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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修改采用ＣＡＣ／ＲＣＰ５１—２００３《预防和降低谷物中真菌毒素污染操作规范，包括赭曲霉

素Ａ、玉米赤霉烯酮、伏马毒素和单端孢霉烯族毒素的附录》。

本标准与ＣＡＣ／ＲＣＰ５１—２００３相比主要技术差异如下：

———将原国际标准中属于引言部分的第１段到第３段的适用内容经转化后形成本标准的引言；

———增加了标准的“范围”和“规范性引用文件”两部分内容，并将原国际标准中“ＣＡＣ／ＲＣＰ１—

１９６９，Ｒｅｖ．４（２００３）”代替为ＧＢ／Ｔ１９５３８；

———将原国际标准的附录Ａ、附录Ｂ、附录Ｃ和附录Ｄ的适用内容纳入了标准正文中，其中附录Ａ

和附录Ｄ的适用内容经转化后成为本标准的３．２．７，附录Ｂ的适用内容经转化后成为本标准

的３．３．７，附录Ｃ的适用内容经转化后纳入本标准３．４．３；

———为了方便比较，在附录Ａ中列出了本标准条款和国际标准条款的对照一览表。

本标准的附录Ａ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和中国标准化研究院共同提出。

本标准由全国粮油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国家粮食局科学研究院、中国标准化研究院。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王松雪、杨丽、林家永、曹阳、吴子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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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０．１　真菌毒素是一类由产毒真菌产生的有毒物质，可广泛污染农作物及其产品。目前还无法完全消除

真菌毒素的污染，通过制定操作规范来预防和降低谷物中真菌毒素的污染十分必要。由国际食品法典

委员会制定的ＣＡＣ／ＲＣＰ５１—２００３《预防和降低谷物中真菌毒素污染操作规范》为各国预防和控制谷物

中各种真菌毒素的污染提供了统一的指导。该操作规范经修改采用后转化为本标准。为有效实施该标

准，生产者在执行本标准条款之前，有必要将本标准中的通用原则和当地种植作物的种类、气候条件以

及农艺措施结合起来。同时要清醒认识到良好农业规范（ＧＡＰ）只是防御谷物真菌毒素污染的基本前

提，其后在此基础上用于食品和饲料谷物的处理、储藏、加工和销售环节中应继续履行良好操作规范

（ＧＭＰ）。

０．２　本标准包括两部分内容：第一部分是在实施良好农业规范（ＧＡＰ）和良好操作规范（ＧＭＰ）基础上，

降低谷物各种真菌毒素污染的推荐操作规范；第二部分是推荐应用的管理体系，该体系是基于危害分析

与关键控制点（ＨＡＣＣＰ）原理。

０．３　本标准包含降低谷物中各种真菌毒素污染的一般原则。在实施本标准时，生产者需要了解从田间

到储藏、运输等各个环节中，可能导致谷物感染真菌和促其生长以及产毒的环境因素。对某一具体农作

物，种植、收获前及收获后的策略要根据当年的气候条件、本地区的作物种类和传统生产条件来确定。

同时，鼓励开发快速、经济、准确的检测试剂盒和配套的采样方案，以及采用适当的程序如分离、修复、召

回或转作它用等来处理可能对人和（或）动物健康造成威胁的谷物；鼓励开展在田间、收获和储藏环节进

行真菌毒素污染预防的方法和技术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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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与降低谷物中

真菌毒素污染操作规范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预防和降低谷物中真菌毒素污染的操作规范和应用管理体系。

本标准适用于谷物种植、收获前、收获、储藏、运输各个环节谷物中各种真菌毒素污染的预防和

降低。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９５３８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ＨＡＣＣＰ）体系及其应用指南（ＧＢ／Ｔ１９５３８—２００４，ＣＡＣ／

ＲＣＰ１—１９６９；Ｒｅｖ．３（１９９７），Ａｍｄ，１９９９，ＩＤＴ）

ＧＢ／Ｔ２００１４．２　良好农业规范　第２部分：农场基础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ＧＢ／Ｔ２００１４．３　良好农业规范　第３部分：作物基础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ＧＢ／Ｔ２００１４．４　良好农业规范　第４部分：大田作物控制点与符合性规范

ＧＢ／Ｔ２２０００　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食品链中各类组织的要求（ＧＢ／Ｔ２２０００—２００６，ＩＳＯ２２０００：

２００５，ＩＤＴ）

ＬＳ／Ｔ１２１１　粮油储藏技术规范

３　以良好农业规范（犌犃犘）和良好操作规范（犌犕犘）为基础的推荐操作规范

３．１　种植

３．１．１　在作物种植时，考虑建立和维持作物轮作制度。一般情况下，避免连续两年在同一农田种植同

一作物，或轮种对同一真菌寄主敏感的不同作物，以减少田间的感染。

３．１．２　种植新作物前，宜尽量将散落在田间的陈谷穗、秸秆和其他残体犁到地下或清除掉，避免这些残

留物可能成为产毒真菌生长的基质。在土壤易受侵蚀的地区，可根据需要采用免耕措施以保护土壤。

３．１．３　根据土壤测试结果，决定是否需要使用肥料或土壤改良剂，以保证土壤合适的ｐＨ值和肥力，避

免作物生长受到抑制，特别是在种子的发育阶段。

３．１．４　宜选种能抗真菌和其他病虫害的种子品种。在特定地区，宜种植在该地区推荐种植的品种。

３．１．５　应选择适宜的农时进行播种，尽量使种子发育和成熟期避开高温和干旱天气。

３．１．６　保持合适的作物行间距和株间距，避免种植过度密集，保证作物能够正常生长。作物种植间距

可根据种子提供者或农业技术机构给出的科学数值确定。

３．２　收获前

３．２．１　采取有害生物综合管理策略，适当使用登记注册的杀虫剂、杀真菌剂和其他合适的操作，尽量降

低昆虫和真菌对作物的破坏和侵染程度。

３．２．２　使用机械除草方法、使用登记注册的除草剂或其他安全可靠的除草方法控制杂草生长。

３．２．３　耕作时尽量减少对作物的机械损伤。对农作物的机械损伤，会增大真菌毒素产生的风险。

３．２．４　灌溉时要均匀，以确保田间的所有作物均能获得充足的水分。但在扬花期和成熟期，特别对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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