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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概述 

（一）任务来源 

紫苏因其具有食用、药用、香料、保健等多种功能价值

而备受市场青睐。特别是种植紫苏能够预防野猪危害、保证

农民种地收入，已经成为农林边界区农民的最好选择。我市

陵川、泽州、阳城、沁水都有种植，且种植面积不断扩大，

一些边坡山区已经步入规模化发展，陵川百草生、阳城析城

源康养产业开发有限公司2家紫苏规模加工企业带动能力不

断增强。为进一步规范种植，提升紫苏生产标准化，提高单

位面积产量效益，增加农民收入，阳城县析城源康养产业开

发有限公司、阳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阳城县农业农村局抽

调专人成立“标准起草小组”，在总结多年实践经验的基础

上，整理、起草了符合地方特点的《紫苏种植技术规程》地

方标准。 

（二）起草单位和主要起草人 

起草单位：山西析城源康养产业开发有限公司 

           阳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 

           阳城县农业农村局 

主要起草人：原茶英、郭旭波、刘志亮、刘晓兵、刘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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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吉秋霞、郑海霞、王敦胜、王书平、凌崇霞、乔志庭、

王凯丽 12人。 

（三）起草过程 

本标准从2020年开始着手准备，经过资料收集、标准起

草、讨论研究等三个阶段。 

1、资料收集。在标准编制过程中，一是成立了山西析

城源康养产业开发有限公司、阳城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阳城

县农业农村局三家单位相关人员组成的“标准起草小组”，

并指定主要起草人，起草小组成员分组分工，协调配合，共

同完成标准起草工作。二是起草小组所有成员广泛收集和学

习了与本标准编制相关的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以及与本

标准相关的国标、行标及地方标准，如：GB 4407.2《经济

作物种子 油料类》、NY/T 496《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GB/T 8321《农药合理使用准则》、NY/T 1276《农药安全使

用规范 总则》等标准资料，为文本的起草提供了基础资料

数据。三是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学习

借鉴国内先进的紫苏栽培技术，结合晋城实际，认真总结提

炼适合我市的紫苏种植规程，保证了标准的先进性、科学性

和适用性。 

2、标准起草。在标准编制的过程中，一方面深入生产

一线调查总结。2020、2021、2022年连续三年走进析城源康

养产业开发有限公司紫苏示范基地实地考察，指导基地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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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入阳城县董封镇、横河镇、河北镇、东冶镇、蟒河镇五个

南部山区紫苏种植优势区实地调研、座谈，了解当前紫苏种

植技术的实际现状和经验，掌握紫苏种植中的有效技术措施

和存在的弊端。另一方面加强对外技术交流。由山西析城源

康养产业开发有限公司牵头，组织标准小组成员到陵川县百

草生公司学习从紫苏标准化生产到深加工的一系列标准，并

进行种植和加工方面的技术学习和交流，以实现标准的实用

性和可操作性。 

3、征求意见。本标准在起草人员充分调研、多次研讨

形成初稿后，先由山西析城源康养产业开发有限公司、阳城

县市场监督管理局、阳城县农业农村局三家单位相关人员分

别从实地操作、技术标准、栽培管理等方面对初稿进行了补

充修改；接着又征求了阳城县南部山区5个乡镇农科站站长、

紫苏种植大村、大户的意见。针对提出的意见和建议，多次

对文本进行逐条斟酌、修订和完善，使其更加严谨，更加实

用。 

二、编制原则与主要内容 

（一）编制原则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主要遵循以下四个原则： 

1、科学性原则。本标准根据紫苏种植技术规程内容，

针对不同的区域气候、不同类型地块等提出不同的技术措施。

在编制过程中，标准起草组成员严格遵循科学原则，对于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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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中每项技术措施都经过基层农技人员实践的检验，并行之

有效；每条技术条款以及每个词句表达，都经过认真的思考

斟酌，合理的推敲定位，力求简洁、准确、严谨。 

2、适用性原则。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充分考虑我市

紫苏种植技术的现状，以适用性和可操作性作为标准编制的

首要因素，以便于标准的推行和实际操作，对实践具有非常

强的指导作用。 

3、全面性原则。我市紫苏种植多在边远山区，丘陵山

地地势起伏多变，生态环境和气候资源复杂多样，生产条件

与生产水平各不相同，而不同地域、地块技术管理侧重点各

不相同，在本标准的编制过程中，充分考虑每一项内容，对

播前准备、播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生产记录档案管

理等内容进行全面评价规范。 

4、规范性原则。本标准按照 GB/T 1.1-2020 给出的规

则起草，符合指导编写相应类别标准的基础标准。同时符合

《国家标准管理办法》及有关规范性文件的规定，规范性强。 

（二）主要内容 

本标准共有 9章，主要内容如下：                                                                                                                                                                                                                                                                                                                                                                                                                                                                                                                                                                                                                                                                                                                                                                                                                                                                                                                                                                                                                                                                                                                                                                        

1、范围。适用于晋城市辖区范围内紫苏种植。 

2、规范性引用文件。 

T/CACM 1056.83-2019 中药材种子种苗—紫苏种子； 

GB/T 3543.3-6  农作物种子质量标准；   



 

                                                     — 5 — 

GB/T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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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语与定义。无需要界定的术语和定义。 

4、播前准备。规定了紫苏选地、选茬口、整地、选种

及种子处理等方面的有关内容及要求。 

5、播种。规定了紫苏种植的播期、播量、播深和密度

等方面的有关内容及要求。 

6、田间管理。提出了紫苏各个生长期的管理措施。 

7、适时收获。规定了紫苏适时收获的有关内容及要求。 

8、病虫害防治。列出了紫苏主要病虫害的种类，分别

对油用紫苏和茶用紫提出了不同的防治措施。 

9、生产记录档案。规定了对紫苏全生育期进行记录，

并形成档案，且至少保存 3年。 

三、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暂无重大意见分歧。 

四、作为强制性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五、宣贯措施 

（一）加大宣传力度。标准颁布实施后，首先要加大宣

传力度，利用报纸、广播、电视、网络以及微信公众号、抖

音、手机短信等新媒体手段广泛宣传，及时将防治技术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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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各级农业部门、乡镇农业技术人员、紫苏种植大村大户及

规模种植主体。 

（二）培训专业人员。标准发布实施后，各级农业部门

应按照标准组织人员进行大范围、多层级培训和学习，大力

推广紫苏种植技术规程，提高紫苏生产规范化种植、标准化

管理水平。 

六、实施预期效果 

本标准实施后，可解决我市紫苏种植标准化程度低的问

题，对于提高我市紫苏单位面积产量、效益有较大的促进作

用，为边远山区农业区域农地农用、农业增效、农民增收提

供有效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