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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 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给出的规则起草。 

《生态种植标准 番茄》分为 3个部分： 

——第 1部分：航空富硒设施番茄生产技术规程 

——第 2部分：加工型（硬果）番茄生产技术规程 

——第 3部分：太阳能温室秋延番茄生产技术规程 

本部分为《生态种植标准 番茄》第 2部分 

本部分由内蒙古红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提出。 

本标准由中关村绿谷生态农业产业联盟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内蒙古红番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北京炎黄医养科技有限公司、北京中农普惠科

技有限公司、上海沪生农业科技有限公司、中农国化（北京）农业发展有限公司、沈阳哈德种子销售

有限公司、山东宇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为：洪波、侯照东、国金鑫、杨传海、李留柱、岑钰、张常山、关翠涛、沈春

梅。 

本部分附录 A、附录 D为规范性附录,附录 B、附录 C 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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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种植标准 番茄 

第 2 部分：加工型（硬果）番茄生产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范了生态种植标准加工型（硬果）番茄栽培技术的术语与定义、产地环境、品种选择、

生产技术管理、病虫害防治、采收及产品质量和生产记录等技术，以及生态标准体系标志在溯源与认

证方面的使用。  

本标准适用于加工型（硬果）番茄栽培的地区。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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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715.3-2010 瓜菜作物种子 第 3部分：茄果类 

NY/T 391-2013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GB/T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NY/T393-2013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NY/T 394-2013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  

NY/T 655-2012  绿色食品   茄果类蔬菜 

NY/T 658-2015 绿色食品包装通用准则 

NY/T 1056绿色食品 贮藏运输准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规程。 

3.1 生态种植 

生态种植即采用自然生态方式栽培，达到去害增益的目标。 

现代农业生产由于长期大量使用化肥、农药、生物激素等化学物质，一方面导致土壤污染、活性

降低，另一方面再加上水源、空气等 环境污染，导致农产品重金属超标、农药残留指标高，滥用生物

激素等存在不明安全隐患等。另外，在农产品加工、仓储、包装、物流等过程中普遍遭遇二次多元化



                                                   

                         T/GVEAIA 008.2-2018  

 - 3 - 

污染，消费者所能够食用的农产品在原应该具有的功能性上已经大大减弱了其本有的性能和功效，甚

至还带来更多的毒性和副作用。因此，生态种植成为保障农产品品质和安全的一项解决方案。 

生态种植主要措施为“一选三控、一增三减” 

一选：选择非转基因原生地物种，并在原产地以及适生地种养。 

三控：第一控土，增加土壤活性，减少土壤的污染，改善土壤的品质；第二控制水源污染和空气

污染；第三控制病虫害，采用无害化以及生物防治的方法防治病虫害。 

一增：用科技手段营造类野生的自然生长环境，增加作物的光合作用，提高光合转化率，有效增

加作物干物质的含量和有效成分的积累，增加作物产品的营养品质，保持其本有的药性品质。 

三减，减少化肥使用量，逐渐禁用化肥；减少农药的使用量，逐渐禁用农药；减少生物激素（调

节剂）的使用量，逐渐禁用生物激素（调节剂） 

3.2 加工型（硬果）番茄  

加工型（硬果）番茄是番茄中的一种栽培类型，在我国主要集中在新疆，逐渐发展到内蒙、甘肃、

宁夏等地，主要用途是送入加工厂加工处理，加工产品主要是番茄酱，另有番茄干、番茄粉、番茄红

素等产品。 

3.3 生态种植标准用肥 

生态种植标准用肥，推荐以光合农业理论为依据，配合使用有专利技术或执行标准的藻类微生物

肥料，肥料种类不限于基肥、水溶肥和叶面肥等。基础用肥应符合 NY 525-2012 有机肥料、NY/T394-2013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 

3.4 生产环境质量 

生态种植的产地环境质量应符合 NY/T 391-2013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要求。 

3.5 生产安全控制 

生态种植标准番茄生产技术，按照生产安全控制，分为三级：一级禁止施用化肥和农药(含人工合

成的农药、激素等)，仅允许施用生物肥、有机肥和矿物肥，以及采用绿色防控技术防治病虫害；二级禁

止使用农药(含人工合成的农药、激素等)，允许混合施用生物肥、有机肥和矿物肥以及适量的化肥，采用

绿色防控技术防治病虫害；三级限量限次使用农药(含人工合成的农药、激素等)，允许混合施用生物肥、

有机肥和矿物肥以及适量的化肥，采用绿色防控技术和有限化学防控技术防治病虫害。 

 

4  总则 

4.1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5%AA%E8%8C%84%E9%85%B1/3272179
https://baike.baidu.com/item/%E7%95%AA%E8%8C%84/69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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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标准应符合绿色食品的相关标准。  

4.2  

本标准旨在引导番茄种植者科学对待、充分认识生态种植标准番茄栽培技术实现“生态种植”的

重要性，并依照标准开展番茄的种植生产，对生态种植标准番茄产品的安全性、营养品质和功能性在

生产环节做出有效保障。 

4.3 

本标准为番茄食品加工行业提供有标准的“生态番茄”，为我国的食品安全升级和人民群众的健

康饮食提供有标准的食材。 

4.4 

本标准应用在番茄生产标准的评价、以及认证溯源提供作业规程指导，并为按照标准生产的番茄

提供认证，增加生产环节的信息透明度，提升人民群众对生态种植标准番茄产品的认同度。 

 

 

5  生产条件要求 

5.1 品种要求 

选择已审定（鉴定）推广的高产优质、抗病、抗倒能力强、商品性好的适合于产地积温条件的优

良品种。种子质量应符合 GB 16715.3-2010的规定。  

5.2  产地条件 

基地土壤环境质量符合 GB 15618-1995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农田灌溉水水质符合 GB5084-2005 农

田灌溉水质标准，环境空气质量符合 GB3095-1996环境空气质量标准的规定。 

5.2.1 气候条件 

适温范围在 10-33℃,其中昼温以 23-28℃、夜温以 13-18℃、地温以 18-23℃为宜。一般以土壤湿

度 60-80%、空气湿度 45-50%为宜。 

5.2.2 土壤条件 

土壤 PH值在 6.0-7.0之间为宜。 

5.2.3 环境要求 

选择远离城市、工厂、矿山等污染源，空气清新，水质清亮，土壤肥沃的农田作为生态种植标准

番茄生产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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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用地原则与耕作制度 

5.3.1 用地原则 

综合运用科学生态的土壤耕作、栽培、施肥、灌溉、水土保持、植保等新型农业技术和农艺措施，

实现土地用养结合，保持土地生产力的可持续性。 

5.3.2 耕作制度 

生态种植标准番茄种植实行严格轮作制度，与非茄科作物轮作 3年以上。 

5.3.3 栽培方式 

采用人工育苗、定值栽培方式。 

5.4 肥料要求及使用原则 

番茄生产使用肥料优先施用生物藻类肥，传统施肥应符合 NY 525-2012 有机肥料、NY/T 394-2013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的规定。禁止使用未经国家农业主管部门登记、备案或没有执行标准的化学和

生物肥料，禁止使用重金属超标的肥料。在番茄的生长期内以施用光合肥、农家肥、有机肥料、生物

菌肥为主。在有机肥不能满足番茄生长需要时可适量施用化学肥料。积极推广测土配方和平衡施肥技

术。不得使用城市垃圾作为番茄生产的肥料，严禁使用未经腐熟的人畜粪便、沼气液、饼肥等。 

5.5 病虫草害防治原则 

病虫草害防治应贯彻“预防为主，综合防治”的植保工作方针，大力推广绿色防控技术，以农业

防治、生物防治、物理防治为主，化学防治为辅。 

5.6  农药使用准则 

番茄栽培使用农药应符合 GB/T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NY/T393-2013 绿色食品  农

药使用准则，在番茄生长期内不能通过无害防治、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控制病虫草害时，应选用高效、

低毒、低残留农药进行化学防治，每种农药在番茄的生长期内只能使用一次，且最后一次使用要在收

获前 20天。 

 

6  栽培技术管理 

6.1 栽培茬口 

根据当地气候环境选择适时栽培 

6.2 育苗 

根据种植季节选用育苗设施，预先做好防虫。育苗方式采用无土穴盘基质育苗。基质育苗应符合

DB37/T 2590.2-2014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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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定植前的准备 

6.3.1 整地 

每 667 m2 施腐熟农家肥 10000 kg，三元素复合肥（氮-磷-钾均为 1：1：1）50 kg，专用微生物

菌剂 800kg,微生物菌剂符合 GB/20287-2012的规定。基肥撒施后深翻 25 cm～30 cm 整平。起垄做畦，

畦宽 1.2 m～1.4 m。肥料使用符合 NY/T394的规定。 

6.3.2 定植时间及密度 

地温要稳定在 12 ℃以上。每 667m2定植 2500～3000 株，定植后浇透水并随水冲施 4kg专用微生

物菌剂。 

6.4 定植后的管理 

6.4.1 水肥管理 

采用膜下滴灌或暗灌。土壤相对湿度保持 60 %～70 %为宜，根据生育季节长短和生长状况及时追

专用水溶肥 4kg/亩。肥料使用符合 NY/T 394的规定。 

6.4.2 植株调整 

6.4.2.1 吊蔓或插架 

用尼龙绳吊蔓或用细竹秆插架。 

6.4.2.2 整枝 

番茄的整枝分单干整枝、双干整枝和一杆半整枝三种方法，一般建议单干整枝，或根据栽培密度

和目的选择适宜的整枝方法。 

6.4.2.3 摘心、打底叶 

选晴天下午，视留果果穗多少适时摘心，摘心时一定要在生长点以下留两片叶再摘心。待第一穗

果转色后，要留第一穗果以下两片好叶，摘除其他病叶和老叶。 

6.4.2.4 保花、保果 

使用符合 NY/T 393规定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处理花穗，以保花保果。 

6.4.2.5 疏花疏果 

疏掉畸形花及末梢小花，根据植株强弱留果。大果型留 3～4果，中果型留 4～6果。 

 

7 病虫害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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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防治原则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优先采用农业防治、物理防治和生物防治，科学进行化学防治。优先使用

低风险农药，提倡兼治和不同作用机理农药交替使用。农药使用应符合 GB/T8321（所有部分）和 NY/T393 

的规定。 

7.2 防治方法 

7.2.1 农业防治 

7.2.1.1 清洁田园 

将残枝败叶和杂草清理干净，集中进行无害化处理，保持田间清洁。 

7.2.1.2 选用抗病品种 

针对主要病虫控制对象，选用高抗、多抗的品种。 

7.2.1.3 创造适宜的生长发育环境条件 

培育适龄壮苗，有条件的可采用嫁接育苗技术，提高抗逆性；控制好温度和空气湿度，适宜的肥

水，高畦栽培，严防积水，清洁田园，做到有利于植株生长发育，避免病害发生。 

7.2.1.4 合理轮作 

实行轮作制度，与非茄科作物进行轮作。 

7.2.1.5 科学施肥 

平衡施肥，增施微生物有机肥或微生物菌剂，适当使用化肥。 

7.2.2 生物防治 

积极保护利用天敌，控制病虫害。 

7.2.3 物理防治 

减少病虫害的发生，可悬挂黄板或生物诱杀灯，悬挂时要注意合理悬挂数量和高度。 

7.2.4 化学防治 

7.2.4.1 猝倒病、立枯病 

用菌消水剂剂 600～800倍液或土净水剂 800～1 000倍液喷雾防治。 

7.2.4.2 灰霉病 

用 80%异菌.嘧霉胺水分散颗粒剂 800～1 000倍液或吡唑.啶酰菌悬浮剂 800～1 000倍液喷雾防治。 

7.2.4.3 早疫病 

10%苯醚甲环唑可湿性粉剂 1000倍液或 250克/升嘧菌酯悬浮剂 2000倍液喷雾防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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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4.4 晚疫病 

用 50%烯酰吗啉悬浮剂 1500倍液或 10%氰霜唑悬浮剂 1200倍液喷雾防治。 

7.2.4.5 叶斑病 

用 50%咪唑喹啉铜可湿性粉剂 2000倍液加 42.4%唑醚.氟酰胺 800倍液或苯醚甲环唑 10%可湿性粉

剂 1000倍液喷雾防治。 

7.2.4.6 白粉病 

用氟硅唑 40%乳油 6000-8000倍液或乙嘧酚磺酸酯 25%微乳剂 3000-4000倍液喷雾防治。 

7.2.4.7 蚜虫 

用 50%吡蚜酮水分散颗粒剂 2 000～3 000倍液或除飞水分散颗粒剂 1 500倍液喷雾防治。 

7.2.4.8 美洲斑潜蝇 

用康苋水分散颗粒剂 2 000～3 000倍液或隆歌水分散颗粒剂 1 500倍液喷雾防治。 

7.2.4.9 

在使用化学药剂防治病虫害时，切记不得使用国家相关规定禁止使用的药剂（见附录表一） 

 

8  采收与流通  

8. 1 采收标准 

果实采收应符合安全间隔期的相关要求，执行 GB/T 8321（所有部分）的规定。 

8.2  采收用工具和包装物 

采收过程中所用的工具应清洁卫生、无污染，包装物应整洁、牢固、透气、无污染、无异味。符

合 NY/T 658-2015 绿色食品包装通用准则。 

8.3  贮藏和运输 

贮藏和运输应符合 NY/T 1056 绿色食品 贮藏运输准则的规定，确保贮藏设施清洁、干燥、通风、

无虫害和鼠害，严禁与有毒有害、有腐蚀性、发潮发霉、有异味的物品混存混运 

 

9  生产记录 

9.1 记录要求 

所有记录应真实、准确、规范，字迹清楚，不得损坏、丢失、随意涂改，文件记录至少保存 3年，

档案资料由专人保管，并具有可追溯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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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记录格式 

（1）加工型（硬果）番茄生产农事操作记录（见附录表 B） 

（2）加工型（硬果）番茄生产基地信息表（见附录表 C） 

（3）加工型（硬果）番茄生产投入品信息数据表（见附录表 D） 

 

10  评价认证规则 

10.1 评价认证平台 

由中关村绿谷生态农业产业联盟生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建立“生态标准化评价认证平台”，全面

负责“生态标准番茄”的评价认证，以及溯源等相关工作。 

10.2 申报资格 

符合以下全部条件时，其生产经营者可向生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提交溯源认证申请。 

（1）申请认证的生产经营企业，应具有法人资格、农村专业合作社、家庭农场主、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等相关资质。 

（2）申请认证的生产经营企业，应准守本标准的番茄栽培技术规程，并具有一定的生产规模等方面的

条件。  

（3）企业应有完善的质量控制措施，有完备的生产销售记录档案。 

（4）具有良好的信誉，得到广泛的社会认同和赞誉。 

 

11  评价认证程序 

11.1 申请 

申请认证的生产企业向生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提出书面申请，提交相应申报材料。 

11.2 初审核查 

生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受理申请后对申报材料进行初审核查，对符合申报资格，且申报资料齐全

的申请人进行汇总登记，统一登录“生态标准化评价认证平台”发布；对不符合所列申报资格，或申报材料

不完整的申请人，应及时予以告知，同时允许其在申报时限内补充申报。 

11.3 开户 

对符合申报资格的企业，在“生态标准化评价认证平台”开通生产企业用户，提供标准的大数据采集系

统操作管理后台。 

11.4 溯源大数据采集与档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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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生产企业用户在生产过程中，进行生产大数据的采集，生产全过程应详细记录，所有记录应真实、规

程、准确，并具有可追溯性。 

溯源大数据采集应按照大数据采集系统操作平台的系统要求操作，把大数据录入到溯源认证大数据库。 

11.5 评价认证及溯源服务 

生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秘书处对入库的溯源信息进行审核确认，确认后的大数据信息自动编辑成为认证

溯源查询二维码，给社会公众提供查询服务。 

11.6 评价认证标识 

通过认证的生态标准执行企业和产品，由中关村绿谷生态农业产业联盟许可使用“生态标准化评价认证”

标志。 

  

图 1生态标准化评价认证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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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生态种植标准番茄生产禁止使用的农药 

 

A.1  生态种植标准番茄生产禁止使用的农药 

种  类 农药名称 禁用原因 

有机氯杀虫剂 滴滴滴、六六六、林丹、甲氧滴滴涕、硫丹 高残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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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剧毒、高毒 

氨基甲酸酯杀虫剂 涕灭威、克百威、灭多威、丁硫克百威、丙硫克百威 
剧毒、高毒或代谢物

高毒 

二甲基甲脒类杀虫

杀螨剂 
杀虫脒 慢性毒性、致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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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致癌、致畸、高毒 

有机砷杀菌剂 
甲基胂酸辛（稻脚青）、甲基胂酸钙胂（稻宁）、甲基

胂酸铵（田安）、福美甲胂、福美胂 
高残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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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高残留、慢性毒性 

有机汞杀菌剂 氯化乙基汞（西力生）、醋酸苯汞（赛力散） 剧毒、高残毒 

取代苯类杀菌剂 五氯硝基苯、稻瘟醇（五氯苯甲醇） 致癌、高残留 

2，4—D类化合物 除草剂或植物生长调节剂 杂质致癌 

二苯醚类除草剂 除草醚、草枯醚 慢性毒性 

植物生长调节剂 有机合成的植物生长调节剂 —— 

注：以上所列是目前禁用或限用的农药品种，该名单将随国家新规定而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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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加工型（硬果）番茄生产农事操作记录 

 

B1 加工型（硬果）番茄生产农事操作记录 

县名村

名 

 种植户名  种子来源  日期 签字 

地块位

置 

 
整

地 

秋季  品种名称    

种植面

积 

 春季  中

耕

锄

草 

    

前茬作

物 

 麦收后      

播种时

间 

 种植密度      

灌溉 

灌水来源       

灌溉方式       

灌溉量       

施肥 

肥料名称       

生产厂家       

成分含量       

施肥用量       

施肥方法       

病

虫

草

害

化

防 

生物防治       

物理防治       

化

学

防

治 

农药名称       

生产厂家       

有效成分       

防治对象       

施药用量       

使用方法       

收获 
收获日期  收获方式     

收获量  包装材料     

贮存 
贮存地点  贮存条件     

贮存方式  药剂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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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加工型（硬果）番茄生产基地信息表 

 

一、基本信息 

基地名称  基地编号  土地性质  基地规模 亩 

基地详细地址  种植品种  种（苗）品名  生产周期 天 

联系电话  种（苗）供应商  其中生产面积 亩 

 

二、基础条件 

 

三、生产基负责人员信息 

基地总责任人  联系方式  

生产管理员姓名  联系方式  

基地技术员姓名  联系方式  

 

 

  

基地水源情况 （地下水、地表

水、市政供水

等） 

基地补水方式 
（水渠引流、 

水泵抽灌等） 
土地基础情况 

（温棚、暖棚、

大田、山地、梯

田等） 

建议使用 

投入品名 

1、 

2、 

3、 

建议除草除虫

方式 

（人工除草、药

物除虫等） 

其他使用投入

品名 

1、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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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资料性附录） 

加工型（硬果）番茄生产投入品信息数据表 

 

D1 加工型（硬果）番茄生产投入品信息数据表 

投入品名称  使用时间 月    日 

投入品类型 
生态肥料（ ）安全农药 ( )环保设

备（ ） 

投入品主要功能 

 
 

投入品用量 

总计使用 亩（公顷） 

平均每亩 公斤（毫升） 

总计施用 公斤（毫升） 

投入品使用方法 

稀释比例为： 

1：    

总施用时间： 

为   天 

每天自   点 

至    点 

使用覆盖率 

为       %。 

 

投入品 

使用方式 

 

叶面喷洒： 

滴灌设备： 

水肥一体： 

根部浇灌： 

其他方式： 

使用当天 

对比图像 

对比组 实验对比区域 图像采集信息 

  

拍摄人： 

拍摄日期： 

拍摄时间 

使用 15 天 

后对比图像 

对比组 实验对比区域 
图像采集信息 

 

  

拍摄人： 

拍摄日期： 

拍摄时间： 

备案信息 

基地管理员签字： 

 

 

其他存档备案资

料： 

1、对比图像原始

备注： 

签 字 和 录 入 信 

息必须手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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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地技术员签字： 

 

 

资料 4 张（ ） 

2、投入品使用视

频 2 分钟（ ） 

3、使用后对比视

频 2 分钟（ ） 

4、本附表彩色打

印后存档（ ） 

5、本附表电子版

提交备案（ ） 

纸 质 签 字 版 扫 

描 后 添 加 图 像 

制作电子版本 

农委会负责人签字： 

 

 

对比数据 

分析 

1、植株生长速度提高    %； 2、植株叶片密度增加    %；3、植株叶片厚度增加   %；

4、植株坐果率增加    %；5、减少日常病虫害   %； 

 

生产技术指导、相关信息数据、其它相关事件记录与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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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D 

（规范性附录） 

生态种植标准番茄栽培生物肥料的要求 

 

1 农用微生物菌剂其主要技术指标 

有效活菌数，亿/g(mL) ≥2.0（颗粒≥1.0）；其中复合菌剂，每一种有效菌的数量不得少于 0.01 亿

/g(mL)；以单一的胶质芽胞杆菌（Bacillus mucilaginosus）制成的粉剂产品中有效活菌数不少于 1.2 亿

/g。农用微生物菌剂有杂菌率的要求，液体≤10%，粉剂≤20%，颗粒≤30%。粉剂的含水量要求≤35%，颗粒

的含水量≤20%。 

    

2 复合微生物肥料其主要技术指标 

有效活菌数，亿/g(mL) ≥0.2（液体≥0.5）；含两种以上微生物的复合微生物肥料，每一种有

效菌的数量不得少于 0.01 亿/g(mL)。 总养分（N+P2O5+K2O），%≥6.0%（液体≥4.0）。对杂菌率的

要求是，液体≤15%，粉剂和颗粒≤30%。粉剂的含水量要≤35%，颗粒的含水量≤20%。保质期为 6 个

月（液体剂型的为≥3个月）。  

  

3 生物有机肥其主要技术指标 

要完全腐熟，虫卵死亡率达到 95%以上，在有益微生物作用下，发酵腐熟充分，外观，褐色和黑褐

色，色泽比较单一，生物有机肥施用方便，均匀，一般外包装精致，标注有效活性菌属有效成分等指

标。 

有机质含量与有机肥有机质含量有所取差异，有机肥的有机质含量一般要求（≥45%）生物有机肥

有机质要求（≥40%）其都对有机质的含量做了明确的规定，而微生物菌剂则没有明确规定。生物有机

肥有效活菌数要求为（2000 万个/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