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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玉米籽粒霉菌毒素预防和减控技术规程》 

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按照《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办公室关于下达宁夏地方标准

2023 年制（修）订计划的通知》（[2023]176 号），结合食品

和饲料安全生产需求的实际情况，编制宁夏地方标准，标准由

宁夏回族自治区农业农村厅（归口单位全称）归口。 

（二）起草单位 

本标准项目主要承担单位：宁夏农产品质量标准与检测技

术研究所。主要负责项目试验的安排、玉米霉菌毒素的监测、

实验验证等工作。 

协作单位为：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主要负责大

田试验、示范等工作。 

（三）主要起草人 

李彩虹：宁夏农产品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高级实验

师，总体负责试验示范和标准的起草工作。 

王永宏：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研究员，负责试验

示范和标准起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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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维军：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负责大

田试验示范及标准验证工作。 

葛  谦：宁夏农产品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副研究

员，负责标准起草的技术性工作。 

张  艳：宁夏农产品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负责标准起草的合理性和规范性工作。 

赵如浪：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负责大

田试验示范及标准验证工作。 

王彩芬：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研究员，负责大田

试验示范及标准验证工作。 

王晓菁：宁夏农产品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研究员，

负责标准的起草工作。 

赵子丹：宁夏农产品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助理研究

员，负责霉菌毒素的监测工作。 

开建荣：宁夏农产品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助理研究

员，负责霉菌毒素的监测工作。 

张文杰：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副研究员，负责大

田试验示范及标准验证工作。 

刘  霞：宁夏农产品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实验师，

负责霉菌毒素的监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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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建荣：宁夏农产品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副研究

员，负责标准的起草和毒素的监测工作。 

赵  健：宁夏农林科学院/副研究员，负责大田试验示范及

标准验证工作。 

闫  玥：宁夏农产品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助理研究

员，负责标准的起草和毒素的监测工作。 

张  静：宁夏农产品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助理研究

员，负责标准的起草和毒素的监测工作。 

蔡启明：宁夏农林科学院农作物研究所/副助理研究员，负

责大田试验示范及标准验证工作。 

二、制定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玉米是我区优势作物，2022 年种植面积近 850 万亩，是种

养加产业和谐发展的重要支撑，是现代农业结构调整的重要抓

手。玉米中蛋白质和脂肪含量高，常被各种霉菌和毒素污染。

霉菌毒素具有肝、肾、胃肠道毒性，可导致生殖紊乱、免疫抑

制和致畸、致癌、致突变等，尤其是黄曲霉毒素 B1，被国际癌

症研究机构 IARC 划为 1 类强致癌物，赭曲霉素 A 和伏马毒素则

被划为 2B 类可能致癌物。这些毒素毒性稳定，简单处理加工及

烹饪很难消除。人畜长期食用低剂量的霉变玉米，毒素会在体

内沉积，特别是对畜禽而言，毒素会在肌肉组织内富集，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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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链危害人类健康。课题组经过多年研究，我区玉米籽粒中

伏马毒素、玉米赤霉烯酮、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及其乙酰化衍

生物、黄曲霉毒素、T-2 毒素和赭曲霉 A 均有检出，其中前三

种毒素的检出率分别 80%、75%和 62%，超标率分别为 15%、13%

和 12%。在调研时发现，常有食用了发霉玉米饲料而导致母牛

流产和畜禽生病的案例，随着我区玉米产业的发展，毒素问题

日益凸显，玉米霉菌毒素污染防控迫在眉睫。 

玉米在种子期、生长期、采收和储藏过程中均可产生霉菌

毒素。研究表明，对玉米收获前和收获后污染霉菌的种类进行

统计分析，在收获前有害霉菌的种类更多，应该从收获前就开

始采取措施控制霉菌污染和毒素的产生。有研究发现，从吐丝

期就有病原霉菌从花丝侵入玉米穗中，扬花期接种黄曲霉菌的

玉米发病率为 25%，灌浆期发病率为 100%，说明玉米生育期是

控制籽粒霉菌和毒素污染的关键阶段。收获期降雨导致玉米水

分含量增高，加重穗腐病发生，玉米贮藏期黄曲霉毒素和伏马

毒素含量增加；延迟收获，茎秆的支撑力降低，倒伏后果穗接

触地面，霉菌毒素污染程度加大；玉米收获时籽粒含水量较

高，若直接脱粒胚部种皮易碎，为霉菌提供营养，毒素滋生；

高温热害也可导致毒素增加；人工剥皮时间较长，收获的玉米

一般直接堆放于地面，不利于通风散热，也会加重毒素的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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染；晾晒空间不够大，晾晒时间越长，霉菌对玉米的侵染率会

越高。这些霉菌和毒素在后期晾晒储藏过程中活力不会降低，

并可能产生新的毒素，入仓后容易变质、营养下降。 

目前，我国只有食品、玉米中黄曲霉毒素和小麦中玉米赤

霉烯酮的防控技术规程，没有玉米中特征毒素的防控规范，亟

需制定标准指导生产。鉴于此，本标准拟以我区玉米籽粒真菌

毒素为主要对象，从播种、田间管理、收获、仓储和运输等环

节制定霉菌毒素污染防控技术规程，以期为我区玉米安全生产

提供技术支撑。 

三、主要起草过程 

（一）成立起草组、确定分工 

地方标准项目任务下达后，宁夏农产品质量标准与检测技

术研究所牵头组织相关单位和人员成立标准起草小组，制定工

作计划和分解各成员单位的工作。 

（二）收集资料 

查阅国内外玉米霉菌毒素相关标准、规程、文献研究等，

在参考以往各类相关标准、文献的基础上对玉米籽粒霉菌毒素

减控方法进行整理分析。试验数据来源于标准起草工作组近年

来的相关项目研究及监测数据，其中主要包括：宁夏农林科学



8 
 

院农业高质量发展和生态保护科技创新示范项目“玉米优势产

业区域化生产提质增效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编号：

NGSB-2021-3）、宁夏农林科学院自主科研项目“冬小麦-青贮

玉米一年两熟制早熟品种筛选与示范”（项目编号：NKYZZ-J-

22-01）、宁夏回族自治区重点研发计划项目“一年两熟制麦玉

生长特性及促早绿色高效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项目编号：

2023BCF01018）等项目。 

（三）编制标准草案 

2023 年 5 月，标准起草工作组对所收集的资料进行梳理、

分析,形成工作组讨论稿。 

2023 年 7 月，召开标准讨论会，在前期工作的基础上，修

改后形成标准征求意见稿，完成编制说明的编写。 

（四）调研及征集意见 

2023 年 8 月 15 日-8 月 30 日，向产学研相关领域的 5 位

专家和应用单位发送了标准征求意见稿文本和编制说明，共

收集意见 8 条，其中 5 条意见全部采纳，2 条意见部分采纳，

1 条意见不采纳。根据意见进行逐一修改，对于不予采纳的意

见，与相关人员进行沟通，达成共识的再次进行修改，形成了

《玉米籽粒霉菌毒素预防和减控技术规程》征求意见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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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X 年 X 月在自治区市场监督管理厅网站上公开标准文本

和编制说明，进行线上广泛征求意见，为期 30 天；…..通过线

上线下的方式广泛征求意见。 

202X 年 X 月收集意见并进行整理，采纳了 XX 条意见，并

根据采纳意见对标准文本进一步修改并形成了《XXXXX》（送审

稿）和编制说明，保证该标准的科学性和适用性。 

（五）报批审核 

。。。。。 

四、编制原则和依据，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一）编制原则 

1.合规性原则 

本标准的编制遵循“统一性、协调性、科学性、适用性、

一致性、规范性”的原则，尽可能与国家或行业等同行标准接

轨。 

2.适用性原则 

本标准从实际生产出发，以科学的方法解决玉米产业中

存在的质量安全问题，能及时反映和满足现实农业农村发展

需求，具有广泛的科学性、规范性、适应性和可操作性，便于

推广应用，取得实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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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规范性原则 

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

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要求进行编写的， 

（二）编制依据 

《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办公室关于下达宁夏地方标准 2023 年

制（修）订计划的通知》（[2023]176 号）。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条款均符合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及标准要求。 

五、主要条款的说明，主要技术指标、参数、实验验证的论

述 

（一）主要条款说明 

1.标准文本 4.1，经过查阅资料，在田间容易产生的毒素有

玉米赤霉烯酮、脱氧雪腐镰刀菌烯醇、T-2 毒素等，土壤表面的

作物秸秆以及一些残留物是霉菌的主要繁殖场所，尤其是玉米、

小麦收割后的残留物，通过耕作特别是深耕可以降低地表已经受

到霉菌毒素感染的残留物，从而减少越冬霉菌的数量。 

2.标准文本 4.2，课题组 2021 年-2022 年对宁夏引（扬）

黄灌区常见的 16 个品种的大田玉米毒素进行监测。结果表明，

银玉 439，先玉 335，迪卡 159，KWS9384，中单 103，中单 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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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品种几种毒素为未检出或检出含量很低。 

3.标准文本 4.5.1，全株玉米壳尖现象通常造成玉米穗上部

裸露在空气当中，很容易受到昆虫损害和鸟类啄食，从而加重穗

腐病的发病率。过度氮肥的施用增加了巧尖率和穗腐病的发病率。 

4.标准文本 4.5.2，依据 NY/T 3107-2017。 

5.标准文本 5.4，由试验数据表明，随着收获期的延长，玉

米籽粒水分快速下降。同时，籽粒感染霉菌毒素的风险也增加，

为了减少机械收获籽粒的破损率，结合减控霉菌毒素，综合考虑，

水分降到 25%为宜。 

(二)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课题组 2019 年-2021 年连续三年对平罗、永宁、吴忠、灵

武、红寺堡、同心、彭阳和原州区等我区不同生态区的玉米籽粒

霉菌毒素进行监测，同时监测农户、养殖户、粮库和经销商等仓

储玉米，掌握了我区玉米霉菌毒素含量和分布特征。2020年-2022

年按照玉米籽粒霉菌毒素预防和减控技术规程开展玉米毒素减

控验证试验，效果良好。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无。 

七、实施标准的措施及建议 

本标准为推荐性文件，对全区玉米籽粒霉菌毒素减控具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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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的指导作用。为了使本标准在发布后能够落地实施，相关主管

部门应加大标准宣传，可有针对性的开展相关宣贯培训活动。 

八、知识产权说明 

不涉及专利。 

九、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