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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按照GB/T 1.1-2009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标准由海南省农业厅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国热带农业科学院分析测试中心、海南省香蕉协会、中国热带农业

科学院生物技术研究所、海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所、海南大学园艺学院。  

本标准起草人：邹冬梅、张锡炎、郑明万、袁宏球、罗金辉、周登博、吴月仙、李绍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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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名牌农产品 香蕉 

1 范围 

本标准规范了海南名牌香蕉的术语和定义、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以及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本标准适用于海南名牌农产品香蕉的评选认定。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

凡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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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91  包装储运图示标志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  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GB/T 5009.91  食品中钾、钠的测定 

    GB/T 6543  瓦楞纸箱 

    GB/T 8855  新鲜水果和蔬菜的取样方法 

    GB/T 9827-1988 香蕉 

    NY/T 227  微生物肥料 

    NY/T 357  香蕉 组培苗 

NY/T 394  绿色食品 肥料使用准则 

NY/T 750  绿色食品 热带、亚热带水果 

NY/T 1278  蔬菜及其制品中可溶性糖的测定 铜还原碘量法 

    NY/T 5022 无公害食品 香蕉生产技术规程 

    NY  5023  无公害食品 热带水果产地环境条件 

DB46/T 23  香蕉质量、包装、标志及贮运 

3 术语和定义 

    GB 9827和DB46/T 23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海南名牌农产品   

在海南省内生产、经评选认定获得“海南名牌农产品”称号、并获准使用“海南名牌农产品”标志的农产品。 

3.2   

  外观缺陷  

    果实在生长发育和采摘过程中受物理、化学、灾害性气候条件、病虫危害等使果实造成影响外观的损伤。 

3.3   

 成熟度  

  果指外观饱满程度，常以果指棱角加以判断。成熟度根据香蕉成熟季节、挂果时间的长短、棱角变化可

分为 7 成、8 成、9 成（参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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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要求 

4.1 生产管理 

4.1.1 自然环境 

    产地的环境空气、灌溉水和土壤环境质量应符合NY 5023的有关规定。 

4.1.1.1 气温 

年平均气温22.5℃～25.6℃，最冷月平均气温16.5℃左右，最热月平均气温29.2℃左右。昼夜温差大，

挂果期无冻害，最低气温大于15℃。 

4.1.1.2 日照 

    年日照时数达2100 h～2630 h，平均2350 h，日照百分率为49%～59%，年太阳辐射总量56.4 kJ/m
2
～

65.8 kJ/m
2
。 

4.1.1.3 土壤 

    土壤透气性好，有机质丰富，土壤pH在5.5～6.5。 

4.1.2 香蕉品种 

    普通品种目前以巴西蕉和威廉斯B6为主栽品种；耐病品种目前以农科1号和宝岛蕉为主。 

4.1.3 香蕉组培苗 

    采用袋装和营养杯组培苗，并严格按 NY/T 357规定执行。 

4.1.4 香蕉园管理 

4.1.4.1 产地选择 

    产地应选在生态环境良好、远离污染源、排水良好、具有可持续生产能力的农业生产区域。 

4.1.4.2 种植管理 

    a）植前准备：提前一个月深翻土壤 40 cm～60 cm，犁耙前根据土壤 pH 值给蕉园撒石灰等 50 ㎏/亩～

100 ㎏/亩，并暴晒 15 d 以上。犁耙后按等高线开沟，每畦株行距采用人工拉线点石灰后再挖洞，然后穴施

底肥并耙拌均匀。 

    b）定植密度：根据种植品种的高矮程度、土壤肥力、园地坡度、种植区域、冬季温度及日照强度来确

定定植密度，海南南部适宜密植（160～190 株/亩），北部适宜稀植（140～160 株/亩）。 

    c）定植时间：根据种植品种，海南南部地区最适宜 4月～7 月份定植，海南北部地区最适宜 7 月～9 月

份定植。抗（耐）病香蕉品种（宝岛蕉）宜早 1～2 个月定植。种植时阴天可全天种植；晴天宜下午 3:30 后

种植。 

d）定植方法：种植前地块提前一天喷水一次，喷透。种植前应除去营养杯，保持营养土完整，将蕉苗

轻放于植穴中，用碎表土覆盖在营养土上，压紧营养土外围的土层，种植深度比原来营养土高出 2 cm～3 cm，

种植完后当天立即浇透定根水。定植后两个月内，大晴天不宜在中午（11～15 点）喷水。 

4.1.4.3 施肥管理 

    宜测土配方施肥和增施有机肥。根据园地肥力状况和香蕉生长发育需要及时施肥，以有机肥与化肥、微生

物肥料相结合，追肥以水肥一体化为主，不应使用硝态氮肥。农家肥和商品肥料的使用参照 NY/T 394 的规定

执行。微生物肥料与使用参照 NY/T 227 的规定执行。农家肥应堆放，经≥50℃ 发酵15 d 以上充分腐熟后才

能施用；沼气肥需经密封储存30 d 以上才能使用。不应使用未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登记的商品肥料产品。禁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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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含有重金属和有害物质的城市生活垃圾、工业垃圾、污泥和医院的粪便垃圾。 

香蕉在14～25叶期，应实行勤施肥、薄施肥、重点施肥的原则。施肥方法以穴施、水施为主，沟施为辅。

肥料以有机肥为主化肥为辅，水肥一体化。比例为：氮（N）︰磷（P2O5）︰钾（K20）=1︰0.3～0.6︰2.0～3.0。

单株年施肥量，新植苗：腐熟有机肥15 ㎏、钙镁磷肥0.1 ㎏、尿素0.03 ㎏、控释尿素0.1 ㎏、复合肥0.8 

㎏、氯化钾0.6 ㎏、硫酸钾0.1 ㎏；留芽苗：有机肥9.4 ㎏、钙镁磷肥0.1 ㎏、控释尿素0.1 ㎏、复合肥

0.9 ㎏、氯化钾0.6 ㎏、硫酸钾0.1 ㎏。在采果前40 d停止叶面追肥，前50 d停用土壤追肥。不同时期的

施肥量和施肥种类可参照附件B。 

4.1.4.4 水分管理 

    宜节水灌溉，保持土壤湿润，蕉园内无积水。当土壤田间持水≤75%应及时灌水，抽蕾期加强灌水，挂果

中后期应加强土壤湿度。蕉园的灌溉水以内河水和地下水为水源，水源上游没有枯萎病源（若有枯萎病源，

灌溉水应先消毒后再灌溉）。 

4.1.4.5 挂果期管理 

a)立杆防风：新植苗在定植4个月后（新抽20～25张叶片）开始立杆，留芽苗在定芽1个月后开始立杆。

支杆长度3.5 m～4 m，立于倾斜面离蕉头20 cm处，深度≥40 cm。第一道绳在绑蕉杆1.5～1.8 m处，第三道

绳绑在果轴上（结合套袋一起绑）。在套袋前后采用拉绳进行垂蕾，使果串垂直于地面。 

    b)校蕾：香蕉现蕾时，宜用树叉扒开叶片使蕾苞往下垂。 

    c)绑叶：蕾苞下垂时，将有碍或有可能磨擦到蕉果的叶片移开，不能绑开的叶片从中间折断，或用小刀

割除。 

    d)疏果：苞叶脱落后，果未往上返疏前，把双胞果蕉、单层蕉、三层蕉、败育果等全部疏除，每把果指

数 16～26。 

    e)抹花：在果指平伸或稍向上弯时抹花（花与果产生离层时抹最佳），抹花顺序为从下往上抹，选择在

上午 10 点以后抹花，蕉汁较多时，必须用纸或部分香蕉叶片遮住以下几把蕉。抹花时，切忌一次抹太多，

最好是一株分两次抹。抹花较晚时（返疏后抹花），须用纸粘在果指尖上。 

    f)留梳、断蕾：香蕉宜留5～8 梳。断蕾是在所留的最尾梳蕉以下，间隔1梳完全去除果指后，下一梳留

一个营养果并在营养果下端10 cm处断掉蕾苞。 

    g)打标记：在断蕾至套袋前做标记，每 5 d 以一种颜色绳做标记。 

h)套袋：套袋前对果穗喷施一次防治香蕉病虫害的药。根据抽蕾时间来决定套袋材料，冬、春蕉可选择

牛皮纸袋和珍珠棉袋；夏、秋蕉可选用透气、透光良好而不透水不打孔的无纺布袋或打孔的 PE 蓝薄膜袋。 

4.1.4.6 病虫害防治 

    以预防为主，综合防治为原则。以改善香蕉园生态环境，加强栽培管理为基础，综合应用各种防治措

施，优先采用农业防治、生物防治和物理防治措施，配合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不允许使用高毒、

高残留的化学农药。香蕉病虫害防治按NY/T 5022执行。 

4.1.4.7 果实采收 

根据成熟度、果实用途、市场需求和贮运条件等综合确定采收时期，作为鲜果销售的采收成熟度以7

成～8成为宜，并应进行不落地无伤采收。 

4.1.4.8 生产记录 

    生产者应对生产过程进行记录。香蕉标准化生产记录表格参见附录C。 

4.2 规格等级 

4.2.1 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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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蕉按每千克果指数和果长分为L、M和S三个规格，各规格应符合表1的规定。 

 

表1   香蕉规格 

4.2.2 等级 

    香蕉按果梳外观质量分为A、B和C三种等级，各等级应符合表2的规定。 

 

表 2 香蕉等级规格质量 
 

等级 /级 
项目 

A B C 

外观形态 

果实须同一品种，新鲜、清洁、发

育正常、形态完整、成熟度适中、

色泽良好，无水烂、跳把和跳根。

果实须同一品种，新鲜、清洁、发

育正常、形态完整、成熟度适中、

色泽良好，无水烂、跳把和跳根。

果实须同一品种，新鲜、清洁、发

育正常、形态完整、成熟度适中、

色泽良好，无水烂、跳把和跳根。

缺陷 

无腐烂、轴腐、青膨、过熟等果实。

无裂果、断果、裂轴、机械伤、疤痕、

灼伤、冻伤、冷害、病害、药害等

缺陷。 

无腐烂、药害、轴腐、青膨、过熟、

冻伤、冷害、裂果、断果、裂轴等

果实。允许轻微机械伤，每梳蕉轻

伤面积≤1cm
2
；每梳蕉中有疤痕的果

指不得超过1条；允许有轻微灼伤，

每梳蕉中有轻微灼伤的果指不得超

过1条。 

无腐烂、冻伤、冷害、轴腐、青膨、

过熟、裂果、等果实。允许轻微机

械伤，每梳蕉轻伤面积≤2cm
2
；每

梳蕉中有疤痕的果指不得超过2

条；允许有轻微灼伤，每梳蕉中有

轻微灼伤的果指不得超过2条；允

许有轻微的病虫害伤疤，每梳蕉按

果指数计，伤痕不得超过1 cm
2
；允

许有轻微的药害，每梳蕉按果指数

计，伤痕不得超过1 cm
2
。 

容许度 

按果梳计，每批果中允许含有不

超过5%的A等品，但不允许含有B

等品和C等品。 

按果梳计，每批果中允许含有不

超过5%的B等品，但不允许含有等

外品。 

按果梳计，每批果中允许含有不超

过5%的等外品。 

注：达不到C等品质量要求的香蕉为等外品。 
 

4.3 质量指标 

4.3.1 口 感 

肉质细腻、滑口、甜度适中、带有糯性和浓香。 

4.3.2 理化指标 

名牌农产品香蕉的理化指标应符合表3的规定。 

表3   香蕉理化指标要求（黄蕉） 
 

项   目 指 标 

可食部分（%） ≥60 

可溶性固形物含量（%）（20℃） ≥20 

可滴定酸含量（g/L） 2～5 

钾（mg/100g） ≥300 

可溶性糖（%） ≥18 

规格 L M S 

每千克果指数（条） 5～6 7～8 9～10 

果长（cm） 25～27  19～24  16～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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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卫生指标 

卫生指标应符合GB 2762和GB 2763规定的要求。 

5 试验方法 

5.1 取样 

 

    采摘7成～8成熟香蕉，经成熟后，取代表条蕉各部位香蕉5梳，从每梳蕉中间部位取果2个（共10个）为

检验样品。 

5.2 感官检验 

    用目测法对照表三对样果逐梳进行检查。 

5.3 理化指标 

5.3.1 可食部分 

    按 GB/T 9827-1988的附件A中2.2条执行。 

5.3.2 可溶性糖 

    按 NY/T 1278执行。 

5.3.3 可滴定酸含量 

    按 GB/T 9827的附件A中2.7条执行。 

5.3.4 钾含量 

按 GB/T 5009.91执行。 

5.3.5 可溶性固形物 

    按NY/T 750执行。 

5.4 卫生指标 

    按GB 2762和GB 2763规定的方法检验。 

6 检验规则 

6.1 组批 

同一生产基地、同一品种、同一成熟度、同一包装日期的香蕉为一批次。 

6.2 抽样方法 

按GB/T 8855 执行。 

6.3 检验分类 

6.3.1 交收检验 

6.3.1.1 香蕉每批次产品交收前，生产单位都应进行交收检验。交收检验合格并附合格证，产品方可交收。 

6.3.1.2 交收检验项目为等级规格、感官特征、包装、标志。 

6.3.2 型式检验 按本标准要求中规定的全部项目进行检验；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应进行型式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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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每年采摘初期； 

b）国家质量监督管理部门提出型式检验要求。 

6.4 判定规则 

6.4.1 园地规划、苗木繁育、果园管理、生产档案记录符合 4.1—4.2 的要求，产品理化指标、卫生指标符

合 4.3-4.4 要求，等级符合 A 级、B级要求的，可认定为海南名牌农产品香蕉。 

6.4.2 园地规划、苗木繁育、果园管理、生产档案记录、产品质量指标不满足第四章中的要求或者等级达

不到第四章中的 A 级、B级要求的，不可认定为海南名牌农产品香蕉。 

 

7 标志、包装、运输和贮存 

7.1 标志 

    外包装应按GB/T 191的规定执行外，还应标注海南省名牌农产品标识，并标明产品名称、品种、规格、

产地、包装日期、生产单位、数量或净含量、执行标准代号等。 

7.2 包装 

    包装物应清洁、牢固、无毒、无污染、无异味，包装物应符合GB/T 6543和DB46/T 23规定；特殊情况

按贸易双方合同执行。 

7.3 运输 

7.3.1 运输工具清洁卫生，无异味。不与有毒有害物品混运。 

7.3.2 装卸时轻拿轻放。 

7.3.3 待运时，应批次分明、堆码整齐、环境清洁、通风良好。严禁烈日曝晒、雨淋。注意防冻、防热、缩短待

运时间。 

7.4 贮存 

    贮存温度一般为13℃～15℃。库房无异味。不得与有毒、有害物品和可释放乙烯的水果混合存放。不得

使用有损香蕉质量的保鲜试剂和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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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成熟度 

表A.1 香蕉成熟度 

 

成熟度 成熟季节 挂果期 饱满度和棱角变化 

冬蕉 95 d-110 d 

春蕉 85 d -95 d 

 
 

7成 

夏秋蕉 70 d -75 d 

果指基本饱满，棱角明显。 

冬蕉 105 d -125 d 

春蕉 90 d -105 d 

 
 

8成 

夏秋蕉 75 d -80 d 

 

果指饱满，但尚现棱角。 

冬蕉 120 d -140 d 

春蕉 105 d -115 d 

 
 

9成 

夏秋蕉 80 d -85 d 

果指园满，基本无棱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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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B  

附 录 B 
（资料性附录） 

香蕉施肥比例及肥料种类 

表B.1  不同时期的施肥量占总施肥量比例 

 

时期 

苗类 
肥料种类 

新抽 

1—7叶 

新抽 

8—13 叶 

新抽 

14—19 叶

新抽 

20—25 叶

新抽 

26—32 叶 
抽蕾后 

有机肥 74.7% 0.4% 0.4% 24% 0.6% 0 
新植 

化肥 13.8% 11.5% 15% 20.2% 25.9% 13.5% 

有机肥 85.9% 0.5% 12% 1.1% 0.5% 0 
留芽 

化肥 14.8% 18.5% 29.8% 16.1% 12.1% 8.6% 

备  注 
1.新抽叶片为定植大田后新抽叶片（不含苗圃叶片）或定芽后重新新抽的叶片数量。 

2.在 13 张叶前施肥偏 N，14 叶后逐渐偏 K。 

 

 

表B.2  推荐使用的肥料种类 

肥料种类 名  称 简    介 

1.沤肥 鸡粪、羊粪、猪粪等+过磷酸钙+菌种进行发酵而成 

2.沼气肥 养猪场沼气液或残渣 

3.饼肥 菜籽饼、茶籽饼、豆饼等 

有 

机 

肥 

料 4.灰肥 草木灰、甘蔗灰、甘蔗渣、木薯渣、桉树皮、窑灰钾 

1.商品有机肥 以生物物质、动植物残体、排泄物、废原料加工制成，中药渣、精致有机肥。 

2.腐殖酸类肥料 以泥炭等富含腐殖酸物质为主要原材料掺合其它有机无机肥配制而成。 

3.微生物肥料 
指特定微生物与营养物质复合而成，能提供、保持或改善植物营养，提高农产品

产量或改善农产品品质的活体微生物制品。 

4.无机肥料 
所含的氮、磷、钾等营养元素都以无机化合物的形式存在，大多数要经过化学工

业生产。 

  氮肥 尿素、控释尿素。 

  磷肥 过磷酸钙、钙镁磷肥。 

  钾肥 氯化钾、硫酸钾。 

  钙肥 生石灰。 

  镁肥 钙镁磷肥、硫酸镁。 

  锌肥 硫酸锌。 

  复合肥 硝酸磷、硝酸磷钾、缓释复合肥。 

5.叶面肥 
是营养元素施用于农作物叶片表面，通过叶片的吸收而发挥其功能的一种肥料类

型。 

  生长辅助类 氨基酸、海藻肥等。 

商 

品 

肥 

料 

  微量元素类 含有铜、铁、锌、镁、硼、钼等微量元素的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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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C  

附 录 C 
（资料性附录） 

香蕉标准化生产记录表格 

表C.1   农药采购及使用记录表 

序

号 

商

品

名 

通 

用 

名 

生

产

商

名

称 

生产

许可

证号 

农药

登记

证号 

生

产

批

准

文

号 

农药 

执行 

标准 

编号 

施用

作物

及防

治对

象 

剂

型

及

含

量

施用量（克或毫升

/次、亩）或稀释

倍数 

产品

有效

日期 

安

全

间

隔

期 

喷

洒

时

间

生产

期使

用次

数 

               

               

 

 

 

表C.2   肥料采购及使用记录表 

 

序号 

施肥开

始时间 

施肥结

束时间 

肥料 

编码 

肥料 

名称 

生产商

登记 

证号 

有效成

分及含

量 

生产 

批次 

施用量

(公斤/

株) 

肥料供

货商 

责任人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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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C.3   香蕉生产基地岗位种植档案   

     年 度：   年    月  日                      档案编号： 

岗位姓名  面 积  地 号  

种苗来源  品 种  种植时间  

种植株数  灌溉水源  

施  肥   

日期 肥料品种 产品规格 施肥量 施肥时期 施肥方法 

      

      

化  学  除  草   

日期 农药品种 产品规格 施用量 施用时期 施用方法 

      

      

备注： 

病 虫 害 防治  

农药品种 产品规格 施用量 施用时期 施用方法 

     

     

产 量 情 况 记 载 

收获期 收获株数 果串重量（kg/株） 实收产量（kg）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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