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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标准化是当今农业发展的潮流和趋势， 是

现代农业的重要标志。 剑麻产业作为我国热区种植

的特色作物之一， 由于其 产品具有天 然、 环境友

好、 拉力强、 抗撕裂、 耐磨擦、 防腐蚀等特点， 深

受人们的喜爱。 剑麻产业标准体系建设作为我国热

区农业标准化工作的一部分， 在剑麻产品质量及安

全方面， 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结合近几年从事标准

体系建设的经验， 提出剑麻标准体系建设发展中存

在的问题及解决措施， 力争在 “十二五” 规划完成

后建成完整的剑麻产业标准体系。

1 剑麻标准体系建设的原则

依据热带作物及制品标准化技术委员会热带作

物标准体系建设规划， 将我国热区种植类作物按标

准类型分为12类： (1) 名称术语符号等基础标准；
(2) 生产加工环境要求及分析测试方法标准； (3)

种质要求及 繁 育、 检 定、 评 价 方 法 标 准； (4) 农

药、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 肥料、 机具、 器械等投入

品质 量要求及 评 价 鉴 定 方 法 标 准； (5) 农 药、 兽

药、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 肥料、 机具、 器械等投入

品使用规范标准； (6) 动植物疫病防治标准； (7)

生产加工规程及管理技术规范标准； (8) 产品质量

要求及分析测试方法标准； (9) 安全限量及分析测

试方法标准； (10) 农产品等级规格标准； (11) 包

装标识标准； (12) 贮存技术标准。 本着节约资源、
完善体系与减少重复建设的目的， 坚持行业可持续

发展、 全程质量控制、 安全优质及开放性等原则建

设行业标准体系， 达到标准体系能够与时俱进， 不

断调整、 补充和完善的目的。

2 剑麻标准体系建设的现状

我国剑麻标准体系建设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逐

步涵盖了以上12类全部类型的标准。 就大的层面来

说， 目前剑麻标准体系主要是由基础通用标准、 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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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技术规程标准和产品及方法标准等3大部分组成。
基本上形成了对剑麻产业产前、 产中和产后全过程

各个生产环节的规范。 按我国标准体 系的建设结

构， 分为国家标准、 行业标准、 地方标准和企业标

准。 截止2010年8月， 发布实施的有效标准(含 剑 麻

机械)包括国家标准4项， 行业标准33项， 其他标准

1项。 这些标准的发布实施， 在促进剑麻产业的持

续发展、 确保剑麻产品的质量安全等方面发挥了积

极的作用。
2.1 剑麻基础通用标准

剑麻基础通用标准主要包括3项， 即NY/T 233-

1994 《龙舌兰麻纤维及制品术语》、 NY/T 249-1995

《剑 麻 织 物.物 理 性 能 试 验 的 取 样 和 试 样 裁 取 》和

NY/T 1802-2009《剑麻产品质量分级规则》。 这几项

标准分别规范了剑麻产业的通俗用语、 产品质量检

测及产品生产管理的过程， 指导剑麻产业的发展，
提升剑麻纤维及其制品的质量。
2.2 剑麻产品生产技术规程标准

剑麻产品生产技术规程标准主要包括2项， 即

NY/T 222-2004 《 剑 麻 栽 培 技 术 规 程 》 和 NY/T

1439-2007《剑麻种苗》。 种苗和栽培技术标准主要

对麻田的植区和园地选择、 种苗、 定植、 田 间管

理、 病虫害防治、 割叶及麻田更新等生产环节进行

技术规定。 生产技术规程是全程质量管理的关键，
它的最大优点是将传统的最后产品质量检验转变为

从生产的源头进行控制。
2.3 剑麻产品及方法标准

剑麻产品及方法标准是产品质量的保证， 能够

直接反映出产品生产、 管理及质量控制的水平。 目

前， 剑麻产品及方法标准25项， 占剑麻产业标准的

68 %； 其中剑麻产品标准8项， 方法标准17项。 标

准规定了相关产品的术语和定义、 分类、 标记、 要

求、 取样和试验、 包装和标志、 运输和贮存及对应

产品的检测方法等。

3 剑麻标准体系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经过几十年 的发展， 剑麻 产业标准体 系建设

取得的成绩是显著的， 但由 于剑麻产业 自身起步

晚、 底子薄、 从业人员少及信 息资源相 对闭塞等

原 因， 在 标 准 体 系 建 设 中， 可 借 鉴 的 经 验 不 多，

因此存在一定体系性和 运行方面的 问题， 总体水

平与国外技术发达的国家仍有较 大差距， 产业 标

准化生产还未能从根本上得到 解决， 标准对 产业

发展的支撑和引领作用还未能 充分发挥 作用。 具

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3.1 标准数量少， 标龄时间长

虽然目前已制定行业标准38项， 但与众多的热

带其他作物种类和产品相比， 标准的数量还偏少，
标准的覆盖率还很低， 有的产品仍无标可依， 标准

的制定和修订工作整体滞后于生产、 贸易和监管等

方面的要求， 如剑麻纤维、 剑麻白棕绳等制品的成

产工艺规范标准还空缺。 标准 的修订间隔 期也较

长， 许多标准已有10多年的标龄 但还没有 进行修

订。 由于修订得不及时， 难以很好地适应国内外生

产 与 贸 易 变 化 的 需 要。 如NY/T 458-2001《剑 麻 地

毯》， 其规范性引用文 件共12项， 其 中5项(纺 织 品

类 标 准)都已经修订， 随着这些标准发布实施， 而

剑麻地毯标准得不到及时修订， 剑 麻地毯标 准的

先进性、 适用性就无从谈起了。 这 些将导致今 后

的 产 品 检 测、 质 量 监 督 等 方 面 的 工 作 是 被 动 的 ，
会发现检测结果精度不够、 数据 偏差较大， 甚 至

出现结果错误的情况。
3.2 标准的采标率偏低

由于长期以来缺乏对相关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

标准的系统研究与分析， 导致大多数标准在制修订

过程中没有充分采用相应的国际标准或国外先进标

准。 目前制定的标准中， 仅GB/T 15029-2009 《剑

麻 白 棕 绳》 非 等 效 采 用 国 际 标 准ISO 1181∶2004

《纤 维 绳 索—马 尼 拉 麻 和 剑 麻—3-， 4-及 8-股 绳

索》， 采标率仅占国家标准的25 %， 远远落后于其

他行业标准采标水平。 随着我国加入WTO， 标准与

国际标准接轨与否， 也将对所生产、 加工的农产品

是否符合国际市场的需要产生直接的影响。
3.3 标准的配套协调性差

一是表现在标准体系不配套。 由于标准制修订

计划整体上缺乏协调性和一致性， 导致了剑麻行业

标准不同类型的标准相互衔接不够， 尤其是检验检

测方法等方面的标准明显不足， 标准的完整性和配

套性较差， 如NY/T 243-1995剑麻纤维制品回潮率的

测定·蒸馏法和NY/T 244-1995 剑麻纤维制品回潮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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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测定·烘箱法， 这2项方法标准的界定只是对样品

的要求有差异， 而对于不含油剂的剑麻纤维， 2种方

法均适用， 但检测结果差异较大。 二是各级标准之

间的协调配套性不够。 如NY/T 1523-2007钢丝绳芯

用 剑 麻 纱 和GB/T 15030-2009剑 麻 钢 丝 绳 芯 标 准，
同一项技术指标， 要求有差异， 这给标准的推广使

用增加难度。 三是随着剑麻H·11648(东1号)的长年

种植， 病虫害的发生频率有逐年增加的趋势， 目前

在病虫害防治方面的标准还是十分有限； 2009初剑

麻粉蚧虫病的爆发， 造成剑麻大面积的死亡， 严重

影响了湛江垦区剑麻产业的健康发展。
3.4 标准的贯彻实施工作仍需进一步加强

一是标准 “重 制定、 轻实施” 的现象比较 普

遍， 标准制定工作远远领先于标准的宣贯实施， 其

中既有社会参与程度较低的问题， 也有标准本身科

学性和操作性不强的问题。 二是剑麻产业生产经营

模式上的制约也导致了标准很难做到有效地执行。
特别是标准贯彻实施的资金、 宣传、 培训和示范力

度不足， 使得农技推广人员、 生产者等各类标准使

用人员未能尽快掌握标准的技术内涵并加以应用。
三是剑麻产业自身规模小、 经营分散、 文化素质不

高， 标准贯彻实施难以执行的现象严重。
3.5 专业技术队伍缺乏

过去剑麻纤维一直是市场的 “宠儿”， 生产企

业重效益、 轻质量的观念十分严重。 随着产品市场

供求关系的变化， 剑麻产业标准的作用逐渐显现，
标准体系建设日益受到关注和重视， 但产业标准化

技术人才严重缺乏， 制约了剑麻产业标准体系的进

一步建设。

4 剑麻产业标准体系建设对策

剑麻产业标准体系作为剑麻作物发展的重要基

础， 必须立足长远、 夯实基础。 建议应从以下几个

方面着手。
4.1 加强领导， 建立标准评价反馈机制

一是落实项目负责人责任， 确保标准制修订、
宣贯等工作有效执行； 二是充分利用廉价的网络资

源， 建立标准评价反馈机制， 使标准评价反馈信息

及时、 畅通， 从而保证标准产业标准的科学性和适

用性。
4.2 加强人员队伍建设， 提高人员素质

针对剑麻产业标准人才队伍现状， 依据热带作

物标准化技术委员会 “十 二五” 期间人 员培训计

划， 有针对性地参加各类标准编写技能培训班， 标

准研讨会等， 加强剑麻标准化专业人才的培养， 提

高人员素质。
4.3 加大标准宣贯和实施力度

针对目前剑麻产业生产经营的模式， 制定合理

的、 科学的宣贯方式， 充分利用现有的教育系统和

大众宣传媒介， 加大标准的宣传、 普及和培训， 进

一步提高社会和生产者对标准的认知度和贯彻标准

的自觉性。 采用政府推动、 示范带动、 效益促动、
名牌鼓动、 市场准入拉动等多种形式， 扩大标准实

施推广覆盖面。 根据不同类型标准的特点， 编制通

俗易懂相应的操作手册， 切实提高剑麻产业生产者

使用标准的可操作性。
4.4 提早准备， 按期完成标准制修订

根据 “热标委” 就农业标准体系建设的通知要

求， 在 “十二五” 规划期间， 硬质纤维分技术委员

会共提出了17项急需制修订的标准， 其中包括龙舌

兰麻术语、 剑麻纤维生产技术规程、 剑麻绳生产技

术规程、 龙舌兰麻生产良好操作规范(GAP)、 剑麻

皂素海可吉宁和替可吉宁的 测定及剑麻 地毯标准

系列的修订等内容。 总的来 说， 标准制 修订数量

多， 任务重， 包涵的范围广。 建 议尽早做好 工作

计 划， 提 前 进 行 项 目 的 调 研 及 项 目 的 资 料 查 找 、
收集整理工作， 商定好标准制 修订的内容 后再着

手起草项目申报书， 这样才 能按期保质 保量的完

成项目任务， 才 能满足产业 生产、 检测、 贸易的

急切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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