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机稻米是指按相关有机农业标准进行生产

经有资质的独立认证机构认证并许可使用有机食

品标志的产品。有机稻米在生产和加工过程中严

禁使用农药、化肥、生长激素，化学添加剂、防腐剂

等化学合成物质，严禁使用基因工程技术及其产

物，提倡使用有机肥和病虫害生物综合防治等方

法，它是具有现代科技含量，集天然、品质、安全卫

生等要素为一体的健康食品之一。
有机稻米是有机食品的重要种类之一，在国

际市场上早已成为发达国家畅销的主食之一。我

国有机稻米的生产起步较晚，吉林省有机稻米现

在只是起步阶段,没有形成规模，技术也没有完全

熟化。为有序指导各地有机稻米的规范化生产，加

速吉林省有机稻米的生产规模，根据联合国粮农

组织(FAO)与世界卫生组织(WHO)的《有机食品生

产、加工、标识 及销售准则 (GL32- 1999，Rev. J- 2
001)》，国 际 有 机 农 业 运 动 联 盟 (I- FOAM) 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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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生产和加工的基本标准》，参照欧盟及美国、
日本等国家有机农业协会或组织的标准和规定，

按照我国现行的有关有机食品生产的行业或地方

技术标准及相关认证机构的认证技术准则等规

定，对吉林省有机稻米生产基本技术要素进行探

讨，供同仁参考。

1 有机稻米生产的基本操作技术

1.1 基地规划

选择一个好的产业化运作模式是基地建设的

重要内容，是基地运作成败的关键，在气候、环境、
土地、资源、社会经济状况的基础上，进行科学的

基地定位，确保规划与建设目标实施，选择品种，

以农业生态学的原则，建立多层利用，种养结合的

水稻生产模式。
1.1.1 规模及要求

一般面积大为好。要设在青山绿水边，平原稻区

要实行初期化，转化期，时间一般为 12～36 个月。
1.1.2 设隔离带

在同一生产区，需有缓冲播施状态下的有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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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常规生产方式的隔离，设有林带或休闲土地。
1.2 品种选择

选择品质优良、适应当地生态环境、抗病虫能

力强、非转基因的水稻品种，在品种选择中应考虑

遗传多样性。品种布局上应考虑交叉和轮换。如吉

粳 88、平粳 8、丰优 307 等。
在有机种植时期，应选用有机水稻种子。在转

换期初始年份，经认证机构允许，可选用未经化学

物质处理的常规水稻种子。
1.3 培肥地力

培育健康的土壤，提高土壤肥力是有机稻米

生产的基础；而病虫草害的防治是有机稻米生产

成败的关键。
1.3.1 稻草还田

稻草还田可增加土壤中有机质含量，培肥地

力，形成良性耕作环境，具有节约成本，减轻劳动

强度，增加产量，就吉林省气候特点，夏季高温天

气时间短，当年效果差，收割后大量稻草还田，对

耙地、插秧造成困难，只能作到高留茬 15 cm，翻

地后耙入土中也起到一定稻草的还田作用。此种

稻草还田方式，仅限于联合收割机作业。
1.3.2 制作堆肥

制作堆肥是解决有机肥料来源的一种重要手

段，通过堆肥发酵使有机肥料充分熟化，杀灭病

虫，达到无害化处理的目的。

2 有机稻米田间管理

2.1 施肥管理

有机稻米生产的主要特点是不施化学合成的

化肥，不施农药。为了不减产，必须作到施足基

肥 ， 一 般 是 有 机 肥 料 为 主 ，70%～80%为 基 肥 ，

20%～30%作追肥，施肥时间适当提早为宜。
2.2 灌水管理

田间灌水的水质一定按标准要求的水灌溉。灌

溉的方法，总的要求水稻分蘖期浅灌，孕穗期深灌

(水深 10～13 cm 左右)，抽穗灌浆期浅灌，水深 6
cm。排水时间适当延后，比常规田晚 5～7 d 断水。
2.3 采用稻鸭共育技术除草

稻鸭共育技术是将一定量雏鸭放入稻田，利

用鸭子的杂食性能，吃掉稻田的杂草和虫子；利用

鸭子不停的运动产生中耕浑水效果，刺激水稻生

长；同时鸭子的粪便作为肥料，可以供水稻生长之

所需。该技术是目前吉林省发展有机水稻除草效

果相对较好的措施之一。
2.4 防治虫害

2.4.1 生防技术

用生物防治二化螟，在成虫高峰期(7 月上旬)
用赤眼蜂，分 2 次放蜂防治虫卵，每公顷放蜂 30
万头，共 45 点，隔 5～7 d 放第二次。
2.4.2 利用频振式杀虫灯防治虫害

频振式杀虫灯是利用害虫的趋光、趋波特性，

选用对害虫有极强作用的光语与波长，引诱害虫

扑灯，并通过高压电网杀死害虫的一种先进实用

工具，具有投入少，见效快等特点，并无环境污染，

不会引起人畜中毒等优点，对有机稻米生产具有

广泛的应用前景。

3 有机稻谷的收获

收获时应当掌握好适时收获期，一般在黄热

末期收获，有机稻谷应人力收获，如果使用机械收

获，应防止稻谷受污染。对收割工具，应进行彻底

清理，防止常规稻谷混入和禁用物质污染。
收割后的稻谷应及时干燥，可采用机械低温

烘干或自然晾晒。禁止公路或水泥地面上晾晒。
有机稻谷的包装、运输工具应无污染，专车专

用，不能与其它物品混装。
有机稻谷的包装应选用自然材料或符合卫生

标准要求的包装袋，包装上应用标贴。
用于贮藏的仓库，必须用自然或环保材料建

造，周边没有污染源，应当专库单藏，有机稻谷在

仓库内堆放，必须留出一定的空间，保证货物之间

有足够的通风。

4 有机稻米加工过程控制技术规范

有机稻米加工的过程控制技术是有机稻生产

的基本技术要求之一，它是稻米从生产地到餐桌

必不可少的重要环节。加工过程控制技术主要包

括对大米的加工环境要求、加工设备、操作人员、
工艺技术及记录等进行严格控制，其加工过程的

质量管理必须符合国家质量检测总局规定的食品

质量安全市场准入(QS)对大米生产许可的基本要

求。
4.1 厂址选择

选干燥，交通方便，有充足水源的地方建厂，

厂区周围不得有粉尘、有害气体、放射性物质，厂

区要远离有害场所，生产区与公路之间应有防护

林带。排水系统应适应生产需要，保持畅通防止污

染，排水系统必须符合国家规定标准。
4.2 设备及其他要求

建筑物：必须满足工艺、卫生要求，有利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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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修、保养。
车间地面及墙壁：地面使用不渗水、不吸水、

无毒、防滑砖、水磨石(混疑土等)铺设。墙壁用浅

色不吸水、不渗透、无毒涂料，白色瓷砖，高度 1.5
m 以上，防止污垢积存，经常清洗。

门窗：要严密不变形，窗台要高于地面 1 m
以上，车间门窗应有防蚊纱窗。

通风：生产车间，仓库应有良好充足的自然光

照，光的强度加工时期不低于 220 lx，其它不低于

100 lx。同时严格防鼠。
卫生设施要齐全：加工车间的卫生设施关系

到有机稻米的安全卫生质量。因此应注意更衣室、
淋浴室、厕所卫生设施等。

除虫、灭害的管理：厂区应定期或在必要时进

行除虫灭害工作，要采取有效措施防止鼠类、蚊、
蝇、昆虫等聚集和滋生。对已发生的场所，应采取

紧急措施加以控制和消灭。使用各类杀虫剂和其

它药剂前，应采取对人身、食品、设备工具的污染

和中毒的预防措施，用药后将所有设备、工具彻底

清洗，消除污染。
副产品的管理：副产品(加工的下脚料和废弃

物)应及时从生产车间运出，按卫生要求，贮存于

副产品仓库，废弃物收集于污物设施内，应及时运

出厂区处理。使用运输工具和容器应经常清洗、消
毒、保持清洁卫生。

对操作人员的要求：操作人员必须明确上岗

素质要求。参与有机稻米生产和加工的所有人员

岗前必须树立有机生产与加工基本理念，熟悉有

机加工基本标准，掌握有机操作基本要求和技能。

5 有机稻米包装、标识、贮藏和贸易

的基本要求

5.1 包装

有机稻米销售包装应尽可能使用由木、竹、植
物茎叶和纸制成的包装材料，必要时可以使用符

合食品卫生要求的塑料包装材料。
使用无菌包装、真空包装和以二氧化碳和氮

气包装充填剂。
包装应简单、实用，应考虑包装材料的回收利

用。
在生产或包装上的印制油墨及商标标识粘着

剂均应无毒，不能与食品直接接触。
5.2 标识

有机稻米标识应按 GB7718《食品标签通用

标准》标明产品名称、质量等级、净含量、保持期、

生产单位名称和地址、生产日期、储存方法、产品

标号和颁证证书号。
有机稻米准标志(包括图案和文字)只能在已

获有机稻米认证机构颁证的产品上并在证书限定

的范围内使用。
有机稻米认证标志在产品包装标签上印刷，

必须按正式发布的标志式样、颜色和比例制作，尺

寸大小必须按标准的图样放大或缩小不可变形或

变色。
5.3 对贮藏和运输的技术要求

5.3.1 贮藏

有机稻米的仓库必须干净，无虫害，有机稻米

入库 1 周内，禁止使用任何物质处理并无有害物

质残留。
有机稻米必须按照入库先后、生产日期和批

号分别存放，禁止不同生产日期的产品混放，入库

前进行必要的检查，严禁受到任何物质的污染，不

准标签、帐单与货物不一致的有机大米入库。
有机大米贮存不能超过保质期，包装上应明

确生产、贮存日期。
贮藏仓库必须与相应的装卸、搬运等设施配

套，防止产品在装卸、运输受损害和污染。
有机稻米在仓库堆放时须留一定距离，不允

许直接放在地面上，保证贮藏货物之间有足够的

通风。
建立严格的仓库管理记录档案，详细记录进

入、搬出有机米的种类、数量和时间。
做好仓库温度、湿度管理，采取通风、密封、降

温等措施。定期检查温湿度、水分以及虫害的发生

情况。
对贮藏编号、贮存能力、贮藏日期、产品种类、

产品批号、进库量、出库日期及运往目的地应详细

记录，对仓库清洁、病虫害发生情况和控制措施也

要详细记录。
5.3.2 运输

根据有机稻米的特性、运输季节、距离以及产

品保持贮存的要求选择不同的运输工具，有机稻

米的运输必须专车专用。严禁与化肥、农药及化学

物品一起运输。
主要运输工具包括车辆、轮船、飞机、盖车(闷

灌车)必须严格清洗和消毒。
装运必须进行食品质量检查，在货物、标签与

帐单三者相符的情况下允许装运。
运输包装必须符合有机稻米的包装规定在运

输包装两端，应有明显的运输标志。包括：始发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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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48 页)植株鲜重、茎粗和株高提高。
本试验中，200 mg/kg 6- BA+10 mg/kgGA3 对

日光温室芹菜生长的促进效果最好，使芹菜叶片

叶绿素含量、叶片光合速率、茎粗、株高和鲜重分

别提高了 110.0%、14.7%、57.9%、38.5%和 15.5%。
200 mg/kg 6-BA+10 mg/kg GA3 处理可以提高温

室芹菜植株的叶绿素含量和叶片的光合作用，在

今后的研究中应以此为基础，深入探讨最佳的处

理时期和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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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接第 52 页)状态，如遇到低温年和早霜冻年份，

农业损失将比以往更加严重。因此，在今后相当长

的时期内，水稻低温冷害和霜冻害仍然是我省主

要农业气象灾害之一；人们在应对气候变化，特别

是应对气候变暖的时候，仍然要充分考虑到降低

作物冷害风险和防御低温冷害的问题。
3.4 现代农业的发展应该逐步降低农业对异常

气候反映的脆弱性，提高抗灾能力。尽管人类还没

有能力有效地控制天气和气候变化，但面对频繁

发生的气象灾害，人们应该改变自己的行为，采取

应对气候变化的措施，减轻干旱和冷害等灾害的

影响。首先要提高全民的防灾减灾意识，制定出近

期的和长远的防御规划。就目前来看，最根本的对

策是加强农业基础建设，加大农田水利建设的力

度，扩大旱田水浇地的面积，建设旱涝保收田，

逐步摆脱异常气候的影响。我省目前正在兴建的

西部哈达山水利枢纽工程将在减轻西部农业干旱

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二是要进一步调整和优化农

业生产结构， 不断培育和推广抗旱和抗低温品

种，同时研究开发和推广抗旱、抗低温栽培技术；

三是要着力提高对异常天气气候的监测、预测能

力，加强对干旱和低温灾害的中长期预测，为防御

重大农业气象灾害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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