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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在 2024 年 10 月重庆市巫溪县农业农村委员会、重庆市巫溪县种植业

发展服务中心、一乡一品（重庆）数字经济技术有限公司提出，针对巫溪晚李产

品建立种植规范，经过多方调研与走访，由一乡一品（重庆）数字经济技术有限

公司在 2025 年 1 月 4 日向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申请，于 2025 年 1 月 26 日批准

立项，项目编号为 T/OTOP-2025-03。项目起止时间为 2025 年 1 月至 2025 年 10

月。

2、起草单位、协作单位

重庆市巫溪县农业农村委员会、重庆市巫溪县种植业发展服务中心、中国民

族贸易促进会、一乡一品（重庆）数字经济技术有限公司、重庆文理学院是该标

准编制的主要承担单位，整体负责起草。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重庆溪农业发展

有限公司，重庆琼海农业有限公司等单位，协助起草本标准，并提出宝贵意见和

建议。

3、主要起草人及分工

项目承担单位从特色农业种植及特色农产品加工标准化工作多年，项目负责

人熟悉农业种植业业态，知晓农业种植标准的关键技术和环节。项目组成员参与

农业种植行业相关研究，并有参加相关标准编制的经历和工作经验，起草组有能

力能做好本标准的编制工作。

表1 项目主要参与单位及人员分工

姓名 性别 职务/职称 项目任务分工 所在单位

李仕杰 男 副主任
标准制定及编制说明编写

等工作

重庆市巫溪县种植业发展服务

中心

向芳 女 高级农艺师
基础资料提供、标准制定

等工作

重庆市巫溪县种植业发展服务

中心

黄鹤 男 主任
基础资料提供、标准制定

等工作

重庆市巫溪县农产品质量安全

中心

罗超 男 主任
综合协调、基础资料提供、

标准制定等工作

重庆市巫溪县种植业发展服务

中心经作办

冯毓瑶 女

区域产业打造和

公共品牌运营部

副部长

综合协调、材料采集、标

准制定及编制说明编写等

工作

一乡一品（重庆）数字经济技术

有限公司



张美霞 女 教授
标准制定及编制说明编写

等工作
重庆文理学院

李强 男 副教授
标准制定及编制说明编写

等工作
重庆文理学院

董春松 男
标准化工作委员

会主任
标准内部评审 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1、巫溪晚李发展的需求

（1）制定标准可实现产业升级

巫溪晚李主产区以山地为主，农户分散经营导致管理水平参差不齐。地方标

准通过品种统一种植（如主推“巫溪晚脆李”“酒泉香脆李”等抗病高糖品种）、技

术统一规范（如建园密度 3×4米、绿色防控技术）、管理统一流程（如智能防灾

装备、水肥一体化），将碎片化生产整合为标准化链条。标准将果实分为精品果

（单价 10元/斤）、优质果（5-8元/斤）、普通果（3-5元/斤），通过差异化定

价激活市场。通城镇通过智慧果园实现精准分拣，2024年精品果占比达 45%，

带动果农收入翻倍。标准纳入物联网监测、AI 病虫害识别、区块链溯源等技术，

将传统“靠天吃饭”转变为“数据种地”。白鹿镇晚李产业园通过气象预警系统，

将暴雨灾害损失从 60%降至 30%

（2）制定标准是打开国内外市场的“通行证”

巫溪晚李成熟期为 7月下旬至 9月下旬，正值全国水果淡季。标准化生产确

保果实糖度≥13%、维生素 C含量≥5毫克/100克，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夏令水果

的需求。2024年，巫溪晚李通过电商平台销往北上广深，日均销量超 10万单。

地方标准对标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标准，推动产品进入东南亚市场。2023

年，红池坝镇晚李出口新加坡，单批次货值达 50万元；2024年，巫溪晚李出口

量同比增长 120%，成为重庆山地农产品出口典范。拼多多、京东等平台要求农

产品具备可追溯性和一致性，地方标准通过二维码溯源系统（记录种植、施肥、

采收全流程）和分级制度，帮助巫溪晚李在电商平台复购率提升至 65%。

（3）制定标准有助于品牌升级

巫溪晚李获批“中国脆李之乡”、“中华名果”等称号，地方标准明确产区

范围（海拔 200-1200米）、土壤类型、气候条件，防止假冒产品冲击市场。标

准规定包装使用统一视觉标识（如“巫溪晚李”LOGO、绿色底色），并开发“李

花仙子”IP 形象，通过抖音、小红书等平台推广。2024年，“巫溪晚李”相关



话题播放量超 5亿次，带动线下体验采摘游客增长 30%。标准推动产品通过绿色

食品认证和有机认证，2024 年有机晚李种植面积达 2 万亩，单价较普通果高 3

倍，主要供应盒马鲜生、Ole’超市等高端渠道。

2、政府政策的要求

巫溪县将晚李产业纳入“十四五”农业农村现代化规划，明确提出“建设晚

李现代农业产业园，覆盖 10个乡镇，配套冷链物流、初加工设施”。地方标准

通过品种统一种植、技术统一规范（如建园密度 3×4米、绿色防控技术），将分

散经营的农户整合为标准化生产主体，直接对接乡村振兴“产业兴旺”目标。重

庆市农业委员会明确要求“实施农业标准化战略，推动质量、标准、品牌、效益

一体化建设”。巫溪晚李地方标准通过品质分级（精品果、优质果、普通果）和

数字化溯源（二维码记录种植全流程），将传统“靠天吃饭”转变为“数据种地”，

实现从“产量导向”到“质量导向”的转型。政府通过地方标准明确晚李的地理

标志保护范围和品质认证体系，防止假冒产品冲击市场。

3、巫溪区域公共品牌打造契机

巫溪晚李生产标准的制定不仅是产业规范化的技术框架，更是区域公共品牌

破局的关键抓手。通过整合政策资源、技术标准与市场需求，这一过程将地理标

志保护、产业链协同、品牌价值提升等要素串联，形成“标准—品牌—产业”的

良性循环。巫溪晚李生产标准的制定绝非简单的技术规范，而是区域品牌破局的

战略支点。它以标准化生产为纽带，串联政策、科技、文化、生态等要素，推动

产业从 “低端同质” 向 “高端特色” 跃迁，为全国山地特色农业品牌化提供

了 “巫溪样本”。未来，随着标准的持续迭代与地理标志保护的深化，巫溪晚

李有望成为继 “赣南脐橙”“五常大米” 之后的又一地理标志标杆品牌。

三、标准起草过程

1、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主要依据《李生产技术规程》（NY/T 2636-2014）、《地理标志产品

保护规定》（国家质检总局令第 78 号）、《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

残留限量》（GB 2763-2021）制定，同时参考其他地市近年来的李生产标准。

同时结合《地理标志产品巫山脆李》（DB50/T 633-2015）、《巫溪县晚李

种植能手评选标准》和《重庆市生态农场评价技术规范》（DB50/T 1133-2022）

标准化和认证的经验，结合巫溪县的调研情况，充分听取各方的意见，遵循科学

性、系统性、可靠性、可操作性、规范性、前瞻性等原则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的格式按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的结构

和编写规则》、GB/T 20001.5-2017《标准编写规则 第 5部分：规范标准》中的

原则要求进行编写。

2、主要工作过程

（1）前期准备

为做好标准编制工作，重庆市巫溪县农业农村委员会、重庆市巫溪县种植业

发展服务中心、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一乡一品（重庆）数字经济技术有限公司、

重庆文理学院、重庆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重庆琼海农业有限公司等起草单位，

于2025年1月成立了标准编制工作小组，初步拟定了标准工作方案和工作计划。

起草单位收集了国内有关巫溪晚李种植规范等方面，关于园地选择和规划、果园

建设、栽培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治、采收、生产档案等方面相关标准与研究成果。

（2）起草过程

2025年1月，经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批准立项后，成立标准编制项目组并编

制实施方案。2025年1月至2025年3月，进行资料收集和整理。2025年1月底，标

准起草组邀请重庆文理学院相关教授和博士赴重庆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重庆琼

海农业有限公司等巫溪晚李种植基地进行实地调研，与种植农户现场交流讨论巫

溪晚李种植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及常规管理；2025年3月，重庆文理学院专家再赴

巫溪与区农委领导、种植户代表等进行现场综合研讨标准制定要求和标准基本框

架。后起草组实地调研了巫溪各底晚李的种植情况，为制定本标准打下坚实基础。

标准草案参考相关文献资料，遵循国家标准GB/T 1.1-2009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规则，经项目组多次讨论修改制定。

2025年3月5日，由归口单位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组织专家再次召开标准草

案（工作组讨论稿）研讨会，由编写组进行汇报，受邀专家们对标准条款进行逐

条研讨，提出修改、补充意见。编写组根据研讨会专家建议与意见，进行修改补

充。2025年3月14日编写组针对修订后的标准进行内部讨论，最终形成《巫溪晚

李生产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

较为重大的标准草案修改包括：

 标准名称由“巫溪晚脆李生产技术规程”改为“巫溪晚李生产技术规程”。

 3.1 巫溪晚李的定义，明确为青脆李系列品种。

 4 园地选择与规划部分，增加了“适宜”的描述，让标准更适用。

 6.2 施肥管理更加细化。



 7病虫综合防治进行分类描述。

 修正了一些小的问题，比如范围中生产档案保存“≥3年”改为“2年”。

（3）征求意见和改进

待该部分完成后补充。

表2 征集意见处理表

反馈意见

采纳情况
(采纳/部
分采纳/未

采纳)

修改后文本 未采纳理由

章条
编号 修改建议

（4）形成送审稿

待该部分完成后补充。

（5）主要起草人及其所做的工作

主要起草单位：重庆市巫溪县农业农村委员会、重庆市巫溪县种植业发展服

务中心、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一乡一品（重庆）数字经济技术有限公司、重庆

文理学院、重庆溪农业发展有限公司，重庆琼海农业有限公司等。

表3 标准起草单位及分工

序号 单位 相关人员 所做工作

1. 重庆市巫溪县种植业发

展服务中心

李仕杰、向芳 基础资料提供、标准制定等工作

2. 巫溪县农业农村委员会 罗超、黄鹤 主要负责组织标准研讨，协调开展实

地调研，参与标准制定



3. 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 董春松等 综合指导标准起草工作。

4. 2 一乡一品（重庆）数字

经济技术有限公司

冯毓瑶 主要负责标准项目总体方案制定、标

准起草、编制过程协调和相关分歧意

见处理，把握标准内容准确性和可行

性。

5. 重庆文理学院 张美霞、李强 主要负责标准项目计划制定、标准起

草，编制说明及相关材料编写。

6. 重庆溪农业发展有限公

司

李均宏 配合现场调研、参与标准制定

7. 重庆琼海农业有限公司 杨良海 配合现场调研、参与标准制定

四、标准的主要技术内容

1.主要条款的说明

本标准规定了巫溪晚李的园地选择与规划、果园建设、栽培技术、病虫害综

合防治、采收、生产档案等内容。

本标准列出3个术语和定义，包含了巫溪晚李。经多方论证后，依据实际情

况和本标准的制定宗旨进行了定义。

2.技术要求

（1）范围

适用于重庆巫溪县及生态条件相似区域巫溪晚李的规范化栽培，包括园地选

择与规划、果园建设、栽培技术、病虫害综合防治、采收及生产档案等。

（2）园地选择与规划的基本要求

基本要求结合巫溪的生态条件与晚李的生长情况，从气候条件、土壤要求、

地形与海拔、园地规划等方面进行明确。

（3）果园建设管理

果园建设是果园日常管理的基础活动，本章分为土壤改良、苗木规格、苗木

定植、栽植密度、定植方法等4大方面。

（4）栽培技术

栽培技术是李子品质好坏的重要技术手段，本标准中依据晚李的生产农事活

动情况，明确了土壤管理、施肥管理、水分管理、花果管理、修剪管理等五个方

面要求。

（5）病虫害综合防治



病虫害综合防治是晚李种植过程中的重要管控点，从农业、生物、化学等3

个方面明确了进行综合防治要求。

（6）采收

采收标准是关系到李子的品质，是不可缺少的环节，明确了预冷与分级的要

求。

（7）生产档案

针对果园管理要求明确生产档案的管控要求。

五、与我国有关法律法规和其他标准的关系

当前，国内在果蔬种植领域的标准很多，按照标准性质分可包括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团体标准，按照标准的对象又可分为服务类、评价类、特

色类等。此外重庆也出台过两份地方标准，分别是 DB50/T 1142 《金翠李生产

技术规范》、DB50/T 1144 《青脆李采收贮运技术规程》。

本标准吸取国内先进省市的李子种植标准化经验，立足巫溪县晚李发展，

是首部针对巫溪晚李制定的通用型的管理要求规范。

因此本标准具备创新性。

本标准的各项要求不违背相关法律法规。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没有重大意见分歧。

七、作为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建议《巫溪晚李生产技术规程》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建议作为本标准的归口管理单位来组织实施，待本标准发布实施后，归口单

位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等部门协调相关巫溪晚李种植管理部门、各种植果园及相

关单位组织标准宣贯学习，加强标准的宣传推广，定期监督检查和评价。

九、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通过本标准的制定及推广应用，使巫溪晚李的管理和服务有规可循，确保

巫溪晚李的产品质量，为巫溪晚李果园的建设和运营提供技术支撑，为巫溪晚李

突出地方特色和品牌，促进巫溪乡村发展，提升巫溪乡村的经济、社会和生态效



益。

标准编制小组

2025 年 4 月 1 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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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B50/T 1142 金翠李生产技术规范

DB50/T 1144 青脆李采收贮运技术规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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