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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林省无公害蔬菜生产综述

任文艺�石书文�王　君�张　琳
（吉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吉林 长春130021）

摘　要：综述了吉林省无公害蔬菜生产现状�以实施“无公害蔬菜行动计划”为契机�建立
了省市两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制定了较完善的标准体系和监测体系�使无公害蔬菜生产得
到了快速发展。剖析吉林省无公害蔬菜生产存在的问题�提出吉林省无公害蔬菜发展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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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农村种植结构的调整�蔬菜产业成为吉林省农业和农村经济的重要组成�截止2001年�全省蔬菜
生产面积达到28∙7万 hm2�其中保护地生产面积2∙27万 hm2�年产量810万 t�产值49亿元�占种植业生产
总值的12∙4％�全省农民人均蔬菜生产收入188元�占农民总收入的9∙2％�已成为吉林省种植业中继粮食
生产之后的第二大支柱产业。蔬菜生产成为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农村经济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十五”期
间大力发展无公害蔬菜生产�提高蔬菜质量已成为蔬菜生产的主题。

随着人们健康意识、环保意识、营养意识的增加�对安全、健康、营养的食品要求也越来越高。直接鲜
食的蔬菜尤为突出�无公害蔬菜生产作为蔬菜安全、卫生、健康质量的最低标准�在我省全面启动实施�如
何为吉林省农业构建一个持续高效的农业产业�构筑后发优势�全面实现无害化生产�就吉林省无公害蔬
菜生产浅谈一二。
1　吉林省无公害蔬菜生产现状
1∙1　以实施“无公害蔬菜行动计划”为契机�夯实无公害蔬菜基地

近两年�我省无公害蔬菜生产得到快速发展�2001年实施的“无公害蔬菜行动计划”提出了以市场为导
向�以健康栽培为基础�以技术标准为依托�以监督、检测为手段�以安全优质为目标的指导思想�全面提高
我省蔬菜产品内在质量。本着科学、严谨、实效的原则�建立了省市两级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分级管理�
梯次推进。对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环境进行检测监控�在基地内全面禁止使用剧毒、高毒农药。从整个蔬
菜产业大系统的高度出发�审视和设计蔬菜生产中安全合理使用农药、化肥的技术体系。在蔬菜有害生物
综合治理方面�以农业防治、物理防治、生态防治、营养预防为主�化学防治为辅的原则�从源头上切断残毒
源�在产品加工市场销售环节上不松懈�长春市于2000年起取缔马路蔬菜市场�有效地避免了无公害蔬菜
产品在销售进程中的二次污染�给无公害放心菜销售带来新的市场机遇。
1∙2　建立健全标准体系�实施标准化管理

蔬菜生态环境和蔬菜产品有害物质残留超标的问题是关系到人们身体健康和蔬菜产业可持续发展的

关键问题。无公害蔬菜标准是无公害蔬菜生产管理的依据�是确保无公害蔬菜生产健康发展的保障。通
过质量标准体系的建立�实施全程标准化管理�从产地环境质量标准、生产技术规程、产品安全质量标准三
个方面�全方位界定无公害蔬菜。由吉林省农业技术推广总站、吉林省蔬菜花卉研究所、省产品质量检测
研究院共同起草无公害蔬菜地方标准�2001年9月通过吉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发布 DB22／T946-2001《无公
害蔬菜产地环境质量标准》、DB22／T947-2001《无公害蔬菜产品安全质量标准》、DB22／T948（1－8）-2001《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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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害蔬菜生产技术规程总则》、《无公害瓜类蔬菜生产技术规程》、《无公害茄果类蔬菜生产技术规程》、《无
公害叶菜类蔬菜生产技术规程》、《无公害豆类蔬菜生产技术规程》、《无公害葱蒜类蔬菜生产技术规程》、
《无公害根菜类蔬菜生产技术规程》、《无公害马铃薯生产技术规程》、《无公害芽菜类生产技术规程》�2000
年10月在全省实施。这些地方标准的制定�是对无公害蔬菜产品质量的认定�也是市场准入的技术依据�
为吉林省蔬菜开办了“绿色护照”�使无公害蔬菜生产和管理走向标准化、规范化。
1∙3　健全完善监测体系�实行生产全程监控

建立完善的检测体系�运用检测手段�对基地环境、生产过程、商品质量进行全程监控是发展无公害蔬
菜的保障。2000年长春市对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进行环境检测给予基地认证。2001年长春市对全市
3800hm2无公害秋白菜进行50批次商品安全质量检测�合格率达到92％�并发放了“无公害蔬菜”标志证
书�无公害秋白菜实现了基地生产、就地检测、挂牌上市的运行机制。省农委农药检定所2001年对长春市
10个市场的16种蔬菜1240个样品进行了农药残毒速测。经检测�有机磷类或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毒超
标的蔬菜样品为128个�超标率为10∙2％�可能超标的样品124个�占抽样样品的10％。超标严重的是油
菜�超标率为24∙65％�其次是小白菜、空心菜、芥兰和菠菜超标率分别为15∙44％、15∙71％、13∙95％和
8∙41％。对8种蔬菜60个样品、5种水果20个样品和9种茶叶20个样品利用气相色谱仪进行了农药残留
定量检测。经检测�在6种蔬菜中检出禁用的高毒农药甲胺磷；在2种水果中检出禁用限用农药甲胺磷和
氧化乐果；在4种茶叶中检出禁用农药 DDT。2002年1～3月对长春市4个市场的芹菜、小白菜等12种蔬
菜品种�208个样本进行了定性检测。检测结果表明�农药残毒超标率为16∙35％。无公害蔬菜生产有了
实质性进展。无公害蔬菜生产也成为无公害农产品市场化发展的先导�牵动了全省无公害农产品的生产。
2　无公害蔬菜生产存在的问题
2∙1　全省无公害蔬菜生产发展较慢

近年来�无公害蔬菜生产在吉林省已初具规模�但全省而言发展速度较慢�发展不均衡。一些地区没
有把提高蔬菜产品质量�增强蔬菜产品市场竞争力放在蔬菜生产的首位�思想认识尚不够明确�缺乏科学
有效的引导与调控�大部分蔬菜生产处在自然发展状态�不能面对市场�造成蔬菜产业整体实力不强�总体
效益及单位效益不高�无公害蔬菜生产发展速度远远落后于市场需求和社会需求。
2∙2　无公害蔬菜生产技术到位率低

由于吉林省是粮食大省�长期单一的粮食型农技推广体系远远不能适应新形势下无公害蔬菜发展的
需要�技术到位率不高�技术服务体系不健全�技术创新意识不强也制约着无公害蔬菜生产的发展。
2∙3　质量认证、市场监测体系不完善

对无公害蔬菜基地生产的无公害产品质量认证�是无公害蔬菜的关键�也是提高蔬菜产品附加值的有
效途径。目前我省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不完善�难以做到基地生产、就地检测、包装上市。另外�产地检
测、市场检测、快速检测技术也有待进一步研究提高。
2∙4　无公害蔬菜生产规模化程度低

无公害蔬菜生产规模化程度不高�市场信息体系不畅通�主动营销能力弱�产地批发市场和商品加工
产业都有待进一步拓展�小生产与大市场的矛盾比较突出�难以保证无公害蔬菜产销的持续发展。
3　无公害蔬菜生产的几点建议
3∙1　搞好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建设

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是生产无公害蔬菜的基础�要根据全省蔬菜产业发展目标及当前各地区蔬菜生
产现状�本着科学、严谨、实效的原则�认定一批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杜绝片面追求形式的虚设基地。省
市两级基地分级管理�梯次推进�力争在2005年全省基本实现商品菜的无公害生产及市场运行�推进蔬菜
产业结构优化升级。
3∙2　完善技术指导体系�提高技术到位率 （下转第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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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素标记基因会否水平转移至肠道微生物或上皮细胞�从而降低抗生素在临床治疗中的有效性。
3　基因工程产品作为食品安全性的争论

随着转基因作物食品越来越多涌上餐桌�国际上一场有关吃得是否安全的争论�正在政府、消费者、科
学家和生产商之间展开。转基因食品自其出现之日起�就引起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怀疑论者认为�人为
地改变生物基因对人类有害无利。由于农产品被加入了意在抗病虫的基因�有可能会对人体产生毒副作
用�对处于生长发育期的青少年尤其不利。赞成论者则认为�转基因技术能大规模提高产量�为不断增长
的人口提供粮食�转基因食品的诞生是第二次绿色革命�转基因食品未来必将大行于世。事实上对转基因
食品安全性的争论已经成为继核技术之后最激烈的话题。人们最担心的是转基因植物食品的安全性�如
食用转基因食物是否会引起蛋白质过敏反应。美国在将 BrazIhuts高含硫蛋白质基因转入大豆时发现有过
敏性反应。鉴于所有转基因植物中都含有标记基因�且同一标记基因已转入不同的作物中�因此今后人们
消费食品中标记基因及其产物的含量将增大�其安全性引起了普遍关注。转基因作物安全性的慢性毒性
实验需要50年或100年的观察结果。

人们对转基因食品仍有技术方面的担心。主要集中在外源基因是否安全、基因结构是否稳定、会不会
产生有害人体健康的突变、基因转入后是否产生新的有害遗传性状等。由于基因工程可以使基因在动物、
植物和微生物之间相互转换�打破了物种之间难以杂交的天然屏障�这种转移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可能
带来什么样的后果难以预料。目前的科学水平不能精确地预测转基因可能产生的所有表型效应�也很难
明确地回答公众对基因工程产品提出的各种各样的安全性问题。

目前�国际上农作物基因工程正在进入一个飞速发展的时期�越来越多的转基因产品将会进入市场�
并产生巨大的经济效益。但转基因农作物商品化的历史还非常短�世界上第一个90年代初商品化生产的
转基因烟草由于销路问题已停止推广。转基因作物作为工人制品的外来品种对环境影响如何？转基因作
物的安全性如何？现在下结论为时尚早�当前应该加强“生产安全”的研究。我国农业生物技术发展的现
状基本上是跟踪和模仿国外�很少甚至没有自己独立的知识产权的功能性基因�主要是借鉴国外已有的实
验数据对现有农作物基因工程产品的安全性做出评价。因此�在加强我国农业基因工程研究的同时有必
要建立自己的转基因植物安全性评估的中心（基地）和相关技术体系�使农业生物基因工程沿着保护生态
环境、保护人类健康、为人类社会造福的方向发展。

（上接第77页）围绕认定的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树立质量增效和技术创新的意识�以技术保质量、保效
益。在基地内建立技术包保队伍�进行技术指导、技术培训、技术咨询�建立完善技术指导体系�树立技术
核心意识。从技术措施入手�从产前、产中、产后的各个环节进行技术监督�在技术上保障无公害蔬菜快速
推进�切实可行地发展无公害蔬菜生产。
3∙3　适应现代市场需求�实行标识蔬菜上市

无公害蔬菜生产最终目标是将产品推向市场�按照以基地为依托、以标准为依据、以技术为保障、以监
测为手段的指导方针�发展无公害标识品牌。在基地中实行以亩定产�以产定包装�统一发放无公害蔬菜
标识的管理办法�引导无公害蔬菜向品牌产品发展�培育无公害市场�设专店、专柜进行销售。充分利用吉
林省特定的区位优势�使吉林省无公害蔬菜“东进日本、韩国�北上俄罗斯�南下大江南（夏菜）”�走出国门�
全方位扩张无公害蔬菜生产规模�逐步建立富省裕民的支柱产业�牵动吉林省农业结构优化升级和实现农
村经济跨越式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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