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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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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进出口中药材标准化技术委员会（CIQA/TC14）提出

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北京奇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国中医科学院中药研究所、中国检验

检疫科学研究所、北京中医药大学、吉林省白城市农业科技学院、洮南市奇诺生物科技有限

公司、北京诺和科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洮南市金塔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中科奇诺（北京）

医疗科技有限公司、诺和科德吉林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湖北奇诺痛风医学研究院。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版权归中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协会所有。任何单位或个人未经许可，不得以营利为

目的，印制、出版、翻译、转发或复制全文或部分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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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向日葵，又名葵花，为菊科植物，我国各地均有栽培。向日葵除食用外，其种子、花序

托、叶、髓、根、花等均可入药。《中华本草》《中国药植图鉴》《中药大全》《民间常用

草药汇编》和《国药的药理学》等典籍文献均记载了向日葵的药用价值，其中花序托又称葵

花盘，具有清热平肝、止痛止血的功效，现代药理研究表明其具有降尿酸、降压、护肝、修

复肾功能、消炎止痛、提高免疫力等作用。目前葵花盘除了用于生产休闲食品和饲料外，已

被江苏、福建、浙江、江西、吉林等省列入地方中药材名录，但关于药用葵花盘的种植、加

工及质量标准均未见报道。为保证药用葵花盘生产的稳定、安全，本起草组立足于现有标准

的基础上规范种植要求，编写《药用葵花盘的种植采集加工质量控制技术规范》团体标准。

本文件的制定具有实用性和推广性，有利于实现向日葵种植与药用葵花盘采集、加工的标准

化，有利于药用葵花盘质量的稳定、安全、有效，实现种植、采集与加工的全产业链的闭合，

可实现与现有标准体系形成优势互补、良性互动、协同发展，实现科技创新成果的市场化、

产业化，实现行业的引领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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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用葵花盘的种植采集加工质量控制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药用葵花盘种植、采集、加工、质量控制全过程的主要技术内容，包括产

地环境、整地施肥、播种、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生产投入品管理、采收、晾晒挑选、包

装与储运、档案管理、鉴别、检查和要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药用葵花盘的种植、采集、加工和质量控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

的引用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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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四部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4407.2 经济作物种子 第 2 部分：油料类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 7718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18382-2021 肥料标识 内容和要求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T 17924 地理标志产品标准通用要求

GB/T 36911 运输包装指南

T/GSQA 016 药品储存和养护操作规范

DBS22/036 食品安全地方标准 葵花盘

SB/T 11182 中药材包装技术规范

NY/T 391 绿色食品产地环境质量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T 1056 绿色食品 贮藏运输准则

NY/T 1276 农药安全使用规范总则

NY/T 3263.3 主要农作物蜜蜂授粉及病虫害综合防控技术规程 第 3部分：油料作物（油

菜、向日葵）

NY/T 5010 无公害农产品 种植业产地环境条件

WM/T 2 药用植物及制剂外经贸绿色行业标准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药用葵花盘 sunflower calathide

https://std.samr.gov.cn/hb/search/stdHBDetailed?id=D7B683B23203A476E05397BE0A0A0A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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菊科植物向日葵 Helianthus annuus L.除去成熟果实后的盘状花序托。秋季果实成熟时采收，

除去果实，干燥。

3.2

墒情 soil moisture content

作物耕层土壤中含水量多寡的情况。

3.3

水膜盖沙播种 sowing with water film and sand

播前先覆膜后灌水，在田间湿度适宜播种时及时进行点播、种穴盖沙的播种方式。

3.4

灌浆期 grouting period

农作物的籽粒形成的生长时期，葵花盘中主要指开花后期。

3.5

ITS 序列 ITS sequence

内部转录间隔区，是核糖体 RNA（rRNA）基因非转录区的一部分。ITS 位于 18SrRNA 基

因和 28SrRNA 基因之间，中部被 5.8SrRNA 基因一分为二，即 ITS1（the first internal

transcribed spacer）区和 ITS2（the second internal transced spacer）区。5.8S、18S

和 28S 进化速率较慢，常用于探讨科级和科级以上等级的系统发育问题。而间隔区 ITS（包

括 ITS1 和 ITS2）进化速率较快，一般用于研究属间、种间甚至居群间等较低分类等级的系

统关系。

[来源：《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版）四部 通则 9107]

4 产地环境

4.1 大气条件

空气环境质量应符合 GB/T 3095 中一、二级标准要求。

4.2 水质要求

农田灌溉水应符合 GB 5084 的相关规定要求。

4.3 土壤要求

土壤在符合 GB 15618 和 NY/T 391 的一级或二级土壤质量标准要求的同时，应符合

NY/T 5010 的规定并具备以下条件：

——3a～5a内没有种植过向日葵的地块；

——对向日葵无除草剂残留药害的地块；

——土壤肥力均匀，排灌条件良好，便于管理的地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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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围无高大树木和建筑物遮挡，通风透光良好的地块。

5 整地施肥

5.1 整地

要做到地势平整，土壤细碎、干净、松散，墒情好。

5.2 施肥

5.2.1 种类与用量

氮（N）8 kg/ 667 m
2
～12 kg/ 667 m

2
；磷（P2O5）7 kg/ 667 m

2
～8 kg/ 667 m

2
；钾（K2O）

7 kg/ 667 m
2
～8 kg/ 667 m

2
；优质农家肥 2000 kg/ 667 m

2
。

对于缺硼或缺锌的地块应加施硼肥 0.33 kg / 667 m
2
，锌肥 0.67 ㎏/667 m

2
。

5.2.3 方法

将有机肥、全部磷肥用作底肥。氮、钾及中量元素肥料的三分之一用作底肥，三分之二

用作追肥。

6 播种

6.1 种子的准备

应选择国家已经登记或省（市、自治区）品种认定的品种，种子质量应符合 GB 4407.2

规定。种子处理应采用在向日葵上登记的种衣剂进行种子包衣。包衣剂成分应符合 GB/T

8321和NY/T 1276 的规定。

6.2 播种时间

根据播种品种生育期所需积温和当地无霜期确定。5 cm土层温度稳定超过 8℃即可播种。

6.3 播种深度

播种深度应一致，为 2 cm～5 cm，根据土壤墒情和当地气候特点适当调整。

6.4 播种方式

采用机械播种、人工播种、覆膜播种、水膜盖沙播种（适宜盐碱地）等方式。

6.5 播种密度

品种株高 2.0 m 以上，建议播种密度 1600 株/ 667 m
2
～2000 株/ 667 m

2
；品种株高

2.0 m 以下，建议播种密度 2000 株/ 667 m
2
～2200 株 / 667 m

2
。

7 田间管理

7.1 放苗、补苗

出苗前及时破除土壤板结放苗，缺苗 1.0 m 以上区域及时补苗。

7.2 中耕、除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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植物有 3～4 对真叶时进行深度在 6 cm～9 cm 的中耕、除草、松土；有 10～12 片叶时

进行深度在 9cm～12 cm 的中耕、培土固根。

7.3 灌水

保水性好的地块苗期应适当控水。播种时采用机械播种、人工播种的地块，于现蕾期、

开花前期、灌浆期灌水 3 次～4 次；采用覆膜播种、水膜盖沙播种的地块，膜下滴灌灌水 5

次～7次。灌水次数与灌水量根据土壤墒情进行调整。

7.4 追肥

根据土壤肥力和植株营养状况，现蕾期追施氮肥 3.5 kg/667 m
2
～4.5 kg/ 667 m

2
，开

花期追施氮肥 2.3 kg/ 667 m
2
～3.2 kg/ 667 m

2
和钾肥 5 kg/ 667 m

2
～7 kg/ 667 m

2
。

7.5 蜜蜂辅助授粉

开花初期，平均10000m
2
配置 3箱～5 箱蜂，每箱 22500 头蜂，蜂箱宜放在离向日葵大

田200m之内。按照 NY/T 3263.3 规定执行。

8 病虫害防治

8.1 防治原则

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优先采用农业防治、物理和生物防治，合理使用化学药剂防治。

农药使用应符合 GB/T 8321和 NY/T 1276 的规定。

8.2 农业防治

选择抗病品种，合理轮作，加强田间管理。

8.3 物理防治

采用糖醋液、黑光灯、性诱剂等方法诱杀葵螟等害虫。

8.4 生物防治

用赤眼蜂防治葵螟等害虫。

8.5 化学防治

田间如发生病虫害，采取化学防治，药剂应符合 GB/T 8321 和 NY/T 1276 的规定。

——地老虎、蝼蛄等地下害虫防治，出苗前每 667 m
2
撒施 50 % 辛硫磷颗粒剂 3 kg～

5 kg。

——黑绒金龟甲、象甲等害虫防治，喷施 25 % 甲基异柳磷乳油 1000 倍液～1500 倍

液，喷施时间在 4:00～7:00或 19:00～20:00。

——黄萎病防治，使用萎锈灵进行拌种，10 亿芽孢/g 枯草芽孢杆菌粉剂按 1 : 10～1 :

15 药种比拌种。

——黑斑病和褐斑病防治，发病初期，使用10 % 苯醚甲环唑悬浮剂1000 倍液或36 %

甲基硫菌灵悬浮剂 1000 倍液进行叶面喷雾。

——菌核病防治，始花期，每 667 m
2
喷施 75 % 肟菌酯·戊唑醇水分散粒剂 15g～20 g

于花盘正、反面，每隔 5 d～7 d 喷 1 次，连施药 2次～3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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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生产投入品管理

9.1 农药

9.1.1 采购

应从正规渠道采购合格农药，并索取购药凭证或发票，不应采购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

应采购符合下列要求的农药：

——有经营许可的农药单位经营的；

——有农药登记证的；

——有农药生产许可证或农药生产批准文件的；

——有产品质量标准及合格证明的；

——标签内容完整的；

——保质期内的；

——国家和进口国允许使用的。

9.1.2 贮存

应按相应的农药说明书贮存于专用场所，由专人保管，并配备专用农药配置量具，急救

箱及警示标志。应与食品、农资、饲料等有效隔离。

9.1.3 包装处理物

废弃农药空包装物及污染物不得随意丢弃或挪做他用，应集中收集清洗 3 次以上后，

少量的于空旷处焚烧或深埋，大量的交由环保部门集中处理。

9.2 肥料

9.2.1 采购

应从正规渠道采购合格肥料，并索取购肥凭证或发票。应采购符合下列要求的肥料：

——有肥料经营执照的经营单位经营的；

——有肥料登记证或肥料备案证；

——有产品质量标准及相关产品批质量合格证明；

——标签、标识内容符合 GB 18382 标准要求，印刷完整、清晰；

——有保质期的产品，应在保质期内。

——肥料的选择及使用应符合 NY/T 496 的规定。

9.2.2 贮藏

应按照相应肥料标示的贮存条件贮存，并与农产品、食品及食品相关产品有效隔离。

10 采收

10.1 采收时间

葵花盘背面变黄，舌状花干枯或脱落，苞叶叶尖变黄，果皮坚硬，叶片黄绿时。

10.2 采收脱粒

10.2.1 人工采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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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散地块采用人工收盘，机械脱粒。收盘采用“两刀一插”的方法：第一刀割下葵花盘，

第二刀从茎秆 80 cm～100 cm 处斜削；一插是将葵花盘正面向上背阴斜插在削好的茎秆上。

10.2.2 机械采收

根据面积大小选择适宜的向日葵收割机进行采收脱粒，人工辅助收盘、投料。

10.3 选盘

割盘时应剔除病盘、虫蚀较重葵花盘、杂株盘、倒伏在地上的发霉葵花盘等。

11 晾晒挑选

11.1 晾晒

应选择通风、无污染、有防雨条件的场地摊开晾晒，晾晒过程中严禁葵花盘发霉。根据

品种特性晾晒 7 d～10 d 进行收盘。

11.2 挑选

干燥后的葵花盘经人工挑拣出杂质。挑选后的葵花盘，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

（2020 年版）四部通则 0212 杂质项的要求。

12 包装与运输

12.1 标志

按相关规定在其产品包装上使用地理标志产品的专用标志，标志应符合 GB/T 17924 的

要求。包装上的储运图示应符合 GB/T 191 的规定，标志应符合 GB 7718 的规定。包装上

的储运图示应有药用葵花盘的生产溯源码标志。

12.2 包装

应符合 SB/T 11182 和 GB/T 36911 的规定。

12.3 贮藏运输

应符合 T/GSQA 016 和 NY/T 1056 的规定。

13 档案管理

13.1 档案创建

档案由葵花盘生产的相关技术人员记载建立。每个生产环节或者实施管理措施完成后，

都应由负责人写出意见并签字确认。

13.2 档案内容要求

档案内容应包括：葵花盘生产技术方案，生产地点、生产地块环境，前茬作物情况，田

间管理时间、措施及其负责人，田间生长情况，室内外检验情况，葵花盘生产基地气象数据，

采收日期，晾晒加工以及其他特殊情况。调查项目应符合附录 A、生产档案见附录 B。

13.3 归档



8

档案应由记录人及时签字，并交相应负责人审核后存档，妥善保管，档案至少保存 5

年。

14 鉴别

14.1 性状鉴别

本品呈四周隆起的圆盘状，直径 10 cm～35 cm，盘内具干膜质的托片和未成熟的瘦果，

背部浅黄色至黄棕色，基部有花梗残基。总苞具苞片多数，覆瓦状排列，苞片黄棕色或灰绿

色，卵圆形或卵状披针形。质疏松，断面海绵样。气微，味甘。

14.2 显微鉴别

粉末灰黄色至黄棕色。薄壁细胞形状不规则，细胞壁呈连珠状增厚。纤维多成束，细长。

具缘纹孔导管、螺纹导管及梯纹导管多见。

14.3 薄层鉴别

取葵花盘粉末 0.5 g，加甲醇 25 mL，超声处理 30min，放冷，滤过，滤液蒸干，残渣加

水 20 mL 使溶解，用乙酸乙酯振摇提取 3 次，每次 20 mL，合并乙酸乙酯液，蒸干，残渣加

甲醇1 mL 使溶解，作为供试品溶液。另取葵花盘对照药材 0.5 g，同法制成对照药材溶液。

按照薄层色谱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年版）四部通则0502]试验，吸取供试品溶

液 5 µL～10 µL、对照药材溶液 5 µL，分别点于同一硅胶 G 薄层板上，以甲苯-乙酸乙酯-甲

酸（24：7：1）为展开剂，展开，取出，晾干，置紫外光灯（365 nm）下检视。供试品色谱中，

在与对照药材色谱的位置上，显相同颜色的三个荧光主斑点。

14.4 DNA 条形码分子鉴定

14.4.1 DNA 提取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四部 通则 9107 规定的 DNA 提取方法，采用

试剂盒法进行 DNA 的分离和纯化葵花盘时选用植物基因组 DNA 提取试剂盒，试验选用的试剂

盒须能够提取到满足后续试验要求的模板 DNA。

14.4.2 序列扩增

葵花盘DNA 条形码序列 PCR 扩增引物及反应条件应符合表 1规定。

表1 葵花盘 DNA条形码序列 PCR扩增引物及反应条件

序列名称 引物名称 引物序列（5'～3’） PCR 反应条件

ITS2

Sun. 5'-CGGGACCGAAGCATTTGT-3’ 98℃ 3 min；

98℃ 10s ，57℃ 10s ，72℃ 60s ，

35个循环；72℃ 5 min ，4℃保存
Sun. 5'-AAGAAGCCACGAACAGCG-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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葵花盘 ITS2 基因扩增反应体系配比应符合表 2规定。

表 2 葵花盘ITS2基因扩增反应体系配比

反应物 反应体积

µL

2×Taq PCR Mix 12.5

正向引物（10 µmol/L） 1.0

反向引物（10 µmol/L） 1.0

dd H2O 9.5

模板 1.0

14.4.3 ITS2 序列特征

葵花盘 ITS2 GenBank 对应序列：CTTGTCGACGTGCGTTCATGCATGGACCATACCTTTG

GTTTTGTCATGGATGTCATGTTGACAAAATAACAAACCCCCGGCACGAGATGTGCCAAGGAAAACCAAAATTAAAGAAC

ACGTGCTGTTGCGCCCCGTTCGCGGTGTGCGCGCTGTTCGTGGCTTCTT。

同源性应≥99%。

15 检查和含量要求

15.1 检查

水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四部通则 0832 第二法执行，不得过 13.0%。

总灰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四部通则 2303 执行，不得过 14.0%。

酸不溶性灰分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四部通则 2303 执行，不得过

5.0%。

杂质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四部通则 2301 执行，不得过 5.0%。

重金属及有害元素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四部通则 9302执行。

农药残留量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四部通则 0212 执行。

15.2 浸出物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四部通则 2201 执行，水溶性浸出物不得少于

40.0%，醇溶性不得少于 35.0%。

15.3 含量测定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 年版）四部通则 0401 紫外-分光光度法执行，总酚

酸不得少于 0.3%，总黄酮不得少于 0.6%，总香豆素不得少于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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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向日葵种植调查项目

A.1 田间调查项目

A.1.1 播种期

播种当天的日期。

A.1.2 出苗期

子叶出土展开达全区总穴数 75% 的日期。

A.1.3 现蕾期

植株主茎花蕾直径达 1 cm，占全区总株数 75% 的日期。

A.1.4 开花期

植株主茎花蕾的舌状花完全展开，占全区总株数 75% 的日期。

A.1.5 成熟期

花盘背面和茎秆上中部变成黄白色，叶片出现黄绿色；子实充实，外壳坚硬，呈现固有

色泽的植株，占全区总株数 90% 的日期。

A.1.6 生育期

从出苗到成熟期的天数。

如：6月5日出苗，9月8日成熟，生育期 ＝(30-5)+31+31+8-1＝94 d。

A.1.7 整齐度

在开花期间目测全区植株生育整齐一致的程度，包括开花一致性、株高整齐程度、分枝

株和不育株比率。任何一个性状达到不整齐，表明该品种一致性、整齐度差。以整齐、中等、

不整齐表示。

A.1.8 花盘倾斜度

在成熟前调查花盘的倾斜度，分为 6 级记载。见图A.1
0 级：花盘正面向上与主茎成 90º 角。

1 级：花盘正面与主茎的延长线成 45º 角。

2 级：花盘正面与主茎平行。

3 级；植株颈部略弯曲，花盘正面延长线与主茎相交成 45º 角。

4 级：植株颈部弯曲，花盘正面向下与主茎成 90º 角。

5 级：植株上部茎秆弯曲，花盘下垂，正面与主茎延长线成 90º 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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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级 1级 2级 3级 4级 5级

图 A.1 葵花盘倾斜度

A.1.9 葵花盘直径

成熟期，在田间取连续生长的5株向日葵，测量葵花盘直径，重复 3 次，取平均值。以

厘米（cm）计，保留 1 位小数。

A.1.10 倒伏率

植株茎秆倾斜 45º 以上，占全区总株数的百分数(保留 1 位小数)，并记载倒伏日期。

A.1.11 折茎率

折茎植株占全区总株数的百分数(保留 1 位小数)，并记载折茎日期。

A.1.12 抗病性

调查田间自然发病率和病情指数。发病率是指某一病害发病株数占被调查总株数的百分

比。病情指数是各种病害的发病状况及植株的危害程度指标。

病情指数一般分为 5（04）级。病情指数是 0 为免疫；病情指数在 0.1～25 之间为高

抗；病情指数在 25.1～50 之间为中抗；病情指数在 50.1～75 之间为中感；抗病情指数在

75.1～100 之间为高感。

A.2 室内调查项目及标准——葵花盘干重

脱粒后风干的葵花盘，随机取5盘称重，重复 3 次，取平均值。计量单位克，保留 1 位

小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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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向日葵生产档案

向日葵的生产档案见表B.1。

表 B.1 向日葵生产档案

生产地点 乡(镇) 村 组

基本

信息

种植户 种植面积

技术员 前茬作物

品种名称(组合) 环境情况

田间管理时

间、措施

田间去杂

病虫害防治种

类、次数、时

间

田间生长情况

特殊事项说明

田

间

调

查

情

况

调查项目 日期 验收结果 建议 检验员盖章

苗期

花期

成熟期

收获日期

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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