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丽水市地方标准《食赏兼用型百合栽培技术规程》编制说明

一、项目背景

（一）基本情况

食赏兼用型百合是指可食用且花色靓丽的百合科百合属

多年生草本球根植物的统称，其球根含丰富淀粉质，可作为蔬

菜食用，食用历史悠久。同时，百合地下鳞茎还可入药，具有

养阴润肺，清心安神的功效，可用于阴虚燥咳，劳嗽咳血，虚

烦惊悸，失眠多梦，精神恍惚，是一种药食兼用的经济作物。

因此，百合（鳞茎部位）入选了我国卫生部首次颁发的药食兼

用植物名录。百合既是药材又是食品，不仅在临床上有着广泛

的应用，还可煮粥入饭，是药食兼优的滋补佳品，市场需求量

远远大于一般药材品种。

百合花色靓丽，极具观赏性，但在本地的百合生产实践中，

百合主要作为药用和食用，其观赏价值往往被忽略不计。加上

本地企业和农户百合种植技术有限，在生产实践中往往需要摘

花打顶缩短生育期保证产量，无形之中损失了百合的观赏价

值，降低了百合生产者的收益。农旅融合是目前农业农村发展

的大势所趋，乡村旅游的发展呈现出井喷态势，非常有必要提

升百合的种植技术，加强百合的综合开发利用研究工作，充分

挖掘百合的药用、食用和观赏价值，提高百合生产者的收益。

我市环境资源优越，非常适宜百合生产，目前已在青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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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泉、庆元、遂昌等县市规模化种植百合，我市生产的百合品

质极佳，市场需求大，百合产品直供不应求。通过《食赏兼用

型百合栽培技术规程》的制定，能更好的促进我市百合跨越式

高质量发展，做优乡村特色产业的重点领域发展，助力乡村振

兴，实现绿色发展。

本标准适用于丽水市食赏药兼用型百合栽培，为全市广大

百合生产者提供规范化生产技术标准，也为省内外生产区域提

供 食赏药兼用型百合栽培参考。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产

地选择、繁育方法、栽培技术、采收、档案管理等方面。

（二）国内外现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目前尚无食赏兼用百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浙江

省地方标准等。目前已发布浙江省地方标准《切花百合设施栽

培技术规程》DB33T2326-2021、市级地方标准《卷丹百合栽

培技术规程》DB3311T/ 75—2018和青田县地方标准《食赏兼

用型百合种植技术规程》DJG331121T/ 028—2021，可作为本

标准制定的基础。

（三）必要性及目的意义

在食药用百合的生产基础上，充分利用百合的观赏价值，

本公司积极探索食用百合“留花保产”种植技术，并积累了大量

经验，并在上述基础上系统总结了食赏兼用型百合栽培技术规

范，实现了百合生产过程中百合花在不打顶的情况下地下的鳞

茎产量不受显著影响，充分挖掘百合的药用、食用和观赏价值，



3

促进农文旅融合，拓展百合多种功能的乡村多元价值，推进乡

村振兴，实现共同富裕，让农民的“钱袋子”越装越满，致富路

越走越宽。使用“留花保产”种植技术后，增加了百合花的销售

收入和旅游周边收入，每亩百合田的产值由原来 1.5万元增加

至 3.5万元，百合种植效益显著提升。

目前，本团队制定的青田县地方标准《食赏兼用型百合种

植技术规程》DJG331121T/ 028—2021已发布实施，指导食赏

兼用百合领域，标准实施以来，极大提升了青田县百合种植亩

产效益，按照该标准在龙泉、庆元、遂昌等地种植百合过程中，

亩产效益均显著提升，进一步体现了该标准全市性的关键共性

技术，具有广泛的社会性。我市现行的地方标准《卷丹百合栽

培技术规程》DB3311T/ 75—2018，该标准仅应用于药用百合

领域，指导药用百合生产，该标准中摘花打顶环节与食赏兼用

百合完全相反。此外，我省现行的地方标准《切花百合设施栽

培技术规程》DB33T2326—2021，该标准仅应用于观赏百合领

域，指导切花百合生产，对食赏兼用百合指导性较差。因此，

非常有必要在全市范围针对食赏兼用百合制定相应标准。通过

发布和实施本标准，能有效促进我市百合跨越式高质量发展，

做优乡村特色产业的重点领域发展，助力乡村振兴，实现绿色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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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工作保障

（一）技术力量

标准由浙江碧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为第一起草单位，公司

主要从事百合、贝母等中药材资源收集、栽培、花卉销售等，

与浙江大学等省内高校及丽水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等单位建立

了长期技术协作关系。目前种植有 1500余亩百合，种植基地

覆盖青田舒桥乡、腊口镇、东源镇以及遂昌龙泉多个乡镇。近

几年， 公司从百合药材种植的基础上开发了切花百合种植和

销售，充分挖掘百合的观赏价值，增加了百合花的销售收入和

周边旅游收入，每亩百合田的产值翻了一番，百合种植效益显

著提升。

丽水市农林科学研究院、丽水市农作物总站作为参与起草

单位，派出技术团队，跟踪百合生产过程中全程质量的变化及

栽培技术的试验总结。本标准吸纳来自各科研院所的中药学、

园艺学、栽培学、土壤学、微生物学、植物学等相关专业技术

人员等，有着多年百合种植经验和科研成果。本标准编制团队

参与多项浙江省、丽水市标准制定工作，制标经验丰富。

（二）工作计划

第一阶段：2022 年 8 月～10 月

（1）充分调研项目背景情况、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可行

性以及标准实施后的影响等，

（2）组建标准制定团队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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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确定第一起草单位与参与起草单位，

（4）查询国内外相关文献、标准等资料，完成标准草案、

项目建议书，申报标准立项。

第二阶段：2022 年 11 月～2023 年 3 月

（1）落实相关经费。

（2）确定标准构架，明确各个部分的要素。

（3）明确各起草单位在标准制定过程中的分工及工作。

（4）继续实地调研，逐条研究标准条款，修改完善标准

草案，形成标准编制说明。

第三阶段：2023 年 4 月～5 月

（1）多渠道公开征求科研院所、技术推广、种植企业等

业内人士意见，并汇总分析和讨论采纳情况。

（2）召开专家研讨会议，重点从逻辑性、规程性的角度

明确标准框架，梳理标准内容。

（3）进一步完善标准草案和编制说明，形成标准评审修

改稿。

（4）对标准进行最后的修改、定稿，形成标准送审稿。

（5）报送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第四阶段：2023 年 5 月～6 月

（1）开展标准送审稿审评，审评会议时形成会议纪要；

（2）根据专家审评意见对标准进行修改，形成标准报批

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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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经费保障

标准起草组已筹备充足的经费，为标准编制的全过程提供

资金保障

（四）第一起草单位及人员分工

标准第一起草单位：浙江碧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标准主要起草人：潘俊杰、方洁、陈军华、吕群丹、洪碧

伟、陈辉、吴剑锋、周君美、任伟春、周丽娟

具体分工如下：

潘俊杰、方洁：主持起草，全面负责有关部门的协调及各

项工作。

陈军华、吕群丹、洪碧伟：负责标准起草全程指导与修改

工作。

陈辉、吴剑锋、周君美、任伟春、周丽娟：负责实地调研

与资料收集整理、实践总结。

（五）参与起草单位及协调情况

丽水市农林科学研究院、丽水市农作物总站等单位参与标

准起草，开展项目前期调研，通过现场调研和研讨，研究制定

了标准的基本框架和主要内容。本标准内容与农业部门进行了

相关的协调和交流，农业行业主管部门对本标准的制定无意

见，同意开展该标准的立项和研制工作。

（六）有关研究基础和前期研究成果介绍

团队多年来致力于百合标准化、生态化种植技术研发和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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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并取得了显著成效，并制定的青田县地方标准《食赏兼用

型百合种植技术规程》DJG331121T/ 028—2021已发布实施，

指导食赏兼用百合领域，标准实施以来，极大提升了青田县百

合种植亩产效益，2021年在全市累计推广百合种植约 1000亩，

不仅实际提高了山区土地利用率，减少田块闲置，还提高了土

地的亩产效益，实现了增收的目的，真正富民惠农。

（七）保障措施

加强组织管理。成立标准编制小组，协调分工，明确任务。

加强协调、进度安排等管理。落实人员、资金到位，确保标准

如期、有效推进。

强化技术指导与合作。加强与协作起草单位技术合作，确

保标准制定工作如期完成。根据标准制定各个环节的技术要

求，做好人员的指导。

三、编制过程及说明

（一）任务来源

1.任务来源

2022 年 9 月 6 日，丽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达《关于下

达 2022年第二批丽水市地方标准制定计划项目的通知》（丽

市监〔2022〕55 号）项目立项文件，本项目名称：食赏兼用

型百合栽培技术规程，承担单位：浙江碧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完成期限：2023年 9月底前。

2.编写单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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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起草单位：浙江碧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协助起草单位：丽水市农林科学研究院、丽水市农作物总

站。

（二）主要工作过程

1.成立标准起草小组

2022年 7月 15日，浙江碧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提出制定

食赏兼用型百合栽培技术规程标准，联合丽水市农林科学研究

院、丽水市农作物总站组成标准研制团队。

2.材料收集、调研和信息提交

为提高该标准的适用性和规范性，起草小组多次赴推广食

赏兼用型百合栽培模式的乡镇进行调查与交流，并与当地科研

人员、技术推广人员和生产者进行生产情况交流和咨询，了解

当地食赏兼用型百合栽培关键技术要点等情况。完成标准初稿

和立项建议书的编制工作，提交《食赏兼用型百合栽培技术规

程》立项申请，并得到市级行业主管部门丽水市农业农村局初

审推荐。

3.起草阶段

2022 年 8 月 17 日，丽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组织召开了

市级地方标准立项论证会，与会专家就该地方标准立项的必要

性、可行性以及实施影响等进行了认真讨论。会后，起草组接

受提问、质询，根据专家提出的意见，完善了标准内容，形成

标准征求意见稿，标准结构未做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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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通过立项

2022 年 9 月 7 日，丽水市市场监督管理局下发《关于下

达 2022年第二批丽水市地方标准制定计划项目的通知》（丽

市监〔2022〕55 号）立项文件。

5.标准完善

明确各起草单位在标准制定过程中的分工及工作。继续实

地调研，逐条研究标准条款，修改完善标准草案，形成标准编

制说明。对内容进行修改，形成征求意见稿。

6.征求意见阶段

2023 年 4 月，由丽水市农业农村局在丽水市人民政府网

站“公示公告”栏目发布“关于公开征求市级地方标准《食赏兼

用型百合栽培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意见的通知”，面向

社会公开征求意见。

2023年 4月-5月，向省、市、县科研、推广和生产主体

广泛征求意见，对收回的修改意见，工作组进行逐条核对，反

复论证是否采纳，进行最终完善。

2023年 5月，由浙江碧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组织召开《食

赏兼用型百合栽培技术规程》标准研讨会。

2023年 5月，待征求意见结束进行汇总。

四、与有关法律法规和国家、行业、省/市地方标准的关

系

本标准编是当前我国政府大力鼓励和积极倡导的，符合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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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社会、环境发展方向，相关的强制性标准也已被本标准引

用。本标准的制定和推广与现行的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没

有矛盾。

目前尚无食赏兼用百合相关的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浙江

省地方标准等。我市现行的地方标准《卷丹百合栽培技术规程》

DB3311T/ 75—2018，该标准仅应用于药用百合领域，指导药

用百合生产，该标准中摘花打顶环节与食赏兼用百合完全相

反。此外，我省现行的地方标准《切花百合设施栽培技术规程》

DB33T2326—2021，该标准仅应用于观赏百合领域，指导切花

百合生产，对食赏兼用百合指导性较差。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一部分：

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草。并根据GB/T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NY/T

394 绿色食品肥料使用准则等标准，结合科研成果和本市百合

生产实践，整理编写而成。

五、标准文本介绍及变更说明

（一）标准编制原则

以规程性、科学性、实用性为原则，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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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丽水市地方标准管理实施细则（试行）》的规定要求起草。

根据前期研究的实践成果为主要依据，吸收生产实践中创新

性、可操作性的实践经验和方法，利于农技人员、生产种植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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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推广使用。

（二）主要参考文献

DB33T/2326-2021 切花百合设施栽培技术规程 浙江省地

方标准

DB3311T/ 75—2018 卷丹百合栽培技术规程 丽水市地方

标准

DJG331121T/ 028—2021 食赏兼用型百合种植技术规程

青田县地方标准

（三）标准名称及变更说明

无变更

（四）标准适用范围及变更说明

本标准适用于丽水市食赏兼用型百合栽培技术规程。无变

更。

（五）标准结构框架及变更说明

标准结构框架为“食赏兼用型百合栽培技术”，主要技术内

容包括产地选择、繁育方法、栽培技术、采收、档案管理等方

面。无变更。

（六）主要（技术）内容确定依据及说明

本标准属推荐性标准，标准提出的技术条款、指标、参数

等的来源于团队在生产实践中积累的经验和做法。

标准中的关键技术确定说明如下：

1.场地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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宜选择海拔高度为 200米～1000米背风向阳、水源方便、

排水良好、坡度在 35 度以下的地块，灌溉水质符合 GB 5084

规定的标准。

2.种鳞茎选择

采用种鳞茎做栽培用种。选择花朵硕大艳丽、适应本地气

候、抗病性强、丰产性好的百合种鳞茎。

3.质量要求

选用当年采收、重量为15克/球～35 克/球、无病虫伤害、

无机械损伤的健壮种鳞茎。

4.种植时间

种植于海拔 600米以上的区域宜于 10月中上旬播种，种

植于 600米以下的区域宜于 10月中下旬播种。

5.切花采收

现蕾后，植株顶部1个～2个花苞转色且未展开时采收。宜

在阴天或晴天气温较低时采收。采收花枝时，采收后的植株留

株高度30厘米以上。

6.鳞茎采收

采收时期以7月底～8月份为宜，宜在晴天日出前分批采

收。

六、预期的社会经济效益

标准规程制定后，通过基地示范、技术培训、现场观摩等

形式，进一步规范全市食赏兼用型百合栽培技术，推动产业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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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预计示范推广面积力争达到 3000亩次，产值达 1亿元。

助力乡村振兴，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七、是否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

无涉及专利等知识产权问题

八、贯彻实施标准的要求和措施等建议

通过制定和实施《食赏兼用型百合栽培技术规程》，可以

提升百合的经济价值，有利于促进整体产业的发展。建议相关

主管部门在加强资金投入的前提下，做好宣传推广工作，对相

关人员进行标准宣贯培训，以推动该标准实施。

九、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该标准制订过程中，未出现重大意见分歧。

十、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该标准制定实施后，无需废止其它标准。

十一、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报告、相关技术和经济

影响论证

无

十二、其它应当说明的事项

无其它予以说明的问题。

《食赏兼用型百合栽培技术规程》标准编写小组

2023年 4月 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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