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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质量安全从农业生产模式转变做起 

宋  元, 王  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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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产品安全问题是广大消费者 为关注的话题, 如何从监管、生产种植等方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

成为研究的热点。本文对当前监管系统进行优化, 同时提供“自然农法”这一整套农业生产方法, 禁止“化肥、

农药、激素”等有毒有害物质的投入, 通过研究病虫害发生根源, 从源头解决问题, 并使用生物、物理方法进

行病虫害预防与防治, 在生产成本不做大幅提高的同时, 使安全农产品生产得以进行推广普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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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the topic that most consumers pay close attention to. How to 

improve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from the aspects of supervision, production and planting has 

become the research focus. This paper optimized the current regulatory system and provided a se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ethods of “natural farming”, which prohibited the toxic and hazardous substances of chemical fertilizer, 

pesticides and hormones, and other inputs, solved the problems from the source through the research on the pest 

source, prevented and controlled pests by biological and physical methods, so as to popularize the production of safe 

agricultural products, without the increasing of the cost of produ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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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食品对人体生命安全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所谓“民以

食为天, 食以安为先”, 食品的安全性是 重要的。农业生

产的目标主要有两点: 第一点是满足人体生存对于食品的

数量要求; 第二点则是对于食品品质的要求, 其不仅含有

食品的营养性, 也包含确定食品是否具有高度的安全性[1], 

也就是说不仅不会使人立即患病, 也不会因此患慢性病及

其他潜在危害[2]。 

现在关于农产品的热点更多是在于农产品本身的安

全性, 而其所采取的所有政策方法也都有一个基本点, 那

就是以化学合成品为主导的化学农业。因此, 要想真正解

决农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 除了保证监管工作的正常进行

外, 还需要从改变当前农业生产模式做起。 

2  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研究表明: 广大生产者对农产品质量安全、农业生产

规范操作以及农产品可追溯意识较差, 急需进行技术推广

普及[3], 这也表明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急需完善。 

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 政府的位置非常关键。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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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提高监管效率, 减少不合格农产品的市场占有率, 应规

范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制并制定切实可行的操作流程及

标准。重视农产品种植、农资投入、农产品加工及运输全

过程管理, 并将监管的权利集中于农产品生产源头的所属

部门, 除此之外, 还需建立以下 4 点:  

(1)法律法规: 有法可依是进行市场规范的基础, 而

有法必依则是市场规范的保证; 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四

点相结合才可使经营者遵纪守法, 讲究信誉。 

(2)标准体系: 农产品质量安全体系是政府履行职能

的基础, 是判断农产品质量安全、开展农产品认定及认证、

开展农产品监测及市场督查的重要依据。 

(3)检验检测体系: 完善的检测体系是进行农产品质

量安全监管、行政执法的重要依靠, 只有进行数据量化才

有可能保证监管的公平性。 

(4)认证体系: 进行农产品质量认证, 既可规范生产

者与经营者正确的操作行为, 又可引导消费者使用安全的

农产品, 建立健康的消费理念[4]。 

完善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的主要目的在于: 避免不

安全的农产品进入市场流通, 避免不安全的农产品进入餐

桌, 也就是一种反馈机制。不安全农产品减少的同时就需

要有相应安全的农产品进入市场, 那么如何可以生产出安

全优质的农产品就是急需解决的一大问题。 

3  农业生产模式的转变 

我国用全球 7%的耕地, 养活了全球 22%的人口, 创造

了世界奇迹。但是却消耗了全球 35%的化肥和农药, 成为全

球 大的化肥、农药使用国[5]。同时农产品品质恶化、质量

低下、农残超标、食品安全问题频出; 土壤环境持续恶化, 生

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 严重降低我国农业的生产环境。 

未来的中国农业需要以环境友好可持续发展为前提, 

以土壤修复调理为核心治本之策, 以品质保障为根本目

的。在此基础上推出以自然农法为指导原则的新型农业生

产模式以及一站式集成方案, 并自主创新研发出基于复合

益生菌发酵的化肥农药替代品。全面推行基于环境保护、

绿色增长、清洁生产、安全优质农产品现实需求的国际有

机农业尖端分支技术体系-自然农法。 

4  自然农法 

4.1  什么是自然农法 

《道德经》载: “人法地, 地法天, 天法道, 道法自然”, 

农业生产操作同样如此, 自然界中的植物经过千万年的进

化与适应, 已形成一整套完整的、稳定的、高效的生态种

植机制, 只有通过学习自然、效仿自然才可实行农业的可

持续发展, 生产出优质的农产品。 

“育苗之前先育土, 育土之前先育人”, 自然农法主张

扎实开展育土行动, 充分挖掘土壤的伟力培育出健康的作

物, 以此实现安全优质的农产品。而我国当今农业恶性循

环的根本在于土壤环境的破坏以及品质的降低。自然农法

栽培模式正好可以解决我国当前农业的困难之处。 

自然农法是一种依循大自然法则、还原自然生态的农

业生产方式, 建立新的生态平衡体系, 终实现用 低成

本生产出高品质安全农产品, 让生产者、消费者和自然环

境三方获益。自然农法有一整套严密的技术体系, 核心措

施为“以菌抑菌, 以虫控虫, 以草治草”, 遵循生态、环保、

零残、循环、平衡五大理念。自然农法生产操作中仅使用

生物源、植物源、矿物源物质, 不采用化肥、杀虫剂、除

草剂等化学合成物, 形成可持续发展且生态和谐的农业生

产模式。 

4.2  如何正确依据自然农法生产模式操作 

土壤由固、液、气三类组成, 根据三者的比例可以判

断出土壤的健康程度: 健康的土壤由 45%的矿物质、25%

的空气、25%的水、5%的有机质以及 1%的微生物组成[6]。

自然农法进行农事操作的第一步、也是 关键的一步就是

进行土壤的修复, 通过接种有益微生物、添加有机质、保

护土壤中的生物、禁止使用化肥农药等措施, 从土壤的“物

理”、“化学”、“生物”三大性状进行全方面修复。在投入品

使用中严格按照“三用、六不用”原则(三用: 植物源、矿物

源、生物源; 六不用: 化肥、杀菌剂、杀虫剂、除草剂、

激素、转基因种子), 在保证土壤不受到毒害的同时, 持续

进行土壤修复, 使土壤恢复健康状态。 

4.3  自然农法病害防治 

我国以全球 7%的耕地生产了 22%的粮食, 却用全球

了 35%的化肥与农药, 单位面积施用化肥农药约为发达国

家的 4 倍[7]。目前我国土壤和农作物中农药残留问题日趋

突出, 尽管多数为低毒农药, 但是由食物链富集仍可对人

体健康产生危害[8]。 

由我们的研究发现, 病害的发生大多在于不健康的

植物中, 植株体内养分的不平衡就会导致抵抗力的减弱, 

致使病菌入侵形成病害[9]。以此为依据, 通过往土壤中接

种有益微生物菌剂, 修复土壤、释放养分, 优化植物生长

的环境。除此之外平衡施肥, 避免过多的养分积累降低植

株对病害的抵抗能力。江苏省农科院植保所在沭阳县冲镇

大尖村曾利用枯草芽孢杆菌有效防治住了被称为“癌症”的

连作障碍[10]。而对于外来病菌的防护主要以提高作物免疫

力以及阻止病菌入侵作物组织两方面进行, 利用喷施生物

保护膜不仅可以抵御病菌入侵组织内部, 还可以扰乱病菌

的细胞膜, 使内部物质外溢, 进而使病菌致死。 

4.4  自然农法虫害防治 

法国波尔多农业试验中心的生物学家弗朗西斯经过



第 8 期 宋  元, 等: 农产品质量安全从农业生产模式转变做起 2975 
 
 
 
 
 

 

多年研究发现: 植物自身养分的平衡严重影响植物本身对

于害虫的抵抗力[11]，也被称为“取食共生理论” 

“取食共生理论”认为, 在健康植物上的害虫只会挨饿, 

因为害虫生长需要大量的蛋白质, 但是害虫体内没有水解

蛋白酶, 而水解蛋白酶的主要作用就是帮助切断蛋白质分

子的肽键, 将蛋白质分子分解为氨基酸分子, 以便于吸收

并合成自身蛋白质。这就导致害虫不可以直接吸收蛋白质, 

必须在植物的汁液中找到足够的氨基酸, 以补充自身蛋白

质, 繁衍后代。因此, 通过合理使用氮肥, 避免过量氨基酸

的积累就可降低虫害的发生率。 

依据自然农法理念 , 通过控制氮肥施入、“以虫控

虫”[12]及天敌防治等抑制园区虫害的繁殖, 维持生态平衡, 

使得虫害难以大范围爆发, 从而解决困扰生产者心中的虫

害问题。例如山东省生产者李庆双在玉米地里请来了“赤眼

蜂”, 一亩地挂 8 袋虫卵就可满足对虫害的控制要求[13]。 

4.5  自然农法草害控制 

传统理念认为: 草是灾害, 它们会和栽培作物争夺养

分, 从而削弱作物长势, 减少产量, 影响经济效益。 

但是, 通过对自然状态下有草生长区域与无草生长

区域的观察, 以及多年来实行行间生草的经验发现: “草对

于作物并不是危害, 而是肥料”。在自然环境中, 草的根系

既可以帮助作物疏松土壤, 也可以隔绝土壤中的有害菌, 

秋季草枯萎后, 它的残枝与根系会在土壤微生物的作用下

逐渐分解, 既可提高土壤有机质的含量, 又可以起到疏松

土壤的作用。而且并不是所有的草都会与作物争夺养分或

影响作物光合作用, 只有那些根系很深, 地上部分生长很

高的种类才会影响作物生长。自然农法主张通过“以草治

草”来解决令生产者头疼的草害问题, 通过在土壤表面种

植优质的牧草以及低矮的草坪草, 既可以避免草同作物争

养分, 又能够快速覆盖地面, 抑制杂草的滋生, 全年多次

收割保持草层厚度, 并将割下的草还田[14], 肥沃土壤。 

4.6  自然农法养分保障 

化肥施用在提高我国农业产出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

的环境污染问题, 并威胁到中国农业的可持续发展。研究

表明, 在四川省玉米种植中, 化肥施用量达到了 27 kg/亩, 

而过量施用的比例占到 38.5%[15], 过量的化肥不仅使作物

徒长、倒伏, 影响产量, 多余的化肥残留在土壤中还会降

低土壤肥力, 严重影响生态环境, 加剧我国能源的短缺问

题[16]。减少化肥使用, 增施有机肥, 既可以修复土壤, 也可

以保证农产品的高产量。研究表明, 有机肥、化肥混用可

以显著提高肥料利用率及作物产量, 还可减少环境污染, 

培育土壤[17]。 

5  结  论 

利用有益微生物的分解作用, 将土壤中残留的有机

物转化为提升土壤肥力的有机质, 通过增施有机肥、种植

绿肥、秸秆还田等多种措施培育土壤, 从“物理”、“化学”、

“生物”三大性状全方位恢复土壤原本的力量。另外, 在作

物生长阶段, 通过生物防护剂、虫害防控剂等安全农资对

作物进行全方位防护。根据土壤养分含量定性、定量施肥, 

既可以使作物得到足够的养分保证其产量, 又可避免残余

的养分对土壤和作物产生危害。 

作物在生长过程中需要养分的供给才可进行正常的

生长, 尽管利用微生物的分解能力以及废弃物还田的方式

可以减少土壤养分的散失, 但立足于当今中国农业的国情, 

以营养元素+复合微生物两者的结合更能满足作物的需求, 

不仅满足了当季作物的正常生长, 也有利于我国农业的可

持续发展, 生产安全、高品质的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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