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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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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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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由浙江甲骨文超级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出。

本文件由泗阳县桃果产业协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X。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XXX、XXX、XXX、XXX、XXX、XX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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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理标志农产品 泗阳鲜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地理标志农产品泗阳鲜桃的术语和定义、保护范围、自然生态环境、生产方式、果实

质量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包装、标识、贮藏与运输。

本文件适用于地理标志农产品泗阳鲜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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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NY/T 393 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

NY/T 424 绿色食品 鲜桃

NY/T 896 绿色食品 产品抽样准则

NY/T 658 绿色食品 包装通用准则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T 32950 鲜活农产品标签标识

NY/T 1056 绿色食品 贮藏运输准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地理标志农产品 泗阳鲜桃 Geographic indication agricultural product Siyang fresh peaches

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文件规定的地域范围内生产的泗阳新鲜桃果。

4 保护范围

泗阳鲜桃农产品地理标志保护的地域范围为：东经 118°31′25″～ 118°48′23″，北纬 33°

26′04″～33°58′04″之间，以城厢古桃源、古黄河两岸为核心生产区，包括众兴街道、城厢街道、

来安街道、三庄镇、爱园镇、卢集镇、王集镇、穿城镇、临河镇、新袁镇、李口镇、裴圩镇、庄圩乡。

5 自然生态环境

5.1 地貌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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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山丘，地面相对高度大多介于12～17 m之间，地势平坦，土质疏松。

5.2 水源

保护区内水网密布，有洪泽湖及京杭大运河、废黄河、六塘河、沙礓河、淮沭河等大小河道30多条，

水域面积420平方公里，水质优良。

5.3 气候

四季分明，光照充足，年均日照在2215.9小时；年均气温在14.5℃；年均降雨量966毫米，时间分

布较为合理；无霜期较长，大约216天，全年无大的自然灾害天气，空气质量优良率达82.4%以上。

5.4 土壤

泗阳鲜桃产区属黄河故道潮土区，土层深厚，土壤通透性好，有机质含量在1.2～1.8 %之间，pH

值6.5-7.2。

6 生产方式

6.1 产地选择

泗阳鲜桃产地应选择土层深厚、土质疏松肥沃的沙壤土或壤土地块，以便排灌，产地环境质量应符

合 NY/T 391的规定。

6.2 品种选择

品种选择黄金蜜、中桃5号等在泗阳表现优良的黄桃或水蜜桃，砧木选择苗木健壮、根系发达、无

病虫害的毛桃。

6.3 起垄

垄高要求见表1.相邻两垄间距5m，设置配套沟，主沟宽约1m，深0.8m，主沟与垄底相连相通，确保

排水通畅。

表1 垄高要求

地下水位（cm） 垄高（cm）

≥100 20

＜100 40

6.4 施肥

肥料施用应符合 NY/T 394的规定，以有机肥和充分腐熟的农家肥为主，适当补充少量化肥，树势

弱多施，树势旺少施。

——底肥应在建园时施用，每亩 2～3t 农家肥；

——盛果期基肥每亩 1～2t 农家肥，追肥适量施用髙钾复合肥。

6.5 定植

6.5.1 定植时间

秋季落叶后至次年春季桃树萌芽前均可栽植，宜在秋、冬季栽植。



T/SYTX XXX—2022

3

6.5.2 苗木处理

定植前应剪去苗木的损伤根和过密、过长根，将根系在2%石灰水中浸2分钟进行消毒。

6.5.3 栽植密度

根据立地条件、品种特性及可行的机械化程度等确定栽植密度，建议Y形的株行距为2m×5m，每亩

66株；开心形的株行距为3m×5m，每亩44株，适宜机械化的果园适当加宽行距。

6.5.4 定干

定干高度宜为50～60cm，整形带内有3～5个饱满芽；定植后在离树干5cm处，垂直插入直径1～2cm

的竹竿等物，用以绑缚固定苗木，防止歪斜。

6.6 整形修剪

应采用长枝修剪，树体开张角度小于30°，树高不低于3m，亩留枝量6000～8000枝，每年6月和8

月夏季修剪，落叶后进行冬剪。

6.7 花果管理

6.7.1 疏花

应在3月下旬进行疏花，人工抹去枝条背上和背下的花蕾。

6.7.2 疏果

谢花后15天左右进行第一次疏果，疏除朝天果、畸形果、并生果、病虫果、小果，第二次疏果（定

果）在第一次疏果后15天左右，短果枝留1个果，中长果枝留1～2个果。

6.7.3 套袋

应在5月上旬前完成果实套袋，果袋选用优质单层黄纸袋或外黄内黑双层袋，亩套袋量8000～10000

个。

6.8 病虫害防控

以预防为主，宜采用农业防治、化学防治、生物防治、植物检疫等综合防治方法，用药应符合 NY/T

393 的规定。

6.8.1 农业防治

选用抗病虫和抗逆性较强的品种及砧木。行间生草及行内覆盖，丰富桃园生物多样性。合理修剪和

施肥以培养健壮树体。及时清理落果，剪除病虫枝，做好冬季清园。树干涂白。

6.8.2 物理防治

利用杀虫灯、色板、食饵、中间寄主等控制成虫。如悬挂黄板防治蚜虫及梨小食心虫成虫，悬挂高

度1.5m～2.0m，每亩悬挂20～30块黄板即可达到良好的效果；5～8月安置杀虫灯，防治蛾类、金龟子等

害虫；配制悬挂糖醋液对梨小食心虫、多种卷叶蛾、桃蛀螟等的成虫有较好效果。

在病虫为害严重的果园，特别是吸果类害虫、实蝇等，可进行套袋处理。检疫性病虫害流行区，应

用防虫网阻隔害虫或病害媒介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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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3 生物防治

调节果园生态环境，建立生态屏障隔离有害生物，保护天敌生物生存条件。人工繁育并释放害虫的

病原性天敌、捕食性天敌或寄生性天敌，提倡以螨治螨、以虫治虫或者以菌治虫，如释放瓢虫、赤眼蜂、

捕食螨等天敌昆虫。

充分利用信息素、性诱剂等来监测和防治害虫。悬挂迷向丝、三角屋防治梨小食心虫，迷向丝高度

不低于1.7m，两个月换1次，具体悬挂密度参照产品说明书；或于树冠外围距地面1.5m处悬挂装有性诱

芯的诱捕器（三角屋），每亩悬挂5个三角屋，诱芯一个月换一次。

6.8.4 化学防治

根据病虫害发生规律进行化学防治，以防为主，农药使用上以矿物源或生物源农药为主。

严格控制药量和间隔期，避免连续施用单一农药，可采取轮换使用或混用方式。化学防治方法参见

附录A。

6.9 鸟害防控

在果实快速膨大期安装防鸟网，果实采收后及时收起，尽量减少对鸟类的伤害。也可使用驱鸟器和

驱鸟剂驱鸟。

6.10 草害防控

宜采用人工种草等生物防治方式抑制恶性杂草生长，人工种草品种宜选用黑麦草、鼠茅草、苕子或

紫云英等，草高 30 cm 以上时应及时刈割，将草高度控制在 5cm～10cm 为宜。

6.11 采收

宜在6月～10月，选择晴天气温较低时或阴天，避开雨天、露(雨)水未干和高温时段，果实成熟度

达到7～8成时进行采收，在当地销售的桃果，可以适当晚一些采收，采收后应立即销售，采收时应人工

采摘，保持果柄处果皮完好，避免机械损伤。

7 果实质量要求

7.1 等级规格

果实采收后需严格进行人工或机器分级，剔除伤病果，保证果品质量，等级应符合表 2的要求。

表 2 等级规格

项目
等级

特级果 一级果 二级果

基本要求

新鲜清洁，无可见异物，无不正常外来水分，无病果、虫果，无病斑，果肉

无褐变，无异常气味或滋味，发育充分、正常，整齐度好，具有适合市场或

储存要求的成熟度，符合 7.2 的理化指标和 7.3 的卫生指标的果实要求

果形
果形具有本品种应有的

特征

果形具有本品种的基本

特征

果形稍有不正，但不得

有畸形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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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泽
果皮颜色具有本品种成

熟时应有的色泽

果皮色泽具有本品种成

熟时应有的颜色、着色程

度达到本品种应有的着

色面积的四分之二以上

果皮色泽具有本品种成

熟时应有的颜色、着色

程度达到本品种应有的

着色面积的四分之一以

上

单果重/（g） ＞250 200～250 150～200

容许度/（%）
＜3%，但应满足一级果

的要求

＜4，但应满足二级果的

要求
＜5

7.2 理化指标

7.2.1 可溶性固形物

可溶性固形物应≥12.0%。

7.2.2 总酸

总酸（以苹果酸计）应≤2.0%。

7.2.3 固酸比

固酸比应≥10。

7.3 卫生指标

泗阳鲜桃的卫生指标应符合NY/T 424要求。

8 试验方法

按NY/T 424执行。

9 检验规则

9.1 组批

同一生产基地、同一品种、同一成熟度、同一采收日期的鲜桃为一个批次。

9.2 抽样方法

按NY/T 896执行。

9.3 型式检验

型式检验为本文件规定的全部要求，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应进行型式检验：

a) 申请地理标志商标授权的产品；

b) 前后两次交收检验结果差异较大；

c) 因人为或自然因素使生产环境发生较大变化；

d) 国家质量监督机构或主管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

9.4 交收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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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批产品交收前，生产单位都应进行交收检验，交收检验合格并附承诺达标合格证或追溯二维码的

产品方可交收，交收检验项目为等级规格、可溶性固形物、包装、标志。

9.5 判定规则

9.5.1 理化指标与卫生指标凡某项目检验不合格，应另取一份样品复检，复检不合格则判定该项目不

合格，复检合格的应再取一份进行第二次复检，以第二次复检结果为准。

9.5.2 等级规格不合格的，允许降等或重新分级。

9.5.3 包装、标志若有一项不合格的，允许生产单位进行整改后申请复检。

10 包装

10.1 包装材料

包装材料应符合NY/T 658要求。

10.2 包装方式

依照运输、销售方式采取不同的包装方式，宜用网套保护，装入单层塑料筐或纸箱内，筐、箱的底

部需放置柔软、干燥、不吸水、无异味的衬垫纸或泡沫棉；电商包装内底部、上部及周边均需要保护。

11 标识

应符合 GB/T 191、GB/T 32950 的规定，应统一标注“泗阳鲜桃”及其农产品地理标志编号组合图

案，标注时可采用标牌、印刷等方法。

12 贮藏与运输

贮藏与运输应符合 NY/T 1056 的要求，不宜长时间保鲜贮藏。包装容器不宜过大，一般以 5kg～10kg

为宜，应采用独立小包装，避免摩擦挤伤或腐烂感染，运输前应及时预冷，预冷温度 4℃以下；保鲜温

度应为 0℃～4℃，相对湿度 90%～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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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资料性附录）

地理标志农产品 泗阳鲜桃主要病虫害化学防治方案

表 A.1 主要病虫害化学防治方法

防治对象 防治时期 农药名称 使用量
使用

方法

安全间隔期

（天）

越冬病原和害虫

缩叶病等
休眠至萌芽前 45%晶体石硫合剂 300-500倍 喷雾 14

桃蚜

花芽萌动期

谢花后

谢花后 2周

0.5%苦参碱水剂 1000-2000倍 喷雾 7

10%吡虫啉可湿性粉剂 4000-5000倍 喷雾 14

50%氟啶虫胺腈水分散粒剂 15000-20000倍 喷雾 14

75%吡蚜·螺虫酯水分散粒

剂
4000-6000倍 喷雾 90

桃蛀螟

梨小食心虫

卷叶蛾、潜叶蛾

发生期

苏云金杆菌 32000IU/毫克 400-800倍液 喷雾
--

3%高效氯氰菊酯微囊悬浮

剂
600～1000倍 喷雾 14

梨小食心虫 发生期 5%梨小性迷向素 80-100克/亩 投饵 --

细菌性穿孔病

褐腐病
发生期

45%春雷·喹啉铜悬浮剂 2000-3000倍 喷雾
14

10%小檗碱盐酸盐可湿性粉

剂
800-1000倍 喷雾

--

24%腈苯唑悬浮剂 2500-3200倍 喷雾 10

注：农药使用应以最新版本 NY/T 393的规定为准。

_____________________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