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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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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起草。 

本文件替代 DB31/T 987-2016 《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设置技术规程》，与 DB31/T 987-2016 相

比，除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  更改了适用范围，增加了街道农产品检测机构（见第 1章，2016 版的第 1章） 

b）  增加了“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的术语定义（见第 3章）； 

c）  更改了“面积”的要求（见 4.2.1，2016 版的 3.1）； 

d）  更改了“选址和布局”的要求（见 4.1，2016 版的 3.2）； 

e）  更改了“设施”的要求（见 4.2,2016 版的 3.3）； 

f）  更改了“废弃物处置”的要求（见 8.3，2016 版的 3.4）； 

g）  更改了“人员”的要求，增加了岗位设置、建立人员技术档案的要求，更改了学历的要求

（见第 5章，2016 版的第 4章）； 

h）  更改了“检测流程”的要求，增加了数据和记录的要求（见 8.2，2016 版的第 5章）； 

i）  更改了“仪器设备”的要求，增加了仪器档案的要求（见第 6章，2016 版的第 6章）； 

j）  增加了“试剂耗材”的要求（见第 7章）； 

k）  增加了“样品管理”的要求（见 8.1）； 

l）  更改了“质量管理”的要求（见 8.4,2016 版的第 7章）； 

m）  更改了“仪器设备及辅助设备配置”（见附录 A，2016 版的表 1）； 

n）  更改了“快速检测流程图”（见附录 B，2016 版的附录 A）。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上海市种植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上海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上海市农业科技服务中心、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产

品质量安全中心、上海市松江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上海市嘉定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上海市

青浦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上海市金山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上海市闵行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中

心、上海市宝山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上海市崇明区农业质量安全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丰东升、张维谊、邓波、沈悦、蒋栋华、吴立峰、宋宇迎、石国忠、沈秀

平、韩奕奕、陶军、朱卫芳、齐红燕、董言笑、严敏鸣、朱春燕、王霞、马颖清、周雨璊、杨晓君、

孙灿、赵志鹏、钱莉、赵勤超。 

本文件及其所替代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6 年首次发布为 DB31/T 987-2016；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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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设置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设置的基本要求、人员、仪器设备、试剂耗材和运行管理等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上海市行政区域内乡、镇、街道农产品检测机构的设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T 19000  质量管理体系 基础和术语 

GB/T 19001  质量管理体系 要求 

SN/T 3592  实验室化学药品和样品废弃物处理的标准指南 

3 术语和定义 

GB/T 19000和GB/T 19001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  basic agricultural products testing institutions 

由乡、镇、街道设立的，有固定场所和资源保障，能开展农兽药残留等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

测的实验室。 

4 基本要求 

4.1 选址和布局 

4.1.1 应与其他场所有效隔离，避免交叉污染和相互干扰。 

4.1.2 应进行功能分区，至少包括样品区、检测区、数据处理区。 

4.2 建设要求 

4.2.1 应根据本乡、镇、街道农产品质量安全日常检测工作量确定规模，建筑面积不小于 30 m
2
，其中

基础检测区域面积不小于 15 m
2
。 

4.2.2 实验室墙面、地面与天花板应保持平整、易于清洁、不渗水、耐腐蚀。 

4.2.3 应满足检测所需供水、供电等要求。 

4.2.4 实验台、柜应满足化学实验要求，宜使用防水、防锈、耐高温、耐腐蚀的材料。 

4.2.5 水池及排水系统宜使用防锈、耐压、耐温、耐腐蚀的材料，排水系统的设计应保证排水顺畅、

便于清洁维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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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6 照明设备应防爆、明亮，插座位置应远离水源。 

4.2.7 通风、空调系统的设计应满足实验检测所需要求。 

5 人员 

5.1 应设置抽样员、检测员、复核员、仪器管理员、试剂耗材管理员、样品管理员、档案管理员等岗

位，明确各岗位职责和任职要求，定期培训并授权上岗。 

5.2 检测员与复核员不得由同一人担任，其余岗位可由同一人员兼任。 

5.3 检测员应具有高中或与检测相关专业中专及以上学历。 

5.4 复核员应从事农产品检测工作 2年及以上，具备初级及以上技术职称，或 5级及以上技工资格。 

5.5 应建立人员技术档案，至少包含个人基本信息、培训记录等。 

6 仪器设备 

6.1 应配备与实验室建设目的、检测方法、检测对象相匹配的主要仪器设备、辅助仪器设备和其他办

公设备，具体仪器设备配置可参考表 A.1 仪器设备配置表。 

6.2 对检测结果有影响的仪器设备应建立档案，至少包含操作规程/使用说明、使用/运行记录、维护

记录等。 

6.3 仪器管理员负责仪器设备档案的建档、维护及管理。 

7 试剂耗材 

7.1 应由专人负责试剂、耗材、标准品的采购、验收、保管与领用，并建立试剂、耗材台账，记录试

剂、耗材入库、领用及库存信息。 

7.2 应按照产品说明书要求保存试剂及耗材。 

7.3 对可能影响检测结果的试剂、耗材应定期核查。 

8 运行管理 

8.1 样品管理 

8.1.1 样品应有唯一性标识。 

8.1.2 样品存放应与检测用试剂、耗材等有效隔离。 

8.1.3 样品暂存时，存放温度应控制在 0 ℃~6 ℃，存放时间不宜超过 24 h。 

8.1.4 如需留样，样品应根据检测要求分类制备后，在－18 ℃以下冷冻保存。 

8.2 检测过程管理 

8.2.1 包括样品采集或样品送检、样品接收、样品登记和编号、样品前处理、样品检测、原始记录填

写、原始记录审核等。详见附录 B检测流程图。 

8.2.2 实验室检出阳性样品后，应对留样进行复检，结果以复检为准。 

8.2.3 复检结果为阳性时，应在 24 h 内上报至区级及以上农业农村委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部门。 

8.2.4 检测过程产生的数据和记录，应由专人负责保管，保存期限不少于 2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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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5 宜使用信息化系统辅助实验室管理，系统可满足数据共享、溯源、数据监管等要求。 

8.3 废弃物管理 

废弃物、废气及废液处置应符合SN/T 3592的相关规定。 

8.4 质量管理 

应建立质量管理制度和文件，包括工作制度、岗位职责、检测流程、制样和检测相关作业指导书、

实验室安全制度、样品管理制度、废弃物管理制度和记录格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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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仪器设备配置 

根据建设目的、检测方法、检测对象推荐相应仪器设备，具体（包括但不限于）详见表 A.1。 

表A.1 仪器设备配置表 

序号 仪器设备类别 仪器设备名称 适用范围/要求 

1 

主要仪器设备 

农药残留速测仪 
适用于果蔬中农药残留 

应符合国家产品标准要求 

2 胶体金/荧光免疫定量分析一体机 适用于胶体金、荧光免疫层析条 

3 读卡仪 适用于胶体金、荧光免疫层析条 

4 兽药残留速测仪 
适用于畜禽水产品中兽药残留 

应符合国家产品标准要求 

5 重金属检测仪 适用于粮食、蔬菜中重金属检测 

6 品质检测仪 适用于农产品品质检测 

7 

辅助仪器设备 

电子天平 精度 0.01 g 以上 

8 移液器 适用于精确移取试液 

9 冰箱 
适用于保存样品、试剂 

温度范围可满足:-20 ℃～8 ℃ 

10 温、湿度计 适用于测量环境温度、湿度 

11 恒温培养箱/恒温水浴锅 温度范围可满足:5 ℃～65 ℃ 

12 计时器 适用于检测定时 

13 除湿机 适用于环境湿度控制 

14 离心机 适用于样品前处理 

15 调速振荡器 适用于混匀样品 

16 样品粉碎机 适用于样品前处理 

17 超声波清洗器 适用于清洗实验器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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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A.1  仪器设备配置表（续） 

序

号 
仪器设备类别 仪器设备名称 适用范围/要求 

18 

其他办公设备 

电脑、打印机 适用于办公、出具纸质材料等 

19 试剂柜、文件柜等 适用于存放试剂、纸质材料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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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检测流程 

检测流程见图 B.1。 

 

图B.1 农产品检测流程图 

 



上海市地方标准 

《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设置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2 年度第四批上

海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沪市监标技〔2022〕524

号）文件精神，由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以下简称市农委）提

出并组织实施，上海市种植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负责技术归口，

上海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负责上海市地方标准《基层农产品检

测机构设置技术规范》的主要修订工作。 

（二）制定背景 

DB31/T 987-2016《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设置技术规程》于

2016 年 8 月 1 日实施，作为本市基层农产品检测实验室建设的

纲领性文件和唯一的标准化指导文件至今已有近 7年，标准实施

后与上海现代农业标准化建设三年行动计划契合，应用面覆盖本

市 109 个涉农乡镇的 1564 个建制村，帮助乡镇等农产品检测机

构、生产方实验室、市场监管快速测定实验室的建设及其建成后

的质量管理，对于提升本市基层农产品检测效率、水平，规范检

测机构设置具有重要意义，全面助力了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的快

速建立，推进了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网格化进程。 



2022 年，由市农委牵头根据《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

组织开展 2022 年度上海市地方标准集中复审工作的通知》（沪

市监标技〔2022〕223 号）要求，对 DB31/T 987-2016《基层农

产品检测机构设置技术规程》的实施情况、应用情况、推广情况、

标准中引用标准变更情况等开展评估工作，经评估该标准在实施、

应用、推广方面已累计指导闵行、青浦、松江等 9个涉农区，近

300 个区镇快检点、20 余家企业与生产机构开展快检实验室建设

工作，通过标准宣贯与培训，指导涉农区 200 余家检测实验室建

立并完善实验室检测流程、提升实验室质量管理，在基层农产品

检测机构建设与质量管理应用方面颇有成效。但标准中引用的

JGJ 91《科研建设设计标准》已更新，且新版标准适用范围有变

化，新版主要适用于科学研究机构、工业企业、大专院校等新建、

扩建、改建的科研建筑设计，不再适用于本标准主体；同时农业

农村部也将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的“双认证”纳入到了菜篮子考

核中，对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质量管理提出了“从有到优”的新

要求，促使该标准进一步完善、加强对于质量管理的要求，构建

类似 CMA 资质认定质量管理体系的雏形。 

为改变标准中由于规范性引用文件的变更导致的条款失效；

为进一步推动本市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规范化建设、探索基层农

产品检测机构质量管理与体系建设道路；为响应《关于组织开展

区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机构能力提升三年行动的通知》

（沪农委〔2022〕102 号）提供有力举措；为加强基础性实验室



建设指导，切实落实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力度，加强基层农

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水平，市农委向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提出该

标准的修订建议。 

（三）起草过程 

1．草案编制阶段 

2022 年 12 月，《上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关于下达 2022 年

度第四批上海市地方标准制修订项目计划的通知》（沪市监标技

〔2022〕524 号）文本中通过了该标准修订的项目申请，同时，

调整标准名称为《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设置技术规范》。 

2022 年 12 月，成立了专项工作组，正式开展该标准的修订

工作。工作组由上海市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牵头，上海市农业农

村委员会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处、上海市农业科技服务中心、

上海市浦东新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上海市松江区农产品质量

安全中心、上海市嘉定区农业技术推广服务中心、上海市青浦区

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上海市金山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上海

市闵行区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上海市宝山区农业技术推广中心

等 10家本市主管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建设的机构组成。同时，

邀请上海市农业农村委员会执法大队一大队、各区农业农村委相

关科室作为指导单位，共同开展标准的修订工作。 

2022 年 12 月-2023 年 3月，深入基层开展实地及网络问卷

调研，实地调研覆盖乡镇级农产品检测机构、合作社快检实验室、

市场环节快检实验室；问卷调研覆盖市农业技术推广中心、7个



涉农区中的乡镇农产品检测机构、合作社快检实验室、基层农业

执法大队、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设备和试剂供应企业等，回收有

效问卷 93份，问卷对象中镇农产品检测机构数量占全市总数的

56%。 

2023 年 3 月，参考实地与问卷调研结果，专项工作组完成

草案的编制。 

2．征求意见阶段 

2023 年 3月上旬面向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基层执法大队、

合作社快检实验室等机构进行定向意见征集。发送标准草案定向

征求意见的单位 14 家，回函单位 12 家，共征得意见 24条，采

纳 17条，部分采纳 2条，不采纳 5条。 

2023 年 3 月中下旬，先后开展内部讨论会、邀请外部专家

开展项目研讨会，汇总各方专家意见，最终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 

2023 年 4 月-5 月，进行网络公开征求意见，共征求到意见

13 条，涉及 9家单位，采纳 12 条，部分采纳 1条，不采纳 0条。 

3．审定阶段 

2023 年 6 月，标准起草组召开会议，并聘请 2名外部专家，

逐一预审了编制说明、标准文本、征求意见汇总表，形成了标准

的送审稿。 

4．报批阶段 



2023 年 8 月，召开标准审定会议，根据专家提出的审查意

见修改标准文本和编制说明，同时经归口标委会、市农业农村委

员会审查，形成报批稿。 

二、标准编制原则 

本标准依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

构考核评审细则》《实验室化学药品和样品废弃物处理的标准指

南》等文本要求，结合实验室质量管理中人、机、料、法、环、

测等主要要素，充分考虑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现有条件做具体规

定。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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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规定起草。 

三、主要内容及其确定依据 

在《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设置技术规范》修订准备阶段，工

作组开展了大量的调研准备工作，针对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的人

员、场地环境、记录档案情况、质量运行情况、检测工作开展情

况进行了详细的实地考察及问卷调研，依照《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机构考核评审细则》等，结合实验室质量管理人、机、料、法、

环、测等各核心要素，聚焦实验室检测能力及质量运行管理效能

提升，设置相应条款，最终形成本标准。标准中规定了术语和定

义、基本要求、人员、仪器设备、试剂耗材和运行管理的要求。 

（一）术语和定义 

修订前标准中无“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的术语和定义，为

进一步明确文本的适用范围，增加了该术语和定义。文本中的基



层农产品检测机构指的是，由乡、镇、街道设立的，有固定场所

和资源保障，能开展农兽药残留等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

的实验室。 

（二）基本要求 

在问卷调研环节中，调研结果显示 80%的实验室面积低于

30m
2
，其中小于 15m

2
的占 34%，详细面积范围内各机构占比分布

见图 1。为了促进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的长远发展，强化可操作

性、贴合实际，兼顾了实验室面积及样品区、检测区、数据处理

区的分局要求，将实验室建设面积的规定改为建筑面积不小于

30m
2
，其中基础检测区域面积不小于 15m

2
。同时，在调研问卷中

问到实验室分区情况，有 35家机构表示已对实验室布局进行了

样品处理区（室）、样品贮藏区（室）、称量区（室）、检测前

处理区（室）、试剂耗材仓库的划分。通过对于实验室面积和布

局的调研，建设面积和功能区划分的要求设置具有可操作性。 

 

图 1 实验室各面积范围数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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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规范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建立初期的选址、布局、建设要

求，形成建造要求的标准化指导文件，在基本要求方面共设立 2

个条款。 

本文本 4.1 条款规定了选址和布局方面的原则，对功能分区

的设置作了规定。 

本文本 4.2 条款规定了包含实验室面积、实验室墙面材料、

水电、通风、排水、实验台/柜材质、照明等硬件设施的具体要

求。 

修订后的文本与修订前相比，变更了多条引用其它文本的条

款，经起草组讨论认为原引用文本适用范围与本文本不适配，改

为使用更精确，简洁的要素表述，起到增强文本的适用性、指导

性的作用。根据逻辑顺序，将选择和布局调整为 4.1 条款，建设

要求调整为 4.2 条款，修订前的设施简化并入 4.2 建设要求，修

订前的废弃物处理调整至运行管理章节。 

（三）人员 

调研环节中，对于机构的人员配置、人员构成、人员培训情

况进行了针对性的调研，了解到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中 2－5 人

规模机构、1人构成的机构占比几乎相同，人员配置情况见图 2；

人员构成方面高于 50 岁的检测人员占比最高，其次为 40-50 岁

的检测人员占比第二，说明目前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面临青年力

量薄弱，成长动力不足的情况，人员构成情况见图 3；人员培训

方面，调研结果显示大部分基层机构对检测人员培训有足够的认



识，仅有 3家机构表示未有上岗前培训。其中大部分实验室参加

的培训为各区、镇农技推广中心及安全中心开展的相关快检技术、

实验室质量体系、法律法规统一培训。现场调研中了解到，目前

基层机构检测人员仅进行培训即可上岗，未有相关专业技能证明

与授权，检测人员专业水平差距较大，且无统一评判、评价措施。 

 

图 2 机构人员配置情况 

 

 

图 3 检测人员各年龄段数量分布 

为规范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人员岗位设置及任职要求、人员

培训、岗位授权、人员技术档案管理等内容，在人员方面共设立

了 5个条款。 

本文本 5.1 条款规定了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应设置抽样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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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员、复核员、仪器管理员、试剂耗材管理员、样品管理员、

档案管理员等七大岗位，并规定相应的岗位职责及任职要求，该

条款依据快检工作开展及基础实验室质量运行实际需求设立，人

员岗位设置与实验室检测流程紧密贴合，同时规定了人员培训的

具体要求，参考《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

构通用要求》（RB/T 214-2017）中 4.2.6 对于人员培训方面的

规定，结合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每年由市、区两级农产品质量安

全中心、农技推广中心开展检测及实验室运行培训、指导的实际

情况，有针对性设立了人员培训方面内容的条款。该条款对应修

订前标准中的 4.3 条款，对人员的岗位设置作了补充。 

本文本 5.2 条款充分考虑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普遍人员规

模小的特点，规定了不同岗位间的允许兼职条件，为新增条款。 

本文本 5.3 条款对关键岗位检测员的任职要求作了明确规

定。对于检测机构，检测人员是检测工作的根本，检测能力是检

测工作的核心要素，该条款的设置，充分契合了人员管理的适宜

性、充分性。本文本 5.4 条款规定了复核员的任职要求。上述两

条款对应修订前标准中的 4.2 条款。考虑到对于检测结果最关键

的人员为检测员与复核员，因此对以上岗位任职要求做了规定，

且复核员要求高于检测员，以保证数据的准确性、有效性。 

本文本 5.5 条款参考《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

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RB/T 214-2017）中 4.2.7 的条款，规

定了人员技术档案涵盖要素的具体要求，为新增条款。 



（四）仪器设备 

问卷调研的93家机构中除1家机构外均有配置农残速测仪，

此外 1家机构拥有较为精密的检测仪器如 PCR 仪、色谱仪等。瑞

鑫公司生产的农残速测仪器为本市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主要覆

盖的农残速测仪器（全市 9个涉农区，除崇明区外其余各区均使

用瑞鑫公司产品），但未见除农残外如兽残、金属等速测仪器配

置。在其余设备的配置情况调研中，显示基层机构仪器配套设备

缺失严重，其中冰箱、移液器、电脑与天平均为必配设备，持有

率过低。 

为规范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仪器设备的配置、管理等内容，

在仪器设备方面设置了 3个条款。 

本文本 6.1 条款基于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快速检测实验需

求，与实验室功能分区呼应，将仪器设备按照用途分为主要仪器

设备、辅助仪器设备和其他办公设备，具体配置可参考资料性附

录 A 中仪器设备配置表。本条款对应了修订前标准中 6.1～6.3

的仪器设备配置要求，将原有的 3 项条款变更为附录表格，使文

本更直观，减少理解上可能产生的分歧，同时扩大文本的适配度。 

本文本 6.2 参考《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评审细则》

中第 41条、《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

用要求》（RB/T 214-2017）中 4.4.2 及 4.4.3 的要求设置，规

定了仪器设备档案应包含的内容，为新增条款。 



本文本 6.3 条款参考《实验室仪器设备管理指南》（GB/Z 

27427-2022 ）中9.1的要求，结合本文本5.1的人员岗位设定，

规定了仪器设备管理员对于仪器设备档案管理的职责，为新增条

款。 

（五）试剂耗材 

为规范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对于实验用试剂耗材的管理与

控制，在试剂耗材方面设置了 3个条款，目的在于加强机构对于

可影响实验结果准确性的关键试剂、耗材的质量控制，该部分为

新增条款。 

本文本 7.1 条款参考《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

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RB/T 214-2017）中 4.5.6 的要求，对

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检测用试剂、耗材、标准品的采购、验收、

保管与领用作了规定。 

本文本 7.2 条款对于试剂、耗材的保存要求作了规定。 

本文本 7.3 条款对于试剂、耗材的定期核查作了规定。 

（六）运行管理 

本文本运行管理方面设置样品管理、检测过程管理、废弃物

管理、质量管理等要求。该部分为修订前标准中的第 5章及第 7

章的重新整合。 

1.样品管理 

参考《检验检测机构资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

要求》（RB/T 214-2017）中 4.5.18 条款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机构考核评审细则》第 55 条、《农产品检测样品管理技术规

范》（NY/T 3304-2018）中 7.2 条款，在本文本 8.1.1 及 8.1.2

条款中对于样品的标识及存放位置作了规定；在 8.1.3 条款中对

样品暂存的温度和时间做出了相应的要求；在 8.1.4 条款中对留

样的保存作出了相应的要求。 

样品管理是检测实验的基础，上述条款的设立旨在提升基层

农产品检测机构对于样品管理的重视，加大样品管理的控制力度，

保障实验的公正性、科学性、准确性，上述条款为新增条款。 

2.检测过程管理 

按照调研情况，结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评审细

则》中第 51 条的要求，在 8.2.1 条款中对于基层农产品检测机

构检测流程做了规定，并配套设置了资料性附录 B；在 8.2.2 条

款中明确规定检出阳性样品后需进行留样复检，结果以复检为准；

上述两项条款为修订前标准 5.1 和 5.2 条款的延伸。 

依据本市农业主管部门对于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快速检测

阳性结果复检的要求，设置 8.2.3 条款。参考《检验检测机构资

质认定能力评价 检验检测机构通用要求》（RB/T 214-2017）中

4.5.27 的要求及《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评审细则》中

第 71 条，对于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记录保存时间进行降档，设

置 8.2.4 条款。根据行业内实验室信息化趋势，倡导基层农产品

检测机构运用信息化系统辅助实验室管理，设立 8.2.5 条款，为

推荐性要素。上述条款为新增条款。 



3.废弃物管理 

参考《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评审细则》第 100 条“废

气、废水、废渣等废弃物的处理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依据《实

验室化学药品和样品废弃物处理的标准指南》（SN/T 3592）对

废弃物、废气及废液管理做出了规定。修订前本文中的 3.4 条款，

对废弃物的处置要求较为简单，改为引用 SN/T 3592 一是为了进

一步规范废弃物的管理要求，二是为了提高标准的适用性。 

4.质量管理 

问卷调研的93家机构中91家机构表示已制定相关规章制度，

83 家机构已制定作业指导书，结合现场调研情况，基层机构存

在规章制度，但种类与内容无统一规定，理解也参差不齐，需明

确应建立制度及其内容。 

参考《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考核评审细则》第 24 条关

于程序文本设置涵盖要素的规定，结合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仅开

展快速检测实验的现状，对于质量管理中必须建立的、能够影响

检测结果、具有较高风险的制度做了规定，与修订前标准相比，

删减了作业指导书的要求，更为贴合基层农产品检测机构的现状

与工作需求。 

修订前后标准主要内容比对及修订情况见附表 1. 

四、与国内外同类标准技术内容的对比情况 

（一）现有的国际标准情况 

国际上有德国标准 DIN EN ISO 8589-2014 Sensory 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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