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生态环保优质动物源性肥料评价技术规范》

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包括任务来源、协作单位、主要工作过程、标准主要起草人及

其所做的工作等；

1. 任务来源：江苏省农学会团体标准。

2. 起草单位：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产品质量安全与营养研究所，南京禄口

禽业发展有限公司。

3. 主要起草人：何涛、魏瑞成、王冉、龚兰、李俊、陈明、朱磊、陈贤华、

刘黑头。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我国是畜禽养殖大国，也是畜禽废弃物产生大国。按照国家环保的要求，2020

年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利用率要达到 75%以上，因此畜禽废弃物为商品有机肥的重

要原料来源。然而，中国有机肥行业起步晚，标准化程度低，同时动物源有机肥

存在抗生素、农药、重金属和微生物等风险因子带入问题，为产地环境和农产品

安全高质量生产带来风险隐患。因此，有必要研制生态环保优质动物源性肥料评

价技术规范。

目前，国内有关肥料的标准有生物有机肥（NY 884-2012）、有机肥料

（NY525-2012）和复合微生物肥料（NY/T 798-2004）等，这些标准仅关注有机

肥基本营养指标（有机质、总养分、水分等）和微生物、重金属等限量指标，对

于动物源性肥料中可能存在的重要潜在风险因子如抗生素和农药残留等没有制

定残留限量和检测方法标准，而以上风险因子对于产地环境（土壤）的生态安全

以及农产品（蔬菜）的质量安全都具有重要影响。

《生态环保优质动物源性肥料评价技术规范》规定了生态环保优质动物源性

肥料的定义、评价指标、评价方法、评价报告内容，用于对以畜禽粪便、动物残

体和以动物产品为原料制成的有机商品肥料的生态、环保和优质性进行科学合理

的评价，有利于畜禽废弃物作为生态环保优质肥源商品面向有机肥生产企业销售

转化和应用到大田安全放心施用，为国家化肥减控减施和畜禽养殖业健康发展与

安全高品质农产品生产提供技术支撑。



三、主要起草过程

1、资料收集

针对生态环保优质动物源性肥料评价技术规范，开展国内外相关的文献和资

料收集整理工作，并赴生产企业调研交流。为了使制定的评价技术规范具有科学

性、先进性和实用性，标准起草人通过多种方式广泛收集、整理、分析国内外动

物源有机肥的有关技术资料，为该标准的制定奠定基础。

2、实验验证

根据资料研究结果结合本标准制定组在畜禽粪便废弃物中兽药、农药监测和

风险评估中的工作积累，特色加入了有机肥中兽药抗生素和农药检测的指标限制，

并在在多家有机肥生产企业进行了详细的评估和验证工作。

3、技术经济论证

该评价技术规范可对动物源有机肥产品进行分析评价，在保证有机肥产品基

本质量的情况下，使动物粪污中残留的重金属、抗生素以及农药等风险因子控制

在安全范围。

4、预期经济效果

通过在有机肥生产企业实施生态环保优质动物源性肥料评价技术规范，可显

著提高动物源有机肥的品质，明显增加每吨动物源粪肥收益，经济效果显著。

5、文本起草

在标准验证的基础上，起草组按照《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化文

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GB/T 1.1-2020）要求，参考团体标准编写形式，于 2021

年起草了本标准的文本草案和编制说明。

6、征求意见

本标准收到多家验证单位提出的意见建议，已根据意见对标准文本及编制说

明作出修改，形成标准文本草案和编制说明。

四、制定（修订）标准的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1、标准的制订原则

本着严格遵循科学依据，与国际水平接轨，并且准确、实用的原则，完成了

标准的研究工作，起草了标准草案稿和编制说明。主要制订原则如下：

政策性：在编制过程中严格贯彻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规和规章，严格执



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避免与正在制定或已经制定的其他农业或国家标

准发生技术冲突。

普遍性：编制过程中以反映科学技术的先进成果和先进经验，使各项技术指

标满足要求，确保标准既能保持技术上的先进性，又具有经济上合理性。

实用性：编制过程中确保制定的标准方法切实可行，易于为使用对象、监管

部门和检验检测机构工作者接受。

规范性：标准的编写规则及表述等要求主要依据为 GB/T 1.1-2020，编写过

程参考了团体标准。文本草案和编制说明力求做到技术内容的叙述正确无误，文

字表达准确、简明易懂，标准的构成严谨合理，内容编排、层次划分等符合逻辑

与规定。

2、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属于首次对生态环保优质动物源性肥料制定评价技术规范，与国家和

行业现行标准互补，支撑国家《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行动方案（2017-2020年）》

（农牧发〔2017〕11号）实施，保障动物源有机肥的安全、优质，以及对产地

和农产品安全。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该标准规定了满足生态环保优质动物源性肥料的基本营养指标和限量指标，

包括微生物限量、重金属限量、抗生素限量、农药限量以及生产过程控制，同时

规定了相应的评价方法。

1. 生态环保优质动物源性肥料是指肥料生产、加工过程符合动物源性废弃

物处理相关标准规范，肥料产品各项指标均满足质量要求，对产地环境不引入新

的风险因子或环境污染物，并且在改善土壤肥力、提供植物营养、提高作物品质

方面具有优势，从技术层面保障国家畜禽粪便等废弃物综合利用战略推进。

2. 评价指标中的基本技术指标，以及限量指标中的微生物指标、重金属指

标和农药指标参考了有机肥相关的国家和农业行业标准规定，并按照最严格标准

值执行。

3. 首次在评价指标中加入了兽药抗生素限量，目前，通过国家畜禽废弃物

风险评估计划结果，以及相关文献报到，兽药抗生素已经成为继人类医疗保健品

之后产地环境污染的主要来源，对生态环境、农产品安全和人类健康造成严峻挑



战，其中畜禽粪污是其重要残留载体，通过对动物源有机肥产品设定限量，可从

源头控制带入风险。

六、、有关标准性质的措施建议

本标准为推荐性标准。

七、贯彻标准的措施建议

建议标准实施前通过纸面媒体、新媒体、简便手册、标准网站、集中培训、

规模企业走访等多种形式对标准进行宣贯；标准制定单位亦可帮助使用对象实施

标准化生产；标准实施后将在每年标准化周开展集中宣传，并对实施效果进行评

价。

八、预期效益分析

1、经济效益实现情况

本标准制定虽然不具备直接的经济效益，但将从投入品角度阻控风险因子向

环境和农产品输出风险，对保障畜禽废弃物资源化安全利用、提高农产品质量水

平，具有巨大的间接经济效益。

2、社会效益实现情况

本标准制定将有利于畜禽废弃物作为生态环保优质肥源商品面向有机肥生

产企业销售转化和应用到大田安全放心施用，从而保障畜禽养殖业的健康发展和

农产品质量安全。

3、生态效益实现情况

本标准制定有利于减少动物源有机肥中兽药向产地环境转移，对保持环境微

生态物种多样性，以及减少耐药性细菌的产生和传播等均具有积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