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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有机产品生产过程控制是企业进行有机生产的关键 , 通过建立有机生产管理小组 , 加强技术培训和宣传, 从生产基地的选择、有
机转换期、生产管理措施、贮存运输、包装等环节入手 , 加强管理 , 实现有机产品生产的规范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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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产品认证, 是通过企业建立完善的质量管理体系、

生产过程控制体系和追踪体系, 以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有机产

品生产, 其中对生产过程控制是关键环节之一 , 为此 , 笔者对

企业建立有机产品生产管理控制体系进行了探讨。

1  成立有机产品生产管理领导小组

有机管理小组的主要任务是制订相关的有机产品生产

管理计划、控制措施、实施方案 ; 处理与有机产品有关的重大

和紧急事件 ; 保持与当地基地管理、生产者以及当地政府和

管理部门的联系; 指导和促进有机产品的生产和管理, 协调

有关工作。

2  有机产品的宣传和技术培训

通过各种手段和方式对种植基地的管理者、种植人员、

企业的各级管理、生产和销售人员进行有计划的培训, 提高

他们对生产有机产品的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 指导他们按

照国际有机产品的标准要求进行生产与管理。定期和不定

期对培训效果进行检查。通过培训, 让所有与有机产品生产

和销售有关的人员充分掌握有机产品生产的方法和技术, 且

正确处理经济效益与环境生态的关系, 必须遵循经济规律和

生态规律, 保障可持续发展。

3  有机基地的选择

3 .1 经营权明确, 农户自愿 生产基地应边界清晰、所有权

和经营权明确; 可以是多个农户在同一地区从事农业生产 ,

这些农户都愿意进行有机产品生产, 并建立严密的组织管理

体系。

3 .2  环境要求 选择无“三废”污染的野生基地作为有机产

品质基地; 基地附近无造成污染的企业; 基地的灌溉水应是

无污染的雪水、深井地下水、水库或江河水的水体; 基地上游

水必须没有排放有毒、有害物质的工厂。

基地初选合格以后, 应对环境进行检测。空气、土壤指

标和浇灌用水必须符合有机产品的标准。

3 .3  对基地周边环境的要求 调查基地是否有可能受到邻

近的常规地块污染影响。如果有机地块有可能受到邻近常

规地块污染的影响 , 则必须在有机和常规地块之间设置缓冲

带或物理障碍物。不同认证机构隔离带的要求不同, 如我国

OPDC 认证机构要求8 m, 德国的BCS 认证机构要求10 m。

3 .4  设置天敌栖息地 在有机生产基地周边设置天敌的栖

息地, 如增加人工鱼塘、蓄水池等来提供天敌活动、产卵和寄

居的场所, 提高生物多样性和自然控制能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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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机转换期

按有机农业的要求建立生产基地管理体系后 , 企业应制

定有机产品的转换计划, 规定每年的转化产品及面积。按标

准转换期的规定, 自提交认证申请之日起, 一年生作物转换

期一般不少于24 个月, 多年生作物一般不少于36 个月。新

开荒的、长期撂荒的、长期按传统农业方式耕种的或有充分

证据证明多年未使用禁用物质的农田, 也应经过至少12 个

月的转换期。在转换期内必须完全按照有机农业的要求进

行管理。经一年有机转换后的田块中生长的产品 , 可以作为

有机转换产品销售。

5  禁用转基因生物

在有机产品生产过程中, 禁止引入或使用转基因生物及

其衍生物, 包括植物、动物、种子、繁殖材料及肥料、土壤改良

物质、植物保护产品等农业投入物质。有机生产与常规生产

同时进行时, 常规生产部分也不得引入或使用转基因生物。

6  有机生产管理措施

6 .1 品种选择及种子处理 应选择适应当地气候、土壤、有

机种子或种苗, 且对当地主要病虫害有较强的抗性的品种。

若无法取得即适宜当地环境且来自有机系统的种子, 则本基

地的种子要使用未经禁用物质处理的常规种子或种苗 , 但应

制定获得有机种子或种苗的计划。禁止使用经禁用物质和

方法处理的种子和种苗, 禁止使用转基因种子或种苗。在同

时进行有机和常规生产的地带内 , 常规生产部分也不允许使

用转基因种子或种苗。

6 .2 栽培管理  制定合理的轮作倒茬制, 根据当地的自然

条件, 对有机产品基地实行三年以上的轮作倒茬制。切忌重

茬和迎茬。制定有机农作物栽培技术规程进行农作物的种

植生产, 应利用豆科植物、免耕或果园生草进行土壤肥力的

恢复。根据该地的实际情况制定合理的灌溉方式( 如滴灌、

喷灌、渗灌等) , 控制土壤水分。

6 .3 土肥管理  ①培肥土壤。为了保持和改善土壤肥力 ,

减少病虫害和杂草的危害, 应根据当地的土壤情况制定和实

施切实可行的土壤培肥计划, 以提高土壤肥力 , 尽可能减少

对农场外肥料的依赖。②限制使用人粪尿。必须使用时, 禁

止使用未经腐熟的人粪尿畜禽粪便, 使用时必须经过无害化

处理, 以杀灭各种寄生虫卵、病原菌、杂草种子, 并不得与作

物食用部分接触。禁止在叶菜类、块茎类和块根类作物上施

用。③使用有机肥时, 原则上就地取材处理和施用。外来的

有机肥应经过检验, 符合要求后才能使用。使用商品有机肥

必须查验有认证机构的合格证书才允许使用。使用天然矿

物肥料时, 必须查明成分、副成分、原产地、储运和包装等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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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情况 , 确认无污染和符合有机产品要求的 , 才能使用。④

间作作物施肥, 必须按照有机产品标准规定允许使用的肥料

种类施加有机肥, 禁止使用任何化学合成肥料、城市垃圾、工

矿废水、污泥、医院粪便及受农药、化学物、病原体污染的各

种有机和无机废弃物。⑤在有机肥堆制过程中允许添加来

自自然界的微生物, 但禁止使用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 , 允许、

限制使用的物质要符合 GB/ T19630 .1 附录 A 、D 的要求。⑥

天然矿物肥料和生物肥料不得作为系统中营养循环的替代

物, 矿物肥料只能作为长效肥料并保持其天然组分, 禁止采

用化学处理提高其溶解性。⑦无论采用何种有机肥, 必须进

行土壤分析 , 测定土壤质地、有机质含量、酸碱度、矿质营养

元素( 氮、磷、钾、钙等元素) 含量 , 依据测试数据并对照标准

参数, 判断某种元素的盈亏程度, 制定科学的施肥方案。

6 .4 病虫草害防治  要制定有效的作物病虫草害防治计

划, 基本原则是从作物—病虫草害整个生态系统出发, 综合

运用各种防治措施( 包括农业、生物、生态和物理防治措施) ,

创造不利于病虫草害产生和有利于各类天敌繁衍的环境条

件, 保持农业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生物多样化, 减少各类病虫

草害所造成的损失。应优先采用农业措施, 通过选用抗病虫

品种, 非化学药剂处理种子, 培育壮苗, 加强栽培管理, 中耕

除草, 秋季深翻晒土, 清洁田园, 轮作倒茬、间作套种等一系

列措施 , 防治病虫草害的发生。根据害虫生物学特性, 采用

人工捕杀、灯光诱杀等方法诱杀害虫。在农业和物理防治不

能奏效的情况下, 允许有条件地使用生物源农药, 允许使用

的物质见GB/ T19630 .1 附录B、D 的要求。

6 .5 污染控制 ①有机地块与常规地块的排灌系统应有隔

离措施, 以保证常规农田的水不会渗透或漫入有机地块。②

在常规农业系统中使用的设备在用于有机生产前, 应得到充

分清洗, 去除污染物残留。③生产基地若使用保护性的建筑

覆盖物、塑料薄膜等物质 , 只允许选择聚乙烯、聚丙烯或聚碳

酸酯类产品, 且使用后应从土壤中清除, 禁止焚烧。禁止使

用聚氯类产品。④严格控制有机生产基地农药、化肥的使

用, 农药、化肥的使用要符合标准要求, 且要控制有机农药、

化肥的使用量, 逐步减少对农药、化肥的依赖性, 将有机产品

农药残留量降低到可控制的最低水平。⑤对生产基地的产

品每年要进行检测 , 以确定农药残留不超过国家食品卫生标

准相应产品限值的5 % , 重金属含量不超过国家食品卫生标

准相应产品的限制。

6 .6 水土保持和生物多样性保护 ①制定有效的生产基地

生态保护计划, 包括种植树木和草皮, 控制水土的流失, 建立

天敌的栖息地和保护带, 保护生物多样性。②土壤和水土保

持。土壤和水资源应按照可持续方式管理。采取各种措施

如大面积绿化, 植树造林等, 避免水土流失、土壤盐碱化、过

度和不合理利用水资源及对地下水和地表水的污染。③在

有机生产中不得利用有机质燃烧、秸秆焚烧的方法对土壤进

行清洁, 应采取措施防止水土流失。禁止对水资源的过度开

发和利用。应制定管理制度和操作规程, 以防土地退化和对

地下水及地表水的污染; 应采取措施防止土壤和水的盐碱

化。④天敌的保护与利用。每年在基地周边种植一些有益

植物, 改善生态环境 , 保持生物多样性, 为天敌提供转换宿

主、繁殖和越冬的场所, 以提高天敌的有效控制虫害的能力。

7  收获、贮存和运输

①有机产品入库前应进行必要的检查, 有机产品仓库在

存放前要进行严格的清扫和灭菌 , 周围环境必须清洁和卫

生, 并远离污染源。储藏和运输时禁止与化学物品或有毒物

品接触。②有机产品必须按照入库先后、生产日期、批号分

别存放, 禁止不同种类和生产日期的产品混放。对有机与常

规产品应分别储藏, 并做好可区分的标识和入库记录。有机

产品贮藏期限不能超过保质期, 包装上应有明确的生产、贮

藏日期。③定期对贮藏仓库用物理或机械的方法消毒。不

得使用会对有机产品有污染或潜在污染的化学合成物质进

行消毒。随时保持贮藏室的环境清洁 , 库房内应具备防鼠、

防虫、防霉措施, 严禁用人工合成的杀虫剂。④有机产品在

入仓堆放时, 必须留出一定的墙距、货距与顶距, 不允许直接

放在地面上, 保证贮藏货物之间有足够的通风。⑤建立严格

的仓库管理情况记录档案, 详细记载进出产品的种类、数量

和时间。根据不同产品的贮藏要求, 做好仓库温度、湿度管

理, 并经常检测有机产品温湿度、水分以及虫害发生情况。

⑥尽量使用专用的运输设备和容器运输有机产品 , 运输工具

在装入有机产品之前必须清洗干净 , 必要时进行灭菌消毒 ,

必须用无污染的材料装运有机产品。⑦装运前必须进行有

机产品质量检查, 在有机产品、标签与对帐单三者相符合的

情况下才能装运。不同种类的有机产品运输时必须严格分

开, 不允许与常规产品和互相串味的有机产品混装在一个车

( 箱) 中。有机产品严禁与任何化学物品或其他有害、有气味

的物品一起运输。⑧运输包装必须符合有机产品的包装规

定, 在运输包装的两端, 应有明显的运输标志。

8  有机产品贸易

①经营相同品种的有机产品和常规产品, 必须采取有效

的保证措施明确区分, 避免有机产品和常规产品接触、混合 ,

防止有机产品与禁用物质接触。②应确保有机产品在贸易

过程中的储存、运输和销售不受有毒化学物质的污染, 并保

持完整的档案跟踪记录。③制定和实施有机贸易内部质量

保证和控制方案, 以确保有机产品的质量与完整性。

9  建立跟踪系统

制定和实施有机生产内部质量保证和控制方案。在包

装材料、肥药等外来物质的采购、基地种植生产、包装、储存

和运输等过程中必须有完整的档案记录, 包括相应的票据 ,

并建立跟踪审查体系。

10  产品标识

只有经认证后的产品 , 才可使用有机产品标志或有机转

化产品标识。有机产品标志在产品包装标签上印刷, 必须符

合有机产品实际含量等于或高于95 % 以上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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