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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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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规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深圳市乡村振兴和协作交流局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深圳市标准技术研究院、深圳市乡村振兴和协作交流局、

深圳市品牌建设促进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周鹏、吕欣、刘永、珠娜、王科、赵云龙、蒋青青、黄超林、吴萍、谭韵、

梁晟铭、聂兰军、秦益楠、王晓娅、谢妙琦、郭靖婷、蔡芷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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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标准农田 安全生产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深圳市高标准农田安全生产、管理工作等方面的要求，包括高标准农田的整体管理、

用电安全管理、投入品管理、农机管理、田间工作人员保护、特殊（极端）天气、田间管理档案和农产

品质量安全要求等。

本文件适用于指导深圳市各区（新区、深汕特别合作区）高标准农田种植单位与个人的安全生产和

管理工作。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276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GB/T 8321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 15618 土壤环境质量 农用地土壤污染风险管控标准

GB 18382 肥料标识 内容和要求

GB/T 23466 护听器的选择指南

GB/T 30600 高标准农田建设 通则

GB 38400—2019 肥料中有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

GB 50201—2014 防洪标准

NY/T 496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通则

NY/T 1105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氮肥

NY/T 1535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微生物肥料

NY/T 1868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钾肥

NY/T 1869 肥料合理使用准则 有机肥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农业生产基地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base

在全国或地区农产品经济中占有较重地位并能长期稳定地向区内外提供大量农产品的集中生产地

区。

3.2

肥料 fertilizer

https://baike.baidu.com/item/%E5%86%9C%E4%BA%A7%E5%93%81/5686507?fromModule=lemma_inlin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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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提供、保持或改善植物营养和土壤物理、化学性能以及生物活性，能提高农产品产量，或改善

农产品品质，或增强植物抗逆性的有机、无机、微生物及其混合物料。

[来源：GB/T 38400—2019，3.1]

4 整体管理

4.1 农业生产基地在生产和管理等活动中，应坚持安全第一，预防为主的方针。

4.2 农业生产基地应建立事故应急预案，确保在发生事故时，能够迅速有效地进行应急处理。

4.3 农业生产基地应建立健全运行管护制度，应定期对灌溉排水、农田输配电、工程设施、田间道路

等农田基础设施进行检查和维护，确保长期有效。

4.4 农业生产基地应定期进行安全隐患排查，发现隐患应及时采取措施，予以排除。排查项目宜参考

安全生产自查表（见附录 A）。监管部门应对农业生产基地范围内地块定期开展农业安全生产抽查，抽

查项目宜参考安全检查表（见附录 B）。

4.5 农业生产基地及周围的土壤、水、牧草、大气环境质量应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环境要求。

4.6 农业生产基地的生产活动应建立和完善农产品生产销售档案。

4.7 农业生产基地在进行农业生产过程中各基地应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

4.8 存在高压电塔的农业生产基地，应在安全的距离进行农业生产及管理活动。

5 用电安全管理

5.1 农业生产基地应完善电网建设，按照 GB/T 30600 的规定建设电网，确保建设质量符合供配电系统

设计、施工及运行相关的规范，并力争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5.2 农业生产基地应对电网进行监管和管理，定期检查和维护，防止电线接触老化、损坏、断裂等问

题，及时拆除危险电线杆。

5.3 农业生产基地应落实农业生产用电安全责任，定期开展员工用电安全教育培训，制定相关的安全

规章制度，加强安全警示教育等。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应注意电器的使用安全，避免发生电器短路、漏电、

电线跳闸等危险。

5.4 农业生产基地在电力输送、使用出现故障时，应及时开展排查、检修和维护，避免事故发生。

5.5 农业生产基地应建立应急演练机制，提高应对危急情况的能力，增强安全生产事故的应急处理意

识和能力。

5.6 农业生产基地应建立用电安全管理，档案应由农业生产基地统一管理，至少保存两年。

6 投入品管理

6.1 通则

6.1.1 农业生产基地应按照有关规定科学合理使用农业投入品。鼓励使用有机肥、微生物肥料、生物

农药和可降解农膜等生产资料。应建立农产品生产记录档案，详细记载农药、肥料等农业投入品使用等

情况，确保产品的可追溯性。

6.1.2 农业生产基地应及时回收并妥善处置农药、肥料和农用薄膜等农业投入品的包装物、废弃物。

6.1.3 农业生产基地应建立农产品质量检验检测制度，对生产的农产品进行自检或者委托具备资质的

机构进行检验，经检验不合格的农产品不应上市销售，生产基地对其生产的农产品质量安全负直接责任。

6.2 肥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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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1 农业生产基地应从正规渠道采购有生产许可证、肥料合格证、执行标准号等肥料，采购的肥料

符合 GB 18382 要求。

6.2.2 农业生产基地宜使用充分腐熟的农家肥或商品有机肥。

6.2.3 农业生产基地所使用的肥料应满足 NY/T 496 的要求，氮肥应满足 NY/T 1105 的要求，微生物肥

料应满足 NY/T 1535 的要求，钾肥应满足 NY/T 1868 的要求，有机肥料应满足 NY/T 1869 的要求，所有

肥料有毒有害物质含量应符合 GB 38400—2019 的规定。

6.2.4 肥料应储存在专用仓库中，仓库清洁、干燥，且远离水源。

6.2.5 肥料的采购、使用、储存和销售记录应至少保存两年。

6.3 农药

6.3.1 农业生产基地应从正规渠道购买有生产许可证、农药登记证和执行标准号的农药，不应购买非

法销售点销售、无产品质量标准、无合格证明、无标签或标签内容不完整、超过保质期的农药。

6.3.2 使用农药应符合 GB/T 8321 的规定，按照规定的用药量、用药次数、用药方法和安全间隔期施

药，正确配药、施药。

6.3.3 使用农药后应做好废弃物处理和安全防护工作，做好水源隔绝防止农药污染环境和农药中毒事

故。

6.3.4 农药应储存于专用仓库中，仓库应达到防火、防盗、防潮、阴凉、通风、避光等要求。

6.3.5 存储农药的包装应有完整、牢固、清晰的标签，且不应与其他生产资料混放。

6.3.6 固体农药应注意防潮隔湿、通风散潮，液体农药应注意隔热防晒、避免高温、接触空气及碱性

物质。固体、液体农药宜分类存放。

7 农机管理

7.1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大型农机使用前应前往负责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的机构办理注册登记，

并取得登记证书、号牌和行驶证。登记之前，需要临时使用的，应取得临时牌证。

7.2 已经办理注册登记的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大型农机，出现所有权发生转移、登记内容变更、用

作抵押、报废的情形之一时，应在 30 天内办理相应的登记。

7.3 负责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的机构应按照国家规定每年一次对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大型农机进

行安全技术检验，对驾驶证实施审验，并向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提供资料、数据。

7.4 拖拉机、联合收割机等大型农机驾驶、操作人员应向负责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的机构申领驾驶

证，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对拖拉机驾驶员作出暂扣、吊销驾驶证处罚或者记分处理的，应定期将处罚

和记分情况通报有关负责农业机械安全监督管理的机构。吊销驾驶证的，应将驾驶证送交有关负责农业

机械安全监督管理的机构。

7.5 农用无人驾驶航空器所有者应进行实名登记，并依法合规投入农业生产使用。

7.6 农业机械的使用者或管理者应对农业机械进行日常安全生产检查，定期进行专项检查和维护保养。

每年应至少进行一次全面彻底的检查，包括对发动机、传动装置和刀具等重要部件的检查，以及对油液

的更换和清洗此外，应定期对农机进行维修和维护，确保其正常运行和延长使用寿命。

7.7 农业机械作业过程中，驾驶、操作人员应遵守农业机械安全作业规则。出现人身伤亡或者财产损

失事故时，驾驶、操作人员应立即停止农业机械运行，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并及时报告当地负责农业

机械安全监督管理的机构。

7.8 农业生产基地应至少每年一次对农业机械操作人员进行培训教育，并记录培训情况。

8 田间工作人员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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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农业生产基地承包主体应结合田间工作人员的作业方式、工作条件、佩戴的合适性与舒适性，并

考虑其个人特点、需求及劳动强度，选择防护功能和效果适用的劳动防护用品。

8.2 农业生产基地承包主体应对田间工作人员进行岗前安全教育和安全技能培训，使其掌握农药、化

肥及农机具等的正确使用方法，提高安全生产技能和安全防范意识，增强事故预防和应急处理能力。

8.3 加强田间生产现场安全管理和生产过程的控制，做好农用机械设备等的日常维护保养和人员的劳

动防护工作，保障工作人员安全和健康。

8.4 农业生产基地承包主体应在可能发生急性职业损伤的有毒、有害工作场所配备应急劳动防护用品，

放置于现场临近位置并有醒目标识。

8.5 防护器具应存放在安全、便于取用的地点，并有专人负责保管，定期校验和维护。

8.6 农业生产基地承包主体宜为接触噪声的田间工作人员配备符合 GB/T 23466 的护听器，并定期进行

听力测试。

8.7 田间工作人员存在同时接触不同的危险、危害因素的情况，用人单位应为其提供防御各类危害的

劳动防护用品，并考虑其可兼容性。

8.8 农业生产基地承包主体应制定田间工作人员危险情况（如农药中毒、高温中暑等）的应急管理措

施。

8.9 农业生产基地的承包主体应负责定期组织田间工作人员进行健康检查，并实施心理支持与压力管

理措施。

9 特殊（极端）天气

9.1 排涝标准应满足农田积水不超过作物最大耐淹水深和耐淹时间，应由设计暴雨重现期、设计暴雨

历时和排除时间确定。

9.2 农田防洪标准应符合 GB 50201—2014 的规定。

9.3 在台风、暴雨、高温、干旱等自然灾害来临前，应及时开展自查，做好应急防御、物资储备工作，

落实特殊天气下的农业生产安全防范措施。

9.4 大（暴）雨天气前应做好棚舍等设施设备的排涝工作，提高农田的防洪排涝能力。

9.5 大风天气前应对农田温室大棚等设施进行认真排查，及时做好棚架、棚膜、危旧大棚等设施的加

固工作，防止因大风造成设施倒塌和破损。对陈旧设备设施及时维护更新，防止发生因供电线路等问题

引起的火灾等。

9.6 农田棚舍屋顶应安装避雷针，避免雷电天气带来的危害。

9.7 应做好安全事故应急预案、演练，在发生安全生产事故后进行分析等工作。

9.8 台风、暴雨等极端恶劣天气时，停止一切田间作业，除排灌设施等用电外，应关闭农业生产基地

户外电源，防止出现二次安全事件。及时撤离居住在农田内危房、临时用房里的人员，确保不发生人身

伤害事件。
A

A

9.9 高温干旱时，用人单位应采取有效的防暑降温措施和防晒措施，合理调配工人的田间作业时间，

高温时段不宜进行较高劳动强度作业，应备足防暑降温用品，及时补充水分、盐分等。

9.10 大风等自然灾害过后，应及时检查有无棚膜损坏、卷帘机故障、棚体变形垮塌等安全隐患，发现

问题及时采取补救措施，妥善处理，避免发生二次损失。

9.11 农田内涝后应及时通过人工干预将田间积水尽快排出，恢复土壤生机。

10 田间管理档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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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 农业生产基地应建立种植管理档案，详细记录种植基地的名称、负责人、种植面积、种植区编号、

种植（播种、种子数量、前茬茬口、定植期等）、用电、农机使用等情况，农田的基本条件、灌溉水、

土壤质量监测结果，农业投入品基本信息、采购信息、使用记录信息以及采收销售情况。

10.2 档案应根据生产情况定期维护、更新，由农业生产基地统一管理，至少保存两年。

11 农产品质量安全要求

11.1 收获时宜对农产品进行农药残留等相关检测，确保农产品质量达到质量安全标准。

11.2 在农田生产过程中宜定期对土壤和农产品中的污染物进行监测，监测结果应分别符合 GB 15618、

GB 2762 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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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资料性）

农业企业安全生产自查表

农业企业安全生产自查表见表 A.1。

表 A.1 农业企业安全生产自查表

农业企业安全生产自查表

自查时间 自查单位

所属片区 地块编号

农田巡查内容，符合条件的“√”

安全规定
是否有台风暴雨雷暴等极端天气禁止

室外作业规定
□ — —

危险边坡

是否定期对危险边坡及周边情况进行

检查
□ 是否定期清除危险物体 □

危险区域防涝措施是否加固 □ — —

排水沟渠是否完好 □ 排水沟渠是否定期清理 □

是否合规配备防洪器材 □ — —

用电

高压塔附近极端天气是否停止作业 □ — —

雨后电线是否检查后恢复生产 □ — —

农机作业

是否为人员配备相应的劳动防护用品 □ 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 □

是否按照设备安全操作规程进行操作 □
是否定期对农机进行检

查维保
□

锋利部位、齿轮链条等处护罩是否完整 □ 是否设置警示标志 □

水池 是否配备救生圈、竹竿等救援器材 □
是否设置防护栏杆和警

示标志
□

高温 是否配备解暑物品 □ — —

野生动物

/昆虫

工作人员是否进行安全培训 □ 是否配备常用药品 □

是否具备夜间照明措施 □
是否安装防护网等保护

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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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农业企业安全生产自查表（续）

建筑设施自查内容，符合条件的“√”

设施选址是否恰当

农舍 □
配发电房

（电箱）
□

化学品

储藏间
□

冷库 □ 气调库 □ 其他 □

建筑结构是否牢固

农舍 □
配发电房

（电箱）
□

化学品

储藏间
□

冷库 □ 气调库 □ 其他 □

是否住人

农舍 □
配发电房

（电箱）
□

化学品

储藏间
□

冷库 □ 气调库 □ 其他 □

是否制定用电安全管理

制度

农舍 □
配发电房

（电箱）
□

化学品

储藏间
□

冷库 □ 气调库 □ 其他 □

是否规范用电安全行为

农舍 □
配发电房

（电箱）
□

化学品

储藏间
□

冷库 □ 气调库 □ 其他 □

是否完善用电安全设施

农舍 □
配发电房

（电箱）
□

化学品

储藏间
□

冷库 □ 气调库 □ 其他 □

是否对用电情况进行

实时在线监控

农舍 □
配发电房

（电箱）
□

化学品

储藏间
□

冷库 □ 气调库 □ 其他 □

用电、消防设施是否保留

足够操作空间及安全通

道

农舍 □
配发电房

（电箱）
□

化学品

储藏间
□

冷库 □ 气调库 □ 其他 □

是否拆除普通物料及

没必要的开关、插座等

用电设施

农舍 □
配发电房

（电箱）
□

化学品

储藏间
□

冷库 □ 气调库 □ 其他 □

每两年是否进行一次

全面电气线路检测

农舍 □
配发电房

（电箱）
□

化学品

储藏间
□

冷库 □ 气调库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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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农业企业安全生产自查表（续）

建筑设施自查内容，符合条件的“√”

是否具有电气火灾监控

系统

农舍 □
配发电房

（电箱）
□

化学品

储藏间
□

冷库 □ 气调库 □ 其他 □

是否建立防火巡查和检

查管理制度

农舍 □
配发电房

（电箱）
□

化学品

储藏间
□

冷库 □ 气调库 □ 其他 □

走廊、楼梯口等处是否堆

放杂物

农舍 □
配发电房

（电箱）
□

化学品

储藏间
□

冷库 □ 气调库 □ 其他 □

通道和安全出口是否通

畅

农舍 □
配发电房

（电箱）
□

化学品

储藏间
□

冷库 □ 气调库 □ 其他 □

是否确定安全巡查、检查

人员

农舍 □
配发电房

（电箱）
□

化学品

储藏间
□

冷库 □ 气调库 □ 其他 □

是否确定安全巡查、检查

部位（频次）

农舍 □
配发电房

（电箱）
□

化学品

储藏间
□

冷库 □ 气调库 □ 其他 □

每年是否有专业机构对

消防设施进行全面检测

农舍 □
配发电房

（电箱）
□

化学品

储藏间
□

冷库 □ 气调库 □ 其他 □

可燃材料的存放是否满

足“五距安全需求”

农舍 □
配发电房

（电箱）
□

化学品

储藏间
□

冷库 □ 气调库 □ 其他 □

可燃材料是否堆放在用

电、消防设施一米内

农舍 □
配发电房

（电箱）
□

化学品

储藏间
□

冷库 □ 气调库 □ 其他 □

临时危险动火作业是否

进行审批

农舍 □
配发电房

（电箱）
□

化学品

储藏间
□

冷库 □ 气调库 □ 其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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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1 农业企业安全生产自查表（续）

建筑设施自查内容，符合条件的“√”

是否配备足够消防器材

农舍 □
配发电房

（电箱）
□

化学品

储藏间
□

冷库 □ 气调库 □ 其他 □

是否制定应急预案

农舍 □
配发电房

（电箱）
□

化学品

储藏间
□

冷库 □ 气调库 □ 其他 □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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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资料性）

农业生产基地安全检查表

农业生产基地安全检查表见表 B.1。

表 B.1 农业生产基地安全检查表

农业生产基地安全检查表

检查时间 检查人员（签字）

所属片区 地块编号

受检单位

负责人（签字）

制度

建设

1、受检企业是否建立安全生产责任制度 □

2、受检企业的安全生产第一责任人是否下载“学习强安”app □

3、受检企业是否有日常安全检查和隐患整改管理记录 □

4、是否有农机事故、消防安全、三防等应急救援预案 □

5、受检企业是否严格执行农业危废申报登记 □

农田

基础

6、低洼地等危险区域防涝是否通畅 □

7、边坡是否进行定期检查、加固 □

8、所属农田排水沟渠是否完好 □

9、所属农田排水沟渠垃圾杂物是否已清理 □

10、所属农田建筑物强度是否符合要求 □

11、所属农田是否合规配备防洪器材 □

12、水池旁是否配备救生圈、竹竿等救援器材 □

13、水池旁是否设置防护栏杆和警示标志 □

消防

安全

14、灭火器等消防器材有无及是否定期检查 □

15、易燃易爆物和化学品摆放是否符合安全规范 □

16、所属农田农舍电线、插座是否符合安全使用要求 □

17、所属农田是否存在违章搭建、私拉乱接情况 □

18、所属农田是否存在焚烧秸秆和其他农业废弃物情况 □

农机

作业

19、操作人员是否配备相应的劳动防护用品 □

20、操作人员是否持证上岗 □

21、操作人员是否按照设备安全规程进行操作 □

22、是否定期对农机进行检查维保 □

23、锋利部位、齿轮链条等处护罩是否完整及设置警示标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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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1 农业生产基地安全检查表（续）

农业生产基地安全检查表

农业

投入品

使用及其

废弃物

回收

24、农药是否存在过期或不合格 □

25、农药喷施器具使用方法是否安全规范 □

26、农业废弃物是否有分类投入集中回收桶 □

27、农业废弃物集中回收点是否有警示标志及安全防护措施 □

28、农业投入品使用及其废弃物回收是否有完整的台账资料 □

极端

天气

29、是否有台风、暴雨等极端天气禁止室外作业规定 □

30、高压塔附近极端天气是否停止作业 □

31、是否落实高温超 37℃采取换班轮休等防暑措施 □

32、所属农田是否配备解暑物品和防中暑药品 □

应急

措施

33、是否有农业应急管理物资储备 □

34、是否能及时收到极端气候预警信息并做好防范措施 □

35、是否做好危险野生动物如蛇、红火蚁等防护及安全应急措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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