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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刂   舀

本标准根据《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与 GB/T17924《 地理标志产品标准通用要求》制定。

本标准代替 GB19086 2003《 原产地域产品 文 山三七》。

本标准与 GB19086— ⒛03相 比主要变化如下 :
— —

标准属性由强制性国家标准改为推荐性国家标准;
——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颁布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规定》,将标准名称改为《地理标志

产品 文 山三七》;
——简化了产品的规格 ;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9005年 版 一 部》调整了三七的人参皂苷 Rm、 皂苷 R田 、Rb】和皂

苷 Rl百 分比含量 ;
——补充增加了卫生指标项 目;
——补充完善了三七皂苷含量的测定方法。

本标准的附录 A、附录 B、附录 C、附录 D、附录 E、附录 F、附录 G为 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全国原产地域产品标准化工作组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 :云南省文山州三七科学技术研究所、云南省文山州三七特产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崔秀明、雷绍武、王朝梁、陈中坚、冯光泉、陈昱君、张宏春 、马成英。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19086-— 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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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产品 文 山三七

1 范 围

本标准规定了文山三七的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及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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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保护的文山

三七。

2 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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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期的引用文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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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3095 环 境空气质量标准

GB/T4789.2 食 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菌 落总数测定

GB/T4789.3 食 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大 肠菌群测定

GB/T4789.15 食 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 霉 菌和酵母计数

GB/T5009.11 食 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GⅣ T5009.12 食 品中铅的测定

GB/T5009.15 食 品 中 镉 的 测 定

GB/T5009.17 食 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GB/T5009.19 食 品中六六六、滴滴涕残留量的测定

GB/T5009.136 植 物性食品中五氯硝基苯残留量的测定

GB508厶  农 田灌溉水质标准

G吖 T14769 食 品中水分的测定方法

GB15618 土 壤环境质量标准

SN O281 出 口水果中甲霜灵残留量检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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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 山 三 七  Wenshan sanqi

在中国云南省文山州境内,海拔 1⒛ Om~2000m,按 规范技术种植、采收的五加科人参属植物三

七 PΩ 饣a￡ ″ o莎 ogj″ sc9ag(Burk.)F.H。 Chcn的 根 、茎 叶 、花 及 其 初 加 工 品 的 三 七 粉 和 三 七 切 片 。 三 七 原 植

物图见附录 A。

3.2

头  mam root

俗称 ,表示三七大小专用规格单位 ,指质量为 500g的 干燥三七主根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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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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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剪 口  rhizt,me

经加工后根茎的俗称。

3.4

篾犭豸氏  branch root

中部直径大于 0.4cm支 根的俗称。

3,5

毛根  fibre

须根及中部直径小于 0.4cm支 根的俗称。

3.6

春 三 七   chun sanqi

摘除花苔后采挖的三七。

夂 =七
  dong sanqi

留种后采挖的三七。

三七花 flower of mnqi

三七花序的干燥品。

3.9

三 七 茎 叶  stem and ieaf of sanqi

三七植株茎和叶的干燥品。

3.10

=七
粉  sanqi powder

三七根部经粉碎后的初加工制品。

3. 11

三 七 切 片  sanqi曲 ce

鲜三七主根经切片干燥后的初加工制品。

4 地 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

文山三七地理标志产品保护范围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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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批准的范围,见附录 B。

5 要 求

5.1 种 植环境

5,1.1 空 气质量

空气环境质量符合 GB3095二 级标准规定的要求。

5.1,2 水 质

水质应符合 GB5084二 级标准规定的要求。

5,1.3 土 壤

土壤环境应符合 GB15618二 级标准规定的要求。土壤 pH值 应在 5.5~7.0之 间。

5.1.4 气 候环境

日照时数应)1500h,≥ 10℃ 有效积温为 5000℃ ~6ooo℃ ,年降雨量 900mm~13oo mm。 无

霜期应为 300d以 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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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5 地 理环境

应 选 择 北 纬 23° 30′ 附 近 ,海 拔 1⒛ Om~2000m之 问 的 特 定 区 域 。

5.2 生 产用种

应选用海拔 1zO0m~1600m范 围内生产的三年生三七健康种子作为生产用种。

5,3 栽 培技术

5.3.1 建 棚

人工搭建荫棚应做到透光均匀一致 ,透光率为 8%~20%之 问。

专用遮阳网荫棚 :选用 8%~20%透 光率的三七专用遮阳网作荫棚材料 ,支撑柱按 3m× 1.8m布

局 ,荫棚高 1.8m左 右。

传统荫棚 :选用作物蒿杆、山草或杉树枝等作荫棚材料 ,支撑柱按 1.7m× (1.7m~2。 Om)布 局 ,荫

棚高 1.6m左 右。

5,3.2 作 床

平 地 、缓 坡 地 床 高 为 20cm~25cm,坡 地 床 高 为 15cm~20cm。 床 宽 为 120cm~140cm。

5.3.3 播 种和移栽

播种和移栽时间为 12月 中下旬至翌年 1月 中下旬。三七种子和种苗应进行优选和分级 ,并根据种

子和种苗质量分级播种和移栽。在播种和移栽前可选用附录 C规 定的一至两种杀菌剂进行种子、种苗

浸种处理。

5.3.4  施 Ⅱ巴

底肥用充分腐熟的有机肥或细土将三七种子或种苗覆盖 ,以见不到种子或种苗为宜。追肥以有机

肥为主。有机肥包括家畜粪便、灶灰、油枯、骨粉 ,不包括人粪尿。有机肥在施用前充分腐熟。追肥采用

农家肥适量 ,可用生物肥、硫酸钾于 4月 ~6月 追肥一次,8月 ~10月 追施第二次 ,视生长情况追施草木

灰适量 。三七的整个施肥过程禁止使用硝态氮肥。

5.3.5 农 药使用准则

特殊情况下应使用农药时,应严格遵守以下准则 :

a) 允 许使用植物源农药、动物源农药、微生物源农药和矿物源农药中的硫制剂、铜制剂。

b) 严 禁使用剧毒、高毒、高残留或者具有
“
三致

”
(致癌 、致畸、致突变)农 药(见 附录 D)。

c) 允 许有限度地使用部分有机合成化学农药(见附录 C)。

d) 最 后一次施药距采收(包括根部、花、茎叶)问 隔天数不得少于 20d。

c) 应 提倡交替使用有机合成化学农药 ,如生产上实属需要 ,混配的化学农药只允许选用附录 C

中列出的种类。

f) 在 三七栽培中禁止使用化学除草剂。

5.3.6 采 收

种苗 :种苗收获根据移栽的时问而定 ,为 12月 中下旬至翌年 1月 中下旬采挖。

三七花 :三七花的采收年限为二年生以上 ,采收时间为 7月 ~8月 ,方法为当花苔生长至 5cm左 右

的花蕾时人工采摘。

果实 :当三七果实颜色由绿转为红色并具光泽时即成熟 ,可分批采摘、分批贮藏。贮藏方法 :三七果

实采收后即洗去果皮 ,湿砂保存各用。

根部 :三七根部的采收年限为三年生以上 ,不 留种三七根部的采收时间为 10月 ~11月 ,留种三七

根部的采收时间为摘除果实后 20d~30d。

三七茎叶:二年生三七茎叶的采收时间为 12月 至翌年 2月 ,三年生以上与根部的采收同时进行。

5.4 加 工技术

5.4.1 加 工工艺流程

三七的整个加工过程在洁净环境中进行 ,加工工艺流程图见图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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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三 七加工流程图

5.4,2 分 选

分选出三七根部 、三七茎叶、三七花。

5.4.3 清 洗

用洁净水快速清洗 ,除去泥沙等杂物。

5.4.4 三 七花的干燥

三七花清洗后晾晒或烘烤至含水量 13%以 下。

5.4,5 三 七茎叶的干燥

三七茎叶清洗后 ,晾晒至含水量 13%以 下。

5.4.6 三 七根部的干燥和分级

5.4.6.1 去 毛 根 。

5,4.6.2 初 步干燥 :将鲜三七晾晒至含水量 40%~50%,或 在 30℃ ~40℃ 条件下烘烤干燥至含水量

40%~50%。

5.4,6.3 修 剪 :用剪刀将支根、根茎及过长的主根剪下。

5.4.6.4 干 燥 :将三七主根、根茎 、支根、毛根分别晾晒至含水量 13%以 下 ,或在 40℃ ~45℃ 条件下烘

烤干燥至含水量 13%以 下。

5.4,6.5 分 级 :干燥后按附录 E的 要求分级。

5.5 感 官指标

5.5.1 三 七主根呈类圆锥形或圆柱形 ,长 1cm~6cm,直 径 1cm~4cm。 表面本色为黄褐色至棕褐色

或灰褐色、灰黄色,有断续的纵皱纹及支根痕。顶端有茎痕、周围有瘤状突起。体重 ,质坚实 ,断面呈灰

绿色、黄绿色、墨绿色 ,木质部微呈放射排列(习称菊花心)。气微 ,味苦回甜。

5.5.2 春 三七外形饱满 ,表面皱纹细密而短或不明显。断面常呈灰绿色,木质部菊花心明显 ,无空穴。

5.5.3 冬 三七外形不饱满 ,表面皱纹多且深长或呈明显的沟槽状。断面常呈黄绿色 ,木质部菊花心不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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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剪口、筋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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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显 ,多 有空穴 。

5.5.4 筋 条 呈 圆 柱 形 ,长 1cm~6cm,上 端 直 径 约 0,8cm,下 端 直 径 约 0.3cm。

5.5.5 剪 口呈不规则皱缩块状及条状 ,表面有数个明显的茎痕及环纹 ,断面中心呈灰白色 ,边缘灰色。

5.5.6 三 七花呈半球形、球形或伞形 ,直径 0.5cm~2.5cm,总 花梗长 0.5cm~4.5cm,圆 柱形 ,常弯

曲,具细纵纹。展开后 ,小花柄长 0,1cm~1.5cm。 基部具鳞毛状苞片。花萼黄绿色,顶端 5齿 裂。剖

开观察 ,花瓣 5,黄 绿色。花药椭圆形 ,背着生 ,内 向纵裂 ,花柱 2枚 ,基部合生。质脆易碎。气微 ,味 甘

微苦。

5.5,7 三 七茎叶长 25cm~50cm。 茎常皱缩扁平或类方形 ,纵棱明显 ,近基部 2cm~3cm处 黄白色,

上部灰绿色 ,直径 1.5cm~2cm,顶 端轮生 3枚 ~4枚 掌状复叶,总叶柄长 5cm~10cm,具 纵棱。小叶

片 3枚 ~7枚 。展开后 ,小叶片呈圆状倒卵形或椭圆形 ,长 3cm~12cm,宽 1.5cm~4cm,中 央叶片较

大 ,两侧 2片 较小 ,顶端长尖 ,基部圆形或偏斜 ,边缘有锯齿 ,齿端或两齿间有刺状毛,两面沿叶脉有小刺

状毛 ,黄绿色。质脆易碎 ,味苦回甜。

5.5.8 三 七粉为灰黄色或浅黄色的细粉 ,细度 350um以 下。

5.5.9 三 七切片的纵切片呈长类圆形或不规则片状 ,横切片呈圆形。

5.6 质 量分级

5.6.1 文 山三七质量分级应符合附录 E的 规定 ,合格品应无杂质、无虫蛀、无霉变、无异味。

5.6.2 等 级与规格

5.6.2.1 规 格 :分 为 10头 、⒛ 头 、 30头 、孜 0头 、 60头 、 80头 、无 数 头 、剪 口 、 筋 条 、 毛 根 、 花 、 茎 叶 十 二 个

规格 。

5.6.2.2 等 级 :分 为优等品和合格品两个等级 。

5.7 理 化指标

理化指标应符合表 1的 规定 。

表 1 理 化指标

项   目 优 等  品 合 格  品

皂苷含量/%

主根(R砂 +R"+R】 )        ≥ 5.5 5.o

剪口(R砂 +Rbl+R)         ≥ 7.0

筋条(Ru+R"+R)        ≥ 5.5

毛根(R妒 +Rbl+R)        ≥ 3.0 2.5

花(Rn+Rb3)            ≥ 3.0

茎叶(R"+Rb3)          ≥ 1.3

三七粉(R矿 +R"+Rl)       ≥ 5.5 5.o

三七切片(R:1+Rbl+Rl)      ≥ 5.5 5.0

总灰分含量/%

主 根 ≤ 6.0

剪 口                ≤

筋条              ≤

6.0

5~0

7.5

7~0

毛根               ≤

花                ≤

茎叶              ≤

工七粉             ≤

12.o

9.0

7.0

5.0

l/l。5

10.0

8.0

7.0

三七切片             ≤ 6.o

酸不溶性灰分/%                  ≤ 3.0

水分含量/%                    ≤ 12.0

注 :Ru、 Rm、 Rb3为 人 参 皂 苷 ,Rl为 三 七 皂 苷 。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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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卫 生指标

各项卫生指标应符合表 2的 规定 。

表 2 卫 生指标

6 试 验方法

6.1 样 品制备

样品经粉碎至细度 350um以 下 ,干燥密封各用。

6.2 感 官指标

6.2.1 用 显微镜对照附录 F进 行显微鉴别。主根末灰黄色。淀粉粒甚多,单 粒圆形、半 圆形 ,直 径

4um~30um;复 粒 由 2粒 ~10粒 分粒组成。树脂道碎片含黄色分泌物 ,梯 纹、网纹及螺纹 导管

15um~55um。 草酸钙簇晶少见 ,直径 50um~80um。

6.2.2 采 用相应感量的计量器具测量三七的各个部位 ,观察其外观 ,尝其味,并与 5.5的 要求相比较。

6.3 质 量分级

6.3.1 头 数测定方法

取适量(不少于 ⒛Og)的 平均样 ,称取质量(精确到 0.1g)后 ,准确计数三七个数 ,按式(1)计 算 :

三七头数 =500g× 样品三七个数 /样 品质量(g) · ⋯⋯⋯⋯⋯⋯⋯··(1)

6.3.2 其 他按照附录 E的 规定执行。

6.4 理 化指标

6.4.1 理 化鉴别

6.4.1.1 取 样品粉末 0.5g,加 水 5mL,60℃ ±1℃ 温浸 30min(或 冷浸振摇 1h),过 滤 ,取滤液适量 ,

置试管中,塞紧,用力振摇 1min,产 生持久性泡沫。

6.4.1.2 取 样品粉末 2g,加 甲醇 15mL,温 浸 30min(或 冷浸振摇 1h),过 滤。取滤液 1mL,蒸 干 ,加

醋酐 1mL,硫 酸 1滴 ~2滴 ,显黄色,渐变为红色、紫色、青色、污绿色。所得滤液数滴 ,点于滤纸上 ,干

后置紫外灯(365nm)下 观察 ,显淡蓝色荧光,滴加硼酸饱和的丙酮溶液与 10%枸 橼酸溶液各 1滴 ,干后

置紫外灯下观察 ,有强烈的黄绿色荧光。

6.4.1.3 图 谱鉴别(仲裁法)按 6.4。4.1的 方法操作(图谱见附录 G)。

6.4,2 水 分测定方法

按 GB/Tl4769的 规 定 。

6

项   目 指  标

农药残留量

六六六(总 BHC)/(mykg)  ≤ 0.1

滴滴涕(总 DDT)/(mg/kg)  ≤

五氯硝基苯/(mg/kg)    ≤ o.02

甲霜灵/(mg/kg)      ≤

重金属含量

铅(以 Pb计 )/(mg/kg)    ≤ 5.0

镉(以 Cd计 )/(m酽 kg)    ≤ 0.5

汞 (以 Hg计 )/(mg/kg)     ≤

砷(以 Λs计 )/(m酽 kg)    ≤ 2.0

微生物指标

菌落总数/(个 /g)      ≤ 30000

大肠菌群/(个 /100g)    ≤

霉菌数/(个 /g)       ≤

注 :微 生物指标仅限于三七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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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3 总 灰分和酸不溶性灰分测定方法

按《中华人 民共和国药典 ⒛ 05年 版 一 部 》附录Ⅳ K的 规定 。

6.4.4 皂 苷含量测定方法

皂苷测定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 。

6.4.4.1 色 谱条件与系统适用性试验

用十八 烷 基硅 烷键 合 硅 胶 为填 充 剂 ;以 乙腈 和水 为 流动相 ,按 表 3进 行梯 度 洗 脱 ;流 速 每 分 钟

1.0mL;检 测波长 203nm。 理论板数按人参皂苷 R妒 峰计算应不低 于 6000;人 参皂苷 Rd峰 和三七皂

苷 R1峰 的分离度应大于 2。0。

表 3 色 谱条件

6.4.4.2 对 照品溶液的制备

精密称取对照品人参皂苷 R创 、R"、 Rb3及 三七皂苷 R〗 加 70%甲 醇制成含对照品 1mg/mL的

溶液。

6.4,4,3 供 试样品溶液的制备

称取二七粉末样品 2g(花 为 4g,茎 叶为 8g),加 入 8倍 ~10倍 量甲醇,超声提取 60min,离 心 ,重

复提取 3次 ,合并上清液 ,浓缩 ,然后用 0.5um滤 膜过滤 ,定容至 50mL。

6.4.4.4 测
定 和 计 算

分别精密吸取上述四种对照品溶液 20uL与 供试样品 20uL,注 入高效液相色谱仪 ,测定 ,三七皂

苷含量按式(2)计 算 ,三七花皂苷含量按式(3)计 算 ,三七茎叶皂苷含量按式(4)计 算。

三 七 皂 苷 含 量 (%)=2.5× C标 × A佯 /A标   ⋯

⋯ ⋯ ⋯ ⋯ ⋯ ⋯ ⋯
(2)

三 七 花 皂 苷 含 量 (%)=1.25× C标 × A样 /A标   ⋯

⋯ ⋯ ⋯ ⋯ ⋯ ⋯ ⋯
(3)

三 七 茎 叶 皂 苷 含 量 (%)=0.625× C标 × A样 /A标  ⋯

⋯ ⋯ ⋯ ⋯ ⋯ ⋯ ⋯
(4)

式中:

c标~~对 照品溶液浓度 ,单位为毫克每毫升(mg/mL);

A佯 ~~样 品峰面积;

A标 ~~对 照品峰面积。

6,5 卫 生指标

6.5.1 农 药残留量测定方法

6.5.1.1 六 六 六 、 滴 滴 涕 按 GB/T5009.19的 规 定 。

6,5.1.2 五
氯 硝 基 苯 按 GB/T5009,136的

规 定 。

6.5,1,3 甲
霜 灵 按 SN0281的

规 定 。

6.5.2 重 金属含量测定方法

6.5.2.1 铅 按 GB/T5009.12的 规 定 。

6.5.2.2 镉 按 GB/T5009.15的
规 定 。

6.5.2.3 汞 按 GB/T5009.17的
规 定 。

6.5.2.4 砷
按 GB/T5009.11的 规 定 。

时间/mh A:乙 腈/% B: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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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3 微 生物指标

6.5.3.1 菌 落总数测定方法

按 GB/T4789.2的
规 定 。

6.5.3.2 大 肠菌群测定方法

按 GB/T4789.3的
规 定 。

6.5.3.3 霉 菌测定方法

按 GB/T4789.15的
规 定 。

7 检 验规则

7.1 组 批

同一经销商的同一产区产品可作为一个检验批。

7.2 抽 样方法

检验从每一货批中随机抽取 2kg,取 1kg样 品作为制备实验室样品,1kg样 品作为备样保存。

7.3 检 验项目

对理化指标和卫生指标及质量分级(附录 E所 列项 目)做全项检查。

7.4 判 定规则

经检验按相应等级判定。其中卫生指标不复测 ,其他指标不合格允许加倍取样复检 ,以复检结果判

定相应等级。

8 标 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8.1 标 志

包装物上应标注地理标志产品专用标志、注明品名、产地、规格 、等级、毛重、净重、生产者、生产 日期

或批号、产品标准号。

8.2 包 装

包装物应洁净 、干燥、无污染 ,符合国家有关卫生要求。

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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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4 贮 存

加工好的文山三七产品应有仓库进行贮存 ,不得与对三七质量有损害的物质混贮 ,仓库应具各透

风、除湿设各 ,货架与墙壁的距离不得少于 1m,离 地面距离不得少于 20cm,人 库产品注意防霉、防虫

蛀。水分超过 13%不 得人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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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原植物见图 Λ。1。

附 录  A

(规 范性附录)

三七原植物图

图 A。1 三 七原植物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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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 范性附录)

三七栽培中允许使用的化学农药

三七栽培中允许使用的化学农药见表 C.1。

表 C。1

种 类 农药名称 施用方法及一年最多使用次数 常用药量

最后一次施药

距采挖间隔期/

天

杀

虫

剂

辛硫磷 50%乳 油、喷雾、1次 15mL/次 ~20mI冫
/次

抗蚜威 50%可 湿性粉剂 、喷雾、1次
10g/(次

·
667m2)~

20g/(次
·

667m2)

敌百虫 90%晶 体、喷雾、1次
75g/(次 · 667m2)~

100g/(次 · 667m2)

溴氰菊酯 2.5%乳 油、喷雾、1次 1500倍 ~800倍

杀

螨

剂

克螨特 73%乳 油、喷雾、1次 800倍 ~500倍

复方浏阳霉素 20%乳 油、喷雾、1次 500倍 ~300倍

杀

菌

剂

代森铵 50%水 剂 、喷雾 、1次 ~2次 800倍 ~500倍

代森锌 80%可 湿性粉剂 、喷雾 、3次 ~5次
150g/(次

·
667m2)~

250g/(次
·

667mz)

代森锰锌 70%可 湿性粉剂 、喷雾、2次 ~3次
sO g/(次

· 667m2)~

75g/(次
· 667m2)

克霉灵(乙磷铝) 40%可 湿性粉剂、喷雾、2次 ~3次
50g/(次

·
667m2)

甲基托布津 70%可 湿性粉剂、喷雾、2次 ~3次
600倍

~400倍

乙烯菌核利

(农利灵)
50%可 湿性粉剂、喷雾、2次 ~3次 500倍 ~300倍

甲霜灵锰锌

(瑞 毒霉锰锌)

58%可 湿性粉剂 、喷雾、3次 ~5次

或拌种
0.  a g/50kg f f f

杀毒矾锰锌 64%可 湿性粉剂、喷雾 、3次 ~5次 1000倍 ~500倍

福美双 50%可 湿性粉剂拌种
75g/(次 ·

667m0~

100g/(次 · 667m2)

三唑铜(粉 锈宁) 20%可 湿性粉剂 、喷雾、1次 ~2次 1000倍 ~500倍

扑海因 50%可 湿性粉剂、喷雾、2次 ~3次
100g/(次 · 667m2)~

150g/(次 · 667m2)

百菌清 75%可 湿性粉剂 、喷雾、1次 ~2次 500倍 ~300倍

菌核净 ‘0%可 湿性粉剂 、喷雾 、3次 ~5次
30g/(次

·
667m2)~

60g/(次
·

667m2)

富士一号 40%可 湿性粉剂 、喷雾、1次 ~2次 5oo ffi

腐霉利 50%可 湿性粉剂、喷雾 、2次 ~3次 600倍 ~500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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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C.1(续 )

施用方法及一年最多使用次数

最后一次施药

距采挖间隔期/

天

80%可 湿性粉剂、喷雾 、2次 ~3次

56%可 湿性粉剂 、喷雾 、2次 ~3次

45%可 湿性粉剂、喷雾、2次 ~3次

70%可 湿性粉剂 、喷雾 、1次

或土壤处理

600倍

~400倍20%可 湿性粉剂、喷雾、2次 ~3次噻枯唑(叶 枯宁)

10%世 高水分散颗粒剂、喷雾 、

2次 ~3次

69%可 湿性粉剂、喷雾、3次 ~4次

1200倍 ~800倍

450倍 ~360倍

600倍 ~400倍20%可 湿性粉剂 、喷雾 、1次

,5%可 湿性粉剂、喷雾、2次 ~3次 |      150倍

72%可 湿性粉剂、喷雾、2次 ~3次 |     3000倍

50%水 剂、喷雾 、2次 ~3次

注:表 内系目前允许使用的农药品种,新农药的使用应经有关技术部门试验并经过批准。

农用链霉素

云大-120

(三 七专用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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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 范性 附录)

三七栽培 中禁用的化学农药

三七栽培 中禁用 的化学农药见表 D。1

表 D.1 三 七栽培中禁用的化学农药

种 类 农 药 名 称 禁 用 原 因

有机氯杀虫剂
滴滴 涕 (DDT)、 六 六 六 、林 丹、甲氧 高 残 毒

DDT、 硫丹、艾氏剂、狄氏剂
高残毒

有机氯杀螨剂 三氯杀螨醇 工业品中含有一定数量的滴滴涕

有机磷杀虫剂

甲拌磷 、乙拌磷 、久效磷 、对硫磷 、甲基对硫磷 、

甲胺磷 、甲基异柳磷 、治螟磷、氧化乐果、磷胺 、

地虫硫磷 、灭 克磷 (益 收宝)、水胺硫磷 、氯 唑

磷、硫线磷、杀扑磷 、特 丁硫磷 、克 线丹、苯线

磷 、甲基硫环磷

剧毒 、高毒

氨基 甲酸酯杀虫剂
涕灭威、克百威、灭多威 、丁硫克百威 、丙硫克

百威
高毒、剧毒或代谢物高毒

二叩基 甲脒类杀虫剂 杀虫脒 慢性毒性 、致癌

卤代烷类熏蒸杀虫剂 二溴甲烷 、环氧乙烷、二溴氯丙烷 、溴甲烷 致癌、致畸、高毒

有机砷杀菌剂
甲基砷酸锌 (稻 脚青)、甲基砷酸钙 (稻 宁〉、甲

基砷酸铵(田 安)、福美甲砷 、福美砷 、退菌特
高残毒

有机锡杀菌剂
三苯基醋酸锡 (薯 瘟锡)、三苯基氯化锡、三苯

基羟基锡(毒 菌锡)
高残留、慢性毒性

有机汞杀菌剂 氯化乙基汞(西力生)、醋酸苯汞(赛力散) 剧毒、高残毒

取代苯类杀菌剂 五氯硝基苯、稻瘟醇(五氯苯甲醇) 致癌、高残毒

2,4D类 化合物 除草剂或植物生长调节剂 杂质致癌

二苯醚除草剂 除草醚、草枯醚 慢性毒性

植物生长调节剂 有机合成的植物生长调节剂

除草剂 各类除草剂

注 :表 内系 目前禁用或限用的农药品种 ,将随国家新规定而修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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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1 文 山三七感宫分级见表 E.1。

附 录  E

(规 范性附录)

文 山三七感官分级

表 E.1 文 山三七感官分级

品种和规格 个   数 优 等  品 合 格  品

10头

20头

30头

40头

≤ 10

11-20

21'`ˇ 30

31'`ˇ 40

三七外观饱满、光滑、体形较圆、无

病斑、无异味的春三七

三七外观不饱满 、可有 沟槽 状 ,体

形较长、无病斑 、无异味

60头 41-60

80头 61'`ˇ 80

无数头 ')80 无病斑、无异味

剪 口
体形较大 ,外 观饱满无病斑 、无异

味的春三七剪 口
无病斑、无异味

筋 条 洁净、较粗 、均匀 、无病斑 、无异味 洁净、较细、无病斑 、无异味

毛根 洁净 、干燥 、较粗 、断根少、无异味 较细、干燥 、可有较多断根 、无异味

三七 花

三年生花、颜色深绿、干燥 、花序完

整、小花未开放 ,柄 长小 于 2cm。 无

杂质 、霉变 、异味

两年生 或三 年 生花、颜 色深 绿一黄

绿 、花序较完整、可有少数小花开放 ,

干 燥 、柄 长 2cm~4.5cm。 无 杂 质 、

霉变、异味

茎 叶
颜色绿、干燥 、无 杂质 、无霉变、无

异味

颜 色 黄 绿 、干 燥 ,无 杂 质 、霉 变 、

异味

三七粉

120头 以上 三七 或筋 条加 工 的细

粉 ,细度为 150um~250um,灰 黄色

或浅 黄色 ,味 苦 而 微 甘 ,干 燥 ,无 杂

质、霉变

120头 以上 三七 或筋 条 加 工 的细

粉 ,细度为 150um~350阝 m,灰 黄色

或浅 黄色 ,味 苦 而微 甘 ,干 燥 ,无 杂

质、霉变

三七切片

纵 切 片 长 约 4cm~5cm,宽 1cm~

2cm,厚 0.1cm~0.2cm,横 切 片 直

径 1cm~2cm,厚 0.1cm~0.2cm,

切角呈黄绿色或灰绿色 。质脆 而坚

实 ,味 苦而微甘 ,干燥 ,无杂质 、霉变

纵 切 片 长 约 4cm~5cΠ l,宽 1cm~

2cm,厚 0.1cm~0.2cm,横 切 片 直

径 1cm~2cm,厚 0.1cm~0.2cm,

切角呈黄绿 色或灰 绿色 。质脆 而坚

实 ,味苦而微甘 ,干燥 ,无杂质 、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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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显微鉴别见 图 F.1。

1— —淀粉粒 ;

2—— 树脂道 ;

3— —导管 ;

4— —草酸钙簇晶;

5— —木栓细胞。

m 亠

Q邸 昏 oJ° ∵ 锣

附 录  F

(规 范性附录)

三七显微鉴别 图

图 F。1 三 七显微鉴别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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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七的图谱鉴别见图 G.1。

06

时问/min

a)剪 口

25

时间/min

c)筋 条

25

时间/min

Θ 花

图 G.1

附 录  G

(规 范性附录)

三七的图谱鉴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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