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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产品 方城丹参(裕丹参)

GB／T 22745--2008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方城丹参(裕丹参)的术语和定义、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生长环境、栽培和加工、质

量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标签、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批准保护的方城

丹参(裕丹参)。

2靓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309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5084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15618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年版一部

3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方城丹参(裕丹参)Fangcheng SalSa miltiorrhiza Bge．(Yu Salvia miltiorrhiza Bge．)

方城丹参又称裕丹参，指在本标准第4章规定的范围内，野生或种植的唇形科(Lahitae)植物丹参

(Salvia miltiorrhiza Bge．)的干燥根及根茎。
3．2

条丹参order Salvia miltiorrhiza Bge．

直径0．5 cm以上，长15．0 cm以上的长条状干燥丹参根。

3．3

选丹参select Salvia miltiorrhiza Bge．

纯净的干燥丹参根。

3．4

统丹参all Salvia miltiorrhiza Bge．

干燥的丹参根及根茎。

4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

方城丹参(裕丹参)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为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行政主管部门[2003]第90号

公告批准的范围，见附录A。

5生长环境、栽培和加工

5．1生长环境

5．1．1地形地貌

地势较高、排水便利、地下水位较低；无污染源的浅山及丘陵地区，海拔高度120 m～700 m。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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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2土壤

土质疏松的壤土、沙壤土，符合GB 15618要求。

5．1．3气候

气候温和，光照充足。年平均气温14．5℃，年平均降水量800 mm左右。

5．1．4灌溉水

符合GB 5084要求。

5．1．5空气

环境空气符合GB 3095中的二级要求。

5．2栽培

见附录B。

5．3采收

5．3．1采收时间

移栽后1 a--2 a，11月至次年3月；植物地上部分枯萎后，第二年发芽前，是采收丹参的最佳时间。

5．3．2采收方法

5．3．2．1采挖

选择晴天，土壤水分适中时，用镰刀割去地上部分，将根部全部挖出，在田问晾晒2 h～4 h后，用手

抖动清除泥土、杂质。

5．3．2．2晾晒

选择无污染、无鼠害、无畜禽出入、干燥、通风、日照好的地方做晒场；把丹参均匀摊在晒场上，经常

翻动。

5．4加工

5．4．1条丹参

晾晒至五成千时，挑选根径0．8 cm以上、长15 cm以上根条，除去芦头、侧根，整齐扎成直径10 cm

左右的小捆，乎摊晾晒。

5．4．2选丹参

剔除杂质、腐烂霉变部分，除去芦头、须根。

5．4．3统丹参

剔除杂质、腐烂霉变部分，除去芦头上的芽眼、茎。

5．5收存

晾晒至水分低于20％时，于干燥、通风、遮阳处码成宽1．5 m、高2 m左右的条状垛，垛底架空，距地

面20 cm以上收存；或收在清洁、无毒、无污染、透气的器具内，置干燥通风处离地存放；困干。

6质量要求

6．1感官指标

应符合表1规定。

表1感官指标

质量规格
项 目

条丹参 选丹参 统丹参

根，长圆柱形，长度15．o cm 根，长圆柱形，略弯曲，长短粗 根，长圆柱形，略弯曲，
形状

以上，直径0．5 cm以上 细不等，外观基本完整 具根茎

色泽 表面暗棕红色或红色

断面 灰黄色或黄白色，导管束黄白色，呈放射性状排列

气味 气微，味微苦涩



6．2理化指标

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2理化指标

GB／T 22745--2008

项 目 条丹参 选丹参 统丹参

水分／％ ≤ 13．o 13．o 13．o

总灰分／％ ≤ 7．o 7．o 9．0

酸不溶性灰分／％ ≤ 2．o 2．o 2．5

水溶性提出物／％ ≥ 35．o 35．o 35．o

醇溶性浸出物／％ ≥ 15．o 15．o 15．o

丹参酮Ⅱ．(c，。H㈣0)／％ ≥ o．35 o．35 o，3

丹酚酸B(c3eHaoO“)／“ ≥ 6．5 6．5 6．o

6．3安全质量指标

6．3．1 重金属及有害元素含量指标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年版一部》执行，见表3。

表3重金属及有害元素含量指标

项 目 指 标

铅(Pb)／(mg／kg) ≤ 5

镉(cd)／(mg／kg) ≤ 0．3

砷(As)／(mg／kg) ≤ 2

汞(Hg)／(mg／kg) ≤ 0．2

铜(cu)／(mg／kg) ≤ 20

6．3．2农药残留量指标

应符合表4的规定。

表4农药残留量指标

项 目 指 标

六六六(BHC)／(mg／kg) ≤ O．1

滴滴涕(DDT)／(mg／kg) ≤ 0．1

乙酰甲胺磷(acephate)／(mg／kg) ≤ 0．2

乐果(dimethoate)／(mg／kg) ≤ 1．0

敌敌畏(dichlorvos)／(mg／kg) ≤ 0．2

敌百虫(trichIDrphon)／(mg／kg) ≤ O．1

辛硫磷(phox／m)／(mg／kg) ≤ 0．05

溴氰菊酯(deltamethrin)／(mg／kg) ≤ 0．2

氰戊菊酯(fenvalerate)／(mg／kg) ≤ 0．05

抗蚜威(pirimicarb)／(mg／kg) ≤ 1．0

多菌灵(carbendazim)／(mg／kg) ≤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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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试验方法

7．1感官指标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7．2理化指标

7．2．1水分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7．2．2总灰分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7．2．3酸不溶性灰分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7．2．4水溶性浸出物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7．2．5醇溶性浸出物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7．2．6丹参酮Ⅱ．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7．2．7丹酚酸B

2005年版一部》附录ⅡB“药材检定通则”执行。

2005年版一部》附录ⅨH“水分测定法”第一法的规定测定。

2005年版一部》附录ⅨK“灰分测定法”的规定测定。

2005年版一部》附录ⅨK“灰分测定法”的规定测定。

2005年版一部》附录X A“水浸出物测定法”冷浸法的规定测定。

2005年版一部》附录X A“醇浸出物测定法”热浸法的规定测定。

2005年版一部》丹参项下的含量测定方法。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年版一部》丹参项下的含量测定方法。

7．3安全质量指标的检验

7．3．1铅、镉、砷、汞、铜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年版一部》附录ⅨB“铅、镉、砷、汞、铜”测定法的规定测定。

7．3．2有机氯类、有机磷类、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残留量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年版一部》附录ⅨQ“农药残留量测定法”的规定测定。

8检验规则

8．1组批

以同一时间、同一产区、同一生产单位生产的产品为一批。

8．2抽样方法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年版一部》附录ⅡA“药材取样法”执行。

8．3检验分类

8．3．1交收检验

8．3．1．1每批产品交收前应经生产单位质检部门进行检验，检验合格并附有合格证的产品方可交收。

8．3．1．2交收检验项目包括：感官要求、水分、总灰分、丹参酮Ⅱ。、丹酚酸B。

8．3．2型式检验

8．3．2．1型式检验项目为第6章规定的全部检验项目。

8．3．2．2正常生产时，每个采收季节进行一次型式检验，有下列情况之一时也应进行：

a) 企业首次批量生产前；

b) 生长环境、栽培或加工技术有重大改变，可能影响产品质量时；

c) 国家质量技术监督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时。

8．4判定规则

8．4．1 检验结果全部符合本标准规定质量要求的产品，则为合格产品。

8．4．2凡霉变、有污染或所检指标中有一项不符合质量要求的产品，则判该批产品为不合格。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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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复检

对检验结果有争议时，应对留样进行复检，或在同批产品中重新按8．2抽样方法规定加倍抽样，对

不合格项目进行复检，以复检结果为准。

9标签、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9．1标签、标志

包装物上应标注地理标志产品标志，注明品名、产地、规格、毛重、净重、生产者、生产日期或批号、产

品标准号等。

9．2包装

包装物应洁净、干燥、无污染，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05年版一部》要求。

9．3运输

不得与农药、化肥等其他有毒有害物质混装。运载容器应具有较好的通气性，以保持干燥，应防雨、

防潮。

9．4贮存

仓库应具备透风除湿设备，货架与墙壁的距离不得少于1 m，底层货位距离地面不得小于20 cm。

入库丹参水分不得超过13％，不得与有损丹参质量的物质混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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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附录A

(规范性附录)

方城丹参(裕丹参)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图

方城丹参(裕丹参)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见图A．1。

图A．1 方城丹参(裕丹参)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图



B．1种源

附录B

(资料性附录)

栽培和加工

GB／T 22745--2008

B．1．1种质

在野生方城丹参(裕丹参)保护区，选择生长健壮的唇形科鼠尾草属植物丹参单株；于6月份，种子

成熟2／3时采种。

B．1．2繁育

用野生种子作株圃，剔出劣株、变异株，采用两圃制繁育种子，采集二至三年龄种株的种子为原种

育苗。

B．2育苗

B．2．1整地

苗床地每667 m2施丹参有机复合肥50 kg；翻耕30 cm，耙细、起垄，垄面净宽1．2 132，垄高0．25 m，

耙匀整平，垄边拍实备用。

B．2．2播期

7月中旬至7月底。

B．2．3播种

每667 m2用种子4 kg(6 g／m2)，均匀地撤播在苗床上；轻拍、压一遍；然后在苗床上覆一层秸秆，喷

水使秸秆湿透，苗床透墒。

B．2．4苗床管理

B．2．4．1洒水

播种后，根据墒情，适时洒水，保持苗床湿润。

B．2．4．2除遮盖物

播种后7 d～10 d出苗；待苗长出2片真叶时，移除遮盖物。

B．2．4．3拔草

除去遮盖物后要及时拔除杂草。

B．2．4．4起苗

起苗时如苗床过干，应浇透水，晾至苗床土壤水分适中时起苗。剔除弱苗、残苗、不完全发育苗，选

壮苗每50棵捆成一束，单层平码在潮湿、阴凉处备用。种苗存放时问不得超过10 d。

B．2．4．5运苗

短途散运；长途运输用透气编织袋包装，途中遮阳通风。

B．3大田整地

B．3．1耕地

秋收后，适时深耕，直接施人底肥。
7



GB／T 22745--2008

B．3．2施肥

B．3．2．1施肥原则

有机肥、无机肥相结合，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以基肥为主，追肥为辅。禁用城市垃圾、污泥、工

业废渣及未经无害化处理的有机肥。

B．3．2．2施肥指标

根据土壤肥力大小确定施肥量，一般基肥的施人量：氮肥为总氮施肥量的80％，磷肥为总磷施肥量

的60％～70％，钾肥为总钾施肥量的70％以上。扣除基肥部分，其余作追肥施人，追肥时间8月底至

9月初。土壤微量元素缺乏地区，还应针对缺素状况增加追肥的种类和数量。

B．3．2．3推荐施肥量

按氮(N)：磷(P。O。)：钾(K。O)1：1．5：1．2的比例，每667 m2施入氮6 kg～8 kg。

B．3．3起垄

90 ClTI起一垄，垄高25 cm，垄面宽50 cm。

B．4移栽

B．4．1移栽时间

lO月下旬至12月上旬。

B．4．2密度

每垄2行，行距30 cm，株距15 cm～20 Cm，三角状定苗，667 m2植8 000株～10 000株。

B．4．3方法

移栽时应挖深穴，浇足水，高封土，覆土埋封至子叶处，芦头部分全部埋人土中，用力压实。

B．5覆膜

移栽后要及时覆盖地膜，地膜规格宽80 cm；地膜紧贴垄面，两边压实，每1．5 m～2 m横压一次，不

要压苗。

B．6掏苗

4月上旬掏苗，苗掏出后孔口用土封严压实。

B．7田间管理

B．7．1查苗补栽

掏苗时查苗补栽，补栽时选用较大种苗。

B．7．2除草

4月初起，及时除草，禁止使用化学除草剂。

B．7．3摘花穗

4月份至9月份丹参抽穗期及时摘除花穗。

B．7．4追肥

根据植株生长情况，8月份至9月份进行追肥一次，用硫酸钾型复合肥与饼肥混合腐熟。

B．7．5排涝

雨天，清沟排涝，防止田问积水。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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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8病虫害防治

B．8．1防治原则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

B．8．2防治方法

对丹参生长危害较大的病虫害是根腐病和根结线虫，以预防为主；采用农业措施，与禾本科植物轮

作两年以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