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65.020.01  

CCS C 23  

四 川 省 地 方 标 准 

DB51/T 3085—2023 
 

DB51 

 川产道地药材生产技术规范 麦冬 
 

 

2023-06-19发布 2023-08-01实施 

四川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布 



DB51/T 3085—2023 

 

 

I 

 

目    次 

 

前言 ................................................................................. II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产地环境条件 ....................................................................... 2 

5  种苗培育技术 ....................................................................... 2 

6  栽培技术 ........................................................................... 2 

7  采收与加工 ......................................................................... 4 

8  包装、标识与贮存 ................................................................... 4 

附录 A（资料性）  麦冬主要施肥时间及施肥方法 .......................................... 5 

附录 B（资料性）  麦冬主要病虫害种类及防治方法 ........................................ 6 

附录 C（规范性）  禁限用农药名单 ...................................................... 7 

附录 D（资料性）  麦冬产地加工主要干燥方法 ............................................ 8 

参考文献 .............................................................................. 9 

 

 

  



DB51/T 3085—2023 

 

 

II 

 

 

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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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四川省中医药管理局提出、归口并解释。  

本文件起草单位：成都中医药大学、四川代代为本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四川嘉道博文生态科技有限

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李敏、胡尚钦、陈岗福、蔡晓洋、邓红梅、李红彦、李文静、万子玉、瞿雅懿、

颜雨豪、张雪。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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川产道地药材生产技术规范 麦冬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川产道地药材麦冬生产的产地环境条件、种苗培育技术、栽培技术、采收与加工、包

装、标识与贮存。 

本文件适用于川产道地药材麦冬生产。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4285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GB 15063  复混肥料（复合肥料） 

GB/T 23400  地理标志产品  涪城麦冬 

NY/T 525  有机肥料 

SB/T 11094  中药材仓储管理规范 

SB/T 11095  中药材仓库技术规范 

SB/T 11182  中药材包装技术规范 

DB51/T 2557  川产道地药材种苗分级  麦冬 

DB51/T 2559  川产道地药材认证  土壤环境质量管控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一部、四部） 

3 术语和定义 

DB51/T 2557界定的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麦冬  ophiopogonis radix 

在四川省道地产区种植、采收的百合科沿阶草属植物麦冬Ophiopogon japonicus （L. f.） Ker-Gawl.

的干燥块根。 

 3.2 

用苗量  seeding quantity 

单位面积用于繁殖麦冬种苗或生产麦冬药材的种苗数量。 

 3.3 

单蘖  single till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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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株在接近地面处所发生的分枝，其中一枝称为单蘖。 

[来源：DB51/T 2557-2018，2.4] 

 3.4 

返青  turning green 

种苗栽种后10 d～15 d后，苗色转青、日晒不萎，表明麦冬植株已进入正常生长阶段。 

4 产地环境条件 

环境空气 4.1 

应符合 GB 3095环境空气质量二级标准的要求。 

农田灌溉水 4.2 

应符合 GB 5084农田灌溉水质量的要求。 

土壤 4.3 

应符合 DB51/T 2559的要求。 

地理气候条件 4.4 

应符合 GB/T 23400中气候条件的要求。 

5 种苗培育技术 

5.1  品种要求 

宜选用经过审定或认定的品种。 

5.2  繁育技术 

采用分蘖繁殖法，繁育用种苗应符合 DB 51/T 2557中一、二级种苗的要求，田间管理同药材生产。

生长过程中，去除混杂、变异、生长不良及遭受病虫害植株。于次年 3月中旬至 4月下旬出圃。 

5.3  种苗处理、分级与保存 

采收后的麦冬植株剪去块根，切去下部根状茎和须根，保留 1 cm 以下的茎节，切好的种苗按 DB 51/T 

2557的要求进行分级清理、堆码整齐，并挂种苗标签。 

采收的种苗宜及时栽种。如不能及时栽种，可将种苗存放在阴湿处的疏松土壤上，种苗茎基部周围

用细土护苗，种苗根部保持湿润，养苗时间不应超过 7 d。 

5.4  种苗运输 

运输工具应干燥、无污染，不应与可能造成污染的货物混装。 

6 栽培技术 

6.1  选地 



DB51/T 3085—2023 

 

 

3 

 

应选灌排方便、疏松湿润、土质肥沃、土层深厚、微酸性至微碱性的潮沙泥土。前茬宜禾本科作物，

以水稻最佳。 

6.2  整地 

耕地深度以20 cm～30 cm为宜，翻耕土壤，除净田间杂草、石块和前作根茎，耙细整平。 

6.3  栽种 

6.3.1  种苗选择 

种苗应符合DB 51/T 2557的要求。 

6.3.2  栽种时间 

3月下旬至 4月下旬，最迟不超过 5月上旬，宜阴天栽种。 

6.3.3  栽种密度 

栽种用苗量为 8万～10万株/667m
2
。 

6.3.4  栽种方式 

单蘖平地栽植。栽植深度 3 cm～4 cm，苗应垂直紧靠窝壁或沟壁，窝栽或排栽于沟内，覆盖细土，

使苗直立稳固，做到地平苗正。 

6.4  田间管理 

6.4.1  查苗补苗 

灌水后至种苗返青期间，检查有无缺窝和枯死种苗，选择阴天及时补植，确保全苗。 

6.4.2  中耕除草 

结合施肥、松土进行除草，松土深度＜3 cm为宜。 

6.4.3  间作和轮作 

宜与玉米、大蒜间作，也可与禾本科作物轮作，其中与水稻轮作最佳。 

6.4.4  水肥管理 

6.4.4.1  施肥 

根据土壤肥力和植株长势进行施肥，麦冬主要施肥时间及施肥方法见附录 A，复混肥料（复合肥料）

应符合 GB 15063 的要求，商品有机肥应符合 NY/T 525的要求。禁止使用多效唑等生长调节剂用于增大

麦冬块根。 

6.4.4.2  灌溉 

栽种后应当日漫灌，水深 5 cm 左右为宜，漫灌时间不宜超过 2 d。生产过程中遇干旱应及时浇水，

保持土壤湿润；雨水较多时，应及时开沟排水，避免土壤湿度过大，导致根系腐烂。 

6.4.5  病虫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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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主要病虫害防治方法参见附录 B。农药的选用应符合附录 C的要求，农药使

用应符合 GB 4285的要求。 

7 采收与加工 

7.1  采收 

7.1.1  采收期 

翌年 3月中旬至 4月下旬，选择晴天采挖。 

7.1.2  采收方法 

人工或机械采挖。沿麦冬行间翻松土壤，深度 25 cm～28 cm，使麦冬全根露出土面，抖去根部泥

土，距块根至少 1 cm 处剪下块根。 

7.2  加工 

除尽泥沙和杂质，清洗后晒干或烘干，再搓揉去除须根，麦冬产地加工主要干燥方法参见附录 D，

加工后的药材符合《中国药典》（一部、四部）的要求。 

产地加工用水应符合 GB 5749。加工过程保证场地、工具洁净，不受雨淋等。 

8 包装、标识与贮存 

8.1  包装 

采用不影响药材质量的包装，包装材料应符合 SB/T 11182 的规定。禁止采用包装过肥料、农药等

的包装袋包装。 

8.2  标识 

标签标识包括品名、基原、产地、批号、规格、净重、生产日期、企业名称等，并有追溯码。包装

物上的储运图示、标志物应符合 GB/T 191的规定。 

8.3  贮存 

8.3.1  应贮藏于阴凉干燥处，贮存时间不宜超过24个月；以仓库温度20 ℃以下、相对湿度45%~75%为

宜。 

8.3.2  也可采用气调贮藏方法，以库内氧气2%~4%，二氧化碳1%~3%，温度8 ℃~11 ℃为宜。 

8.3.3  定期检查，防止虫蛀、霉变、腐烂、泛油等发生；不同批次等级药材分区存放；建有定期检查

制度。贮藏应符合SB/T 11094、SB/T 1109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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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麦冬主要施肥时间及施肥方法 

 

A.1  基肥 

可考虑每亩使用充分腐熟的含碳有机物料（菜籽饼、禽畜粪尿等符合有机肥料生产的原料）3000 

kg～5000 kg 或商品有机肥 500 kg～1000 kg，同时施入复合肥（N-P-K 1∶1∶1）40 Kg/667m
2
，随整

地施入。 

A.2  追肥 

麦冬主要追肥时间及追肥种类见表 A.1。 

表 A.1  麦冬主要追肥时间及追肥种类 

追肥时间 追肥次数（或目的） 追肥种类 

6 月中旬 
第一次追肥：提苗生根肥

（攻苞肥） 

每亩施入无机复（混）合肥（N-P-K 1∶1∶1）40 

Kg/667m
2
，或根据麦冬种苗长势也可施入经充分腐熟后稀释

的含碳有机物料（菜籽饼、禽畜粪尿等符合有机肥料生产

的原料）3000 kg～5000 kg，同时施入尿素 10 kg，淹水均

匀施用。 

7 月下旬至 8 月上旬 第二次追肥：分蘖肥 

每亩施入无机复（混）合肥（N-P-K 1∶1∶1）40 

Kg/667m
2
，或根据麦冬种苗长势也可施入经充分腐熟后稀释

的含碳有机物料（菜籽饼、禽畜粪尿等符合有机肥料生产

的原料）2000 kg～2500 kg，淹水均匀施用。 

9 月中下旬至 10 月上中旬 第三次追肥：块根膨大肥 

每亩施入无机复（混）合肥（N-P-K 1∶1∶2）40-70 

kg/667m
2
左右，淹水均匀施用。选择晴天，叶面喷施钾肥，

每亩用磷酸二氢钾 2.5 kg，兑水 50 倍叶面喷施，间隔 10-15

天后再次喷施。 

次年 2 月中下旬 
第四次追肥：块根二次膨大

肥 

每亩施入无机复（混）合肥（N-P-K 1∶1∶2）25 kg/667m
2

左右，或每亩施入经充分腐熟后稀释的含碳有机物料（菜

籽饼、禽畜粪尿等符合有机肥料生产的原料）3000 kg～4000 

kg，间隔 10 天后每亩用磷酸二氢钾 2.5 kg，兑水 50 倍叶

面喷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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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麦冬主要病虫害种类及防治方法 

 

麦冬主要病虫害种类及防治方法见表 B.1。 

表 B.1  麦冬主要病虫害防治方法 

病虫害名称 防治时期 推荐防治方法 安全间隔期（天） 

根结线虫病 7 月 辛硫磷灌根，按照农药标签使用 ≥10 

根腐病 
移栽前 

9 月 

哈茨木霉菌拌土，按照农药标签使用 

枯草芽孢杆菌灌根，按照农药标签使用 

/ 

/ 

  注：以上农药使用应严格按照农药使用规范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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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 

禁限用农药名单 

 

C.1  禁止（停止）使用的农药（46种） 

六六六、滴滴涕、毒杀芬、二溴氯丙烷、杀虫脒、二溴乙烷、除草醚、艾氏剂、狄氏剂、汞制剂、

砷类、铅类、敌枯双、氟乙酰胺、甘氟、毒鼠强、氟乙酸钠、毒鼠硅、甲胺磷、对硫磷、甲基对硫磷、

久效磷、磷胺、苯线磷、地虫硫磷、甲基硫环磷、磷化钙、磷化镁、磷化锌、硫线磷、蝇毒磷、治螟磷、

特丁硫磷、氯磺隆、胺苯磺隆、甲磺隆、福美胂、福美甲胂、三氯杀螨醇、林丹、硫丹、溴甲烷、氟虫

胺、杀扑磷、百草枯、2,4-滴丁酯  

注：氟虫胺自 2020 年 1 月 1 日起禁止使用。百草枯可溶胶剂自 2020 年 9 月 26 日起禁止使用。2,4-滴丁酯自 2023

年 1 月 29 日起禁止使用。溴甲烷可用于“检疫熏蒸处理”。杀扑磷已无制剂登记。 

C.2  在部分范围禁止使用的农药（20种） 

表 C.1  在部分范围禁止使用的农药（20 种） 

通用名 禁止使用范围 

甲拌磷、甲基异柳磷、克百威、水胺硫磷、氧乐

果、灭多威、涕灭威、灭线磷 

禁止在蔬菜、瓜果、茶叶、菌类、中草药材上使用，禁止用于防治

卫生害虫，禁止用于水生植物的病虫害防治 

甲拌磷、甲基异柳磷、克百威  禁止在甘蔗作物上使用  

内吸磷、硫环磷、氯唑磷  禁止在蔬菜、瓜果、茶叶、中草药材上使用  

乙酰甲胺磷、丁硫克百威、乐果  禁止在蔬菜、瓜果、茶叶、菌类和中草药材上使用  

毒死蜱、三唑磷 禁止在蔬菜上使用 

丁酰肼（比久） 禁止在花生上使用 

氰戊菊酯 禁止在茶叶上使用 

氟虫腈 禁止在所有农作物上使用（玉米等部分旱田种子包衣除外） 

氟苯虫酰胺 禁止在水稻上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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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 

麦冬产地加工主要干燥方法 

 

D.1  晒干 

可将冲洗干净的麦冬块根摊放在竹席上曝晒，厚度 3 cm～5 cm 为宜，也可以搭建简易日光大棚，

晒干过程中每天翻晒 3～4次，使水分快速散失。晒至 7成干时，可用机械或手工搓揉去除须根，再进

行晾晒，干燥至水分≤18.0%，干燥结束后去除须根、米粒小冬、霉变麦冬及杂质等。 

D.2  烘干 

烘干温度为 55 ℃～65 ℃，烘至 6～7 成干时去除须根，之后继续烘烤。干燥至水分≤18.0%，干

燥结束后去除须根、米粒小冬、霉变麦冬及杂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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