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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稻硒生物营养强化技术规程》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依托江西省科技厅项目（20232BBF60019、20232BCJ22059）提

出。

2.起草单位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与标准研究所、江西省超级水稻研

究发展中心、宁都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江西省农业科学院万安富硒产业

研究院、宜春市袁州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高安市川硒农业专业合作社、

宜春市袁州区中州米业有限公司、江西禾天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江西涞

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3.主要起草人

姓 名 性别 职务/职称 工作单位 任务分工

张标金 男 副研究员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

质量安全与标准研究所
负责人

张康康 男 助理研究员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

质量安全与标准研究所
条款编制

昌晓宇 女 助理研究员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

质量安全与标准研究所
条款编制

魏益华 男 助理研究员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

质量安全与标准研究所
条款编制

黄正花 女 助理研究员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

质量安全与标准研究所
条款编制

严松 男 研究员
江西省超级水稻研究发展

中心
条款编制

聂元元 男 副研究员
江西省超级水稻研究发展

中心
条款编制

芦明 男 助理研究员
江西省超级水稻研究发展

中心
条款编制

张霖 男 农艺师 宁都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条款编制

肖慧 女 高级农艺师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万安富 条款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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硒产业研究院

梁正芬 女 高级农艺师
宜春市袁州区农业技术推

广中心
条款编制

靳丹丹 女 /
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

质量安全与标准研究所
条款编制

二、制定（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硒（Selenium, Se）是一种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对人体具有抗衰老、

抗癌、抗氧化、增强机体免疫力、解毒排毒、防治克山病和大骨节病等多

种生理功能，与人类健康具有非常密切的关系，被世界卫生组织和中华医

学会定为二十一世纪继碘、锌后必补的第三大微量营养保健元素。根据中

国营养学会营养调查报告，我国成人的硒摄入量仅为 26.63μg/日，距离

中国预防医学中心卫生所推荐的安全进硒量 40～240μg/人/日和美国国

家科学院推荐的安全进硒量 50～200μg/人/日相差甚远。

江西天然富硒土壤资源非常丰富。目前，已在环鄱阳湖地区的丰城、

高安、樟树、进贤、乐平、余干和鄱阳等地发现了 4362 平方公里富硒土

壤。此外，在赣州和吉安地区也发现了大面积的富硒土壤资源，如兴国-

寻乌地区发现 1233 平方公里，吉泰盆地及附近地区发现 4227 平方公里。

而且我省富硒土壤的硒含量都适中，如据江西省地质调查院调查，丰城市

富硒土壤面积达 524.7 平方公里，富硒土壤中硒元素含量 0.40～0.99

mg/kg，平均含量 0.538mg/kg，非常适合天然富硒农产品的开发。

水稻具有适应性强、产量高且稳定等特点，已成为我国一半以上居民

的主食， 在我国粮食生产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江西省作为我国粮食

主产省和重要的稻米产区，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从未间断向国家输送商品粮

的两个省份之一，也是我国东南沿海和港澳地区优质稻米主要供应基地。

江西省水稻播种面积居全国第 2 位，总产量居全国第 3 位，且占全省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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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总产量的 95～98%。因此，我省富硒地区常将富硒水稻作为首要的富硒

农产品来开发。

2017 年 11 月，江西省政府颁布了《关于加快推进农业结构调整的行

动计划》，提出实施优质稻等九大产业发展工程，将富硒功能大米作为优

质稻米发展工程的主要内容，规划以丰城市、樟树市、高安市、袁州区等

为重点的 300 万亩富硒功能大米产业基地，要求形成“产地生态、产品绿

色、产业融合、产出高效”的现代农业发展新格局。天然富硒土壤上生产

的富硒农产品属于有机态硒产品，经我所大范围的抽样检测，天然富硒稻

米有机硒含量均达到总硒含量的 80%以上。有机态硒与无机态硒的生理保

健功能完全不同，有机态硒更有利于人体的吸收利用，持续时间长且可积

累。

近年来，江西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与标准研究所富硒功能农

业研究团队，主要围绕富硒水稻生产技术开展系统攻关。在国家自然基金、

省科技厅等项目支持下，与兄弟单位产学研密切协作，以江西天然富硒土

壤资源为基础，发掘一批高富硒水稻种质资源，鉴定分子标记和功能基因，

选育富硒优质水稻新品种；开发集成了绿色富硒栽培技术，实现良种良法

配套；研制规范性技术标准综合体，构建江西省富硒大米标准综合体，建

立水稻绿色富硒生产技术体系。成果“水稻绿色富硒生产技术创新与集成

应用”获得 2019～2021 年度全国农牧渔业丰收奖三等奖，入选农业农村

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农产品质量安全营养健康优质化领域科研技术创

新亮点成果名录（2021～2022）》，“水稻绿色富硒生产技术体系”入选

江西省 2023 年和 2024 年农业主推技术，在全省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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项目成果富硒水稻硒生物营养强化在万安县、宜春市袁州区、丰城市、

高安市、宁都县建立了核心示范基地，并依托省农业主推技术，向全省推

广。为了进一步推广本技术，有必要制定“水稻硒生物营养强化技术规程”

团体标准，以指导和规范富硒水稻的生产，促进我省富硒稻米产业的快速

健康发展。

三、主要起草过程

本项目立项以来，成立了“水稻硒生物营养强化技术规程”团体标准

起草小组，标准起草人员组成主要为从事富硒稻米等研究成员和技术专

家，承担过相关的科技攻关和示范推广项目，有着较强的相关专业技术水

平和丰富的实践经验，使得起草内容具有代表性和广泛性。起草小组通过

搜集资料、开展试验、调查研究等方法获得第一手材料，在总结多年来富

硒稻米生产实践和研究基础上，全面开展本技术规程的编制工作。

1、标准内容的确立

为了做好本标准的起草工作，编写小组在省内富硒稻米的企业、合作

社和生产大户等 10 多个业主和技术人员进行实地调研，为水稻富硒技术

要求和技术指标的确立提供了详实的资料。编制小组通过反复认真的讨

论，确定了本规程编写提纲、规程内容、技术要求和指标。明确了标准的

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确定了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等

技术要求。内容的研究尽可能全面，既要考虑一般性要求，又要有针对性，

同时又提出量化的指标，便于操作和使用标准。

2、标准的起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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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标准研究成果进行总结。规程的起草编写格式根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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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规定来编写。2025年6月，标准起草小组完成了技术标准的征求意见稿。

3、标准的制定

2025 年 6 月，起草小组将《水稻硒生物营养强化技术规程》函送给

专家征求意见。该征求意见稿在广泛征求有关专家意见的基础上，起草小

组对专家意见进行了认真的分析研究，对专家们提出的合理意见予以采纳

吸收。本标准的整个编制过程认真、严谨。

四、制定（修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

标准的关系

利用课题组积累的富硒稻米生产技术研究基础，汲取生产实践经验，

参照国内有关研究资料和科研成果，并结合我省富硒产业发展趋势制订本

标准。

1、编制原则

本标准编制充分考虑我省富硒水稻生产实际情况，做到生产可行性，

技术先进性，指标准确性。

（1）质量至上的原则：本标准的核心是规范富硒水稻的病虫害绿色

防控技术要求，确保生产科学、合理、可行，从源头上保证江西富硒稻米

的品质，达到优质、高产、高效的目的。

（2）规范可靠的原则：标准格式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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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技术内容上总结

课题组成果经验、广泛征求专家意见，使标准技术规范、可靠、先进，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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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确，实践可操作性强。

（3）继承与发扬的原则：本标准处理好继承与发扬的关系，在传统

生产模式的基础上创新，同时汲取国内先进经验，并要有测试数据和建立

档案。

（4）环保性原则：本标准中规定的基本要求和评价指标等做到在现

行的标准和条例前提下，力求安全、绿色、生态。

2、编制依据

本标准是根据课题组多年来富硒水稻生产试验和示范推广的实践经

验加以归纳、总结，依据强调前瞻性和先进性及实用、有效、易于推广的

原则编写。编写格式根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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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

本标准所涉及的术语与定义、基本要求、评价指标等技术环节时，查

阅了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和地方标准。以“生产安全、优质、绿色的

富硒水稻”为主要目标，既考虑到江西省富硒水稻生产现状，又兼顾了国

内外肥料行业发展趋势。

查阅了大量国内相关技术标准和文献资料。查阅了 GB/T 22499《富

硒稻谷》、GB 15618《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

行）》、NY/T 4174《食用农产品生物营养强化通则》、DB36/T 1112《富

硒水稻生产技术规程》等水稻品种试验和种植相关的国家、行业地方标准。

虚心请教，集众人智慧之大成。在该规程的编制过程中，向富硒农业

和水稻产业的专家学者、农技推广、生产管理技术等人员广泛的收集意见

建议。向相关单位专门发函协助征求意见建议，并通过微信群等多个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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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泛发布。同时，编写组专程到江西禾天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龙头

企业现场调研。在此基础上，编写组经历反复验证和修改，完成修改稿。

3、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目前，国内制定有 GB/T 22499-2008《富硒稻谷》、DB36/T 1112《富

硒水稻生产技术规程》等相关的国家和行业标准，还没有《水稻硒生物营

养强化技术规程》类似标准的行业、地方或团体制定。本标准立足我省实

际，根据我省富硒稻米产业发展现状，结合国家优质水稻品种发展方向，

因地制宜提出操作指南；同时，本标准结合研究成果，具有创新性。

本技术标准内容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等相关法

律和法规的规定。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

本标准内容共分 8章，包括：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

一般要求、栽培技术、稻谷收获与检测、包装、储存和运输、档案管理。

1、范围

本章中在适用性和实用性原则下，根据我省富硒稻米生产特点和品种

筛选技术要求，规定了本标准的适用范围。

2、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章中在安全性和环保原则下，引用了相关 21 个标准和条例，基本

覆盖了富硒水稻生产相关技术要求。

3、术语和定义

本章中在兼容性原则下，根据有关标准的规定和相关术语表述，提出

了术语和定义，保证了标准结构和形式的准确性。

4、一般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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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种植基地的自然生态环境、水稻品种、肥料和农药使用等要求做出

原则性规定。

5、栽培技术

通过选育富硒水稻品种，结合硒肥强化等做出具体规定，硒肥主要包

括富硒叶面肥、缓控释硒肥和富硒有机肥等，结合起草组多年田间试验结

果，对使用过程进行了详细规定。

起草组田间试验主要硒肥用量与大米硒含量关系的田间试验结果如

下：

表 1 不同硒肥用量与大米硒含量的关系

硒肥使用方式 硒肥用量（g/亩） 大米硒含量（mg/kg）

富硒叶面肥抽穗期叶面

喷施

1.0 0.16

2.0 0.25

缓控释硒肥分蘖期撒施
5.0 0.15

10.0 0.32

基施硒肥
10.0g 0.16

40.0 0.42

查阅相关文献资料，施用硒肥对大米硒含量的关系如下：

卓慈利. 叶面喷施富硒水溶肥对水稻产量及稻米含硒量的影响.热带

农业工程, 2025, 49(2): 103-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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郑晶，鲍广灵，陶荣浩，吴承龙，马友华，叶文玲.基施与叶面施硒

肥对富硒镉污染农田水稻降镉增硒的效应. 农业环境科学学报, 2024，43

（5）:974-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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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S：基施硒 10g/亩；YM：叶面喷施硒 1g/亩；JY：基施硒 10g/亩+叶

面喷施硒 1g/亩

6、稻谷收获与检测

本章规定了富硒稻谷收获与检测要求，按照 DB36/T 1112 规定执行。

7、稻谷包装、储存和运输

规定了富硒稻谷的包装、储存和运输等要求，强调外包装上对硒肥使

用的标识。

8、档案管理

富硒水稻生产过程的农事操作、投入品记录做出规定，具体按照

DB36/T 1112 规定执行。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征求的专家意见，未出现重大分歧。在标准草稿的验证过程中，

尊重科学，实事求是。项目组根据有关单位和个人的书面反馈意见，江西

禾天下农业科技有限公司等多家企业的现场调研意见，对标准进行了调整

和修改，最终形成了报审稿。

七、作为推荐性或强制性标准的建议及其理由

建议《水稻硒生物营养强化技术规程》作为推荐性标准发布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加强宣传和培训的力度。以各种形式加强对本标准的宣传和培训，提

高“水稻硒生物营养强化技术规程”技术推广应用的科学性和高效性。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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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准的顺利实施，需要富硒水稻育种单位、硒肥生产企业、富硒稻米生产

企业、农技推广部门等的密切合作。

九、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主要参考资料：

(1)GB 1350 稻谷

(2)GB/T 1354 大米

(3)GB 3095 环境空气质量标准

(4)GB 4404.1 粮食作物种子 第 1 部分：禾谷类

(5)GB 5084 农田灌溉水质标准

(6)GB/T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所有部分）

(7)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试行）

(8)GB/T 17109 粮食销售包装

(9)GB/T 22499 富硒稻谷

(10) GB 38400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

(11) GB/T 44971 土壤硒含量等级

(12) HG/T 3931 缓控释肥料

(13) NY/T 393 绿色食品 农药使用准则

(14) NY/T 525 有机肥料

(15) NY 884 生物有机肥

(16) NY/T 3213 植保无人驾驶航空器 质量评价技术规范

(17) NY/T 4174 食用农产品生物营养强化通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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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DB36/T 1112 富硒水稻生产技术规程

(19) T/JXXCCY 002 富硒水稻病虫害绿色防控技术规程

(20) T/JXXCCY 003 富硒水稻有机肥替代部分化肥技术规程

(21) T/JXXCCY 007 富硒水稻品种筛选技术规程

(22) T/JXXCCY 024 富硒稻米储藏和运输技术规范

江西省乡村产业振兴协会团体标准《水稻硒生物营养强化技术规

程》起草小组

2025 年 6 月 10 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