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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生态产品评价通则（物质供给类） 

1 适用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物质供给类农业生态产品评价的基本原则、评价范围、评价指标和评价方

法。 

本文件适用于对物质供给类农业生态产品的评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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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 3838  地表水环境质量标准 

GB/T 14848  地下水质量标准 

GB 11607  渔业水质标准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准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GB/T 16716.1  包装与环境 第 1部分：通则 

HJ 1285  屠宰及肉类加工业污染防治可行技术指南 

NY 884  生物有机肥 

NY/T 391-2021  绿色食品 产地环境质量 

NY/T 393-2020  绿色食品农药使用准则 

NY/T 496-2010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T 525-2021  有机肥料 

QX/T 419-2018  空气负离子观测规范 电容式吸入法 

SC/T 9101-2007  淡水池塘养殖水排放要求 

SC/T 9103-2007  海水养殖水排放要求 

农办牧[2018]1号 禽畜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技术指南 

农业部第 2625号 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农业生态系统 Agricultural Ecosystem 

农业生态系统既包括传统的种植、养殖、采摘、捕捞等农业活动所处的生态系统，也包

括设施农业、生物工程等现代农业活动所处的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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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农业生态产品 Agricultural Ecological Products 

农业生态产品是指农业生态系统为人类活动提供且被使用的货物与服务贡献，在生产过

程中更加注重原生境下自然生长或依赖良好的生态系统，遵循自然规律，可持续开发利用以

及产品绿色优质。包括物质供给类、调节服务类和文化服务类三类。 

3.3  

物质供给类农业生态产品 Provisioning Ecological Products 

指农业生态系统为人类提供并被使用的物质产品。既包括从自然生态系统中获得的野生

农产品，也包括采用生态种养殖模式，从健康农业生态系统获得的农产品。 

3.4  

原生境条件 In-situ Conditions 

是指遗传资源生存于生态系统和自然生境之内的条件；对于驯化或培殖的物种而言，其

环境是指它们在其中发展出其明显特性的环境。 

3.5  

缓冲带 Buffer Zone 

沿农田、道路、水系、林地和农村居民点等周边和廊道两侧种植的、可有效拦截污染物

和有害物质，并为野生生物提供栖息地的条带状植被。 

3.6  

生物多样性 Biodiversity 

陆地、海洋和其他水生生态系统中的所有生物及其环境所构成的生态综合体中的变异，

包括基因、物种、生态系统和景观多样性。 

4 评价原则 

4.1 系统性 

系统考虑评价对象在全产业链内的生态影响和资源消耗，涵盖种苗管理、生产方式、肥

料使用、病虫害管理、质量管理、污染控制、包装标准、运输要求、储藏要求以及废弃物处

理等一系列环节，确保全产业链遵循自然规律和可持续发展理念。 

4.2 代表性 

选取共识性高的评价指标，优先选用国际或国内相关标准中的指标及要求，确保这些指

标能真实反映农业生态产品的特性且真正满足消费者的环保和健康需求。 

4.3 可操作性 

评价数据易获取，评价方法易实施，评价过程易理解，方便各利益相关者参与评价，降

低评价成本。确保评价对象的有关信息公开、透明、可比。 

4.4 前瞻性 

评价工作具有预见性和前瞻性，充分考虑未来一段时期可能出现的新技术、新政策和新

市场需求等因素。同时根据农业生态产品发展的重点任务变迁，灵活调整并优化评价指标，

以提高评价工作的适应性和匹配度。 

5 评价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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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产品种类 

本标准评价对象为物质供给类农业生态产品，包括种植类、畜牧类、渔业类和其他产

品，具体种类详见附录 A。 

5.2 产品要求 

参与评价的产品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a）需通过承诺达标合格证产品、绿色食品、有机农产品、农产品地理标志、特质农品

或“名特优新”农产品认证之一，且在有效期内； 

b）不采用基因工程，不使用激素药物进行牧渔生产； 

c）加工过程未改变其基本自然性状和化学性质，所添加的成分仅限于从自然界中直接

获取或通过自然过程产生的物质； 

d）产品质量应符合国家、行业、地方相关标准要求。 

5.3 生产主体要求 

生产主体必须为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农业企业、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从事农

产品生产经营的其他类型独立法人，且符合以下要求： 

a）主体边界清晰，登记注册 3年以上； 

b）近 3年内应未发生过环境污染、生态破坏、危害食品安全等事件，生产经营符合国

家、行业、地方相关法律法规和相关标准要求，无任何违规违法行为和不良信用记录； 

c）落实食用农产品承诺达标合格证制度。 

6 评价指标体系 

6.1 指标体系概述 

6.1.1 评价指标要求在综合考虑健康生态环境依赖度、人类对生态环境扰动程度以及服务

生态产品市场交易等多重因素的基础上，设置生态健康、生产扰动、可持续开发利用、产

品特质 4个方面的一级指标 16个二级指标，为物质供给类农业生态产品提供有效的评价方

法。 

6.1.2 生态健康指标强调原生境生长或依赖于良好生态系统，重点选取生态环境、水环

境、土壤环境、空气环境、生物多样性等方面的指标，确保未生产前的生态本底状况为良

好生态系统。 

6.1.3 生产扰动指标强调遵循自然规律进行农业生产活动，重点选取种苗管理、生产方

式、投入品管理、病虫害管理等方面的指标，确保农产品质量符合或接近自然生长特性，

且不含禁用物质成分。 

6.1.4 可持续开发利用指标强调农业生产的可持续性，重点选取最大可持续产量、生态环

境保护、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固碳减排等方面的指标，确保在农业生产全产业链中始终维

护农业生态系统的结构与功能，强化生态环境治理。 

6.1.5 产品特质指标强调全面展现其经济社会效益，重点选取品质属性、市场属性和社会

属性等方面的指标，全面评估产品的内在价值和外在表现，以体现其在市场中价值实现的

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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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6 地区可结合具体发展定位、发展阶段、资源禀赋、经济技术基础等差异，在评价指

标要求一级指标下适度筛选补充二级指标。 

6.2 评价指标要求 

6.2.1 生态健康指标 

6.2.1.1 生态环境 

生产单元生态环境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a）产品应在原生境下自然生长或来自良好的生态系统及环境优良的生产单元，所在县

域生态环境状况指数 EQI应为Ⅰ类或Ⅱ类。 

b）产地环境扰动性低，生产区域应与城区、工矿区、交通主干线、工业污染源、生活

垃圾场等各类污染源保持至少 5公里的距离。 

c）生产单元内无人工设施、保持自然生境状态；或生产单元内有人工设施，但生态用

地面积不小于生产区域总面积的 5%。其中生态用地包括： 

——休耕地或仅种植固氮作物（如扁豆、豌豆或蚕豆）； 

——间作未使用农药的作物（用作动物饲料或绿肥）的土地； 

——非主产作物类植物覆盖区域，包括田埂与渠道边缘绿化区域、农田周边的绿化区

域、生态廊道和自然保护区等。 

6.2.1.2 水环境 

6.2.1.2.1 生产单元水环境应同时符合下列条件： 

a）生产单元所在区域内地表水质量指标符合 GB 3838规定的Ⅲ类标准； 

b）地下水环境质量应符合 GB/T 14848规定的Ⅲ类标准； 

6.2.1.2.2 根据生产单元的具体情况，农业生产用水应符合下列相应的要求： 

a）农田灌溉水应符合 GB 5084标准，并沿水道设置 8米及以上缓冲带，缓冲带不得使

用农药和化肥。 

b）食用菌栽培基质质量应符合 NY/T 391-2021 标准。 

c）禽畜饮用水应符合 GB 5749标准，其他禽畜养殖用水应符合 NY/T 391-2021标准。 

d）放牧区灌溉水应符合 GB 5084标准。 

e）提供水产养殖的水域水质应符合 GB 11607 标准。 

6.2.1.3 土壤环境 

生产单元土壤或底质中污染物含量限值应符合附录 B 的要求。土壤采样及检测程序需

遵循 GB 15618标准的相关规定。 

6.2.1.4 空气环境 

生产单元环境空气污染物浓度限值应符合附录 C 的要求。环境空气采样及检测方法需

遵循 GB 3095、QX/T 419-2018标准的相关规定。 

6.2.1.5 生物多样性 

在种养殖计划中引入多种物种以增加生产单元的物种多样性。 

6.2.2 生产扰动指标 

6.2.2.1 种苗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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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用适应性好、抗病性强的植物种苗和动物种苗，宜采用本地自有品种，人为引进品种

能与当地生态系统和谐共生。 

6.2.2.2 生产方式 

6.2.2.2.1 产品生长过程应降低人为干预，且符合以下任一条件： 

a）无人为参与，产品以樵采、捕捞等为主； 

b）产品生长过程采取人放天养、自繁自养等生态健康种养模式，例如种养循环、大水

面生态增养殖、多营养层次综合养殖、林下经济、禽畜散养或放养等，人为参与较少； 

c）在人为参与下，种养殖方法保持生物自然习性不变，圈养禽畜能自由取食和饮水，

并有相对自由的活动时段和活动空间。 

6.2.2.2.2 产品加工应尽量简单，收获时要确保产品的新鲜度和完整性，避免使用可能改

变产品自然属性的复杂工艺，加工活动需与常规产品的处理流程相区分，并确保不对环境造

成不良影响。 

6.2.2.3 投入品管理 

生产过程中无任何外来投入品的干预和使用，或使用必要的投入品，且对投入品、农事

操作和产品和副产品去向有清晰记录，票证齐全。根据生产单元的具体情况，肥料、饲料和

饵料应符合下列相应的要求： 

a）种植业可通过种植豆科植物、回收、再生和补充土壤有机质，或优先使用溶解性小

的天然矿物肥料、有机肥料或生物有机肥料，施用的有机肥和生物有机肥应分别符合 NY/T 

525、NY 884的规定，肥料施用符合 NY/T 496中的规定。 

b）养殖业饲料完全来自生产单元或野生产品，或投喂常规饲料，饲料原料符合 GB 

13078饲料卫生标准，不使用药物饲料添加剂，饲料添加剂符合农业部第 2625 号公告的规

定。水产养殖不应使用未经处理的动物粪便。 

6.2.2.4 病虫害管理 

鼓励采用生态方法如自然药物、生物控制、机械捕捉和自然防治等病虫害管理方式，

严格限制化学药物的使用。根据生产单元的具体情况，病虫害管理应符合下列相应的要

求： 

a）种植业可采用间/套作、轮作、高温闷棚、土壤消毒等病害管理措施，释放天敌、

黄板/蓝板、防虫网、杀虫灯、性诱剂、人工除草、覆盖除草等虫害管理措施。严格限制化

学农药的使用量，仅在必要时且按照最小有效剂量原则施用。允许使用的农药种类和使用

准则应符合 NY/T 393的规定。 

b）除法定要求的疫苗接种和驱虫治疗外，以禽畜疾病治疗为目的的抗生素或化学合成

兽药使用在养殖期不足 12个月的禽畜只可接受两个疗程，养殖期超过 12个月的，每 12个

月最多可接受四个疗程。使用这些兽药治疗过的动物销售时，要达到所用药物规定的停药

期 2倍时间。 

c）不使用抗生素和化学合成药物对水生生物实行日常的疾病预防处理。在预防措施和

天然药物治疗无效的情况下，可对水生生物使用常规渔药。12个月内水生生物只可接受一

个疗程常规渔药治疗。使用过常规药物的水生生物，经过所使用药物的休药期的 2倍时间

后方可被销售。 

6.2.3 可持续开发与利用指标 

6.2.3.1 最大可持续产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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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生产单元的具体情况，最大可持续产量应符合下列相应的要求： 

a）草地放牧型农场保证放牧的禽畜数量不超过当地推荐的平均载畜量； 

b）禽畜养殖密度应符合附录 D的要求； 

c）直接从野外采集产品时应制定合理且可持续的采集和管理方案； 

d）若同时进行种植与畜禽养殖，畜禽养殖数量与种植土地面积配比应不高于《畜禽粪

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技术指南》附表 3不同植物土地承载力推荐值； 

e）水产养殖密度应不影响水生生物健康，不应导致其行为异常。应定期监测生物的密

度，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6.2.3.2 生态环境保护 

6.2.3.2.1 农业生产采用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考虑生产过程对周围环境带来的潜在污染

风险，并采取适当的污染控制措施将其降至最低水平。根据生产单元的具体情况，生态环境

保护应符合下列相应的要求： 

a）种植业没有违反焚烧秸秆、回收农膜的规定。 

b）畜禽养殖场污染物的排放符合 GB 18596的规定，屠宰及肉类加工应采用污染防治

技术，污染防治技术符合 HJ1285相关要求。 

c）非开放性养殖水域的排水符合 SC/T9101或 SC/T9103的规定，鼓励工厂化循环水养

殖、等生态健康养殖模式，减少养殖尾水排放。 

d）在开放水域养殖应避免或减少对水体的污染。 

6.2.3.2.2 农业生产采用生态友好的生产方式，注重农业生产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贡献，曾

有效利用工程措施、生物措施来保护并改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如土壤保持、固碳释氧、

生物多样性维护等），评价年度内生产区域生态产品调节服务价值不降低。评价内容框架

见附录 E。 

6.2.3.3 资源节约集约利用 

6.2.3.3.1 实施高效的用水管理，并对水资源的使用情况进行详细记录。宜利用非传统水

源如雨水、冷凝水、再生水等替代部分用水。灌溉用水量不高于常规灌溉方式的推荐定

额。 

6.2.3.3.2 合理规划生产单元的土地或空间利用，不人为占用土地或空间资源，或者通过

复垦废弃土地、发展立体农业、实施间作套种、推广循环农业以及发展农光互补等措施减

少空间资源的浪费和闲置现象。 

6.2.3.3.3 实施规范化的能源管理制度，对生产、运输及储存等环节的能源消耗进行定期

记录与分析，单位产值能耗（不包括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量）保持稳定或持续下降。 

6.2.3.3.4 有机废弃物、禽畜粪便、非开放性水域的底泥和农业副产品（如废弃农膜和包

装）得到再利用。有机废弃物资源化率不低于 90%，禽畜粪便的综合利用率应大于 90%，农

业副产品回收率达到 90%以上。 

6.2.3.3.5 应避免过度包装，符合 GB/T 31268的有关规定。积极使用生态、循环和可降

解的材料。 

6.2.3.4 温室气体减排 

产品生产应符合以下任一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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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在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某个阶段，实施温室气体减排措施。这些措施包括但不限于：

产品生产过程使用生物质能、太阳能等清洁能源，尽可能降低化石能源使用占比；使用高

效节能的农业机械和渔船渔机、优化农机作业模式等方式，减少农业机械作业过程中的碳

排放；短距离运输使用电力、氢能等清洁能源车辆，长距离运输应使用国 VI及以上汽油车

车、铁路或水运；通过优化畜禽养殖管理、推广低碳养殖技术、实施稻田甲烷减排、化肥

减量增效等措施，减少农业活动中除二氧化碳之外的温室气体排放。 

b）生产单元土壤有机质含量应保持或超过前一年度水平。 

c）开展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碳足迹评估，并获取具备资质的第三方机构的认证。 

6.2.4 产品特质指标 

6.2.4.1 品质属性 

6.2.4.1.1 产品品质应符合以下任一要求： 

a）具有独特的品质特性，外观、感官以及理化指标应符合各类产品对应标准要求，并

提供第三方机构出具的营养品质评价鉴定报告（见附录 F）； 

b）具有显著的地域特色，属于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或产自特定地域； 

c）具有独特的文化内涵，属于中国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产品或配备较大规模的教育基

地、都市农场等城市景观； 

d）属于功能性产品，如富含特定营养成分，产品应拥有保健食品标识。 

6.2.4.1.2 应按照生态产品质量追溯相关要求，建立质量追溯体系，实现产品信息可查

询、质量可追溯、责任可追查。质量追溯体系应符合以下要求：溯源信息记录及凭证不应

少于 3年；溯源信息应详细记录包括但不限于生产单元环境质量、投入品购买和使用、生

产管理操作、包装、运输、储藏和销售等全过程环节数据；溯源信息可采用纸质或电子作

为记录载体，电子形式可采用一维码、二维码、电子标签等。 

6.2.4.1.3 包装应符合以下要求： 

a）直接接触产品的包装不应使用含有对人体和环境造成危害的材料和涂料，包括但不

限于杀菌剂、防腐剂、熏蒸剂、回收再用塑料和纸材、增白剂、非食品级蜡、胶、油、漆

等。 

b）包装中危险性物质含量应符合 GB/T 16716.1的规定。 

6.2.4.1.4 储藏应符合以下要求： 

a）产品储藏环境和保鲜方式，应保持其质量和外形特性。 

b）不与其他产品混放，不与易污染物品同库存放，避免受到其他物质的污染。 

c）出库遵循先进先出的原则，不应超期积压。 

6.2.4.1.5 运输应符合以下要求： 

a）运输工具在装入产品前应清理干净，必要时进行灭菌消毒。 

b）冷链物流运输工具应具备自动温度记录和监控设备。 

c）3）运输时与其他产品严格分开，性质相反或风味交叉影响的产品不混装。 

6.2.4.2 市场属性 

产品应符合以下任一要求： 

a）具备一定生产规模和稳定的供应量（具体要求详见附录 G）； 

b）依托龙头骨干生产经营主体引领带动； 

c）拥有驰名商标认定或区域公共品牌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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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评价年度内获得党中央、国务院及相关部门的表彰、推广经验的情况。 

6.2.4.3 社会属性 

农民利益得到保障，提供稳定数量的就业岗位，从业者满意度调查高于 90%。 

7 评价方法 

7.1 评价报告 

对评价对象进行综合评价，并给出评价结论，形成评价报告。评价报告应至少包括以

下内容： 

——生产企业/组织的描述； 

——产品基本情况； 

——评价范围； 

——评价机构及评价专家信息； 

——评价方法及内容； 

——评价过程记录； 

——评价结果； 

7.2 结果判定 

评价旨在筛选优质物质供给类农业生态产品。若评价范围内的产品全面符合评价指标

体系中的各项要求与标准，则该产品将被正式判定为物质供给类农业生态产品，评价指标

表详见附录 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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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物质供给类农业生态产品清单目录 

表 A.1给出了物质供给类农业生态产品目录清单。 

表 A.1 物质供给类农业生态产品清单目录 

类型 生态产品类别 具体内容 

物质供给类农

业生态产品 

种植业产品 

从农业生态系统中获得的初级产品，包括野生和集约化种植，如谷

物、豆类、油料、棉花、糖料作物、烟叶、蔬菜、薯类、坚果、食

用菌、药材、茶叶、水果、橡胶、林下产品、林产品以及与森林资

源相关的初级产品等。 

畜牧业产品 
用圈养、散养或者放牧的方式，饲养禽畜以取得动物产品，如牛、

羊、猪、家禽、奶类、禽蛋、蜂蜜等。 

渔业产品 
人类利用水域中生物的物质转化功能，通过捕捞、养殖等方式取得

的水产品，如鱼类、贝类、其他水生动物等。 

生物质能 来自农业生态系统的秸秆、薪柴等。 

其他物质产品 
从农业生态系统中获得的一些其他装饰产品和花卉、苗木、种子

等。 

注 1：根据《生态产品总值核算规范（试行）》整理，各地方可依据产品和行业特点、管理权属、

现有标准实施情况等因素进行调整。初级产品是指直接从农业生产中获得的，未经加工或仅经过简单物

理处理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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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 

物质供给类农业生态产品产地土壤环境质量污染物限值 

表 B.1 规定了物质供给类农业生态产品产地土壤环境质量污染物限值。 

表 B.1 物质供给类农业生态产品产地土壤环境质量污染物限值 

单位为毫克每千克 

序号 指标 
生态产品产地土壤环境质量污染物限值 

pH≤5.5 5.5<pH≤6.5 6.5<pH≤7.5 pH>7.5 

1 镉 
水田 0.3 0.4 0.6 0.8 

其他 0.3 0.3 0.3 0.6 

2 汞 
水田 0.5 0.5 0.6 1.0 

其他 1.3 1.8 2.4 3.4 

3 砷 
水田 30 30 25 20 

其他 40 40 30 25 

4 铅 
水田 80 100 140 240 

其他 70 90 120 170 

5 铬 
水田 250 250 300 350 

其他 150 150 200 250 

6 铜 
果园 150 150 200 200 

其他 50 50 100 100 

7 镍 60 70 100 190 

8 锌 200 200 250 300 

9 六六六总量 0.10 

10 滴滴涕总量 0.10 

11 苯并[a]芘 0.55 
 

 

  



T/CAQI XXX—2025 

 11 

附 录 C 

（规范性）    

物质供给类农业生态产品产地环境空气污染物浓度限值 

表 C.1 物质供给类农业生态产品产地环境空气污染物浓度限值。 

表 C.1 物质供给类农业生态产品产地土壤环境质量污染物限值 

 

序号 指标 平均时间 
生态产品产地及周边环境空

气质量要求 
单位 

1 二氧化硫(SO₂) 

年平均             ≤ 60 

 

μg/m³ 

24 小时平均        ≤ 150 

1 小时平均         ≤ 500 

2 二氧化氮(NO₂) 

年平均            ≤ 40 

24 小时平均        ≤ 80 

1 小时平均         ≤ 200 

3 一氧化碳(CO) 
24 小时平均        ≤ 4 

mg/m
3
 

1 小时平均         ≤ 10 

4 臭氧(O3) 
日最大 8 小时平均   ≤ 160 

 

μg/m³ 

1 小时平均         ≤ 200 

5 
颗粒物 

(粒径小于等于 10μm) 

年平均             ≤ 70 

24 小时平均        ≤ 150 

6 
颗粒物 

(粒径小于等于 2.5μm) 

年平均             ≤ 35 

24 小时平均        ≤ 75 

7 总悬浮颗粒物(TSP) 
年平均             ≤ 200 

24 小时平均         ≤ 300 

8 氮氧化物(NOx) 

年平均             ≤ 50 

24 小时平均        ≤ 100 

1 小时平均          ≤ 250 

9 铅(Pb) 
年平均             ≤ 0.5 

季平均             ≤ 1 

10 苯并[a]花(BaP) 
年平均             ≤ 0.001 

24 小时平均        ≤ 0.0025 

11 负氧离子 ——               ≥ 500 个/cm³ 

 

 

 

  

 



T/CAQI XXX—2025 

 12 

附录 D 

（规范性） 

评价畜禽养殖密度 

D.1  评价牛、羊、奶牛和猪养殖密度 

表 D.1 规定了物质供给类农业生态产品生产主体牛、羊、奶牛和猪养殖密度。 

表 D.1    生产主体评价牛、羊、奶牛和猪养殖密度 

 
牛、羊 奶牛 猪 

牛羊类型 
养殖密度 

m²/头 
奶牛体重 kg 

饲喂区密度 m

²/头 

活动区密度 m

²/头 
猪体重 kg 

养殖密度 

m²/头 

装牛 2 200 2 3 >10 0.15 

成年牛 3 300 2.75 3.95 10<体重≤20 0.2 

成年母羊 1 400 3.5 4.9 20<体重≤30 0.3 

羔羊 0.6 500 4.25 5.85 30<体重≤50 0.4 

种羊 1.5 600 5 6.8 50<体重≤85 0.55 

  700 5.75 7.75 85<体重≤110 0.65 

  800 6.5 8.7 >110 1 

 

D.2   评价家禽养殖密度 

表 D.2 规定了物质供给类农业生态产品生产主体家禽养殖密度。 

表 D.2    生产主体评价家禽养殖密度 

 

家禽种类 室内面积 只 / m ² 室外活动面积 m²/只 

蛋鸡 6(鸡窝：7 只/窝或 120 cm²/只) 4 

育肥的家愈 (固定

禽舍) 
10(活重≤21 kg/m²) 

肉鸡和珍珠鸡：4; 

鸭，4.5 

火鸡：10: 

鹅：15 

育肥的家禽 (移动

禽舍) 
16(活重≤30 kg/m²) 2.5 

注：室外活动面积根据每年粪肥产出量以氮计≤170 kg/hm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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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 

（资料性） 

农业生产活动生态产品价值贡献评价内容框架 

农业生产活动生态产品价值贡献评价内容框架包括但不限于： 

——基本信息； 

——技术应用情况； 

1) 土壤保持技术措施及效果：包括但不限于梯田建设、修建护坡防护林、优

化灌溉系统、植被恢复与种植、建设畜栏等防治水土流失、土地沙化、土壤板结技

术； 

2) 固碳释氧技术措施及效果：包括但不限于秆还田、枝条粉碎还田、生物质覆

盖、豆科作物、绿肥作物、测土配方施肥、有机无机肥配施、生物炭等土壤培肥技术； 

3) 生物多样性维护技术措施及效果：包括但不限于保护和恢复自然栖息地、生

态廊道建设、种质资源保护利用、增殖放流、防范外来物种入侵等生物多样性维护

技术； 

4) 其他农业绿色技术措施及效果：包括但不限于运用智能化和信息化等现代农

业技术，实现对农业生态系统的精细化管理，助力农业生态产品价值实现。 

——生产区域生态产品调节服务价值变化： 

可参考当地 VEP（特定地域单元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标准，若无此类地方标准，则

可参考 T/CAQI 363-2023 进行核算。 

——结论与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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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F 

（资料性） 

营养品质评价鉴定报告参考示例  

F.1给出了第三方机构营养品质评价鉴定报告的参考模板。 

表 F.1 营养品质评价鉴定报告参考模板 

样品名称  样品品级和状态  

收样日期  规格重量  

申请单位  

样品外在特征

描述 

外观指标包括形状、大小。 

感官指标包括气味、风味、色泽、质地、硬度。 

评价鉴定依据  评价鉴定项目  

所用主要仪器

设备 
 

实验环境条件控

制情况 
 

产品独特性营

养品质指标 
实测值 类比参照值 单项结论 

    

    

    

    

综合评价意见

（对申请产品

独特品质特征

提出明确具体

意见） 

 

 

 

 

 

 

 

 

 

 

 

 

负责人（签字）：              审核人（签字）：             评价鉴定人员（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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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G 

（规范性） 

物质供给类农业生态产品最小生产规模 

表 G.1 规定了待评价物质供给类农业生态产品的最小生产规模。 

表 G.1 物质供给类农业生态产品最小生产规模 

行业类别 产品类别 生产规模 

种植业 

粮油作物 650 公顷以上 

露地蔬菜 100 公顷以上 

设施蔬菜 50 公顷以上 

茶叶 500 公顷以上 

大宗果品 200 公顷以上 

特色果品 100 公顷以上 

食用菌 50 公顷以上 

中药材 100 公顷以上 

其它小品种 50 公顷以上 

畜牧业 

蛋鸡、蛋鸭（年存栏） 30000 羽以上 

肉鸡、肉鸭（年出栏） 100000 羽以上 

生猪（年出栏） 10000 头以上 

肉牛（年出栏） 2000 头以上 

肉羊（出栏） 10000 只以上 

奶牛、奶羊（存栏） 2000 头以上 

其它奶畜（存栏） 600 头以上 

蜂产品 10000 群以上 

其它小品种 
禽类 10000 羽 

畜类 1000 头 

渔业 
鱼、虾、蟹、贝类、藻类 10 吨以上 

其它小品种 5 吨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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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H 

（资料性） 

物质供给类农业生态产品评价指标表 

表 H.1 列出了物质供给类农业生态产品评价指标和对应的具体要求。 

表 H.1 物质供给类农业生态产品评价指标表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容 具体要求 

生态健

康 

生态环境 —— 

1. 产品应在原生境下自然生长或来自良好的生态系

统及环境优良的生产单元， 所在县域生态环境状况

指数 EQI 宜为Ⅰ类或Ⅱ类。2. 产地环境扰动性低，

与各类污染源保持至少 5 公里的距离。3. 生产单元

内无人工设施或生态用地面积不小于生产区域总面积

的 5%。 

符合全部

要求 

水环境 

常规水源 

1. 生产单元所在区域内地表水质量符合 GB 3838 规

定的Ⅲ类标准。2. 地下水环境质量符合 GB/T 14848

规定的Ⅲ类标准。 

符合全部

要求 

生产用水 

1. 农田灌溉水符合 GB 5084 标准，并沿水道设置 8

米及以上缓冲带。2. 食用菌栽培基质质量符合 NY/T 

391-2021 标准。3. 禽畜饮用水符合 GB 5749 标准，

其他养殖用水符合 NY/T 391-2021 标准。4. 放牧区

灌溉水符合 GB 5084 标准。5. 水产养殖水域水质符

合 GB 11607 标准。 

符合相关

要求 

土壤环境 —— 
生产单元土壤或底质中污染物含量限值应符合附录 B

的要求。 

符合全部

要求 

空气环境 —— 
生产单元环境空气污染物浓度限值应符合附录 C 的要

求。 

符合全部

要求 

生物多样

性 
—— 

在种养殖计划中引入多种物种以增加生产单元的物种

多样性。 

符合全部

要求 

生产扰

动 

种苗管理 —— 

选用适应性好、抗病性强的植物种苗和动物种苗，宜

采用本地自有品种，人为引进品种能与当地生态系统

和谐共生。 

符合全部

要求 

生产方式 

生长过程 

1.无人为参与，产品以樵采、捕捞等为主；2.产品生

长过程采取人放天养、自繁自养等生态健康种养模

式，例如种养循环、大水面生态增养殖、多营养层次

综合养殖、林下经济、禽畜散养或放养等，人为参与

较少；3.在人为参与下，种养殖方法保持生物自然习

性不变，圈养禽畜能自由取食和饮水，并有相对自由

的活动时段和活动空间。 

符合任一

要求 

收获加工 
收获时要确保产品的新鲜度和完整性，加工应尽量简

单，避免使用可能改变产品自然属性的复杂工艺，加

符合全部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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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活动需与常规产品的处理流程相区分，并确保不对

环境造成不良影响。 

 

表 H.1 物质供给类农业生态产品评价指标表（续）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容 具体要求 

 

投入品管

理 
—— 

无任何外来投入品干预或使用必要投入品且有清

晰记录。肥料、饲料和饵料应符合相关要求：1.

种植业可通过种植豆科植物、回收、再生和补充

土壤有机质，或优先使用溶解性小的天然矿物肥

料、有机肥料或生物有机肥料，施用的有机肥和

生物有机肥应分别符合 NY/T 525、NY 884 的规

定，肥料施用符合 NY/T 496 中的规定。2.养殖

业饲料完全来自生产单元或野生产品，或投喂常

规饲料，饲料原料符合 GB 13078 饲料卫生标

准，不使用药物饲料添加剂，饲料添加剂符合农

业部第 2625 号公告的规定。水产养殖不应使用

未经处理的动物粪便。 

符合全部要

求 

病虫害管

理 
—— 

鼓励采用生态方法如自然药物、生物控制、机械

捕捉和自然防治等病虫害管理方式，严格限制化

学药物的使用。1。种植业可采用间/套作、轮

作、高温闷棚、土壤消毒等病害管理措施，释放

天敌、黄板/蓝板、防虫网、杀虫灯、性诱剂、

人工除草、覆盖除草等虫害管理措施。严格限制

化学农药的使用量，仅在必要时且按照最小有效

剂量原则施用。允许使用的农药种类和使用准则

应符合 NY/T 393 的规定。2。除法定要求的疫苗

接种和驱虫治疗外，以禽畜疾病治疗为目的的抗

生素或化学合成兽药使用在养殖期不足 12 个月

的禽畜只可接受两个疗程，养殖期超过 12 个月

的，每 12 个月最多可接受四个疗程。使用这些

兽药治疗过的动物销售时，要达到所用药物规定

的停药期 2 倍时间。3.不使用抗生素和化学合成

药物对水生生物实行日常的疾病预防处理。在预

防措施和天然药物治疗无效的情况下，可对水生

生物使用常规渔药。12 个月内水生生物只可接受

一个疗程常规渔药治疗。使用过常规药物的水生

生物，经过所使用药物的休药期的 2 倍时间后方

可被销售。 

符合相关要

求 

可持续

开发与

利用 

最大可持

续产量 
—— 

1. 草地放牧型农场保证放牧禽畜数量不超过当

地推荐平均载畜量。2. 禽畜养殖密度应符合附

录 D 的要求。3.直接从野外采集产品时应制定合

符合相关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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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且可持续的采集和管理方案。4. 若同时进行

种植与畜禽养殖，畜禽养殖数量与种植土地面积

配比需符合《畜禽粪污土地承载力测算技术指

南》规定。5. 水产养殖密度应不影响水生生物

健康，不应导致其行为异常。应定期监测生物的

密度，并根据需要进行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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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1 物质供给类农业生态产品评价指标表（续）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容 具体要求 

 

生态环境

保护 

污染控制 

农业生产采用环境友好的生产方式，考虑生产过

程对周围环境带来的潜在污染风险，并采取适当

的污染控制措施将其降至最低水平。1.种植业没

有违反焚烧秸秆、回收农膜的规定。2.畜禽养殖

场污染物的排放符合 GB 18596 的规定，屠宰及

肉类加工应采用污染防治技术，污染防治技术符

合 HJ1285 相关要求。3.非开放性养殖水域的排

水符合 SC/T9101 或 SC/T9103的规定，鼓励工厂

化循环水养殖、等生态健康养殖模式，减少养殖

尾水排放。4.在开放水域养殖应避免或减少对水

体的污染。 

符合相关要

求 

生态建设 

注重农业生产对生态系统服务的贡献，有效利用

工程措施、生物措施来保护并改善生态系统服务

功能（如土壤保持、固碳释氧、生物多样性维护

等），生产区域生态产品调节服务价值不降低。 

符合全部要

求 

资源节约

集约利用 

水资源 

实施高效的用水管理，并对水资源的使用情况进

行详细记录。宜利用非传统水源如雨水、冷凝

水、再生水等替代部分用水。灌溉用水量不高于

常规灌溉方式的推荐定额。 

符合全部要

求 

空间资源 

合理规划生产单元的土地或空间利用，不人为占

用土地或空间资源，或者通过复垦废弃土地、发

展立体农业、实施间作套种、推广循环农业以及

发展农光互补等措施减少空间资源的浪费和闲置

现象。 

符合全部要

求 

能源资源 

实施规范化的能源管理制度，对生产、运输及储

存等环节的能源消耗进行定期记录与分析，单位

产值能耗（不包括可再生能源的使用量）保持稳

定或持续下降。 

符合全部要

求 

废弃物资

源 

有机废弃物、禽畜粪便、非开放性水域的底泥和

农业副产品（如废弃农膜和包装）得到再利用。

有机废弃物资源化率不低于 90%，禽畜粪便的综

合利用率应大于 90%，农业副产品回收率达到

90%以上。 

符合全部要

求 

包装材料 
应避免过度包装，符合 GB/T 31268 的有关规

定。积极使用生态、循环和可降解的材料。 

符合全部要

求 

温室气体

减排 
—— 

1. 在产品全生命周期的某个阶段，实施温室气

体减排措施。2.生产单元土壤有机质含量应保持

或超过前一年度水平。3. 开展产品全生命周期

的碳足迹评估，获取第三方机构认证。 

符合任一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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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H.1 物质供给类农业生态产品评价指标表（续） 

一级指

标 
二级指标 三级指标 指标内容 具体要求 

产品特

质 

品质属性 

品质要求 

1. 具有独特品质特性，符合相关标准要求，并

提供第三方营养品质评价鉴定报告。2. 具有显

著地域特色，属于农产品地理标志产品或产自特

定地域。3. 具有独特文化内涵，属于中国重要

农业文化遗产产品或配备较大规模的教育基地、

都市农场等城市景观。4. 属于功能性产品，富

含特定营养成分，拥有保健食品标识。 

符合任一要

求 

质量控制 

1、建立质量追溯体系，实现产品信息可查询、

质量可追溯、责任可追查，信息记录及凭证不应

少于 3 年。2、直接接触产品的包装不使用对人

体和环境造成危害的材料和涂料，包装中危险性

物质含量应符合 GB/T 16716.1 的规定。3、产品

储藏环境和保鲜方式，应保持其质量和外形特

性，不与其他产品混放，不与易污染物品同库存

放，不应超期积压。4、运输工具清理干净，冷

链物流具备自动温度记录和监控设备，不混装相

反性质或风味交叉影响的产品。 

符合全部要

求 

市场属性 —— 

1. 具备一定生产规模和稳定的供应量。2. 依托

龙头骨干生产经营主体。3. 拥有驰名商标认定

或区域公共品牌产品。4. 评价年度内获得相关

表彰、推广经验。 

符合任一要

求 

社会属性 —— 
农民利益得到保障，提供稳定数量的就业岗位，

从业者满意度调查高于 90%。 

符合全部要

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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