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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民

生活水平的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的

广泛关注，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关系到人民群众的身体

健康、社会的和谐稳定、农业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增收，任

重而道远。如何做好农产品生产源头的质量安全管理，科

学生产安全放心的农产品，是当前亟待解决的重大问题，

为此我们专门组织人员编写了《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读

本》系列丛书。该丛书分为种植业、养殖业、水产业三个部

分，从现代农产品生产技术与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科学

理念出发，全面、系统地介绍了有关农产品安全生产技术

标准和规范、质量认证、检测技术及法律法规等方面的知

识，内容全面翔实，深入浅出，通俗易懂，具有很强的科学

性、知识性和可操作性。既可用于对广大农牧民从事农产

品生产的技术指导，也可作为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人

员和农业技术人员技术服务、培训的辅导材料。

此为试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本书为《农产品质量安全读本·种植篇》，详细讲述了

种植业生产过程中如何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包括农

产品质量安全基础知识、农产品质量安全技术要点、农药

残留与检测技术、“三品一标”、监督管理等内容，共五章。

每章又分若干节进行分述，主要有种植业农产品、质量安

全、农业投入品的基本常识；种植业质量安全监管环节、生

产环节、农药化肥使用环节、食用菌生产环节的技术要点；

蔬菜水果中农药残留常用检测技术；“三品一标”；农产品

质量安全监督管理中政府职责、行业职责等，涉及种植业

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法律法规、国家政策、质量监管、认证程

序、检验方法、农产品质量内部控制、违责处置等内容。

本书内容丰富、浅显易懂，贴近种植业生产实际，实用

性和可操作性强，希望能够帮助农民朋友增强农产品质量

安全意识，掌握科学的生产知识，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生

产技能，为增收致富创造条件。

由于本系列丛书为多作者执笔，取材详简及撰写风格

有所不同，加之编者水平和时间所限，难免有不足之处，恳

望同行专家和广大读者谅解并提出宝贵意见。

编　者

２０１３年５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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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农产品质量安全
　基础知识

第一节　农产品基本知识

一、农产品

（一）农产品概念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２条第１

款的规定，本法所称农产品，是指来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

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
（二）种植业范畴的农产品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

量安全法〉办法》中规定：农产品，是指在农业活动中获得
的粮食、油料、蔬菜、瓜果、茶叶、食用菌、畜禽、禽蛋、生鲜
乳、鱼、虾、蜂蜜等植物、动物、微生物的初级产品，以及经
过清洗、分拣、干燥、去壳、切割、分级、包装、冷冻等初加
工，但未改变其基本自然性状和化学性质的产品。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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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植业范畴的农产品主要包括：

１．粮油作物
是指小麦、稻谷、大豆、杂粮（含玉米、绿豆、赤豆、蚕

豆、豌豆、荞麦、大麦、元麦、燕麦、高粱、小米、米仁）、花生、
芝麻、菜籽、棉籽、葵花籽、蓖麻籽等。

２．瓜、果、蔬菜
是指自然生长和人工培植的瓜、果、蔬菜，包括农业生

产者利用自己种植、采摘的产品进行连续简单加工的瓜、
果干品和腌渍品等，以瓜、果、蔬菜为原料的蜜饯除外。

３．食用菌
是指自然生长和人工培植的食用菌，包括鲜货、干货

以及农业生产者利用自己种植、采摘的产品连续进行简单
保鲜、烘干、包装的鲜货和干货等。

４．药材
是指自然生长和人工培植的药材，中药材或者中成药

生产企业经切、炒、烘、焙、熏、蒸、包装等工序处理的加工
品除外。

５．毛茶
是指从茶树上采摘下来的鲜叶和嫩芽（即茶青），经吹

干、揉拌、发酵、烘干等工序初制的茶。

６．烟叶
是指以各种烟草的叶片经过加工制成的产品，分为晒

烟叶、晾烟叶和烤烟叶。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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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三品一标”

“三品一标”是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农
产品地理标志的简称。

（一）无公害农产品
无公害农产品是指产地环境、生产过程、产品质量符

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经认证合格获得认证证书
并允许使用无公害农产品标志的未经加工或初加工的食
用农产品。

（二）绿色食品
绿色食品是指遵循可持续发展原则，按照特定生产方

式生产，经专门机构认定，许可使用绿色食品标志商标的
无污染的安全、优质、营养类食品。

（三）有机食品
有机食品是按照有机农业生产标准，在生产过程中不

使用任何化学合成的肥料、农药、生长调节剂和畜禽饲料
添加剂等物质，不采用基因工程技术获得的生物及其产
物，而是遵循自然规律和生态学原理，采取一系列可持续
发展的农业技术，协调种植业和畜牧业的关系，促进生态
平衡、物种的多样性和资源的可持续利用。

（四）农产品地理标志
农产品地理标志是指标示农产品来源于特定地域，产

品品质和相关特征主要取决于自然生态环境和历史人文
因素，并以地域名称冠名的特有农产品标志。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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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转基因食品

转基因食品是指经过基因工程技术改造，对动植物的
基因加以改变，制造出具备新特征的食品。比如，用深海
鱼的基因能帮助西红柿、草莓等普通植物抵御寒冷；把某
些细菌的基因接入玉米、大豆的植株中，就可以更好地保
护它们不受害虫侵袭。自１９８２年美国最先培植出转基因
番茄后，至今全世界已有６０多种转基因作物，主要集中在
美国、加拿大、南非、阿根廷等国家。

２００１年６月，国务院发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安全管
理条例》；２００２年３月农业部又颁布了《农业转基因生物标
识管理办法》，确定第一批标识管理的农业转基因生物：大
豆种子、大豆、大豆粉、大豆油、豆粕、玉米种子、玉米、玉米
油、玉米粉、油菜种子、油菜籽油、油菜籽粕、棉花种子、鲜
番茄和番茄酱。

第二节　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

一、农产品质量安全

通常所说的农产品质量，既包括涉及人体健康、安全
的要求，也包括涉及产品的营养成分、口感、色香味等非安
全性的品质指标。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
法》第２条第２款的规定，本法所称农产品质量安全，是指

·４·

　农产品质量安全读本　种植篇　



农产品质量符合保障人的健康、安全的要求。

二、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

农产品市场准入制度，是指对经过认证或检测，符合
质量安全指标要求的农产品，准许进入市场经营，对未经
认证或经检测不合格的农产品禁止进入市场经营销售的
管理制度。

三、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

农产品质量安全事故，是指对公众健康造成或者可能
造成损害或者严重损害的安全事故。重大农产品质量安
全事故，是指涉及人数较多的群体性中毒或者出现死亡病
例的重大安全事故。国家按食品安全事故的性质、危害程
度和涉及范围，将食品安全事故分为特别重大食品安全事
故（Ⅰ级）、重大食品安全事故（Ⅱ级）、较大食品安全事故
（Ⅲ级）和一般食品安全事故（Ⅳ级）四级。

四、农产品产地安全

农产品产地安全，是指生产农产品的土壤、水体和大
气环境质量等符合生产质量安全农产品的要求。

五、蔬菜病虫害

（一）蔬菜病害
蔬菜在生长发育过程中，当遇到不良环境条件或受到

一些有害生物的侵害时，其干扰强度超过了蔬菜能忍耐的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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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使蔬菜的正常生理代谢受到严重影响，在蔬菜外部
或内部形态上出现病态或症状，使蔬菜不能正常生长发
育，甚至局部或整株死亡，最终导致经济损失的过程，称为
蔬菜病害。

（二）蔬菜虫害
蔬菜受到一些有害生物的侵害，正常生理代谢受到影

响，甚至局部或整株死亡，最终导致经济损失的过程，称为
蔬菜虫害。

造成蔬菜发生虫害的有害生物除包括危害作物的昆
虫外，通常还包括危害蔬菜的螨类（如红蜘蛛等）和软体动
物（如蜗牛、害螺等）。这些有害生物咬食蔬菜的组织、器
官，或吸食蔬菜的汁液，干扰或破坏蔬菜的正常生长，造成
减产和产量下降。除引致直接损失外，还可以传播植物病
害（如蚜虫可传播病毒病），造成严重的间接病害。

六、制度和标准

（一）例行监测制度
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制度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

全的重要措施之一。２００１年从北京、天津、上海、深圳四个
试点城市的蔬菜农药残留和生猪“瘦肉精”污染定点监测
工作开始实施，进而逐步扩展到全国３７个城市全年５次的
蔬菜农药残留、１６个城市畜产品污染和５个城市水产品中
药物污染的定点监测。随后又开展了符合国际规则和惯
例的兽药及兽药残留监控计划、农药及农药残留监控计
划、饲料及饲养违禁药物监控计划、农产品产地环境普查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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计划、农业投入品监测计划、农产品品质普查计划以及农
资打假监控计划等。

（二）强制性标准
强制性标准是指具有法律属性，在一定范围内通过法

律、行政法规等手段强制执行的标准。农产品强制性标准
的范围包括：

（１）种子（种苗、种畜、种禽）、农药、兽药及其他重要的
农业生产资料标准。

（２）农产品安全卫生标准。
（３）农产品生产、储运和使用中的安全卫生要求。
（４）农业生产中的环境保护、生态保护标准。
（５）通用的技术术语符号、代号标准。
（６）国家需要控制的重要的农产品标准等。
（三）推荐性标准
推荐性标准又称非强制性标准或自愿性标准。是指

生产、交换、使用等方面，通过经济手段或市场调节而自愿
采用的一类标准。这类标准，不具有强制性，任何单位均
有权决定是否采用，违反这类标准，不构成经济或法律方
面的责任。应当指出的是，推荐性标准一经接受并采用，
或各方商定同意纳入经济合同中，就成为各方必须共同遵
守的技术依据，具有法律上的约束性。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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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农业投入品基本知识

一、农业投入品

（一）农业投入品概念
农业投入品是指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或者添加

的物质，包括农药、种子、苗木、肥料、农用薄膜等农用生产
资料产品。

（二）合理使用农业投入品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２５条规定，

农产品生产者应当按照法律、行政法规和国务院农业行政
主管部门的规定，合理使用农业投入品，严格执行农业投
入品使用安全间隔期或者休药期的规定，防止危及农产品
质量安全。禁止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使用国家明令禁止
使用的农业投入品。

在农药使用中严格执行安全间隔期规定，是合理使用
农业投入品的重要内容。根据《农药管理条例》和农业部
有关规定的要求，农药在其标签或说明书上都应标注安全
间隔期等内容，农产品生产者应当严格按照标注的安全间
隔期使用农业投入品，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农产品生产者是合理使用农业投入品的第一责任人，
有义务按照国家规定合理使用农业投入品。否则，要按照
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处罚；构成犯罪的，还要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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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门除了要依法加强对农业投入品使用环节的
监管外，还要建立健全农业投入品安全使用制度，做好法
律法规和国家禁用、限用农业投入品清单的宣传工作，搞
好技术培训，指导农民掌握并遵循安全生产技术规程，合
理使用农业投入品。

二、农药

（一）农药残留
农药残留是指农药使用后残存于生物体、农产品（或

食品）及环境中的微量农药，除农药本身外，也包括农药的
有毒代谢物和杂质，是农药及其他相关物质的总称。残存
的农药残留数量称为残留量，以每千克样本中有多少毫克
（ｍｇ／ｋｇ）表示。农药残留是施药后的必然现象，但如果超
过最大残留限量标准，会产生对人畜不良影响或通过食物
链对生态系统中的生物造成毒害的风险。

（二）假农药
假农药包括：
（１）以非农药冒充农药或者以此种农药冒充它种农

药的。
（２）所含有效成分的种类、名称与产品标签或者说明

书上注明的农药有效成分的种类、名称不符的。
（三）劣质农药
劣质农药包括：
（１）不符合农药产品质量标准的。
（２）失去使用效能的。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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