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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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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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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农业科学院经济作物育种栽培研究所、四川省中医药科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邓洁琼、杨晓、李钰、李青苗、叶霄、黄位年、曾静、尹存平、李姝。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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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蜀葵生产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药材黄蜀葵的产地环境要求、栽培技术、采收与加工、包装、标识与贮存等要

求。 

本文件适用于四川药用黄蜀葵的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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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5063  复混肥料（复合肥料）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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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黄蜀葵  abelmoschus manihot 

来源于锦葵科植物黄蜀葵Abelmoschus manihot (L.) Medic.的干燥花冠。 

4 产地环境要求 

环境空气 4.1 

空气质量应符合GB 3095的要求。 

土壤 4.2 

宜选择排水良好、疏松肥沃的土壤，污染风险筛选值和管制值符合GB 15618的要求。 

灌溉用水 4.3 

农田灌溉水质量应符合GB 5084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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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宜区域    4.4 

种植的适宜区域为四川境内4月～10月日均温度不低于15 ℃，雨量充足的区域。 

5 栽培技术 

选地与整地 5.1 

宜选择光照充足，排水良好的地块种植。翻耕土地，除净地面杂草，整平耙细。 

种子处理 5.2 

选粒大、饱满的黄蜀葵种子置于30 ℃～40 ℃的温水中浸泡24 h。取出浸泡后的种子可用5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多菌灵与种子重量比为1:100）拌匀后备用。 

种苗繁育 5.3 

5.3.1 育苗移栽 

5.3.1.1 育苗 

于3月中下旬，在作好的130 cm～150 cm宽的厢面上均匀撒播处理好的种子，覆1 cm左右的细

土后浇透水，再用育苗小拱棚覆盖。 

5.3.1.2 移栽 

当种苗长至两叶一心时，按约1200株/667 ㎡～1500株/667 ㎡密度移栽，每窝栽1株，压实后

浇足水。 

5.3.1.3 补苗 

移栽后3天～5天内查苗补栽。 

5.3.2 直播 

宜于4月上旬播种。按宽行120 cm,窄行60 cm,窝距50 m～60 cm挖浅窝。每窝播2粒～3粒种子，

浇水后盖1 cm左右的细土。苗高10 cm～15 cm时定苗，每窝定苗1株，密度1200株/667 ㎡～1500

株/667 ㎡。 

田间管理 5.4 

5.4.1 施肥 

5.4.1.1 基肥 

肥料应符合GB 15063的要求。整地时每667 ㎡均匀施用氮磷钾复合肥（N:P2O5:K2O = 15:10:10）

20 kg～30 kg。 

5.4.1.2 追肥 

肥料应符合GB 15063的要求。7月中下旬，结合中耕除草每667 ㎡施氮磷钾复合肥（N:P2O5:K2O 

= 15:15:15）15 kg～20 kg； 8月中下旬，每667 ㎡施氮磷钾复合肥（N:P2O5:K2O = 15:15:15）

15 kg～2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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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 中耕除草与培土 

苗高25 cm和60 cm左右时，分别人工除草一次。疏松植株四周表土，拔除杂草与残叶、病叶

运出田外集中处理。 

5.4.3 灌溉排水 

应及时清沟理沟，及时灌溉排水，持续保持土壤适度湿润。 

5.4.4 打顶 

宜在初花期打顶控高。 

5.4.5 病虫害防治 

黄蜀葵常见病害有根腐病、茎腐病等，主要虫害有斜纹夜蛾等。发现病株应及时拔出，集中

销毁。 

主要病虫害及推荐防治方法参见附录A。 

农药使用应符合GB 4285的要求。 

6 采收与加工 

采收 6.1 

黄蜀葵开花时，每天采收当天完全开放的花朵。 

加工 6.2 

采收后的黄蜀葵鲜花应及时干燥。可使用烘箱或烘房采用低温（60 ℃以下）干燥的方式进行

烘干。等待烘干的黄蜀葵鲜花应摊开放置，单层厚度不超过20 cm，每小时翻动1次。烘干后的黄

蜀葵花应去除异物、杂质。 

7 包装、标识与贮存 

包装 7.1 

包装材料应符合SB/T 11182的规定。 

标识 7.2 

标签标识应包括品名、产地、规格、净重、生产单位、生产日期。包装物上的储运图示、标

志物应符合GB/T 191的规定。 

贮存 7.3 

包装好的药材应放在清洁、避光、干燥、通风的专用库房内。 

贮存应符合SB/T 11094、SB/T 11095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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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黄蜀葵主要病虫害种类及防治方法 

黄蜀葵主要病虫害种类及防治方法见表A.1。 

表A.1 黄蜀葵主要病虫害防治方法 

病虫害种类 物理防治方法 化学防治方法 

根腐病 

加强田间管理，防止田间积水，保持良好通风；

发现病株，应及时拔除病株，将带菌的土壤表面

覆盖物清除烧毁。 

发病初期，可在病穴内撒施石灰粉(穴施25 g

左右)或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1000倍液

浇灌(约80 g/667 ㎡)；或嘧菌酯（20 ml～

50 ml/667 ㎡喷施）、噁霉灵（稀释6000倍，

喷施地面,药液约3 g/m
2
）防治。 

茎腐病 

加强田间管理，防止田间积水，保持良好通风；

发现病株，应及时拔除病株，将带菌的土壤表面

覆盖物清除烧毁。 

整地时，宜用50%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10 g～

15 g/㎡处理土壤，预防茎腐病。发病初期

可使用或嘧菌酯（20 ml～50 ml/667 ㎡喷

施）、 噁霉灵（稀释6000倍，喷施地面,药

液约3 g/m
2
）防治。 

斜纹夜蛾 

结合田间管理，摘除卵块和有虫叶片，及时处理；

利用成虫趋光性和趋化性，在成虫盛发期可在田

间设置黑灯光诱杀，或用糖、醋、酒、水溶液（配

比为1:4:1:2）诱杀成虫；也可用防虫网。 

推荐在卵孵盛期或尽可能在幼虫发育初期

使用。在傍晚施药，10％高效氯氰菊酯(6.7 

ml～10 ml/667 ㎡)1500倍液喷雾均匀喷施,

或40%辛硫磷（50 ml～80 ml/667 ㎡）喷施。

大风天或预计1 h内降雨不宜施药。 

注：如有新的适合黄蜀葵生长的高效、低毒、低残留的农药应优先选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