（薛国萍等，2020）针对标准或文献中

涉及的匍匐茎取苗后管理部分内容进行精炼总结，同时结合实践经

验，起草组成员之间交流研讨，后征求专家意见建议，最终确定匍

匐茎取苗后管理环节相关内容要点与技术参数。

本部分内容中扦插前准备主要分为器具和人员消毒、匍匐茎留

取标准、匍匐茎苗扦插前消毒、扦插前设施设备消毒、基质消毒等

几方面。匍匐茎留取标准参照 DB15/T 1993-2020（草莓设施扦插育

苗技术规程）中子苗分级处理：整理子苗，保留 1叶 1心，留匍匐

茎长度 1cm~2cm，便于固定；《草莓匍匐茎扦插培育种苗技术》中

匍匐茎苗扦插：保留 5cm左右的匍匐茎剪下做种苗，摘除副叶，保

留上面 2片展开叶。匍匐茎苗扦插前消毒参照《草莓匍匐茎扦插培

育种苗技术》中匍匐茎苗扦插：捞出后的子苗在 11%精甲·咯·嘧菌

酯悬浮剂＋3%中生菌素可溶液剂＋1%引丁·诱抗素水剂 2000~3000

倍药液中浸泡 2~3min后取出扦插；《草莓高架扦插穴盘育苗技术》

中（曹旭波等，2022）：将分级整理好的子苗在 40%百菌清悬浮剂

1000倍液或 25%嘧菌酯悬浮剂 1500倍液浸泡 3秒，本标准借鉴了

相关文献中的试剂种类，同时增设其他种类药液确保子苗无菌害。

本标准规定了扦插前设施设备消毒方式及有关注意事项，以防止因

外源因素导致子苗感染病害，同时保证子苗扦插环境适宜。

扦插方法参照《草莓高架扦插穴盘育苗技术》（曹旭波等，2022）

中：子苗按一个方向把气生根浅插在穴盘中间，每穴 1株，用“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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叉固定，基质不能盖过心叶。

扦插后管理包括温湿度管理和光照管理。参照 DB15/T

1993-2020（草莓设施扦插育苗技术规程）、《草莓匍匐茎扦插培育

种苗技术》、《草莓高架扦插穴盘育苗技术》（曹旭波等，2022）、

《草莓高架扦插穴盘育苗技术》（薛国萍等，2020），在此标准和

文献的基础上进行分析总结，结合生产经验及专家意见建议，详细

明确了草莓扦插子苗生产温度湿度与光照管理标准（表 A.1）。

子苗管理参照《草莓高架扦插穴盘育苗技术》（曹旭波等，2022）

中扦插后管理：及时摘除老叶。适时摘除老叶，保持植株有 3片功

能叶，促使根茎增粗，苗势整齐一致。本标准规定完善了子苗管理

过程中的日常农事操作及水肥管理相关技术参数，技术要点更为细

致，促进子苗长势的增强。

5.病虫害防治

【标准内容】

草莓母株与子苗病虫害防治方法参考 NY/T 3848-2021，细菌性

病害可使用 2%春雷霉素水剂 750倍或中生菌素 3%可湿性粉剂 750

倍喷洒防治，药剂使用应遵守 GB/T 8321的规定。

【理由及依据】

本部分内容严格参照 NY/T 3848-2021和 GB/T 8321执行。

6.子苗检验检疫

【标准内容】

8.1 抽样检验

同一品种与同一扦插日期的草莓子苗应作为一个检验批次。

一个检验批次随机抽样检验，抽样方案可参考 GB/T

2828.1-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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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抽样检验指标

主要包括病虫害发生情况与子苗质量分级等。

8.3 病虫害检验检疫

8.3.1 虫害检验检疫

采用目测法或显微镜观测法。

8.3.2 病害检验检疫

草莓子苗无检疫性病害。病害检验种类主要包括草莓炭疽病、

根腐病、疫病、黄萎病、细菌性角斑病、叶斑病、白粉病、灰霉病

等。

检测取样部位与检测方法参考表 B.1。

8.4 子苗质量分级

8.4.1 子苗质量分级方法

草莓子苗质量分级可采用壮苗指数与外观观察相结合的方法。

子苗壮苗指数计算和表示见下列公式，结果保留 1位小数。

壮苗指数（%）

8.4.2 子苗质量分级标准

依据壮苗指数计算结果及外观对子苗进行分级，共分为三级，

等级Ⅰ（壮苗指数≥4.0）为优质苗，等级Ⅱ（壮苗指数 4.0～0.5）为

合格苗，等级Ⅲ（壮苗指数≤0.5）为弱苗。具体参考表 B.2。

子苗外观壮苗标准：有完整的生长点，有 4片～5片功能叶，

无机械损伤和检疫性病虫害。

【理由及依据】

子苗质量检验是反映子苗优劣的重要途径。本部分内容中抽验

检验方案参照 GB/T 2828.1-2012执行，科学合理的抽取被检样品，

保证结果的随机性和均匀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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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内容中的抽验检验指标主要包括病虫害发生情况与子苗

质量分级等。《草莓高架扦插穴盘育苗技术》（薛国萍等，2020）

中病虫害防治提及：草莓主要病虫害有白粉病、叶斑病、炭疽病、

螨类、蚜虫等；《草莓高架基质育苗技术》中病虫害管理：育苗过

程中经常出现的病虫害有白粉病、灰霉病、病毒病、芽枯病、炭疽

病、螨虫、蚜虫、蓟马、粉虱等。检测取样部位与检测方法本标准

已列出，其中角斑病菌可参照 GB/T 29429-2012检测。子苗质量分

级采用壮苗指数与外观观察相结合的方法，其中壮苗指数参照《草

莓种苗壮苗指数模型的构建与质量评价》。子苗质量分级标准参照

《草莓种苗壮苗指数模型的构建与质量评价》。子苗外观壮苗标准

参照《草莓高架扦插穴盘育苗技术》（薛国萍等，2020）中壮苗标

准：移栽时植株完整、无病虫害，具有 4~5片以上发育正常的复叶；

《草莓高架扦插穴盘育苗技术》（曹旭波等，2022）中壮苗标准：

苗龄 45~50天，具有 4~5片叶，呈浓绿色。

7.子苗包装

【标准内容】

子苗包装箱须选择坚固、耐用、清洁材质，无病虫害，宜选择

塑料框、纸箱等。

包装过程中须防挤压、倒置，包装容器内空气温度应保持 5℃～

25℃，空气相对湿度宜保持在 70%左右。

包装箱上宜标注品种名称、等级、规格、数量、产地、检验检

疫、出苗日期等信息。

【理由及依据】

本部分内容子苗包装参照《“红颊”草莓穴盘育苗技术》中的包

装运输：运输时，穴盘草莓苗可以整盘或数盘摆放在专用包装箱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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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输，也可从穴盘中拔出来整齐地摆放在包装纸箱或塑料箱里进行

运输；《湖北地区草莓高架栽培结合育苗技术》中子苗出圃包装运

输：草莓穴盘苗出圃后，采用纸箱包装运输，将同一品种的穴盘苗

一起装箱并表明品种、扦插日期等信息。本标准在借鉴相关文献的

基础上，完善了子苗包装箱的选择要求，保证包装容器质量，避免

因包装问题造成的子苗染病或发生损失，同时增加包装箱上的标注

信息，内容更加明确详实。此外，本标准规定了子苗包装过程中的

环境条件及注意事项，保证子苗在包装过程中处于较佳状态，确保

成活率。

8.子苗运输

【标准内容】

子苗成苗后宜就近移栽定植。

远距离运输（装箱运输时间≥1d）宜将种苗提前预冷包装冷藏

运输。

【理由及依据】

子苗成活后就近移栽定植效果较佳。若种苗需要进行转运，则

需保证种苗环境条件，参照《草莓高架扦插穴盘育苗技术》（曹旭

波等，2022）中扦插苗管理 冷库保存：为保证扦插苗大量供应，扦

插育成的生产苗可在冷库贮藏保存。

三、试验验证的分析、综述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

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生态效益

经济效益，草莓集约化扦插繁育可显著提高种苗商品苗率，按

照目前市场上至少 120亿株的非商品种苗转成商品种苗，每株种苗

1.5元的均价计算，年市场流动产值可增加 180亿，以集约化种苗生

产利润 0.2元/株计算，年新增经济效益可达 36亿元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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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效益，集约化育苗技术通过提供科学、规范、高效的育苗

服务，有力促进草莓产业规模化、专业化、产业化发展。集约化育

苗生产有利于培养育苗专业型工人，为农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和

增收渠道，社会效益显著。

生态效益，商品种苗能够保证种苗质量，集约化种苗可有效提

高土地利用效率、降低水肥消耗，同时有利于提升草莓后期的定植

生产效率，降低后期病虫害发生几率，避免过多使用农药，促进草

莓产量和品质双提升。

四、与国际、国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本标准中，育苗场空气质量满足 GB 309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灌溉水水质满足 GB 5084（农田灌溉水质标准），集约化育苗规模

参照 NY/T 2442-2013（蔬菜集约化育苗场建设标准）执行，技术要

点参数参照 NY/T 3848-2021（设施草莓生产技术规程）、NY/T

3032-2016（草莓脱毒种苗生产技术规程）、NY/T 2118-2012（蔬菜

育苗基质）等，肥料使用原则参照 NY/T 496（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

则）执行，子苗检验检疫抽样检验参照 GB/T 2828.1-2012（计数抽

样检验程序 第 1部分 按接收质量限(AQL)检索的逐批检验抽样计

划）执行等。

经查阅，国外有 GAP（良好农业操作规范）、HACCP（危害

分析与关键控制点）、ISO9000标准（质量管理和质量保证体系）、

ISO14000标准（环境管理和环境保证体系）等质量体系认证标准。

本标准中未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

国内目前现行的标准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行业标准 NY/T

3032-2016（草莓脱毒种苗生产技术规程）、武汉市地方标准

DB4201/T 710-2024（草莓工厂化育苗技术规程）、江苏省地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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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32/T 1035-2007（草莓组培脱毒苗生产技术规程）、无锡市地方

标准 DB3202/T 1038-2022（草莓无损扦插育苗技术规程）、河南市

地方标准 DB41/T 2564-2023（草莓穴盘种苗繁育技术规程）、辽宁

市地方标准 DB21/T 3805-2023（草莓种苗繁育技术规程）、四川省

地方标准 DB51/T 2893-2022（草莓种苗繁育技术规程）、内蒙古地

方标准 DB15/T 1386-2018（设施草莓基质种苗繁育技术规程）、江

苏省地方标准 DB32/T 3924-2020（草莓架式育苗技术规程）、山西

省地方标准 DB14/T2022-2020（草莓塑料大棚基质育苗技术规程）

等标准。在草莓种苗繁育方面相关行业标准仅有 NY/T 3032-2016

（草莓脱毒种苗生产技术规程）一项，该规程仅限用于在实验室脱

毒种苗生产，而相关地方标准几乎多集中于常规育苗或仅适用于当

地气候条件进行生产，适用范围均相对较窄。近年来由于草莓产业

的不断发展壮大，工厂集约化育苗方式已成为助力草莓产业振兴的

重要支柱，草莓集约化育苗技术缺少相应的行业标准以辅助相关育

苗企业或草莓生产者规范生产流程，提供技术支撑。本标准通过查

阅大量文献、标准等资料，汇总各地区种苗繁育技术规程中关键环

节和技术参数，成员间交流讨论，并结合多位本领域技术专家意见，

旨在最终制定出适用范围广、关键环节细、重要参数明的《草莓集

约化扦插育苗技术规程》，以更好地破解生产上优质草莓种苗短缺

的问题，最大程度提高国内草莓基质育苗水平和种苗市场竞争力，

助力草莓产业振兴。

五、是否合规引用或采用国际国外标准，并说明未采用国

际标准的原因

本标准中未引用或采用国际国外标准。目前未发现有相关草莓

扦插工艺方面的国际国外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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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与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及相关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的制定严格贯彻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律和规章，遵循《中

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和国家技术监督局《农业标准化管理办法》，

并与现行基础标准衔接，遵循政策性和协调统一性原则。本标准与

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不存在冲突。

七、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不存在重大意见分歧。

八、涉及专利的有关说明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不涉及专利。

九、实施标准的要求，以及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期

和实施日期等措施建议

本标准为技术规范类标准，通过批准颁布后，建议将其作为推

荐性行业标准颁布实施。

本标准颁布实施后，为确保标准得到广泛推广和有效执行，建

议可通过开展专业培训、技术研讨会、线下报告讲座以及线上平台

（如官方网站、公众号等）进行标准的宣贯，详细讲解标准内容与

技术要点，提高标准的知名度与影响力。后期建立标准实施示范点，

邀请草莓生产者现场参观学习，通过实地观摩、互动交流等形式帮

助生产者更好地了解全流程技术环节与要点。同时建立标准实施反

馈机制，鼓励生产者及时提出意见和建议，定期对标准的实施效果

进行评估，并根据反馈情况进行必要的调整和优化，确保标准始终

符合实际操作需求。

本标准不存在废止相关标准的情况。

十、其他应当说明的事项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得到众多企业、园区及领域专家的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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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帮助，特此致以衷心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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