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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由辽宁省农村经济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辽宁省果蚕技术指导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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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公害人参生产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规程规定了无公害人参生产的参地、种子催芽、播种育苗、移栽、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防

寒、采收。 

本规程适用于无公害人参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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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3095  大气环境质量标准 

GB 9137  大气污染最高允许浓度标准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GB 6942  人参种苗 

GB 4285   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GB/T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所有部分） 

3 参地 

3.1 选地 
3.1.1 产地环境条件 

符合 GB 3095、GB 9137、GB 15618要求。 
3.1.2 植被 

以柞树、椴树为主的阔叶林、针阔叶混交林，间生胡枝子、榛柴等小灌木的林地。 
3.1.3 土壤条件 

土壤深厚，有机质含量3%以上，土壤腐殖质含量为10%左右。土壤微酸性（pH4.5～6.5）；氮、磷、

钾含量较高，其它微量元素较全面。具有良好的土壤团粒结构。 

3.1.4 坡度 
山坡坡度在 25°以内。 

3.1.5 坡向 
各种坡向均可利用，以坡向西北或偏东为宜。 

3.2 整地 
翻耕参地 2次，半个月一次，深度为 15cm以上。彻底清除原有植被残体。 

3.3 作畦 
3.3.1 规格 

畦高30㎝，宽1.2m～1.5m，作业道间距0.6m～0.8m。 

3.3.2 施基肥 
每平方米施入豆饼或苏子100g～200g，也可施用腐熟的有机肥10㎏～15㎏。 

4 种子催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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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选种 
选择饱满整齐无霉变种子。干籽千粒重 25g以上，水籽千粒重 40g 以上。 

4.2 种子催芽处理 
4.2.1 处理时间 
4.2.1.1 当年籽 

9月上旬前进行催芽。前期在室外，后期在室内。当种籽已有 80%裂口，胚率达 80%以上，胚长
3㎜以上时，及时冷藏。 
4.2.1.2 隔年籽 

6月底前进行催芽，9月末种胚完成形成发育。 
4.2.2 催芽方法 
4.2.2.1 室外催芽法 
选择地势高燥、排水良好、背风向阳的地块，挖一深30㎝的坑，长宽视种子多少而定。用木板制

框，框的大小正好放入坑的内壁，再用木块钉一小框，框底铺一层5㎝厚的河沙，放入大框内，两框之

间用土填实。 

4.2.2.2 室内催芽法 
    用木板制成大小适中的木箱，置于室内催芽。 
4.2.3  装箱 
装箱前干种子用冷水浸泡24h。水籽用100㎎/L赤霉素浸泡20h。捞出晾至表皮无附着水，用杀菌剂

拌种消毒。用腐殖土或细河沙作基质，按基质与种子体积比3:1混合，箱底先铺5㎝厚基质，然后将基

质与种子混合后装箱，上层再覆盖10㎝厚基质，沙的湿度以手握之成团,松开即散,不滴水为宜。 

4.2.4 催芽管理 
裂口前期每隔 10d～15d倒一次种，裂口后期每隔 7d倒一次。淘汰发霉种子。倒种时注意基质湿

度，防止出现过湿、过干现象，用腐殖土催芽基质相对湿度保持在 30%～40%。裂口前期保持基质温
度在 15℃～20℃，以 18℃为宜。后期保持 13℃～15℃。 
4.3 催芽指标 

种子裂口率达到90%以上，90%的种子胚长达到胚乳长的80%以上。 

4.4 催芽种子的越冬贮藏 
催芽种子贮藏期间先通过生理后熟（温度为0℃～5℃），然后冷藏。 

5 播种育苗 

5.1 播种时间 
5.1.1 主要播种时间 

春、夏、秋三个时期，以夏播、秋播为好。 

5.1.2 春播 
在 4月上旬，土壤解冻后播种催芽裂口种子。 

5.1.3 夏播 
于 7月底前，播种新采的种子。 

5.1.4 秋播 
10月上旬至封冻前。播种催芽裂口种子。 

5.2 播种方法 
5.2.1 穴播 

每穴一粒。培育二年生苗，采用（3×5）㎝或（4×4）㎝点播；培育三年生苗采用（4×5）㎝或

（5×5）㎝点播。 

5.2.2 条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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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畦面上按行距10㎝，深5㎝开沟，每平方米播入400粒～500粒种子。 

5.2.3 覆土厚度 
3㎝～5㎝，要求均匀一致。 

5.3 苗期管理 
按本规程 7执行。 

6 移栽 

6.1 栽培时间 
6.1.1 春栽 

4月中旬、下旬，土壤解冻 15㎝以上即可移栽。 
6.1.2 秋栽 

9月上旬～10月下旬，人参地上茎叶枯萎后开始移栽。 
6.2 选苗 

根须完整、越冬芽大小均匀、浆足而无明显病伤者。具体参照GB6942的规定进行。 

6.3 整形 
移栽前于主根 6㎝以下留交错的 2～3条侧根，掐去参根中、上部的所有的须根和多余的侧根。 

6.4 种苗消毒 
用50%速克灵500倍液或50%多菌灵400倍液或代森锌500倍液浸栽1h，捞出晾至表面无水后栽参。 

6.5 移载方法 
6.5.1 栽植密度 

不同参株栽植行距、株数和覆土厚度见表 1。 
表1 栽植密度 

参龄 一年生 二年生 三年生 四年生 

级别  1 2 3 1 2 3 1 2 3 

行距（cm） 15～20 20 20 20 25 25 25 25 25 25 

每米行株数（株/m） 15～20 15 20 25 9 11 15 8 10 14 

覆土厚度（cm） 3～4 9 9 7 10 9 9 12 10 9 

6.5.2 栽植方式 
将参苗的芦头朝上，与畦面夹角为30°，顺次摆放，边摆边覆土。 

7 田间管理 

7.1 搭棚 
7.1.1 棚式及结构 
双透棚或单透棚。棚拱顶距床面高110㎝～120㎝。 

7.1.2 苫帘规格 
参帘宽约180㎝，厚约3㎝，缝隙0.5㎝～1㎝。 

7.1.3 参膜 
浅绿、淡黄或无色膜。 

7.1.4 架棚时间 
在化冻前搭好棚架。根据出苗情况苫帘。 

7.1.5 调光 
四月下旬、一年生小苗上一层帘和薄膜，其它年生只上膜，不上帘；五月下旬，除一年生小苗外，

其它年生盖一层帘；六月下旬，加盖第二层帘；八月中旬，下掉第二层帘；九月初，撤去第一层帘，

只留薄膜，作货参可将帘子和薄膜全部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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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追肥 
7.1.6 追肥时期 

5月上旬齐苗后结合第一次松土进行根侧追肥。 

7.1.7 肥料种类与施肥方法 
可选用饼肥、苏子、骨粉或人参专用肥，要拌土追施。 

7.2 土壤水分管理 
7.2.1 灌水 

根据土壤墒情结合追肥进行灌水，一般每平方米灌水 15㎏～20㎏。 
7.2.2 排涝 
作业道和排水沟要经常清理，防止堵塞。化冻后要防止雪水渗入参床。土壤水分超过正常含水量

的30%，要在晴天打开参棚放阳。 

7.3 中耕除草松土 
第一次可在展叶期进行。整个生育期共进行5～6次。土壤湿度大或浇水后要增加松土次数。第一

次松土达到参根为宜，以后要适当浅些。松土时要勿伤根。 

7.4 摘蕾 
对不留种子参地，于花苔抽出时，自花梗上端1/3处掐掉花蕾。 

8 病虫害防治 

8.1 农业防治 
培育无病虫害壮苗。参籽处理前用50%速克灵500倍液或50%多菌灵500倍液浸泡1h。参苗移栽处理

前用50%速克灵或50%多菌灵500倍液或65%代森锰锌1000倍液沾参或喷雾，要严格淘汰病苗。 

8.2 物理防治 
采用夹子、套子等办法人工捕杀鼠类。 

8.3 化学防治 
8.3.1 用药原则 

根据防治对象特性和危害特点，允许使用生物源农药、矿物源农药和低毒有机合成农药，有限度

地使用中等毒性农药，严禁使用国家明令禁止的高毒、高残留、高生物富集性、高三致（致畸、致癌、

致突变）农药或混配农药。农药施用严格按 GB4285和 GB/T8321的规定执行。 
8.3.2 防治技术 
8.3.2.1 畦面消毒 
春季去掉防寒土后，及时用 1%的硫酸铜液进行畦面消毒。 

8.3.2.2 土壤消毒 
栽参前每平方米参床用 50%速克灵或 50%多菌灵或甲基托布津 10g-15g进行土壤处理。 

8.3.2.3 虫害防治 
地下害虫可用麦麸、豆饼等 50㎏炒香后，加 90%敌百虫原液 0.5㎏、水 50㎏，制成毒饵诱杀。 

9 防寒 

新栽参应及时压好防寒物；陈参地于11月下旬压土防寒。 

10 鲜参收获 

10月～11月参叶变黄，越冬芽长大之前，可进行鲜参收获。边收获边加工。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