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产品地理标志 银川鲤鱼全产业链标准
体系建设指南》地方标准编制说明

一、工作简况

（一）任务来源

2022 年 4 月 3 日，由银川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申请地

方标准的立项，按照《自治区市场监管厅关于下达 2023 年

宁夏地方标准制（修）订计划的通知》（宁市监函【2023】

176），批准《农产品地理标志 银川鲤鱼全产业链标准体系

建设指南》地方标准的制（修）订，结合标准化生产、市场

需求的实际情况，编制《农产品地理标志 银川鲤鱼全产业

链标准体系建设指南》地方标准，标准由银川市农业农村局

提出并归口。

（二）起草单位

本标准项目主要承担单位：银川市农业农村局

协作单位为：银川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银川市科海

生物技术有限公司、宁夏新明润源农业科技有限公司、宁夏

绿方良种繁育有限公司。

（三）主要起草人及分工

起草承担单位成立了起草专家组，由 12 名专业人员组

成，成员及分工如下：



姓名 工作单位 职称（职务） 工作职责

王英斌 银川市农业农村局 三级调研员
主管部门负责人，主持标准编制总体

工作。

王颖 银川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 高级农经师
单位负责人，确定标准主要内容，组

织标准的实施

张宁 银川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 农艺师
协助标准的修订，提出相关修改意见

黄晓晨
银川市水产技术

推广服务中心
水产工程师

本文件技术负责人，编制修改标准，

负责协调编写各项工作

胡涛 自治区农安中心 农业工程师 协助标准的修订，提出相关修改意见

马玉萍 银川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 水产工程师 协助标准的修订，提出相关修改意见

白雪 银川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 农艺师 协助标准的修订，提出相关修改意见

马梅 银川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 农艺师 协助标准的修订，提出相关修改意见

包娟 银川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 农艺师 协助标准的修订，提出相关修改意见

石 伟
银川市水产技术

推广服务中心
高级水产工程师

负责相关试验数据的收集、提供汇总

养殖模式试验验证，提出相关修改意

见

王旭军
宁夏新明润源

农业科技有限公司
高级水产工程师

负责相关试验数据的收集、提供汇总

养殖模式试验验证，提出相关修改意

见

刘育文 宁夏绿方良种繁育有限公司 企业技术负责人

负责相关试验数据的收集、提供汇总

养殖模式试验验证，提出相关修改意

见

二、制定(修订)标准的必要性和意义

“塞上江南，渔米之乡”，银川鲤鱼是宁夏黄河流域主

打养殖品种，也是全国地理标志农产品。近年来，依托国

家地理标志农产品保护工程项目，集成创新养殖技术，开

展标准化生产，让传统的养殖模式和现代先进的工厂化车

间养殖有机结合，生产出的“银川鲤鱼”具有体色光鲜、

体质强健、无泥味、少脂肪、肉质结实、味道爽滑、清香



无腥等特色，极大地提高了产品品质和市场认可度。特别

是在银川鲤鱼全产业链标准化体系建设方面，梳理和参考

了大量有关的国标、行标、地标、并按照银川鲤鱼的产地

环境、生产管理、流通销售等领域加以规范，形成标准体

系建设，养殖技术规程、产品标准、投入品管理等银川鲤

鱼从生产到销售全产业链标准集成。目的是通过梳理和制

定银川鲤鱼全产业链标准，提高宁夏水产养殖业综合生产

能力。同时本标准紧紧围绕鲤鱼产业发展实际，以品种培

优、品质提升、品牌打造和标准化生产为主线，对贯穿产

前、产中、产后生产管理的相关标准进行了全面梳理，形

成了国标、行标和地标互为支撑、相互融合的覆盖全产业

链、引领高质量发展的绿色、优质、高效标准体系。本标

准体系的构建将有效促进我区水产业高质量发展，成为我

区水产养殖业标准化生产的标杆，促进我区水产养殖技术

不断改进，品质不断提升，市场竞争力不断增强，成为带

动农民增收致富的朝阳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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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川市农业农村局成立标准

编制起草组，并明确了各自的职责，任务到人，责任到人。

（二）收集资料

起草小组收集和检索内了国内外大量的相关技术资料，

检索了 ISO、GB、SC、DB 等标准及现行国内法律法规、研究



报告、地理标志农产品的相关标准等，并对材料进行整理，

完成标准化资料调研。

（三）编制标准草案

早在 2022 年 4 月，标准起草组（团体标准）对所收集

的资料进行梳理、分析,形成工作组讨论稿。

2022 年 5 月，召开标准讨论会(团体标准），由自治区农

业农村厅监管处工作人员、自治区水产技术推广站水产专家、

银川市农产品质量检测中心、银川鲤鱼地理标志保护工程项

目实施企业、宁夏食品安全协会等修改后形成标准征求意见

稿，完成编制说明的编写。

2022 年 6 月《农产品地理标志 银川鲤鱼全产链标准体

系建设指南》团体标准由宁夏食品安全协会发布并实施。

（四）调研及征求意见

2023 年 6 月，深入生产一线，实地了解标准的宣贯情况

和标准化生产情况，对标准化文件进一步修改,形成地方标

准征求意见稿。

2023年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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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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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进性、科学性、合理性原则，尽可能与现行的标

准接轨，更注重了标准的可操作性和适用性。

2、普遍性原测 本标准中的各项指标能够反映目前全区



银川鲤鱼养殖、品质提升、质量控制的综合水平。

（二）编制依据

本标准化文件严格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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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GB/T20000.1~20000.4《标准化工作指南》中的要求格式进

行编制起草，对我区农产品地理标志银川鲤鱼全产业链标准

体系建设指南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标准

体系要求、标准体系结构、标准体系编写作了规定。

（三）与现行法律法规、标准的关系

本标准化文件属于建设指南标准，旨在对从事地理标志

农产品 银川鲤鱼的生产经营者起到规范标准化生产，促进

科学管理、提高产品质量的作用，不涉及保障人体健康、人

身财产安全等具体指标，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

标准无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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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件规定了农产品地理标志 银川鲤鱼全产业链标

准体系建设指南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术语和定义、标

准体系要求、标准体系结构、标准体系编写。

（二）主要技术指标、参数、试验验证的论述

对我区银川鲤鱼全产业链标准体系建设工作进行了梳

理，健全和完善贯穿产前、产中、产后全过程的独具特色的



标准化体系，确定了 6 个现行有效的基础要求标准，养殖管

理方面 10 现行有效的养殖管理标准，确定了 3 个待制定标

准，6 个流通管理标准。

六、重大意见分歧的处理依据和结果

本标准化文件属于建设指南标准，旨在对从事地理标志

农产品 银川鲤鱼的生产经营者起到规范标准化生产的作用，

标准化文件在起草、征求意见等编制过程中无重大分歧意见。

七、实施标准的措施及建议

作为地方标准审批发布后建议为推荐性标准，切实改变

鲤鱼生产经营者增产不增效的现状，为常规鱼品种提质增效，

带动渔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技术支撑。

八、知识产权说明

本标准化文件中没有涉及专利、知识产权属起草单位、

协作单位以及全区渔业生产者共同所有。

九、其他应说明的事项

国际标准不详。没有查寻到此类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

在地方标准查寻中，尚没有地理标志农产品——水产品列入

地方标准。该标准化文件创立后应属于区内先进水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