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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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NTRPTA 0151.1《绿色食品 根菜类特色蔬菜第1部分：栽培技术规程》与T/NTRPTA 0151.2《绿色

食品 根菜类特色蔬菜第2部分：有害生物绿色防控技术规程》、T/NTRPTA 0153.3《绿色食品 根茎类特

色蔬菜第3部分：速冻加工技术规程》、T/NTRPTA 0153.4《绿色食品 根茎类特色蔬菜第4部分：冷链流

通技术规程》共同构成根茎类特色蔬菜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共同构成特色蔬菜种植模式标准体系。

本文件是T/NTRPTA 0151《绿色食品 根菜类特色蔬菜》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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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江苏省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和南通市农村专业技术协会联合提出。

本文件由南通市农村专业技术协会归口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起草单位：江苏沿江地区农业科学研究所、南通市农村专业技术协会、江苏省农村专业技术

协会、江苏省（南通）特色蔬菜科技小院、南通科技职业学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翟彩娇、仇亮、李全鹏、程玉静、尹升华、王小秋、葛礼姣、刘水东、李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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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食品 根菜类特色蔬菜第 1 部分：
栽培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根菜类特色蔬菜的术语和定义、产地环境、品种选择、栽培管理措施、病虫害防治、

适时采收、生产记录。

本文件适用于江苏根菜类特色蔬菜栽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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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 总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特色蔬菜 characteristic vegetable

特色蔬菜是融合地理基因、品种特质、文化符号与经济价值的多维概念，指在特定维度具有不可替

代性的优质蔬菜品类。从地理标志性来看，某些蔬菜在独特生态系统中形成品质优势，如海门香沙芋、

如皋香堂芋依赖长江冲积平原的沙壤土质与温润气候，具备地理不可复制性。品种特异性蔬菜通过基因

优势构建市场区分度，如荠菜的野味氨基酸组合、迷你黄瓜的便携性创新，形成口感与功能的双重突破。

文化符号型蔬菜承载着地域集体记忆，如如皋黑塌菜延续百年饮食文化，已融入地方民俗传承。高附加

值类蔬菜则通过供需调节实现溢价，像西兰花能补充人体硒、维生素 C 和胡萝卜素，阻止癌前病变细

胞形成，抑制癌肿生长，紫甘蓝凭借花青素含量构建健康消费场景，推动产业效益升级。这四维特性相

互交织，共同构建起特色蔬菜作为现代农产品的新型价值坐标。

3.2

根茎类特色蔬菜 characteristic root vegetable

根茎类特色蔬菜是一类融合地理基因、品种特质、文化符号与经济价值的多维概念的蔬菜，指在根

茎类蔬菜范畴内，于特定维度具有不可替代性的优质蔬菜品类。从地理标志性来看，根茎类特色蔬菜是

在独特生态系统中形成品质优势，具备地理不可复制性的根茎类蔬菜，如依赖长江冲积平原的沙壤土质

与温润气候生长的‘百日子’萝卜，其独特的脆甜口感和优良品质与南通如皋的土壤、气候等生态环境

紧密相连。从品种特异性来讲，根茎类特色蔬菜通过基因优势构建市场区分度，实现口感与功能双重突

破，如具有独特基因带来的口感或功能特质的茗荷等。在文化符号方面，根茎类特色蔬菜承载着地域集

体记忆，融入地方民俗传承，如据嘉庆九年（1804 年）《如皋县志》记载，当时如东民间已有种植食

用蘘荷的习惯，凉拌蘘荷、蘘荷炒毛豆、蘘荷炒文蛤等是江苏如东的地方特色佳肴。从经济价值角度出

发，根茎类特色蔬菜具有高附加值，通过供需调节实现溢价，像茗荷这类食药兼用的天然膳食纤维食品，

能推动产业效益升级。这四维特性相互交织，共同构成了根茎类特色蔬菜作为现代农产品的新型价值坐

标，使其在现代农产品体系中具有独特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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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根菜类特色蔬菜 Characteristic Root Vegetable

根菜类特色蔬菜是指由直根膨大而成为肉质根的蔬菜植物（块根类除外），且在某些方面具有独特

性质或特点的蔬菜。这些独特性可以体现在品种、口感、营养价值、生长环境或文化背景等多个方面。

本文件中根菜类特色蔬菜包括百日子萝卜、捏颈儿萝卜、胡萝卜、小根蒜、榨菜和大头菜。

3.4

百日子萝卜 Bairizi Radish

江苏省南通市名特蔬菜，全国农产品地理标志。属于十字花科萝卜属萝卜种。株高36 cm，叶簇半

直立，花叶、叶深绿色，短缩茎1.5 cm～2.0 cm；肉质根扁圆形，根形指数0.8～0.9。

3.5

捏颈儿萝卜 Niejinger Radish

江苏省南通市名特蔬菜。属于十字花科萝卜属萝卜种。株高32 cm～36 cm，叶簇半直立，板叶，长

卵形，叶色深绿，叶面略皱缩，短缩茎1.5 cm～2.0 cm；肉质根呈长圆形，根形指数1.2左右。

胡萝卜江苏省南通市名特蔬菜。株高35 cm～40 cm,叶簇生，半直立,叶缘锯齿状，深裂，有裂叶9

对，淡绿色，短缩茎2.0 cm 左右。肉质根扁圆形，根形指数0.6～0.8。

4 产地环境

产地环境应符合NY/T 391的规定。选择水利设施配套齐全、地势平坦、土层深厚、土质疏松、富含

有机质、排灌方便的沙壤土。

5 栽培技术

5.1 整地施基肥

萝卜田将土壤深耕25 cm～30 cm，结合翻地每667 m
2
施入商品有机肥1 000 kg，硫酸钾型复合肥（N：

P：K=15:15：15）35 kg，翻耕均匀，整平、整细。开深沟作畦，宜采用起垄镇压机压实畦面，畦面宽

1.3 m，畦高20 cm～25 cm，沟宽20 cm，做好腰沟、围沟，三沟配套。

胡萝卜使用起垄播种一体机一次性起高垄，垄高30 cm～35 cm，垄距60 cm～80 cm，垄面宽60 cm～

65 cm，垄底宽70 cm～75 cm。每667 m
2
施50 ％辛硫磷乳油1 kg 灭杀地下害虫。每667 m

2
施用充分腐熟

的有机肥3 m3～5 m3、 过磷酸钙50 kg、硫酸钾型缓释复合肥50 kg 作底肥，施后旋耕。

小根蒜深翻20 cm，结合翻地每667 m
2
施入腐熟农家肥2 000 kg，尿素 3 kg～5 kg，将地整细耙平，

做成宽1.2 m～1.5 m的平畦，高12 cm，长视地形而定。将床浇透水待播。

榨菜定植前10 d～15 d清洁田园，结合深翻土壤每667 m
2
施商品有机肥200 kg～300 kg。缺硼明显

地区每667 m
2
加施1 kg～2 kg硼砂。定植前3 d，畦面上撒施N、P、K含量分别为15 %的三元复合肥30 kg～

40 kg，再进行整地，畦宽1.5 m～1.8 m（连沟），沟宽25 cm～30 cm，深25 cm，畦面成龟背形。

大头菜前茬作物收获后深翻30 cm，结合整地，施腐熟有机肥37.5 t/hm2及复合肥 600 kg/hm2，并

做成畦宽连沟1.8 m，沟宽25 cm。

肥料使用应符合NY/T 496的规定。

5.2 播种育苗

5.2.1 播期

萝卜和榨菜播种期以9月底10月初为宜。

露地胡萝卜8月中旬播种；大棚栽培胡萝卜9 月中下旬至10 月上旬播种。

小根蒜春末或秋末均可播种。

大头菜8月下旬至9月初播种。

5.2.2 播种方式

萝卜可采用撒播和机械条播两种方式，亩用种量0.5 kg～0.8 kg，撒播时将种子和细土拌匀，均匀

撒于畦面后耙平，机械条播宜采用窝眼式排种器构造的播种机机械，播深1.5 cm～2 cm，行距15 c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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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萝卜大棚生产选择有包衣的商品种，播前晒种2 h～3 h，使用丸粒化机械播种，每667 m
2
用种量

0.4 kg～0.5 kg。通常按每垄播种4行，行距15 cm，株距6 cm 条播，播种深度为1.0 cm～1.5 cm。

小根蒜采用条播，在床面上横向或顺向开沟5 cm深，行距8 cm，每亩用种量1 kg，拌细沙撒播于沟

内。每平方米需保苗350 株左右。

榨菜苗床亩用种量0.4 kg～0.5 kg。选择阴天或晴天下午播种，播后轻轻拍实畦面，用0.4 cm～0.6

cm厚的细土覆盖， 再在畦面上覆盖遮阳网或其他遮荫物。

大头菜采用条播，每畦播种4 条，槽深度为5 cm，播种后覆细土厚0.5 cm～1.0 cm，以盖没种子为

度。适当稀播，播种量3.75 kg/hm
2
。

5.3 苗期管理

5.3.1 间苗

幼苗2 片真叶后开始间苗，每隔7 d间苗1 次，一般间苗2 次～3 次，去除劣、杂、病株。

5.3.2 水分管理

萝卜播种后至出苗前控制土壤相对持水量为60 %～75 %。

胡萝卜播种后第1 d即开始喷水，以后每天下午喷水直至齐苗。播种后连续喷水4 d～5 d。

榨菜和大头菜出苗前保持床土湿润，视苗床墒情浇水保持床土湿润。榨菜定植前1 天苗地浇透水。

5.3.3 肥料管理

每次间苗后浇施薄肥，每次每667 m
2
施用尿素1 kg～1.5 kg，兑水浇施，浓度为0.2 %～ 0.3 %。

定植前3 d浇施起身肥，每667 m
2
施用尿素2 kg，浓度为0.2 %～0.3 %。

5.3.4 壮苗标准

榨菜苗龄35 d～40 d，幼苗具4 片～5 片真叶，株形紧凑，根系发达、根茎粗壮，叶片厚实，无病

虫害、机械损伤。

5.4 定植

5.4.1 定植期

榨菜宜于11 月上中旬定植

5.4.2 定植密度

春榨菜旱地行距20 cm～25 cm，株距12 cm～14 cm，每亩种植17 000 株～20 000 株

5.5 田间管理

5.5.1 适时定苗

萝卜生长至5 片～6 片叶子时定苗，剔除弱苗、病苗、畸形苗，留苗株距控制在15 cm左右。

胡萝卜幼苗长出4 片真叶时即可定苗，剔除弱苗、病苗、畸形苗，留苗株距控制在15 cm左右。

大头菜在第3 片～4 片真叶抽出时定苗，剔除弱苗、病苗、畸形苗，留苗株距控制在45 cm左右。

5.5.2 养分管理

萝卜破肚期根据长势追施肥料，若叶片发黄长势弱，每亩追施10 kg～20 kg复合肥；若叶片不黄长

势好则无需追施。

胡萝卜幼苗2 片～3 片真叶时进行第一次追肥，每667 m
2
施水溶性硫酸钾型复合肥10 kg左右，定

苗后进行第2 次追肥，每667 m2追施磷酸二氢钾5 kg、硫酸铵10 kg，第3 次追肥在肉质根膨大初期， 每

667 m
2
追施硫酸钾型复合肥20 kg。如叶面发褐甚至枯萎， 可每667 m

2
用0.5 %氯化钙肥50 kg 进行叶面

喷施。成熟收获前30 天不再施用任何化肥。

小根蒜植株返青时结合浇返青水每亩施尿素10 kg～15 kg、过磷酸钙20 kg～30 kg。发叶期每亩施

尿素15 kg～30 kg。当鳞茎开始膨大时，每亩施尿素25 kg～30 kg、硫酸钾15 kg～20 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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榨菜缓苗后进行第一次追肥，每亩用尿素4 kg～5 kg条施。瘤茎膨大初期进行第二次追肥，每亩用

N、P、K含量分别为15 %的三元复合肥25 kg～30 kg行间条施或浇施。瘤茎膨大盛期进行第三次追肥，

每亩用尿素25 kg加硫酸钾12.5 kg条施，忌撒施。间隔一星期后，视田间长势适量追施促平衡。同时，

可用0.3 %磷酸二氢钾等进行叶面追肥1 次～2 次。

大头菜追肥分2 次进行，第1 次在定苗后7 d～10 d，施腐熟人粪尿7.5～10.5 t/hm
2
、尿素45 kg/hm

2
；

第2 次在第1 次施肥后20 d左右，此时大头菜的肉质根开始迅速膨大，施尿素225 kg/hm
2
。

5.5.3 水分管理

萝卜幼苗期土壤含水量以60 %为宜，掌握少浇勤浇的原则；叶部生长盛期以“地不干不浇，地发白

才浇”为原则；根部生长盛期应保证充分而均匀的供水，以喷灌为宜，切忌大水漫灌。根据天气状况和

土壤墒情变化，及时采取灌排水措施。

胡萝卜7 片～8 片叶时，隔天天喷灌 ，秉持“见干见湿”的原则。肉质根膨大期，保持土壤湿润

即可，切忌大水漫灌或土壤过干导致肉质根腐烂或肉质根空心化，采收前10 d停止浇水。

小根蒜栽植后，应适当控制浇水，以中耕保墒为主。土壤结冻前灌冻水，在灌冻水的基础上，在畦

面上覆盖马粪、圈肥护根防寒，保护植株安全越冬。

榨菜及时浇定根水，移栽后成活前若遇干旱，及时灌水。生长期间若雨水较多时，应及时清沟排水。

大头菜的肉质根膨大期，如遇连续干旱天气需灌跑马水抗旱，以促进大头菜肉质根膨大。

5.6 病虫草害防治

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方针，牢固树立绿色植保的病虫害防控理念。坚持以“农业防

治、物理防治、生物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的防治原则，通过加强种植管理，科学施肥，创造一个

有利于根菜类特色蔬菜生长发育的环境条件，严格按照GB/T 8321控制病虫草害的发生危害。

6 收获

萝卜11月中下旬在叶色转淡，肉质根充分膨大时采收。用清水洗去萝卜表面的泥土，留2 cm的叶柄，

去除其余叶片后包装上市。

大棚胡萝卜生长周期为100～120 天。胡萝卜肉质根顶部微微出土，叶片发黄时采收。宜在清晨或

傍晚采收，采收前，浇透水可有效避免土壤板结造成的机械损伤，利于提升外观性、商品性。

小根蒜一般在5月中旬开始逐渐抽薹，春季应在抽薹前及时采收，秋季在封冻前采收即可。

榨菜宜于4月初榨菜叶片由绿转黄、瘤茎充分膨大时及时采收。收获时剔除污泥，削去根、叶、苔

心。

大头菜于11月中下旬，植株尚未抽薹，下部老叶黄化、易脱落，中部叶片边缘黄化，顶部新叶褪绿，

块根肥大饱满时为采收最佳时期，应及时进行采收。

7 生产记录

对产品生产地点，生产过程中投入品、田间管理、收获、包装、贮运和销售进行详细记录，建立农

产品质量安全管理追溯体系，生产记录应保存2 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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