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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蔬菜生产技术规程标准体系》团体标准编制说明

（征求意见稿阶段）

一、工作简况

1、任务来源

本项目来源于《关于发布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 2025 年度团体标准项目计划

(第五批共 7项团体标准)的通知》（中民贸〔2025〕65 号），有机蔬菜生产技

术规程标准体系 3项团体标准为此次制定的计划项目之一。根据中国民族贸易促

进会管理和协调调度，由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北京市植物保护站

等机构牵头和组织专家组成标准起草工作组，负责标准的制定工作，项目编号为

T/OTOP-202531- T/OTOP-202533。

2、目的、意义

北京番茄种植历史悠久，2023 年全市番茄种植面积达 3.2 万亩，上市量高

达 11.5 万吨，上市收入达到 5.8 亿元，全市 13 个涉农区均有番茄生产，其中

2023 年播种面积超过 2000 亩以上的有顺义、房山、通州、大兴、平谷、密云等

区。全市现有高效设施连栋温室面积约 1000 亩左右，其中番茄生产占 40%以上。

目前市面上的番茄普遍存在口感硬实而番茄风味不足、口感变差等情况，而有机

番茄由于农业生产中对土壤等生态环境的重视，可能其中抗氧化成分、维生素 C、

部分矿物质含量更高，另外由于没有农药、化肥外在因素的过多干预，植物在应

对少量压力（如害虫和疾病）时，会产生更多对人体有益的二级代谢产物，有机

番茄相对兼顾了营养与口感，其含有的维生素 C、维生素 E、番茄红素等多种营

养成分，在抗氧化、预防心血管疾病等方面也有着天然的优势，同时作为低 GI

的水果型食物，又能满足健身人群及特殊群体的需求。

韭菜作为北京市重要的蔬菜品种，其生产过程中的环境要求、种植技术及病

虫害防治直接影响到产品的品质和安全性。当前，全国各地区韭菜生产中仍存在

农药残留超标、病虫害防治不足等问题，这些问题不仅影响消费者健康，也制约

了韭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通过制定有机韭菜标准，能够规范生产流程，采用科

学的种植技术和病虫害防治方法，从源头上解决韭菜生产中的质量安全问题。

近年来，我国有机辣椒种植面积逐年递增，但生产过程中存在诸多问题。生

产技术不规范，导致不同种植户之间产量和品质差异较大；产品质量参差不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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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了有机辣椒的市场形象和消费者信任度。缺乏统一的标准，难以对有机辣椒

产品进行准确的质量判定和市场监管。辣椒在当今市场上具有重要地位辣椒富含

维生素 C、维生素 B6、胡萝卜素等多种营养成分，具有抗氧化、增强免疫力等

功效。发展有机辣椒产业，有助于满足消费者对高品质农产品的需求，同时也能

提高农民的收入。此外，推广有机辣椒生产技术规程标准，能够规范生产过程，

保证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一致性，提升有机辣椒的市场竞争力，促进有机辣椒产

业的可持续发展。有机辣椒生产强调生态环境保护和资源可持续利用，采用绿色、

生态的种植方式，减少化学物质对土壤、水源和空气的污染。标准的实施将引导

更多农户采用有机生产技术，促进农业生态系统的平衡和稳定，推动农业向可持

续发展方向转变。

顺义作为首都农业生产大区，蔬菜生产面积 5万多亩，年产蔬菜 30 余万吨，

在保障首都“菜篮子”供应方面发挥着积极的作用。顺义优质蔬菜资源丰富，获

评北京市优级标准化基地 52 家；全区取得有机认证企业 55 家，认证规模 8900

余亩、1.9 万吨；绿色认证企业 7家，认证规模 2700 亩、8000 吨。目前北京地

区韭菜种植面积较大，但缺乏系统化的生产标准，导致产品质量参差不齐。现行

的韭菜标准多集中在传统农业模式下，未能覆盖有机生产全过程。制定有机韭菜

标准有助于填补这一空白，推动韭菜产业向标准化、规模化方向发展，提高市场

竞争力。而且，发展有机韭菜产业，不仅能减少化学农药和化肥对环境的污染，

更有助于保障消费者的吃到安全健康的蔬菜，提升消费者对韭菜产品的信心。

发展有机蔬菜产业，有助于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减少化学农药和化肥对

环境的污染。同时，有机蔬菜的市场价格相对较高，能够提高农民的收入，促进

农村经济的发展。此次制定有机番茄、韭菜、辣椒等蔬菜生产技术规程标准，可

以规范有机蔬菜的生产过程，保证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性，提高有机蔬菜的市场竞

争力，推动有机蔬菜产业的可持续发展。

本标准旨在构建一套全面、科学且适用于北京地区的有机韭菜种植规程标准

体系，精准规范有机韭菜从种植环境、生产过程到产品质量等各环节要求，为北

京有机韭菜产业发展提供统一、权威且可操作性强的标准依据，推动产业标准化、

规范化与可持续发展。

3、主要工作过程

调研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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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 年 9 月 13 日-31 日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牵头，组织包含

北京市植物保护站和实地走访北京食为先生态农业园有限责任公司有机园区，对

园区有机蔬菜种植、销售等情况进行了实地摸底走访，初步探讨和论证建立有机

蔬菜标准体系的可能性。

立项阶段：

2024年 10月-2025年4月底 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组织专家对

标准研讨稿进行初步策划，并完成项目立项申请表的初步编制;

2025 年 5 月 对接中国民族贸易促进会标准化工作委员会会，完成标准的立

项工作程序；

2025 年 5 月 20 日，标准在中国民贸正式立项，《关于发布中国民族贸易促

进会 2025 年度团体标准项目计划(第五批共 7 项团体标准)的通知》（中民贸

〔2025〕65 号），项目编号为 T/OTOP-202531- T/OTOP-202533。标准制定工作

正式启动。

起草阶段：

2025 年 5 月底 形成标准起草研讨稿。

2025 年 6 月-2025 年 7 月 进行了 3项标准的讨论环节。

2025 年 7 月 15 日 形成了 3 项标准的最终征求意见稿。向中国民贸申请公

示。

4、编制单位和工作组成员及其所作的工作等

此次 3项系列标准由北京市农林科学院植物保护研究所，北京市植物保护站

等机构牵头和组织专家组成标准起草工作组，负责标准的制定工作等单位负责起

草。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

中国民贸标准化工作委员会所做的主要工作：负责组织协调标准参与单位共

同起草相关标准。

5、标准主要内容

1）有机番茄生产技术规程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有机番茄生产过程中的土壤

环境、土壤改良、品种选择、栽培管理、病虫害防治、采摘、运输等方面的技术

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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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有机韭菜生产技术规程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有机韭菜生产过程中的土壤

环境、品种选择、播种育苗、田间管理、病虫害防治、采收运输等方面的技术要

求。

3）有机辣椒生产技术规程主要技术内容包括：机辣椒生产过程中的土壤环

境、施肥管理、病虫害防治、灌溉管理、采摘、运输等方面的技术要求。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试验问题。

四、标准中涉及专利的情况

本标准不涉及专利问题。

六、与国际、国外标准对比情况

（一）国外情况

以下是国内外有机蔬菜种植技术规程相关标准的制修订情况：

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标准：作为国际有机农业领域的权威标准

之一，其会根据全球有机农业发展的新趋势、新技术以及消费者对有机产品的新

要求，定期进行更新和修订。许多国家的有机蔬菜种植标准都以此为基础进行制

定或参考。欧盟有机农业标准（EU2092/91）：该标准是欧盟范围内有机农产品

生产的重要依据，会随着欧盟对食品安全、环境保护等方面要求的提高以及有机

农业技术的进步而不断修订和完善。其对有机蔬菜种植的土壤管理、肥料使用、

病虫害防治等方面都有严格规定。

（二）国内情况

《有机食品技术规范》：2002 年 4 月 1 日，国家环境保护总局制定和颁布

了该规范，它是以国际有机农业运动联盟（IFOAM）的《基本标准》为基础，并

参考了欧盟有机农业标准 EU2092/91 制定的。该规范对有机蔬菜种植的种子选择、

品种特性、轮作要求、土壤肥力、病虫草害防治等多方面都做了详细规定。

因此，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结合京郊基地特别是北京食为先生态农业园有

限责任公司有机园区的实际情况，制定一套符合当地特色的标准体系显得尤为必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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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及标准，特别是强制性标准的协调性

本标准与现行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相关标准协调一致，符合国家标准化

管理的有关规定。

八、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本标准在起草过程中尚未出现重大分歧意见，有关单位、专家提出的意见已

经得到妥善处理，合理的意见已被采纳，无法采纳的意见给予了相应解释和说明。

九、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

无。

十、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自主制定，无废止现行相关标准的建议。

十一、其它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