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炉霍高原草莓》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阶段）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来源于《关于发布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 2025 年度团体标准项目计划

（第三批）的通知》（中民贸〔2025〕28 号），项目编号为 T/OTOP-202517。根

据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的统筹安排，由炉霍县农业农村和科技

局、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炉霍县林业和草原局、炉霍雪域俄色有限责任公司等单

位联合牵头，成立标准起草工作组，负责标准的制定工作。

2.目的与意义

炉霍县地处青藏高原东南缘，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土壤富含有机质，具

备高原草莓种植的天然优势。然而，当前种植模式粗放，缺乏科学管理标准，导

致产量低、品质不稳定，制约产业效益提升。本标准旨在：

-规范高原草莓的产地环境、品种选育、栽培技术、病虫害防治等关键环节；

-推动高原错季栽培技术（7-10 月上市）的标准化应用，填补市场空白；

-通过绿色生产、质量追溯等要求，提升产品竞争力，助力乡村振兴。

3.主要工作过程

-前期调研（2024 年 3-6 月）：赴炉霍县实地考察，分析气候、土壤及产业

现状，明确标准制定需求。

-框架设计（2024 年 7-8 月）：结合国内外草莓标准及高原特色，确定标准

技术框架（涵盖产地环境、栽培管理、采收贮运等）。

-草案编写（2024 年 9-11 月）：完成标准初稿，重点纳入抗寒品种选育、

紫外线防护、错季栽培等技术。

-专家讨论（2025 年 2 月）：组织专家评审会，通过技术论证与参数验证，

形成研讨稿。

标准立项 ：2025 年 2 月 26 日，中国民贸正式立项。

-征求意见： 2025 年 7 月 15 日，形成征求意见稿。向中国民贸申请，官

网和团标平台公示，向社会公开，广泛征求行业专家、生产企业、科研机构、消

费者等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公示期间从 2025 年 7 月 18 日至 2025 年 8 月 17



日。

4.编制单位及主要起草人

-起草单位：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牵头单位）

-炉霍县农业农村和科技局

-炉霍县林业和草原局

-主要起草人：

5.标准主要内容

本标准共 12 章，涵盖以下核心内容：

-产地环境：海拔、气候、土壤等要求（第 4章）；

-设施建设：温室性能、环境调控参数（第 5章）；

-栽培技术：品种选择、育苗、定植、水肥管理（第 6-9 章）；

-病虫害防治：绿色防控与应急措施（第 10 章）；

-采收贮运：质量分级、包装运输标准（第 11-12 章）；

-创新技术：抗寒基因标记（SCAR 引物）、紫外线防护喷雾等。

二、制定背景与目的

1.产业背景

炉霍县传统农业以青稞、畜牧为主，结构单一。高原草莓种植虽具潜力，但

存在以下问题：

-技术短板：依赖传统经验，缺乏科学种植规范；

-市场风险：果实品质不稳定，难以应对市场竞争；

-附加值低：产业链短，加工与品牌化滞后。

2.标准目标

-构建全产业链标准体系，推动高原草莓规模化、标准化生产；

-提升果实品质（可溶性固形物≥12%、硬度≥0.6kg/cm²），实现反季节供

应；

-促进三产融合，延伸草莓酱、干果等深加工产业链。

三、主要工作过程

1.调研与论证（2024 年 12 月）



-联合专家组赴炉霍县，实地调研气候、土壤及现有种植模式；

-召开多次研讨会，明确高原草莓的独特性（如紫外线强、昼夜温差大）。

2.标准起草（2024 年 12 月-2025 年 3 月）

-基于 NY/T1789-2009《草莓等级规格》等通用标准，结合高原特性调整参

数；

-新增“高原错季栽培”“抗寒基因标记”等创新条款。

3.意见征集与修订（2025 年 3 月-2025 年 6 月）

-向 20 余家种植户、企业发放问卷，收集反馈意见 30 余条；

-修订关键参数（如定植密度、补光强度），增强标准可操作性。

4.专家审定（2025 年 7 月）

-组织农业技术、标准化领域专家评审，通过技术可行性论证；

-最终形成包含 12 章节的研讨稿。

四、编制单位及工作组分工

本标准四川省甘孜州炉霍县农牧农村和科技局，北京市农林科学院等机构牵

头和组织专家组成标准起草工作组，负责标准的制定工作等单位负责起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韩平、张斌、 等。

中国民贸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所做的主要工作：负责组织协调标准参与单位共

同起草相关标准。

五、标准主要内容概述

本标准系统规范了炉霍高原草莓全产业链关键技术，核心创新点包括：

1.环境适应性：明确海拔 2800-3500m、年均温≥4.5℃等气候条件；

2.抗逆技术：提出紫外线防护（遮光率 60%）、低温应急（醇基热风炉）等

解决方案；

3.绿色生产：限制化学农药使用，推广生物防治与太阳能土壤消毒；

4.质量追溯：建立从种植到销售的全程信息记录（第 12 章）。

六、与国际、国外标准对比情况

1.国际经验

-日本、欧美等国注重设施栽培与食品安全，但未针对高原气候提出紫外线

防护、抗寒品种等要求；



-本标准借鉴其补光技术（红蓝光配比）与质量分级标准（NY/T1789）。

2.国内现状

-现行标准（如 NY/T2787）侧重通用技术，未考虑高原特殊环境；

-本标准填补空白，提出“高原错季栽培”概念及配套参数。

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符合以下要求：

1.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法规一致；

2.参考 GB3095《环境空气质量标准》、NY/T496《肥料合理使用准则》等现

行标准；

3.技术参数通过实验室验证与田间试验，确保科学性与可操作性。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起草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对种植密度（6500-7500 株/亩）等争议

点，通过对比试验数据（如产量、光照利用率）达成共识。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与措施

1.宣贯培训：组织专家赴炉霍县开展技术培训，覆盖种植户与企业；

2.示范推广：在炉霍县建立 500 亩标准化示范基地，验证标准可行性；

3.动态修订：每 3年根据生产实践与技术进步更新标准内容。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一、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