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蔬菜基体中农药标准物质研制》 

规范编写说明 

一、任务来源 

本规范制订任务由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计量司于 2021 年下达全国标准

物质计量技术委员会（市监量函【2021】2062 号）。 

二、编写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海量检测任务，标物/标样/质控品研制需求显著提升。2019 年食品检验机构

约 3400 家，检测规模达 665 亿元风险监测计划承检机构约 1200 家，国家抽检计

划 134 万批次，约 10 亿元，蔬菜中农药有害物残留等项目是重点内容。为了提

升海量检测数据准确性，近年来我国各大机构研制了系列蔬菜中农药残留基体标

样/质控品，市场需求量大。基体标准物质制备发展较晚，但近年来呈现明显增

长趋势。 

国家食品安全战略的重要研究内容。2019 年国家食品安全重点研发项目下

设食品安全关键共性技术和产品研发等三大任务，国拨经费总概算为 4.2 亿元，

涵括食品基体标准物质/标准样品制备共性关键技术研究与国际互认重点研究等

20 大研究方向，蔬菜中农药残留标准物质制备关键研究与互认实施为重点研究

内容。 

制备工艺复杂，水平较为薄弱，质控能力难保障。农药等目标物品种多，浓

度范围宽，空白及适合浓度范围的阳性样品选/获取难；基体差异大、农药目标

物易降解等因素造成标准物质/样品/质控品均匀性和稳定性保障难问题；高色素、

高淀粉、脂肪等典型蔬菜及制品中标准限量水平农药定值具有较大难度；从天然、

人工、施药等原料筛查工艺，到筛选、混匀、冻干工艺、辐照均匀性和稳定性控

制技术以及高效净化与准确定值技术都需要严格的把控。 

促进研制标准化、规范化、市场化。规范制定起到先行示范和指导作用，对

标物生产过程的质量控制尤为重要。我国在纯度标准物质方面的研究已经比较完

善，但在复杂基体方面的研究与发达国家仍存在一些差距。欧盟等发达国家和地



 

区，根据各自国情规划食品基体标准物质发展，逐步建立覆盖食品安全需求的标

准物质体系。我国应加快相关标准、规范制定步伐，全面提升国产食品基体标准

物质/样品的质量、产量和国际竞争力。 

三、编写过程 

本标准由计量院作为起草单位，中国农科院作为参加单位。按照范围、引用

文件、标准物质制备、均匀性评估、稳定性评估、定值、不确定度评定、定值结

果表示、包装和储存、研制报告与证书 10 个部分进行编写。根据系列国家标准

物质长期经验，结合蔬菜中农药研制特征，通过查阅已有标准规范以及大量文献

资料，整个编写过程对技术指标、参数、公式、性能等进行反复核对修正。编写

后交由计量院、中国农业科学研究院等专业机构及企业技术同行提出宝贵意见，

并根据意见进行修改。 

四、编写依据及原则 

本标准依据 JJF 1342《标准物质研制（生产）机构通用要求》、JJF 1343《标

准物质的定值及均匀性、稳定性评估》和 JJF 1218《标准物质研制报告编写规则》，

结合蔬菜中农药标准物质特点制定。使用本标准时，应同时执行上述相关规范。 

五、规范的主要内容与技术关键 

本标准阐述了蔬菜中农药标准物质的研制过程中候选物的选采、预处理、冻

干、碾磨、混匀等关键制备工艺、均匀性评估、稳定性评估、定值、不确定度评

定、定值结果表示、包装和储存、研制报告及证书的基本原则和要求，以规范我

国蔬菜中农药标准物质的研制工作，提升相关食品监测检测的质量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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