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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代替GB/T22531—2008《野山参人工繁衍护育操作规程》。
本标准与GB/T22531—2008相比,除编辑性修改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增加了对本文件有支持作用的术语和定义的条目;
———修改了选种标准;
———修改了野山参采收年限;
———增加了水籽催芽的条件。
本标准由全国参茸产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SAC/TC403)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国家参茸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吉林人参研究院、吉林省参茸办公室。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辽宁祥云药业有限公司、康美新开河(吉林)药业有限公司、杭州胡庆余堂国

药号有限公司、上海雷允上药业有限公司神象参茸分公司、北京同仁堂药材有限公司、广州采芝林药业

有限公司、香港李熊记有限公司、上海童涵春堂药业连锁经营有限公司。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仲伟同、曹志强、冯家。
本标准参加起草人:曾祥云、李殿文、武伦鹏、杨仲英、王志举、李震熊、李跃雄、李学军、顾伟珠、

金恩华、马正赫。
本标准所代替标准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GB/T22531—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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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GB/T22531自发布以来,规范并推动了“野山参”这个具有浓厚中华民族传统的产业的健康发展,
同时也在农业及林业等领域对于林地的资源利用、生态环境的恢复和保持发挥了重要作用。根据对园

参、移山参、野山参、野生人参基因对比的研究,各类产品没有显著差异,但野山参形态结构与成分的变

化确与人参生长的年限及环境有重要关系。

GB/T22531的编制与修订,对于这一传统产业的发展和质量控制与评价具有直接的指导作用,对
野山参文化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组成部分也具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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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山参人工繁衍护育操作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野山参繁衍护育的术语和定义、环境选择、选种标准、播籽、生长期护育、鼠害防治。
本标准适用于野山参繁衍护育操作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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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3095—2012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5084—2005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15618—1995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野生人参 originalecologicalginseng
自然传播,生长于深山密林的原生态人参。

3.2
野山参 wildginseng
播种后,自然生长于深山密林15年以上的人参。

3.3
繁衍 multiply
野山参按照自身的特征,自然生长并增多、增大或增广的过程。

3.4
护育 ecologicalpreservedpropagation
对野山参物种本身的生长特征进行保护的过程。

3.5
郁闭度 canopydensity
林地间树冠相互衔接的程度,树冠在林地投影所占面积与林地总面积之比称为郁闭度。

3.6
森林生态系统 forestecosystem
以乔木树种为主体的生物群落(包括植物、动物、微生物等)及其所在生长环境(包括土壤、气候等),

具有随时间、空间不断进行能量转换、物质循环、信息传递的有生命及再生能力的功能单位。

3.7
自然屏障 vegetationlevelinforest
乔木、灌木等在森林内垂直分布所形成的层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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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扎眼点播 bunchplanting
不破坏土层结构,不损伤周边伴生植物,扎眼后播种的方法。

3.9
水籽 normalseedsharvestedinthesameyear
当年采收的鲜种子。

3.10
干籽 driedseedsharvestedinthepastyear
采收后晾干的种子。

4 环境选择

4.1 地理条件

适合野山参生长的森林地带,森林覆盖率70%以上。

4.2 气候条件

中温带湿润、中寒带气候区,大陆性季风气候。≥10℃的有效积温1300℃~2400℃;年平均气温

1℃~7.5℃,1月平均气温-11℃~-18℃,7月~8月平均气温20℃~23.5℃;年降水量500mm~
1300mm(7月~8月降水量400mm);无霜期90d~150d;全年日照时数2300h以上。

4.3 生态条件

4.3.1 坡度与植被

选择20年内相对稳定,远离村落,群山环绕,不受干扰、破坏,避免污染的深山密林,坡度在5°~40°
山坡地的针阔混交林和阔叶林,有蒙古栎、槭、紫椴、糠椴、红松等10余种乔木,间生胡枝子、榛柴等小灌

木,形成高、中、低三层自然屏障,郁闭度0.75~0.85的林地。

4.3.2 空气质量

应符合GB3095—2012的规定。

4.3.3 水源质量

应符合GB5084—2005的规定。

4.3.4 土壤

野山参的繁衍应具有原始的自然土壤层,顶层腐殖土层一般在10cm左右,中层为砂壤土,底土层

为黄土的棕色森林土或山地灰化棕色森林土。具有较好的理化性状,有机质含量达到3%以上,容重小

于0.8,pH值为5.5~6.5之间,土壤未被耕作和遭受过污染。符合GB15618—1995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二级以上。

5 种子

5.1 选种

选择“野生人参”“野山参”和人参农家品种“长脖”“圆膀圆芦”作为种子,干籽千粒重为20g以上,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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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籽千粒重为40g以上,种子纯度为99%以上;干籽含水量不高于14%,淡黄白色,无异味、病粒。

5.2 种子催芽

5.2.1 催芽时间

当年采收的种籽,采收后至10月上旬前进行催芽。种子90%裂口,胚率达80%以上时,可当年秋

播或进行冷藏,翌年春天播种。

干籽:上年采收的干籽,于4月中旬前催芽,10月中旬90%裂口后,胚率达80%以上时可秋播或进

行冷藏,翌年春天播种。

5.2.2 催芽方法

选择地势较高、排水良好的场地,架设透光不透雨的棚,横向挖种子处理槽,槽周围挖好排水沟,防

止雨水浸入催芽槽。

催芽前先将种子用室温水浸泡,达到种皮湿润即可,不可过湿。新采收的水籽不可浸泡,控干水分

即可处理。捞出晾晒至表皮无附着水。

催芽基质可用粒径小于参籽的河砂。箱底先铺5cm厚基质,然后装基质与种子(3∶1)混合物,上

层再覆盖10cm厚基质,调好湿度。

裂口前每隔10d~15d倒种子一次,裂口后期每隔7d倒一次。倒种时挑出发霉变质种子。

每两次倒种间要注意调节基质的湿度,基质湿度7.5%~14%,手攥成团,一触即散,裂口后基质湿

度应保持低限水平。裂口前保持基质温度在15℃~20℃,后期保持在13℃~15℃。

6 播种

6.1 播种时间

6.1.1 春播:春季,土壤解冻后;播种裂口后进行过冷藏的种子。

6.1.2 秋播:10月中旬~11月上旬至封冻前;播种裂口的种子。

6.1.3 伏播:7月下旬~8月上旬;播种采收后不经过催芽处理的种子。

6.2 播种方法

扎眼点播。按株行距(10cm×10cm)~(15cm×15cm)或根据地势随机扎眼,扎眼深度5cm~6cm,

每孔播种1粒~2粒种子,播种后覆土,盖落叶。

7 野山参护育

7.1 基地区域要实行封闭式管理,设置围栏,围栏内1000m内严禁播种各种农作物,严禁采伐、放山、

采摘、割草、放牧、狩猎等行为。禁止游人及家畜、禽进入繁衍区域。

7.2 加强区域森林生态系统的护育,山体、水土保护,严禁采石、采砂、采土及占用溪水、河道等作业。

7.3 应防止区域内各种危害动物的自然繁殖,避免造成各种危害。

7.4 要建立生长期档案,做好生产记录。

GB/T22531—2015

订
单
号
：
0
1
0
0
1
8
1
0
2
2
0
2
7
7
6
9
 
 
防
伪
编
号
：
2
0
1
8
-
1
0
2
2
-
0
2
5
9
-
1
6
0
9
-
3
9
0
3
 
 
购
买
单
位
: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北
京
中
培
质
联
 专

用



GB/T22531—2015

8 鼠害防治

8.1 防治的原则

以人工防治及生物防治为主。

8.2 防治时间

长年防治。

8.3 防治办法

采用埋设地箭、夹、笼、压板等器械捕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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