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B 05 
 
 

苏 农业 标州市 地方 准 
DB3205 

DB3205/T 158-2008

绿色食品  山药生产技术规程 
 

 

 

2009－03－01发布 2009－03－01实施 

江苏省苏州质量技术监督局  发布 



DB3205/T 158-2008 

I 

 前   言 

本标准按 GB/T 1.1—200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和 GB/T 1.2—2002

《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2部分：标准中规范性技术要素内容的确定方法》编写。 

本标准由苏州市农林局提出。 

本标准起草单位：太仓市作物栽培指导站。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杨云娣、和凯、顾丽、吴建国、陈红燕、朱晓峰、李寿其。 

 

 

 



DB3205/T 158-2008 

1 

绿色食品  山药生产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绿色食品山药的术语和定义、产地环境、生产技术措施、病虫害防治、采收及生产档

案。 

本标准适用于本地区露地栽培的绿色食品山药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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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T 391-2000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技术条件 

NY/T 393-2000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NY/T 394-2000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 

NY/T 1049-2006  绿色食品  薯芋类蔬菜 

NY/T 1056-2006  绿色食品  贮藏运输准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程。  

3.1 

山药栽子 

山药块茎呈长圆柱形，具有明显的垂直向地生长习性，上端较细，先端有一潜伏芽，通常用带潜伏

芽的一段做种栽植，称“山药栽子”。 

3.2 

山药段子 

当山药栽子不足时，将山药块茎中上部分切成段栽植，称“山药段子”。 

3.3 

零余子(山药豆) 

山药茎蔓叶腋间着生的气生块茎，椭圆形气生根，又称“山药豆”，可作种植繁殖，用来更新山药

栽子。 

4 产地环境 

选择产地周围 5km以内没有污染源，远离交通主干道 100m以上，地势高亢、地下水位在 2.0m以下，

排水良好，土层厚 1.5m以上的砂壤土地块，并符合 NY/T 391-2000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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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生产技术措施 

5.1  种子 

宜选用抗病虫、高产、优质的当地品种太仓山药，也可选用其它优良品种。 

5.2  定植前准备 

5.2.1  培养栽子 

应选择无病的山药栽子繁殖，把具有潜伏芽的块茎先端切下，每 20cm～30cm一段，也可把直径 2.5cm

以上的块茎切成 15cm～20cm的小段作种。 

5.2.2  整地开沟 

冬季至清明前进行整地开沟。按行距 80cm放线，然后顺线开沟深 100cm以上，沟宽 30cm，挖沟时

将上层土与下层土分别堆在沟的两边，最下层 20cm沙土，就地挖翻耧碎，经晾晒几天后，先将底层土

耧平踩实，再填下层土入沟，每填 20cm耧平踩实一次，最后平填上层土，层层耧平踩实，直到与原田

相平或略低为止。开好田间排水沟。 

5.2.3  种薯处理 

5.2.3.1  晾晒 

播前 20d将用作种苗的山药栽子特别是山药段子进行适当晾晒。晾晒时间山药栽子 7d～10d，山药

段子 15d～20d，以表皮现青、断面结干壳为宜。 

5.2.3.2  浸种 

用山药栽子或段子作种，需进行药剂浸种，山药栽子在晒种前进行，发芽后不能浸种，段子在晒种

后进行。 

5.2.3.3  催芽 

在中、小棚内，把种茎平放排紧，上覆 3cm厚的湿土，然后保湿催芽。或采用堆闷发芽方法，将浸

湿的种茎堆埋在田间 30cm深处催芽，至芽眼萌动并突出表皮时即可栽植。 

5.3  定植 

5.3.1  时间 

山药下种时间宜在 10cm地温稳定通过 10℃时进行。本地露地栽培在 4月上旬栽植；地膜覆盖栽培

在 3月下旬栽植。 

5.3.2  方法 

山药栽培方式采用间作套种，可与各种矮秧蔬菜间作套种。在同一块地上栽植山药，采用隔沟轮换

种植的方法，可连续种植 2年。 

5.3.3  密度 

大田生产每 666.7m
2
用山药栽子或山药段子 2800个～3000个。栽种时可用锄头顺垄开沟种植，株

距 20cm～25cm。栽前先灌足底水，将栽子平摆于沟中，将芽朝上，然后覆土 10cm 培成垄，垄高 15cm

左右，两边用脚踩实。 

5.3.4  施肥 

肥料使用原则符合 NY/T 394-2000的要求。下种后到出苗前，将种植沟两侧行间的土壤深翻 20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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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cm，施入基肥。基肥每 666.7m
2
施优质腐熟有机肥 3000kg～4000kg，腐熟饼肥 50kg～60kg，NPK三元

复合肥（15︰15︰15）25kg～30 kg。 

5.4  田间管理 

5.4.1  疏苗 

山药出苗后，切段的山药萌生丛苗，应及早疏去弱苗、丛苗和多余的茎蔓，保留 1个～2个健壮主

蔓，并去除主蔓基部侧枝。 

5.4.2  搭架引蔓 

选用 150cm～170cm坚实细竹竿或细木棍，搭成人字架，下端插入土中 15cm～20cm，在距顶部 30cm

处交叉，尽量增大上部开张度。支架高度 120cm～150cm为宜，当山药茎蔓长 25cm～30㎝时，引蔓上架。  

5.4.3 中耕 

生长前期每隔 15d～20d进行 1次中耕除草，直到蔓上半架为止。以后人工拔除杂草，并进行行间

培土，使架内形成高畦，架外形成深 20cm、宽 30cm的畦沟。 

5.4.4  清沟 

梅雨前将田内外沟系全部疏通，防止排水不畅和田间积水。 

5.4.5  追肥 

7月中旬至下旬发棵期每 666.7m
2
浅施尿素 25kg～30kg。 

6 病虫害防治 

6.1  主要病虫害 

山药主要病虫害有炭疽病、根腐病、地老虎、蛴螬等。 

6.2  农业防治 

采用轮作换茬，用“山药豆”繁殖更新块茎，也可采用打洞栽培、套管栽培、轮换定植沟、高支架

等方法来减轻病虫危害。 

6.3  药剂防治 

6.3.1  防治原则 

严格按照 NY/T 393-2000规定执行。 

6.3.2  防治方法 

6.3.2.1  药剂浸种 

药剂浸种一般于播种前进行，用 40％辛硫磷乳油 600倍液浸种 48h，以防治根结线虫侵染。 

6.3.2.2  生长期防治 

茎叶生长期视病虫发生情况用药剂防治 2次～3次。炭疽病发病初期用 80%炭疽福美可湿性粉剂 800

倍液喷施。根腐病发病初期用 75%百菌清可湿性粉剂 600倍液喷淋根基部，或 70%代森锰锌可湿性粉剂

600倍液喷雾防治。地老虎、蛴螬用 90%的晶体敌百虫 1000倍～1500倍液进行浇灌防治。 

7 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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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时间 

采收应符合 NY/T 1049-2006的要求。从 8 月上中旬陆续开始采收，直至 12月中旬。冬前不采收

的山药，可在地表覆土 10cm～15cm防冻越冬，年后采收上市。 

7.2  方法 

在垄的一端开挖约 50cm～60cm见方的土洞，再在洞边用铁铲沿着山药两边铲出根旁泥土，直到沟

底见到山药根状块茎尖。然后握住山药嘴子上端，将山药二边侧根全部切断，固定泥土铲掉，再提住山

药栽子下端，双手上下稍用力即可取出完整的山药，不可损伤根皮。 

7.3  贮存 

贮藏应符合 NY/T 1056-2006的要求。冬季贮藏要求地势干燥，避风向阳。室内沙埋贮藏可选向阳

房间无阳光直射处，贮藏期间温度一般保持在 8℃～12℃，最低不低于 5℃，最高不超过 15℃，保持干

燥，通风冷凉。 

8 生产档案 

建立田间生产技术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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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食品  山药生产技术规程》编制说明 

 

为规范山药生产过程，实施标准化生产，提高山药质量，特制定山药生产技术规程标准。 

本标准由苏州市农林局提出，由苏州市质量技术监督局下达。 

本标准引用的规范性文件有 NY/T 391、NY/T 393、NY/T 394、NY/T 1049、NY/T 1056等标准，标

准参考数据为国标、行标确定。 

本标准内的生产数据来源于生产实践，并经提炼论证，具有科学性、实用性和指导性。 

编制经过： 山药生产是太仓市蔬菜种植高效增收的重要途径之一。经过 40多年的努力，山药生产

通过选用优质品种，采用开沟、催芽、搭架等技术，促进山药优质高产，形成了一套高效栽培模式。生

产的山药肉质乳白色、密实、细腻、滑黏、口感好、营养丰富。产地集中，产销配套，产品销往上海、

苏州等周边大中城市，供不应求。目前，太仓市种植山药面积达到 200 亩，亩产量 2500kg～3000kg，

亩产值达到 12000元～15000元。为了大力推广高效农业，使山药进一步扩大种植面积，规范生产规程，

确保产品优质、安全，我们着手编写绿色食品山药生产技术规程。在制定过程中认真总结了本地实践生

产经验，查阅大量的试验资料，邀请多年从事山药生产的技术人员和生产人员进行了讨论，收集了很多

建议和条款，为制定该标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起草人员在汇集多方意见的基础上，按照 GB/T1.1-2000

和 GB/T1.2-2000的规定格式，形成了本标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