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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根据ＧＡＰ要求和豫金银花的生产实际，参考大量文献资料，集成金银花生态、种质、育苗、栽

培、加工等方面的现代成熟技术，优化了金银花生产技术规范化操作规程，以达到安全、有效、稳定、

可控的目的。

关键词：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金银花；生产技术；标准操作规程

中图分类号：Ｓ５６７．７＋９　　文献标识码：Ａ　　文章编号：１００４－３２６８（２０１１）１１－０１１７－０６

Ｔｈｅ　Ｏｐｅｒａｔ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ｏｆ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Ｔｈｕｎｄ

ＬＩ　Ｊｉａｎ－ｊｕｎ，ＪＩＡ　Ｇｕｏ－ｌｕｎ，ＬＩ　Ｊｕｎ－ｆａｎｇ，ＷＡＮＧ　Ｙｉｎｇ
（Ｈｅｎａｎ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Ｃｏｌｌｅｇｅ　ｏｆ　Ｌｉｆｅ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Ｅｎｇｉｎｅｅｒ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Ｃｅｎｔｅｒ　ｏｆ　Ｎｕｒ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Ｕｔｉｌｉｚ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ｅｎｕｉｎｅ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ｒｕｄｅ　Ｄｒｕｇｓ，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ｅｎａｎ　Ｐｒｏｖｉｎｃｅ，

Ｘｉｎｘｉａｎｇ　４５３００７，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ＧＡＰ　ｒｅｑｕｉｒｅ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ｔｈｅ　ａｃｔｕａｌ　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Ｔｈｕｎｄ
（Ｈｅｎａｎ），ａ　ｌｏｔ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　ｒｅｆｅｒｅｎｃｅｓ　ｗｅｒｅ　ｓｏｕｇｈｔ　ｔｏ　ｆｏｒｍ　ｔｈｅ　ｍｏｄｅｒｎ　ｓｏｐｈｉｓｔｉｃａｔ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ｃｏｎｔａｉｎｉｎｇ　ｅｃｏｌｏｇｙ，ｇｅｒｍｐｌａｓｍ，ｂｒｅｅｄｉｎｇ，ｃｕｌｔｉｖａｔｉｏｎ，ｐｒｏｃｅｓｓｉｎｇ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ａｓｐｅｃｔｓ．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ｆ　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Ｔｈｕｎｄ　ｗｅｒｅ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ｉｍｓ　ｏｆ　ｓａｆｅｔｙ，ｅｆｆｅｃ－
ｔｉｖｉｔｙ，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ｃｏｎｔｒｏｌｌａｂｉｌｉｔ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Ｇｏｏ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ｆｏｒ`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ｒｕｄｅ　Ｄｒｕｇｓ；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Ｔｈｕｎｄ；Ｐｒｏ－
ｄｕｃ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ｅｓ；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　ｐｒｏｃｅｓｓ（ＳＯＰ）

　　金银花（Ｌｏｎｉｃｅｒａ　ｊａｐｏｎｉｃａ　Ｔｈｕｎｄ）为忍冬科植

物忍冬的干燥花蕾或带初开的花，又名银花、双花、
二宝花［１］，有清热解毒凉散风热的功能。其茎 亦 可

入药，称忍冬藤。喜温暖湿润气候，抗逆性强，耐寒

又抗高温，但花 芽 分 化 适 温 为１５℃左 右，生 长 适 温

为２０～３０℃。耐涝、耐旱、耐盐碱［２］。

ＳＯＰ是标准操作规程的缩写。中药材ＳＯＰ是以

ＧＡＰ为指导制定的，是生产基地在道地药材种植、加
工经验的基础上，通过科学的试验设计和分析，制定

出科学、合理、可行的各项操作规程（ＳＯＰ）。包括基

地选择、种质优选、栽培与饲养管理、病虫害防治、采
收加 工、包 装 运 输 与 贮 藏 等 各 个 方 面［３］。中 药 材

ＧＡＰ（Ｇｏｏｄ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ｆｏｒ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Ｃｒｕｄｅ

Ｄｒｕｇｓ）是《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的简称，是关于

药用植物和动物规范化农业实施的指导方针。
长期以来金银花规范化操作规程（ＳＯＰ）研究是

一个薄弱的环节，多数种植加工方法是对传统种植

经验的总结，有的缺乏规范性、科学性。随着国家实

施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ＧＡＰ）的深入，在ＳＯＰ
方面取得了一些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４］。本研究通

过集成豫金银花生态环境、种质优选、种苗繁育、栽

培管理、采收及加工等方面的现代成熟技术，优化了

金银花规范化操作规程，为金银花安全、有效、稳定、
可控提供保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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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产地环境

本规程是对适用于封丘县和新密市金银花种植

地区ＳＯＰ的优化，由于金银 花 的 道 地 性 限 制，局 限

于东经１１４°１４′～１１４°４６′，北纬３４°５３′～３５°１４′的封

丘县区和东经１１３°０９′～１１３°４１′，北 纬３９°１９′～３４°
４０′的密县县区内。该区为温暖带大陆性季风气候，
年内四季分明，冬春季干旱、夏秋季多雨。

１．１　自然资源

河南省金银花主要产区封丘县和新密市光照条

件好，光 热 资 源 丰 富，年 平 均 日 照 时 数 为２　３００～
２　５００ｈ，年日照率为５５％，全区年平均气温为１４℃，

≥０℃积温在５　１００℃以上，无霜期为２２０～２２５ｄ，年

降水量为６００～６４０ｍｍ，可以充分满足封 丘 县 和 新

密市金银花的生长发育。

１．２　土壤情况

封丘县 和 新 密 市 地 区 适 应 金 银 花 生 长 发 育，
其土壤类型主要有两合土、砂壤土，要求土层深厚，
养分含量高，保水肥力较强，排灌条件良好。其土壤养

分含量为：有机质１５～１８ｇ／ｋｇ，全氮０．８～１．０ｇ／ｋｇ，速
效 氮６０～８０ｍｇ／ｋｇ，速 效 磷２０～３０ｍｇ／ｋｇ，速 效 钾

１５０～２００ｍｇ／ｋｇ，ｐＨ值７．２～７．７，土壤中重金属和有

毒元 素 应 符 合 土 壤 质 量 二 级 标 准 （ＧＢ１５６１８－
１９９５），见表１［５］。

表１　金银花种植区土壤中重金属和有毒元素要求标准

项目 镉 汞 铜 砷 铬 锌 铅 镍

标准值／（ｍｇ／Ｌ） ≤１．０ ≤１．０ ≤１００ ≤２５ ≤２５０ ≤３００ ≤３５０ ≤６０

１．３　农田灌溉水质

灌溉 用 水 以 井 灌 为 主，地 下 水ｐＨ 值６．９０～
６．８５，总 硬 度（ＣａＣＯ３）２７４～３５２ｍｇ／Ｌ，氯 化 物（Ｃｌ）

６９．９～７５．４ｍｇ／Ｌ，高锰酸钾指数１．８６～２．６４ｍｇ／Ｌ，
氨氮０．９～０．１０ｍｇ／Ｌ，硝 酸 盐０．０８～０．０９ｍｇ／Ｌ，六

价铬０．００２～０．００３ｍｇ／Ｌ，地 下 水 质 良 好，各 项 水 质

指标符合农田灌溉水质量标准［５］。

１．４　大气质量

大气环境质量状况良好，主要污染物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总悬浮颗粒物（ＴＳＰ）的小时 值 符 合 国 家

环境空气质量（ＧＢ３０９５－１９９６）二级标准［５］（表２）。

表２　 金银花种植区空气质量状况 ｍｇ／ｍ３　

项目 二氧化硫 氮氧化物 总悬浮颗粒物

小时值范围 ０．０７～０．４１４　 ０．００６～０．１３４　 ０．１１～０．４１

小时均值 ０．６４　 ０．０３８　 ０．２００

国家二级标准 ≤０．５０ ≤０．１５ ≤０．３０

１．５　周边环境

远离交通干道２００ｍ以外，周围无污染源［５］。

２　种质资源

种质资源是指培育新品种的原材料，又称遗传

资源。河南金银花种质资源丰富，不同种质在形态

方面存在一定的差异。河南金银花的主产区主要集

中在封丘县和新密市境内，主要品种有：①大毛花。
生长旺盛，墩形大而松散，枝蔓长而粗壮，花蕾长，根
系发达，抗干旱，耐瘠薄，既适于山岭薄地和梯堰地

边栽植，又适宜肥沃土地栽培。②鸡爪花。花蕾簇

生于花枝顶 端，呈 鸡 爪 状，分 为 大 鸡 爪 花 和 小 鸡 爪

花，喜肥水，结花早，生产性能好，花蕾瘦小略短，色

泽较淡。

封丘金银花 作 为 中 药 材 道 地 产 品，有１　５００多

年的种植历史，独特的地理环境，独特的管理方式，

成功驯化了封丘金银花独特的直立性能，层次分明，

从上之下可分４至５层，而有利于通风透光，吸收养

分，易采摘，产量高达１　８００～２　２５０ｋｇ／ｈｍ２，花 期 长

达５个月，花期不间断，盛花期四至五茬。并且封丘

金银花个大花肥，色鲜货绿，药用成分高，其质量位

于全国同 类 产 品 之 冠。新 密 市 是 河 南 省 金 银 花 之

乡，种植历 史 悠 久，源 远 流 长。新 密 市 金 银 花 素 有

“色泽好、质纯净、骨茬硬”而久负盛名。用密银花泡

茶，花蕾多呈现直立状，含苞待放，清香味浓，与外地

相比，别具特色。主栽品种为四季花（大毛花）和野

生鸡爪花、线花。

３　育苗方法

３．１　有性繁殖育苗

３．１．１　种子 采 集 和 处 理　１０－１１月 份 在５～１０ａ
生健壮枝条上采集球果。堆沤或用水浸泡，用水搓

揉，去净果皮和秕粒，置通风荫凉处晾干，用湿润细

沙层积贮 藏。种 子 以 乌 黑 发 亮、种 粒 饱 满，千 粒 重

５０ｇ以上的为佳。

３．１．２　播种　播种期一般以春分至清明为宜。播

种前用４０℃左右的温水浸种２０～２４ｈ，晾干表面水

分后播种，播种方法分条播和撒播，一般多用条播。

条播的播种沟宽２～３ｃｍ，深约１ｃｍ，沟距２０ｃｍ左

右。条播 用 种２２．５～３０ｋｇ／ｈｍ２，撒 播 用 种３０～
７５ｋｇ／ｈｍ２。播后覆盖０．５～１ｃｍ厚细土，上面再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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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以保持湿润、保温促进发芽。

３．１．３　苗木管理　播种后１５ｄ左右出苗。苗木出

土后 及 时 分 批 揭 草。当 苗 高８～１０ｃｍ时，及 时 间

苗、除草、松 土、追 肥 和 防 治 病 虫 害。当 苗 高１５～
２５ｃｍ时应摘顶促发分枝。以苗高２５ｃｍ以上，基部

径粗０．３ｃｍ以上的为优质壮苗。

３．２　无性繁殖育苗

３．２．１　扦 插 繁 殖　分 直 接 扦 插 和 育 苗 扦 插２种。
直接扦插，指用枝条直接扦插。扦插时期，以春秋两

季为好，具体方法是：挑长势旺盛、无病虫害的植株，
选用１～２ａ生粗壮、木质程度高、无病虫害的枝条，
剪成约３０ｃｍ长，每插条保留３个节，上端在节芽前

１ｃｍ处剪平，下端在节芽下１ｃｍ处斜 剪，使 断 面 呈

斜形。摘去下部叶片，随 即 斜 插 入 穴 内。扦 插 前 应

选肥沃湿润、灌溉方便的沙质壤土作为苗圃。先深

翻风化，撒生石灰２２５～３７５ｋｇ／ｈｍ２，移栽前施适量

腐熟的土杂肥，再翻耕耙平。做成１．２ｍ宽的平畦，
畦内开深沟１２ｃｍ，按 株 行 距６ｃｍ×１２ｃｍ扦 插，露

出节芽３ｃｍ左右，插后覆土压实，浇透水，水渗后，
培土。盖草遮阴，保持苗床温润，半月左右即长出新

根。有的种 节 间 较 长，可 将 下 端 盘 成 环 状，栽 入 穴

内。有条件时也可用生根剂进行处理，成活率更高。
育苗扦插：选光照充足、土层深 厚、肥 沃、温 润、

灌溉方便的 沙 质 土 壤，施 入 基 肥，深 耕３０～４０ｃｍ，
整 平 耙 细 作 苗 床。按 行 距２５ｃｍ 左 右 开 沟，沟 深

２５ｃｍ，每隔５ｃｍ斜插一根插条，地面露出约１５ｃｍ，
覆土压紧浇水。畦上搭棚遮阴。待长出根后撤除棚

帐，加强管理，于秋、冬季休眠期或早春萌芽前，选择

生长健壮无病虫害植株移栽。每穴２～３株，填土压

实，浇透水。

３．２．２　压条繁殖　由于金银花的枝条长而柔软，生

长较易，可采用波状压条和水平压条的方法。做法

是在秋冬季节，把被压枝条缩成波浪形屈曲于长沟

中，而使各露出地面部分的芽抽出新枝，待埋于地下

的部分长出不定根，将其剪断移栽［６］。为促发新根，
可在夏季生长期间，将枝梢端剪去，使养分向下方集

中，或者在埋入土前将枝条扭伤［６］。

３．２．３　嫁接育苗　砧木选取：一般用当地一种野生

的“银花”（其 叶 下 面 密 被 白 色 短 柔 毛，枝 条 多 为 实

心）做 砧 木；也 可 挖 取 金 银 花 老 根，截 成 长１５～
２５ｃｍ的根条 插 于 土 中 用 做 砧 木。根 条 上 端 平 截，
下端斜截，入土２／３以上。接穗选取：选１～２ａ生健

壮枝条 作 接 穗，接 穗 具 有２～３个 芽 长５～１０ｃｍ。
嫁接方法一般采用切接法。做法是在砧木的上端一

侧垂直下刀，深 达２～３ｃｍ。再 剪 去 接 穗 顶 端 梢 部

下端与顶芽同侧，削成２～３ｃｍ的斜面，与此斜面对

侧，则削成不足１ｃｍ长的短斜面，把削好的接穗，直
插入砧木切口中，使形成层相互密接，接好后，用塑

料条或麻皮等捆扎物绑紧，以减少水分蒸发，利于成

活［６］。嫁接成活后，注意及时解绑、追 肥、松 土 除 草

和防治 病 虫 害 等。当 新 梢 长 至１５ｃｍ 高 时 出 圃 移

栽。此方法 可 对 品 种 低 劣 的 金 银 花 苗 木 进 行 品 种

改良。

３．２．４　分株繁育　冬末春初在金银花萌芽前挖出

母株，进 行 分 株，剪 短 至 ５０ｃｍ，地 上 部 分 截 留

３５ｃｍ，每穴１株。栽后第２年就能开花，此种方法

主要用于分株培养优良品种。

４　栽植方法

４．１　选用优质苗木

忍冬苗木 标 准 主 要 依 据 种 苗 的 高 度、根 粗、茎

粗、根长、分枝数量等因素而定（表３）［７］。

表３　忍冬苗木等级标准

年龄 等级 苗高／ｃｍ 根长／ｃｍ 根粗／ｃｍ 茎粗／ｃｍ 分枝数／个 枝长／ｃｍ 枝粗／ｍｍ

１ａ生

　
　
２ａ生

　
　
３ａ生

　
　

一等

二等

三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一等

二等

三等

≥７０
≥６０
≥５０
≥１００
≥８５
≥７５
≥１３０
≥１１５
≥１０５

≥１４
≥１０
≥８
≥２４
≥２０
≥１５
≥３５
≥３０
≥２５

≥１．９０
≥１．５０
≥１．００
≥２．９０
≥２．５０
≥２．００
≥４．００
≥３．５０
≥３．００

≥３．９０
≥３．００
≥２．５０
≥６．００
≥５．００
≥４．００
≥９．００
≥８．００
≥７．００

≥３
≥２
≥１
≥６
≥５
≥４
≥９
≥８
≥７

≥４０
≥３０
≥２０
≥７０
≥６０
≥５０
≥１００
≥９０
≥８０

≥２．４０
≥２．００
≥１．５０
≥３．５０
≥３．００
≥２．５０
≥６．００
≥５．００
≥４．００

４．２　栽植时间及密度

一年四季均可栽植，但一般在立冬后清明前进

行。栽植时，应选阴天 或 雨 后 晴 天 进 行。栽 植 的 密

度一般是栽种３　０００～９　９００株／ｈｍ２。平原肥沃土地

为３　０００株／ｈｍ２，株 行 距１．８ｍ×１．８ｍ，土 坡 地 为

９　９００株／ｈｍ２，株行距１．０ｍ×１．０ｍ。

４．３　栽植方法

４．３．１　植苗栽植　栽植时，苗木根系要舒展，栽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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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实，浇足水，上面再覆盖些松土，如天气干旱每隔

５ｄ浇水一次，１个月后根据天气情况可少浇水或停

止浇水。栽植嫁接苗时，注意将嫁接口露出土面［８］。

４．３．２　插 条 栽 植　选３ａ生 健 壮 枝 条，截 成 长

３０ｃｍ左右、上有２～３个芽苞的插条，斜插土中，其

中一个芽露出土面。随采随栽随插。

５　抚育管理

加强金银花的抚育管理，是增产增收的主要环

节。抚育管理一般包括中耕除草、施肥浇水、合理安

排群体结构等。

５．１　中耕除草

栽植当年６－７月 应 及 时 松 土 除 草 一 次。第２
年，应松土 除 草３次，植 株 春 季 萌 芽 展 叶 时１次，

６月和７－８月各１次。３ａ后可适当减少中耕除草

次数［８］。

５．２　水肥管理

雨季及时排水，以免烂根。早春萌芽期间 和 初

冬季节干 旱 时 应 适 当 浇 水。追 肥 时 每 株 施 复 合 肥

６０～１００ｇ，尿素３０～５０ｇ。每年追肥２次。每株施

尿素５０～６０ｇ，复 合 肥１００～１２０ｇ。也 可 结 合 或 单

独采用环沟法每株埋稻草２～２．５ｋｇ。在春季植株

发芽后及每茬花采收后，用质量浓度为２～３ｇ／Ｌ磷

酸二铵水溶液进行叶面追肥［８］。

５．３　打顶促梢

就是把金银花茎或分枝顶端部分摘掉，从母株

（种栽）长出的主干（茎）留１～２节，２节以上用手摘

掉；从主干长出的一级分枝留２～３节，３节以上摘

掉；从一级分枝长出的二级分枝留３～４节，４节以

上摘掉；再 从 二 级 分 枝 长 出 花 枝 摘 去 勾 状 形 部 分

便可。

５．４　修枝整形

５．４．１　修 枝 方 法　修 枝 即 把 干、枯、病、残 枝 条 剪

去。修剪时要先上后下，先内后外，先大枝后小枝。
做到“五修五不修”，即修病虫枯枝，不修嫩枝；修长

枝，不修支枝；修高枝，不修低枝；修内枝，不修外枝；
修密枝，不修稀枝。定型标准以外圆内空，中间空，
四周低 的 伞 状 树 墩 为 宜。对１～３ａ生 的 幼 龄 花 墩

重点培养一、二、三级骨干枝，每株选留一级骨干枝

１０～１２条。对 成 龄 花 墩 每 条 三 级 骨 干 枝 上 留４～５
条结花母枝，每墩留１００～１２０条结花母枝。

５．４．２　修枝强度　依植株年龄和长势而定。幼年

植株应以截为主，促发新枝。壮年植株应轻修，少疏

多截；老年植株应重修，多疏多截。

５．４．３　修枝时间　休眠期修剪一般在１２月到翌年

的２月下旬进行，生长期修剪在每茬花采收后进行。
休眠期可重修，生长期应轻修。

６　病虫害防治

采用“预防为主、综合防治”方法，力求少用化学

农药。参照中国 绿 色 食 品 发 展 中 心 制 定 的 Ａ级 绿

色食品生产中茶叶、蔬菜农药使用标准执行。并严

格掌握用药量、用药时期，最后一次施药距采收间隔

时间不得少于２０ｄ。禁止使用国家明令禁止在食用

农产品上使用的农药。

６．１　严禁使用的农药

严禁使用的农药包括剧毒、高毒、高残留或者具

有三致（致癌、致畸、致突变）的农药（表４）。

表４　绿色食品生产中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

种类 农药名称 禁用作物 禁用原因

无机砷杀虫剂 砷酸钙、砷酸铅甲基胂酸锌、甲基胂酸铁 所有作物 高毒

无机锡杀菌剂 薯瘟锡（二苯基醋酸锡）、三苯氧化锡和毒菌锡 所有作物 剧毒、高残毒

氟制剂 氟化钙、氟化钠、氮乙酸钠、氟乙酸胺、氟铝、氟硅酸钠酸钠 所有作物 剧毒、高毒易产生药害

有机磷杀菌剂 稻瘟净、异稻瘟净 水稻 高毒

有机汞杀菌剂 氯化乙基汞（西力生）、氯化乙基汞（西力生）、醋酸苯汞（赛力散） 所有作物 剧毒、高残毒

有机氯杀虫剂 滴滴涕、六六六、林丹、甲氧、高残毒ＤＤＴ、硫丹 所有作物 高残毒

有机氯杀螨剂 三氟杀螨醇 蔬菜、果树、茶叶
工业品中含有一定

数量的滴滴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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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维菌素 阿维菌素 蔬菜、果树 高毒

克螨特 克螨特 蔬菜、果树 慢性毒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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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作物 剧毒、高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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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４　绿色食品生产中禁止使用的农药种类

种类 农药名称 禁用作物 禁用原因

有机砷杀菌剂
甲基胂酸锌（稻 脚 青）、甲 基 胂 酸 钙 胂（稻 宁）、甲 基 胂 酸 铵（田
宁）、福美甲胂、福美胂

所有作物 高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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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有作物 高残留、慢性毒性

氨基甲酸酯杀虫剂 克百威、涕灭威、灭多威、丁硫克百威、丙硫克百威 所有作物 高毒

二甲基甲脒类杀虫杀螨剂 杀虫脒 所有作物 慢性毒性、致癌

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 所有拟除虫菊酯类杀虫剂 水稻及其他水生作物 对水生生物毒性大

取代苯类杀虫杀菌剂 五氯硝基苯、稻瘟醇（五氯苯甲醇） 所有作物 致癌、高残留

２，４－Ｄ类化合物 除草剂或植物生长调节剂 所有作物 杂质致癌

植物生长调节剂 有机合成植物生长调节剂 蔬菜生长期

二苯醚类除草剂 除草醚、草枯醚 所有作物 慢性毒性

除草剂 各类除草剂 蔬菜生长期

６．２　部分有机合成化学农药的使用

如生产上允许生产基地有限度使用部分有机合成

化学农药，应严格按照表５中规定的方法使用。有机合

成农药在农产品中的残留应从严掌握，不得高于附表５
中规定的标准。最后一次施药距采收间隔时间不得少于

表５中规定的时间。每种有机合成农药在一种作物的

生长期内只允许使用一次。在使用混配有机合成化学

农药的各种生物源农药时，混配的化学农药只允许选

用表５中列出的品种。如需使用表５中未列出的农药

新品种，须报经质量技术监督行政主管部门批准。

表５　 生产Ａ级绿色食品可限性使用的化学农药种类、毒性分级、允许的最终残留限量、
最后一次施药距采收间隔期及使用方法

农药名称 急性口服毒性
允许的最终

残留量／（ｍｇ／ｋｇ）
最后一次施药距
采收间隔时间／ｄ

每次常用药用量／（ｇ／ｈｍ２ 或ｍＬ／ｈｍ２）
施药方法／最多

使用次数

敌敌畏 中等毒 ０．１　 １０（蔬菜） ８０％乳油１　５００～３　０００（稀释１　０００～５００倍） 喷雾１次

乐果 中等毒 ０．５　 １５（蔬菜） ４０％乳油７５０～１　５００ 喷雾１次

敌百虫 低毒 ０．１　 １０（蔬菜） ９０％固体１　５００（稀释１　０００～５００倍） 喷雾１次

杀螟硫磷 中等毒 ０．２　 １５（茶叶） ５０％乳油３　０００～４　５００ 喷雾１次

马拉硫磷 低毒 ０．１　 １５（茶叶） ５０％乳油２　２５０～４　５００ 喷雾１次

辛硫磷 低毒 ０．２　 １０（茶叶） ５０％乳油３　０００～４　５００（稀释１　０００倍） 喷雾１次

抗蚜威 中等毒 ０．５　 １０（叶菜） ５０％可湿性粉剂１５０～４５０ 喷雾１次

氯氧菊酯 中等毒 ０．５　 １０（叶菜） １０％乳油３００～４５０ 喷雾１次

溴氰菊酯 中等毒 ０．２　 ７（叶菜） ２．５％乳油３００～６００ 喷雾１次

氰戊菊酯 中等毒 ０．２　 １０（叶菜） ２０％乳油２２５～６００ 喷雾１次

百菌清 低毒 １　 ３０（蔬菜） ７５％可湿性粉剂１　５００～３　０００ 喷雾１次

甲霜灵 低毒 ０．２　 １０（黄瓜） ５０％可湿性粉剂（甲霜锰锌）１　１２５～１　８００ 喷雾１次

多菌灵 低毒 ０．２　 １０（蔬菜） ２５％可湿性粉剂（稀释５００～１　０００倍） 喷雾１次

甲基托布津 低毒 ０．２　 ３０（茶叶） ５０％乳剂１５００～２２５０，７５％可湿性粉剂１２５０～２２５０ 喷雾１次

二甲戊乐灵 低毒 ０．２
叶菜移栽前土壤
喷雾，喷后耙匀

３３％乳油１　５００～２　２５０ 喷雾１次

６．３　常见病虫防治

６．３．１　白粉病　症状主要是危害幼小花蕾。花蕾

产生灰白色 粉 层，严 重 的 花 蕾 变 成 紫 黑 色 或 脱 落。

其防治 方 法 是 在 发 病 初 期 用 三 唑 酮８００～１　０００倍

液喷施。

６．３．２　褐斑病　症状是危害叶片，夏季７～８月发病

严重，发病后，叶片上病斑呈圆形或受叶脉所限呈三角

形，潮湿时背面生有灰色雾状物。其防治方法是清除

病枝病叶，减少病菌来源。加强栽培管理，增施有机肥

料，增强抗病力。用１∶１．５∶２００的波尔多液在发病初

期喷施，每隔７～１０ｄ喷１次，喷２～３次。

６．３．３　咖啡虎天牛　症状是以幼虫和成虫两种虫

态越冬。越冬成虫于第２年４月中旬咬穿金银花枝

干表皮，越冬幼虫于４月底至５月中旬化蛹，５月下

旬羽化成虫，成虫交配后，产卵于粗枝干的叶下，卵

孵化后，幼虫开始向木质部内蛀蚀，造成主干或主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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枯死，折断后蛀道内充满了虫屎。其防治方法是用

食糖１份、醋５份、水４份、敌百虫０．０１份制成糖醋

液诱杀。７～８ｄ出现茎叶突然枯萎 时 清 除 枯 枝，进

行人工捕 捉。在 产 卵 盛 期 用５０％辛 磷 酸 乳 油６００
倍液灭杀。

６．３．４　中华忍冬圆尾蚜　症状是叶片、嫩枝均被吸

食，并引起叶片和花蕾卷曲，生长停止，产量锐减，质
量下降，４～６月虫情较重［９］，立夏后，特别是阴雨天

蔓延更快，幼虫刺吸叶片卷缩发黄，金银花花蕾期被

害，花蕾畸形；危害过程中分泌蜜露，导致煤烟病发

生，影响叶片的光合作用。其防治方法是用４０％乐

果乳剂１　０００倍 液 或８０％敌 敌 畏 乳 剂１　０００～１　５００
倍液喷雾，每隔７～１０ｄ１次，连用２～３次，最 后１
次用药需在采摘金银花前１０～１５ｄ进行，以免农药

残留而影响金银花质量。将枯枝、烂叶集中烧毁或

埋掉，也能减轻虫害。饲养草蛉或七星瓢虫在田间

施放，进行生物防治。

７　花蕾采收、干燥及包装

７．１　花蕾采收

采收时间在５－１０月，当花蕾下部青绿，上部膨

大，略呈乳白色，颜色鲜艳而有光泽时即大白期采收

为宜，一般在上午采摘，采下的花应尽量少动，防止

影响产品色泽。采摘下的花蕾要及时晒干或烘干，
不要堆放发霉［１０］，以免影响金银花的产量和质量。

７．２　干燥及包装方法

晒干的方法是将采下的花蕾放在晒盘内，厚度

以２～３ｃｍ 为宜，以当天晒干为原则。若 当 天 晒 不

干，晚上搬回屋内勿翻动，次日再晒至全干［１１］。
金银花烘干采用低温真空除湿烘干工艺，选择

立体仓库，配备通风控温装置。采摘的新鲜金银花

花蕾，经输送机提升输送至磁选机，除去金属杂质，
经机械化挑选输送机挑选杂质后送入风筒烘干机，
控制烘干温度、水分含量。烘干时要掌握烘干温度。
不同时间段的 烘 干 温 度 为：初 烘 温 度 为３０～３５℃，
烘２ｈ后，温度可达４０℃左右，经５～１０ｈ后，鲜花排

出水汽，室内应保持４５～５０℃，烘１０ｈ后 鲜 花 水 分

大部分 蒸 发 排 出；再 把 温 度 升 高 至５５℃，烘１２～
２０ｈ即可全部烘干。超过２０ｈ花色变黑质量较差，
以速干 为 佳。烘 干 比 晒 干 容 易 控 制，不 受 天 气 影

响［１１］。最后经自动打包机打包，运至成品库。主要

技术路线简图如下：

７．３　分级标准

金银花干制品有严格的分级标准，见表６。

表６　金银花干制品的质量等级标准

等级 形状 颜色 气味 杂质含量

一等
花蕾呈棒状，肥壮，上粗
下细，略弯曲

表面黄、白、青色 气清香，味甘微苦
开放花朵不超过５％；无 嫩 蕾、黑 头、枝 叶、
杂质、虫蛀、霉变

二等
花蕾呈棒状，花蕾较瘦，
上粗下细，略弯曲

表面黄、白、青色 气清香，味甘微苦
开放花朵不超过１５％；黑头不超过３％；无
枝叶、杂质、虫蛀、霉变

三等
花蕾呈棒状，上粗下细，
略弯曲，花蕾较瘦小

外表面黄、白、青色 气清香，味甘微苦
开放花朵不超过２５％；黑头不超过５％；枝
叶不超过１％；无杂质、虫蛀、霉变

四等
花蕾或开放的花朵兼有；花蕾的大小不分，
色泽不分，枝叶不超 过３％；无 杂 质、虫 蛀、
霉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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