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2 

 
《山茄树嫁接及高产栽培技术规程（征求

意见稿）》团体标准编制说明文件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2 年 3 月，由深圳市标准化协会批准《山茄树嫁接

及高产栽培技术规程》立项。本标准起草工作组由深圳华

大万物科技有限公司、华中农业大学、深圳华大基因科技

有限公司、湖北乡香茄生态农业有限公司、沅陵辰投资产

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英盈营文旅有限公司、万物大地文旅

科技有限公司共同组成。 

（二）编制背景、目的和意义 

山茄树属于常绿乔木，是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

与华中农业大学合作历时十五年研发的新型茄科作物品种，

树高可达十二米，寿命长达二十五年，具有较高的观赏价

值和应用价值。山茄树嫁接亲和力高，可作为砧木同时嫁

接茄子、番茄、辣椒、枸杞等数十种茄科植物，通过嫁接

成株可实现多年生产，在温室环境下可全年开花结果，颠

覆了传统的茄子栽培模式，具有多年生、抗性强、产量高、

品质好、省工力、效益高等优点，山茄树的出现具有划时

代的意义，被中国科学院张启发院士誉为“颠覆性的创

新”。  



在传统农业中，茄子是一年生经济作物，农业生产上

每年至多栽培两季，且每次均需重新播种和翻耕土壤，茄

科作物因青枯病、黄萎病、根结线虫病等土传病害导致的

连作障碍一直是农业生产上的重大难题。山茄树砧木的栽

培推广，既实现了茄果类蔬菜的多年生产，也解决了茄果

类蔬菜的连作障碍问题，且减少了土壤翻耕的人力消耗，

有效精简了农业生产流程，对现今的茄子、番茄及辣椒等

茄果类作物的栽培方法提供了新范式。原本根植于土地的

草本作物经嫁接可生长于山茄树上，实现一树多果，有效

利用了垂直生长空间，使农业生产不再局限于地面得以走

上树冠。 

目前，我国湖北、湖南、云南、广东、海南等多地已

有大面积的山茄树引种栽培，且大部分地区的山茄树均表

现出较高的农业附加产值和农业生产价值。多地试种结果

表明，山茄树易受气温条件影响，应在全年无霜冻地区栽

培，即我国北纬 30°以下的大部分地区均可栽培，北方地

区则需于温室中栽培。在农业生产管理良好的情况下，山

茄树每亩的茄子、番茄等茄果类蔬菜年均产量约 5000～

8000kg，农业生产价值高，产量稳定。 

据调研，现今国内外对于山茄树嫁接及栽培技术的相

关标准及认证尚未建立完善的体系，本标准的建立对于茄

果类作物嫁接用砧木具有重要参考价值，可有效填补国内

外该领域的标准空白。此外，在山茄树推广的过程中，亟

需与之配套的栽培管理技术及园艺嫁接技术的标准化文件，



以用于保证山茄树实际栽培及嫁接推广过程中指导的可靠

性，因而本标准对于山茄树往国内外的示范推广具有重大

指导性意义。 

本标准一经建立，即可迅速应用于山茄树的栽培及嫁

接方式的规范推广，保证山茄树大面积栽培生产的标准化。

茄果类蔬菜是我国农业生产中的经济大宗蔬菜，山茄树栽

培及嫁接技术规程在生产上的应用，将有效推进该类型经

济作物走向高科技农业、智慧农业的进程，对优化我国传

统农业生产结构起到重要作用，实现地面经济转变为树上

经济的跨越式发展，可将一年生栽培模式变成多年生模式，

对我国的未来农业发展具有显著的创新示范作用。本标准

对于茄科木本植物栽培具有指导作用，可引领茄科作物栽

培技术进步，对同类型其他经济作物，也颇具实际指导性

意义。 

（三）主要编制过程 

1 前期准备 

2022 年 3 月 20 日，由深圳华大万物科技有限公司、华

中农业大学、深圳华大基因科技有限公司、湖北乡香茄生

态农业有限公司、沅陵辰投资产管理有限责任公司、英盈

营文旅有限公司、万物大地文旅科技有限公司共同成立标

准编制小组。标准编制小组对山茄树的基本栽培技术、栽

培环境要求、高产嫁接技术、病虫害管理方法等问题进行

全面系统调研，并对调研资料加以整理分析，起草标准的

初步框架。 



2022 年 3 月 26 日，召开第一次起草工作会议，初步确

定标准编制的原则和标准的框架内容。 

2.标准立项  

2022 年 3 月 30 日，深圳市标准化协会批准《山茄树嫁

接及高产栽培技术规程》的立项。 

3.编制标准草案 

2022 年 5 月 28 日，召开第二次起草工作组会议，主要

讨论本标准的适用范围，此次研讨会后，经修改形成工作

组第一稿。 

2022年 10月 20日，召开第三次起草工作组会议，主要

研讨各条款的准确性、实用性及可维护性。经该次讨论，

编制小组根据讨论结果进行修改，形成工作组讨论第二稿。 

2023年 8月 4日，召开第四次起草组会议，起草小组就

标准各章节进行讨论，确认文件内容。此外，对标准的语

言与格式进行了规范，形成工作组讨论第三稿。 

2023年 11月 12日，召开第五次起草组会议，各共同起

草单位达成意见一致。 

期间，标准编制小组不断完善草案，进行内容上的更

新，格式上的修改，以保证草案的质量。 

4．公开征求意见 

2023年 12月～2024年 1月，起草工作组将标准草案发

送给各山茄树种植基地、各级农业技术推广中心及研究所



的农业专家，并就草案进行讨论，以征求意见和建议。同

时，深圳市标准化协会将征求意见稿提交至全国标准信息

平台和深圳市标准化协会官方微信公众号，广泛征求建议。 

二、标准原则/依据和主要内容 

（一）制标原则/依据 

1.1 协调一致、依法原则 

以现行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和标准为基础。本标准中

的约束性条款首先应与这些法律法规、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保持一致，并在必要情况下予以细化和延伸，但总体上不

得有悖于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要求。 

1.2 实用性原则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以各常规茄科作物的栽培技术

标准为参考，结合山茄树的实际栽培及嫁接经验和农业生

产基本理论，综合山茄树生产相关指标试验数据，对山茄

树的栽培环境要求、专用嫁接技术、水肥管理办法、病虫

害防治措施等方面内容作出充实且详细的论述，使本标准

得以尽可能准确的指导山茄树的栽培及嫁接生产。同时，

本标准在编制过程中，已综合考虑各地的栽培环境差异，

对山茄树的栽培及嫁接技术关键点皆有详尽说明，以利于

山茄树栽培及高产嫁接技术推广应用的规范化。本标准对

保证山茄树的旺盛生长与提高山茄树的茄果产量具有重要

作用，可指导各栽培基地根据当地生产条件，实际掌握适

用于当地的山茄树栽培及嫁接方法。 

（二）主要内容 



2.1 规范了山茄树栽培及嫁接技术相关的术语和定义； 

2.2 规范了山茄树栽培环境的基本要求； 

2.3 规范了山茄树组织培养的工艺流； 

2.4 规范了山茄树苗期及生长期的栽培养护方法； 

2.5 规范了山茄树高产嫁接技术的操作标准； 

2.6 规范了山茄树果实品质管理及采收的管理方法； 

2.7 规范了山茄树病虫草害的防治措施。 

三、产业化情况和预期的经济效果 

茄果类蔬菜是我国重要的栽培蔬菜之一，其种植规模

仅次于瓜类蔬菜。以茄子为例，中国是全球最大的茄子生

产国，亦是全球茄子消费大国与出口大国。据联合国粮食

及农业组织数据显示，2020 年，中国茄子种植面积为 77.9

万公顷，产量为 3694.3 万吨，分别占全球总种植面积的

42.2%和总产量的 65.62%，出口量为 14802.4 吨、价值

1906.1 万美元，主要出口销往东南亚、东亚等地区。在种

植方式上，目前我国的茄果类蔬菜虽仍以露天栽培为主，

但温室栽培的规模近年来亦增长较快。 

经测算，以全株均嫁接茄子的山茄树为例，其每亩年

产值可达 6000 kg，可增加茄果类蔬菜的亩产值，助力于新

型农业发展，有利于我国出口经济腾飞。本标准的建立，

既是实现山茄树高标准栽培及嫁接技术推广的必由之路，

也是响应国家农业振兴任务的先行军。本标准前景远大，

未来可期，推动本标准在全国乃至全球的推广落实，可带

来巨大的农业经济效益。 



四、国内外相关研究依据、技术标准 

山茄树属于园艺新品种，对于山茄树栽培及嫁接技术

规程，国内外尚未制定该方面的国际标准、国家标准、行

业标准和地方标准，本项目所制定的团体标准属于首次提

出。 

本标准作为山茄树栽培及嫁接技术规程，可有效填补

该领域空白。目前本标准涉及的标准情况如下： 

1、 国际标准情况： 

无 

2、 国内标准情况： 

关于国内标准检索得知有以下 9个相关标准，详情如下： 

a) 此系列标准适用于确定山茄树正常栽培所需的土壤

环境及气候条件。 

GB 15618—1995  土壤环境质量标准 

NY/T 391—202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b) 此系列标准适用于指导山茄树栽培生产过程中防治

病虫害的农药合理施用方法。 

NY/T 393—2020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GB 2763—2021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c) 此系列标准适用于山茄树栽培过程中化肥的合理使

用。 

NY/T 394—2021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 

NY/T 655—2020  绿色食品  茄果类蔬菜 

d) 此系列标准规定了茄果类蔬菜的各生长周期的栽培



管理方法，对山茄树的育苗、移栽、定植、嫁接、

采收方法提供了重要参考。 

NY/T 1383—2007  茄子生产技术规程 

NY/T 2312—2013  茄果类蔬菜穴盘育苗技术规程 

NY/T 3931—2021  茄果类蔬菜嫁接育苗技术规程 

相较于已有的参考标准，本项目所制定的团体标准更

具有针对性，围绕山茄树的栽培管理及嫁接技术进行规范，

并通过整合固化种植技术经验，使本标准整体上更为简化，

且更具有可操作性。 

五、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编写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六、贯彻深标协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在本标准通过审核，经批准发布后，由相关部门组织

力量对本标准进行宣贯，在行业内进行推广。建议本标准

自发布 6 个月后推行实施。 

七、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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