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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在这些年科学技术的发展以来，农产品加工基地有害生物防控领悟

上也出现了许多新兴技术，尤其是绿色防控技术对农产品加工基地害虫

的防治效果明显。由于我们国家在对一些防治害虫的绿色防控技术的规

模进行扩大 ，促使绿色防控技术在实际问题的应用中 ，取得了显著性

的进步与发展。绿色防控技术主要有推广技术应用、防治有害生物等几

种方式增加农产品加工基地的生态环境卫生。绿色防护技术防治有害生

物的方式是通过定量时间与空间对农产品加工基地进行物理、化学、 生

态环境等各个层次的有效治理 。运用绿色防控技术综合体现了其自身多

种防治方式的有效结合。绿色防控技术目的是为了有效防治害虫，使农

产品加工基地绿色发展得到有效的提升，并且农产品加工基地的运营安

全卫生也能得到有效保证，改善农产品加工基地的环境，综合多种多样

先进的的防治技术，构建绿色环保的新型防控技术机制。

有害生物是指能通过生物、或机械方式或其他方式将病原生物从传

染源以及环境向人类传播的生物。随着全球气候变暖，城市化进程的加

快，旅游和贸易的快速发展，生态环境的不断改变，有害生物种类、密

度和分布等发生了新的变化，不仅原有的有害生物性传染病范围扩大、

发生频率和强度增加，而且一些新的有害生物性传染病不断出现。媒介

生物性传染病具有传播快、易流行的特点，严重威胁人民的身体健康。

有害生物不仅可以直接通过叮咬和污染食物等，影响或危害人类的

正常生活，更可以通过多种途径传播一系列的重要传染病。在我国法定

报告的传染病中有许多属于有害生物性传染病，如鼠疫、流行性出血热、



钩端螺旋体病、疟疾、登革热、地方性斑疹伤寒、丝虫病等；而一些消

化道传染病则通过有害生物的机械性传播在人群中扩散，如痢疾、伤寒

等。

我国是有害生物防治生产大国，拥有相对完整的产业链布局，有害

生物防治产业规模位居世界第一。有害生物防治行业的发展带动了有害

生物防治行业的发展，我国有害生物防治行业已具有较大的规模，已经

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布局。中国有害生物防治产业链参与主体不断丰

富，产业生态逐渐健壮。

在对农产品加工基地实行绿色防控技术的同时，我们要保证绿色防

控技术与实验基地进行对接，将整个绿色防控技术与农产品生产环境相

结合，使其互相适应，有效保障农产品加工基地的高效加工环境。除此

之外，我们还应对绿色防控技术的推广模式进行改善，让更多的企业全

面了解绿色防控技术的真正作用，实现绿色防控技术的普及性。最后，

我们还应对绿色防控技术的每个环节进行逐一落实，着实解决绿色防控

技术在各个环节出现的许多问题，构建绿色防控技术的相关机制体系，

确保防控工作的有效实施，促进整个农产品加工基地的持续运行，增加

自身收益。

目前农产品加工基地有害生物绿色防控具体工作中虽然规定了环境

防控、物理防控、生物防控等措施，但是实际操作中仍以化学防控为主，

化学防控是利用化学药剂（杀虫剂、灭蚊剂、杀螨剂、杀鼠剂等)来防治

病虫和鼠类的危害，其优点是收效迅速，方法简便，急救性强，且不受

地域性和季节性限制，化学防治在有害生物防控中占有重要地位，但长

期使用性质稳定的化学农药，不仅会增强某些有害生物的抗药性，降低

防控效果，并且会对空气、土壤和水域造成污染，破坏生态环境，进而



危及人、畜健康。

为加强农产品加工基地有害生物绿色防控，提高防控质量效果，经

深圳市绿色产业促进会研究决定设定《农产品加工基地有害生物绿色防

控操作规程》团体标准，明确有害生物绿色防控以“预防为主，综合防

治”为原则，采用环境防控、物理防控、生物防控以及科学、合理、安

全使用药品，达到预防控制有害生物的目的。有害生物绿色防控项目尚

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农产品加工基地有害生物绿色防控操作规程》

团体标准的制定，填补了该领域的空白，为农产品加工基地有害生物绿

色防控建设工作的开展和操作提供了依据，对绿色防控经济效益和社会

效益具有巨大的推动作用；对规范市场秩序，打击违法违规防控亦有重

大积极作用，该文件的实施，为国家标准、行业标准的制定积累实际经

验和数据支持，有助于国家标准或行业标准尽快推进。

2、标准编制过程

为适应市场需求，满足企业的实际经营需要，进一步保证服务的质

量与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准化法》、《国务院关于深化标准

化工作改革方案》等文件的要求，特组织有关技术人员成立标准起草工作

组，工作组首先收集、整理了相关标准化资料、专业文献等， 为本文件的

编制提供参考，并通过企业调研，了解到企业实际生产情况，经工作组成

分的分析、研讨、论证后编写完成了《农产品加工基地有害生物绿色防

控操作规程》草案，随后，经研究讨论， 形成征求意见稿，公开征求

意见。



二、编制原则和主要内容

1、编制原则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标准起草工作组按照GB/T 1.1-2020 给出的

规则编写，主要遵循以下原则：

(1) 协调性: 保证标准与国内现行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协调一致。

(2) 规范性：严格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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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出的规则起草，保证标准的编

写质量。

(3) 适用性：结合企业管理实践和主要环境影响，提出对企业服

务质量要求和经营规范。

2、主要内容及说明

本规程规定了以农业农村部绿色食品通用技术标准为导向、符

合深圳市加工实际的规模化农产品绿色加工基地（含粮食和经济作

物、畜禽和水产养殖产品等农副产品），界定了农产品加工基地有

害生物绿色防控基地的总体管理操作规程的术语和定义、基地管理

制度、基地环境治理、重点管理区域要求、有害生物绿色防控体系

（包括虫害控制体系、鼠害及其防治和HACCP对害虫控制的要求）、

运行与安全维护等操作规程。

本规程适用于团餐服务规范团餐供应单位，包括集体用餐配送

形式供餐单位、现场制作售卖形式的食堂、中央厨房供餐单位和团

餐食材绿色配送服务规范团餐供应单位等。也可作为单位内部自营

食堂日常管理的参考依据。本文件参考了:

GB 1493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消毒餐（饮）具



SB/T 10856 团餐管理服务规范

GB/T 10001.1 公共信息图形符号 第1部分：通用符号

GB 1488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生产通用卫生规范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GB/T 22000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食品链中各类组织的要求

GB/T 24001 环境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T 45001 职业健康安全管理体系 要求及使用指南

GB 50140 建筑灭火器配置设计规范

NY/T 39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NY/T 473 绿色食品 畜禽卫生防疫准则

NY/T 1056 绿色食品 贮藏运输准则

DB31/199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DB31T 农产品绿色生产基地建设管理规范

T/CPCACN 0005—2019食品生产加工企业有害生物防制服务指南

SB/T 10856 团餐管理服务规范

T/TJCA001–2020 团餐服务管理规范

DB44_T 682-2009 广东省餐饮服务质量评定标准

SZDB/Z 256-2017 餐饮业食品安全管理规范

《重大活动餐饮服务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规范》（国食药监食

（2011）67号）

《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操作规范》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2018

第12号]

《深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餐饮服务食品安全日常监督检查量化

分级管理规定》2021年1月14日等文件制定。



三、标准中如果涉及专利，应有明确的知识产权说明

本文件不涉及专利及知识产权问题。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情况，与国际、国内同类标准水平

的对比情况

本文件为首次自主制定，不涉及国际国外标准采标情况。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国家标准的关系

本文件与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相关标准协调一致，没有冲突。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文件在制定过程中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

七、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本文件发布后，应向相关企业进行宣传、贯彻，推荐执行该文件。

八、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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