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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日本有机农产品的认证范围涵盖了中国中药材种植栽培 , 其认证要求中包含了完整的法规 、认证程

序 、技术标准 、管理体系(模式)、记录设计(模式)等等 ,形成严密的体系并方便对生产者如何实施过程管理及

准备接受认证检查进行指导。由于日本有机农产品的认证目标与中药 GAP 管理同有“安全 、稳定 、可控”的

要求 , 其对体系及细节问题的技术规范 ,可供欲实施或正在实施 GAP 管理的我国中药材生产企业和认证管

理机构作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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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管理体系样本

区分为两个部分 , 《有机 JAS 农产品生产内部

规定》 、《有机 JAS 农产品达规判定细则》 ,均由日本

有机和自然食品协会编制 。

《内部规定》相当于指南 ,共 A 、B 、C 、D 四个章

节 ,长达 16页 ,在每一章节中均详细阐述了实施有

机 JAS 农产品生产的组织应做的事情 、操作方法 、

操作步骤 、技术或管理要点 、相关记录等等。组织根

据这份指南能够基本建成可供 JAS 检查的体系或

者模式(2001.5.10生效)。

《内部规定》简述如下

A.年生产计划的制定

要求每年根据合同数量决定种植规模并形成栽

种目标和年栽种计划 ,分配落实每位生产者 ,确认每

块田块并编号。各品种按照各自的种植规程进行生

产 ,变更生产计划应申明理由并保存。生产者应充

分了解客户要求 。要点:生产管理应组织机构(章

程 、组织机构图)、人员职责应明确 ,应有层层落实的

相关合同 。

B.栽培方法和田地管理

(1)栽种田地:强调实施 JAS田地的地点 、面积

的确认 ,需登记“田地登记册” ,形成田地示意图(田

地境界线 ,土地的所有者及栽培性质);对土地化学

物质(禁用农药 、化肥 、化学土壤改良剂等)的防污染

对策并形成《防止来自周边污染的对策》 ;农田灌溉

水防化学污染对策及水渠 、或水源示意图;航空治虫

时的航空治虫作业图(应证明 JAS 管理土地不在其

区域内);应设置 4 m 以上的缓冲区并附照片(若周

边栽种向日葵 、玉米 、高粱等作物可无需隔离带)。

缓冲区也可栽种相同作物作为一般农产品 。以上对

策均需要报组织批准方有效 。所有形成的文件(方

案 、记录 、图等)均应保存 3年以上。

(2)培肥管理:绝不使用化肥 ,各种作物允许使

用的肥料种类应事前规定 ,并每次使用时填写记录。

JAS 田地只允许自然方法促进土壤增肥及生物繁

殖 ,或使用“有机 JAS 规格”认可的肥料和土壤改良

物质。施肥记录必须登记肥料或改良物质的名称 、

使用日期 、单位面积使用量 、总使用量和使用理由。

由各品种分会对肥料的种类进行监察必须符合 JAS

原则 ,不符合要求时必须整改否则承担后果。

(3)种子 、种苗:原则是采用从有机认证田地采

收的种子及种苗。育苗阶段亦需尽量实施 JAS ,种

子 、种苗的购买单据 、说明书 、检验报告书或处理方

法应保存 3年以上 。生产者应填写种子 、种苗及育

苗方法入《种子 种苗登记册》 应注意明确记录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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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递方法及报告机制 、监督机制。

(4)有害动植物的防治:不得使用任何化学合

成的农药 ,以耕种防治 、物理防治 、生物防治或综合

运用这些方法进行防治为原则;应事先书面明确各

品种的防治使用物质的品种 、数量 、浓度 、配制方法

等 ,将每次使用填写记录(防治预定表和防治管理

册)如物资名称 、使用日期 、单位面积使用量 、总使用

量 、使用理由等)交组织保存 3年以上。农作物发生

重大病虫害预兆 ,必要时允许使用 JAS 规定的农

药 ,组织应督察农药的使用应符合 JAS 规定。

在首批产品出货时需要各生产者同时上交已填

写的记录有《培肥管理册》 、《防治管理册》等 ,应保存

3年以上 。

(5)作业机械及器具的保养 、清扫:作业机械应

在生产厂家规定的检查保养期内实施定期检查 ,尤

其注意防止机油燃料等的渗漏污染农作物 ,机械作

业前后用高压水枪清洗干净。应形成书面清洗规程

并实施 ,清洗记录保存 3年。

(6)田地巡回员:组织应确认每个产品的分组

织的巡回员。资格要求有 3年以上会员 、熟知《田地

巡回员指导要领》 ,应由组织最高领导进行资格审查

和任命。田地巡回员按照《巡回要领》巡视 、观察 、判

断生产者田地是否符合 JAS 要求 ,监察记录(田地

巡回确认表)应保存 3年以上 。

(7)有机 JAS达规监察:组织根据田地巡回员

提交的“田地巡回确认表”和各生产者提交的“年栽

培计划表” 、“培肥管理预定表” 、“防治预定表”等 ,对

田地和收获(预定)物是否符合有机 JAS 规格实施

监查 ,作出合格 、不合格判断或重新调查等 ,记录在

“监查结果报告书”中并保存 3 年。凡田地 、栽培方

法符合有机 JAS 规格的 ,产品作为达规品 ,反之作

为非达规品处理。各生产者必须服从监查结果 ,如

有不服可申诉。

C.收获物的管理

(1)收获物的货批管理:应按批次贴上达规产品

标识和收获日期 、生产者姓名 ,登记到货日期 、数量

等 ,应按照《验收检验规程》进行验收。出货时应每

件货物均应打上达规产品标识 、出货日 、品名 、规格 、

数量等并附票据 。

(2)运输:应使用 JAS 专用包装箱(袋)包装运

输 ,注意防止运输过程因清洁造成的污染(清洁剂 、

水等) 运输人员应经过相关培训 外包运输应签定

协议 ,发生污染的部分产品应剔出。

(3)筛选 、调制 、清洗:加工厂应按照协议进行筛

选 、调制 、清洗(机械或手工),应与一般产品隔离生

产防止混淆 。所用机械器具应事先用流水或高压空

气等清洗使用 ,并在记录清洗方法;应区分及隔离达

规及未达规的产品 ,登记各自的数量;筛选 、调制清

洗用水为饮用水 ,禁止使用任何清洁剂。并提供《使

用机械的清洗作业规程》 。筛选记录 、作业机械 、清

洁 、清洗记录等均保持 3年 。

(4)储存 、保管 、出货:应使用 JAS 专用包装箱

(袋)包装 ,明确区分 、防止与非达规产品混淆;包装

物标签应有:达规标识 、货签等 ,应放置在 JAS专用

仓库;应在专用“储存 、保管记录”中记录到货日 、生

产者姓名 、品种 、数量 、出货数量 、出货日 、库存数量 、

出货作业日姓名等;“储藏 、保管记录”应在改批产品

出货结束时交组织 。只能使用有机 JAS 规格中认

可的物质用于储藏 、保管时的有害动物的防治或保

持 、改善货物品质;不准使用禁用物质和放射线照射

技术;要特别注意储藏 、保管过程中的化学污染 ,规

定使用流水或高压空气冲洗或吹扫仓库场地 、设施

及工器具 ,并形成清洁记录保存 3年以上 。仓库储

存 、保管及防虫 、防鼠对策应形成书面文件;出货前

应核对所有达规标识及品名 、数量 、批次 、规格 、交货

接受单位 、货主名称应准确 ,所有相关记录(出入库 、

虫鼠害治理 、清洁 、出货等)均保存 3年以上;禁止使

用回收 JAS 标签或印刷 JAS 规格标志的包装材料 ,

应有相关包装材料的处理程序。

D.其他必要的管理事项

(1)客户投诉意见的处理:规定了客户投诉意见

的处理方法 ,如填写“不满意见处理记录”的接报日

期 、接报者姓名 、不满意见提出者姓名 、意见内容 ,并

交相关人员或部门 ,作出处理后应填写“不满意见处

理书”如处理方法 、处理者姓名 、确认者记录 ,处理方

法由部门负责人判定。并应填写“不满意见回答书”

返回客户。应根据三种记录不断改进管理 ,记录均

应保存 3年以上。

(2)向认证机构报告及接受监查:及时接受注册

认证机构的外部监查 。认证时主要提供年栽培计

划 、收获数量 、达规判定数量 、生产损耗及未达规产

品的数量 、对各家客户的销量 、一般产品的收获数

量 、认证内容的变更 、追加等等注册认证机构要求提

供的报告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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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文件 、记录类的管理:由各生产者 、各品种分

会和组织办公室分别保管 。应制定规程规定保管文

件的名称 、范围 、保存期限 、版次号 、起草人 、审查人 、

批准人及其日期 、有效日期等 ,记录的保管应承担责

任。文件变更应及时到达相关的生产者 。文件的增

加和修订可以通过外部 、内部审计时提出并进行改

善 ,亦可每年一次定期修订 。修订文件由生产者或

管理人员共同根据 JAS 要求和实施过程发现的缺

陷研究改善方案 ,审议 、批准后执行 ,生产者必须持

有的最新文件版本 。所有的程序应明确“由谁将什

么怎样做” 。

(4)内部检查:应制定组织内部的检查(审计)制

度 ,应覆盖到所有业务及各个环节 ,由组织负责人指

定有能力的人员(检查员)负责组织进行 ,最好具有

ISO9000内审员资格;检查员的权限有要求被监察

部门提供单据 、记录 、文件和对事实进行说明 ,进行

提问和调查 ,提出建议和指导 、劝告等等 。要求检查

员应客观 、公正 、公开 、守密 ,提供积极性建议为主 。

被检查部门要及时配合 ,提供资料 。内部检查可分

为定期检查和特别检查(不预先通知), 后者按照组

织负责人意图进行。一般先确定计划如检查时间 、

检查人员 、被查地点 、检查方法 、检查主题等 ,通知被

查部门 ,检查硬件 、软件与生产现场和记录。应形成

检查整改计划书 ,对所发现的缺陷提出整改意见 ,组

织负责人审查后应发整改部门 ,并及时检查整改效

果。

(5)教育 、训练:要求组织应举办培训办 , 由

ISO9001内审员进行培训 ,对注册认证机构举办的

培训班 ,被认证机构指定的人员应参加 ,并可接受内

部资格认证 ,培训记录应保存 。

《达规判定实施细则》区分为:

A.生产过程的检查:由专职检查员负责检查同

一货批;检查如生产计划 、种子 、种苗的使用记录 、购

买记录 ,栽培的管理和作业记录记录 、物资(农药 、化

肥等)使用记录 、物资购买记录 、收获作业记录 、田地

巡回记录 ,机械 、器具清洗记录 ,农场内作业记录 、仓

储记录等十余种 ,检查重点内容是 1)田地等条件 ,

2)田地施肥管理 , 3)在田地播种和种植的种苗 , 4)田

地年有害动植物的防治 ,5)有关运输 、筛选 、调制 、清

洗 、储藏 、包装及其他工序的相关管理规定等。需要

检查有机 JAS 达规产品标签上的生产者姓名 、品

名 、田地编号 、收获或交货日 、出货量等 ,与生产过程

管理记录是否相符;检查该货批收获包装过程中有

否使用禁止物质及有无受污染。

B.达规判定的实施:检查有否在每一件合格货批上

贴上 JAS达规标识 , 实物品名 、批号 、数量等是否与

记录一致。

C.不合格品产品的处理:检查生产过程中发现的不

合格品有否与达规产品有效隔离并妥善处理 ,检查

处理记录是否完整记录 。

D.出货:检查出货的标识 、品名 、数量是否准确 ,运

输过程有无污染 、混淆等等。有否回收使用 JAS 达

规产品标识(不允许),强调不能达到 JAS 的货物应

作为一般产品处理 ,与达规产品应分开 ,防止混淆。

E.记录的作成和保存:检查所有生产过程记录应完

整并保存 3年以上 。

F .接受认证机构的检查:要求随时接受认证机构的

检查 ,提供所有的资料 、开放所有的设施等等。举例

《原料达规判定实施记录》:

生产者姓名 判定时间 品种 生产管理人员

收获日期 达规判定者姓名 收获数量(kg) 田块编号

确认记录
是否符合有机 JAS要求

符合 不符合
备注(不符合的理由)

达规产品数量
/ kg

未达规产品数量
/ kg

未达规产品
理由

未达规产品
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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