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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林食品总则 

1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森林食品相关的术语和定义，森林食品的产地环境、生产过程、产品质量以及质量管 

理体系的要求。 

本标准适用于森林食品生产、加工、管理的全过程，暂不包括深加工产品和养殖类产品。 

2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2760食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 

GB 4285农药安全使用标准 

GB／T 8321(所有部分) 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GB 1488l食品企业通用卫生规范 

I，Y／T 1438--1999森林资源代码森林调查 

I。Y／T 1594--2002  中国森林可持续经营标准与指标 

LY／T l 678--2006  森林食品  产地环境通用要求 

SL 190一1 996土壤侵蚀分类分级标准 

3术语和定义 

LY／T 1594--2002中确立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森林食品forest food 

来自良好的森林生态环境，遵循可持续经营原则，符合本标准要求，具有生态、安全、优质、营养特 

性，经专门机构认证的可食林产品及其初加工产品。 

3．2 

森林食品产地环境producing area’s environment of for∞t  food 

森林食品生长地的环境，包括产地森林覆盖率，森林健康度，生物多样性，水土保持和空气、土壤、灌 

溉水等环境。 

3．3 

森林食品基地production area of forest  food 

森林生态环境良好，生物多样性丰富，具有可持续生产能力，符合本标准4．1、4．2规定要求，经专门 

机构认定的用于生产森林食品的产地。 

3．4 

产地森林覆盖率forest coverage of production area 

以产地为中心，半径为1．5  km范围内的森林覆盖率。 

3．5 

森林健康度forest healthiness 

森林外部危害因素对森林造成的综合危害程度，分健康、亚健康、中健康和不健康四个等级。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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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Y／T  1684—2007 因素主要指病害、虫害、火灾危

害、自然灾害等因素。 

4产地环境 

4．1产地范围 产地范围应边界清晰、林权明确。经营单位可以是独立的林(农)场或公司，也可以是多

个农户或其 

他生产联合体在同一地区从事农林生产。这些农户自愿根据本标准要求开展生产，并且建立严密的组 

织管理体系。 

4．2产地环境要求 

4．2．1基本要求 

产地应选择在森林生态环境条件好、无污染的地区。以产地为中心，半径为1．5 km范围内应具备 

良好的森林自然环境，生物多样性保护措施得当，森林小气候明显，有维持自身森林生态系统和可持续 

生产的能力。 

产地应远离工矿区和公路铁路干线，避开工业和城市污染源的影响。 

4．2．2产地森林覆盖率 

以产地为中心，半径为1．5 km范围内森林覆盖率达到60％以上。 

4．2．3生物多样性 森林群落由多树种构成复层结构，森林结构和物种数量稳定，珍稀濒危物种、种质

基因得到妥善保 

护。生物多样性等级达到一般等级以上。 

4．2．4森林健康度 森林林相整齐，林分结构合理，具有自肥能力和林业有害生物自控能力，森林火险等

级降低、环境保 

护功能增强和资源产值提高。产地及周围森林健康等级的面积达80％以上，无不健康的等级。 

4．2．5水土保持 

设计方案、经营过程中要有科学有效的水土保持措施。按SL 190   1996中表6．1、表5．2规定执 

行分级标准，产地不能出现土壤中度、强度或剧烈侵蚀等级。 

4．2．6空气、土壤、灌溉水环境质量 

符合LY／T 1678  2006中4．2、4．3、4．4规定的要求。 

4．3检测与评价方法 

4．3．1森林覆盖率 

根据LY／T 1438—1999中规定方法调查统计。 

4．3．2生物多样性 

4．3．2．1调查方法 根据产地及周围森林面积和林分类型变化情况，选择一定面积或数量的有代表性的

样地，调查植物 

种类和数量。 

4．3．2．2评价方法 

采用Shannon Wiener的多样性指数模式，按式(1)计算t 

D—一耋(等)，。sz(等) 
式中： D——生物多样性指数5 s—

—样地中某种植物的个体类； M——

样地中植物种类数； N——样地中各

种植物的总个体数。 

4．3．2．3评价标准 

评价标准见表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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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 生物多样性等级评价标准 

生物多样性指数D D—o  O<D≤l  l<D≤2  2<D≤3  D>3 

生物多样性等级 差  较差   一般  较好  好 

4．3．3森林健康度 

4．3．3．1评定标准 根据林木的生长发育、外观表象特征及受灾情况综合评定森林健康状况，用森林健

康等级表示。其 

评定标准见表2。 

表2森林健康等级评定标准 

健康等级 评定标准 

林木生长发育良好，林相整齐，枝干发达，树叶大小和色泽正常，能正常结实和繁殖，未受任 
健康 

何灾害 

林术生长发育较好，林相比较整齐，树叶偶见发黄、褪色或非正常脱落(发生率10％以下)， 
亚健康 

结实和繁殖受到一定程度影响，未受灾或轻度受灾 

林木生长发育一般，林相欠整齐．树叶存在发黄、褪色或非正常脱落(发生率10％～30％以 
中健康 

下)，结实和繁殖受到抑制，或受到中度灾害 

林木生长达不到正常状态，林相不整齐，树叶多见发黄、褪色或非正常脱落(发生率30％以 
不健康 

上)，生长明显受到抑制，不能结实和繁殖，或受到重度灾害 

4．3．3．2调查与统计方法 以小班为调查单元，对产地及周围的有林地与灌木林地观测病害、虫害、火灾

危害、自然灾害和大气 

污染等，根据表2，综合各种危害程度评定小班森林健康度。采用面积成数统计法，计算各健康等级的 

面积比例。 

4．3．4水土保持 

按SL 190  1996中5．1、5．2规定的方法执行。 

4．3．5空气、土壤、灌溉水环境质量 

按LY／T 1678--2006中规定的检测方法执行。 

4．4判定规则 

检测和评价(定)的所有指标符合本标准4．1、4．2规定要求的，可认定为森林食品基地。 

5生产过程 

5．1培育 

5．1．1产地选择 产地及周围环境质量符合第4

章规定要求。 

5．1．2缓冲带 

如产地有可能受到邻近生产区域或污染源的影响，应在其四周设置明显的缓冲带，以保证不受 

污染。 

5．1．3品种选择 选择适应当地气候、土壤性质等自然环境条件的区域，为品种适生区。 选择品质

优良、性状稳定，抗病虫害、抗逆性强的品种。对劣势品种通过嫁接等途径进行改良。 能维护

森林生态平衡、保护物种多样性和物种遗传多样性。 

5．1．4水土保持 

5．1．4．1在营造林的各个环节防止水土流失、土壤退化、沙化、盐碱化，防止危害水资源和生态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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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4．2  25。以上坡度的山地不应开垦新种。不应全面炼山，宜采用块状整地、水平带整地、鱼鳞坑 

整地。 

5．1．4．3山地、丘陵应保留或恢复山顶、山脊天然植被，或沿一定等高线保留、恢复植被保护带。 

5．1．4．4抚育应多留地表植被，实行带状垦复、逐年轮垦、劈草抚育等措施。水平带梯壁保留植被，林 

问可套种豆科作物、绿肥或行间铺草，以耕代抚。提倡减耕、免耕。 

5．1．5土肥水管理 

5．1．5．1根据土壤性质和植物营养特征，通过林地培肥，改善土壤肥力和生物活性，增强森林的自肥能 

力，保持林地的可持续利用。 

5．1．5．2严格控制使用化肥，提倡使用有机肥和生物肥。正确选择施肥方式、施肥时问和施肥量，并防 

止肥料中重金属可能对环境及其产品产生不良影响，其重金属限量应达到国家相关标准。 

5．1．5．3应采取有利于降水富集或排放的营林措施，有条件的根据需要选择适宜的排灌方式。灌溉水 

质量符合LY／T 1678  2006中4．4规定的要求。 

5．1．6有害生物防治 

5．1．6．1防治原则 

坚持“预防为主、科学防控、依法治理、促进健康”的方针，利用森林生态系统的自我调节功能，根据 

有害生物与环境之间的相互关系，充分发挥自然控制因素的作用，因时因地制宜，采取必要措施，保持森 

林生物多样性，构建稳定的森林生态系统，将有害生物控制在经济损失水平以下，以获得最佳的经济、社 

会和生态效益。 

5．1．6．2预测预报和植物检疫 

加强林业有害生物和疫病的监测，及时发布预报。 开展植物检疫，严禁国家检疫性有害生物和危险

性有害生物的人为传人。一经发现及时上报并立 

即销毁。 

5．1．6．3营林防治 

通过选用抗病虫和抗逆性强的品种、加强栽培管理、合理修剪、科学施肥等措施，改善生态环境，抑 

制或减少有害生物发生。 

保护天然林，提倡营造混交林，力求形成异龄林、复层林，保持和丰富生物多样性。对现有针叶纯林 

应有计划地改造成针阔混交林，积极营造防护林带、缓冲带或隔离带等。 

采用清除杂草、周期性轮作、种植绿肥等作物栽培技术控制有害生物。 

5．1．6．4物理防治 采取灯光诱杀、人工捕杀、人工除卵，及时清除病死、枯死

树(枝)等措施。 

5．1．6．5生物防治 保护、利用各类天敌，合理进行人工繁殖、释放、助迁和引进天

敌等。 利用苏云金杆菌(Bt)等细菌、白僵菌等真菌、病毒等生物制剂和植物源

农药。 利用性信息素诱杀。 

5．1．6．6化学防治  严格控制使用化学农药，禁止使用剧毒、高残留或致癌、致畸、致突变的“三致”农药。 

农药使用符合GB 4285、GB／T 8321(所有部分)的规定要求，严格按农药安全使用规定的问隔期 

执行。 

5．1．6．7突发事件应急措施 根据突发有害生物事件应急预案，制定突发有害生物事件应急实施方

案。应急实施方案包括以下 

主要内容： 

——应急处置指挥机构和人员； 

——应急处置工作职责和程序；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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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害生物控制和防治措施； 

——有害生物应急处置物质保障。 

5．1．7森林防火 建立森林防火制度，实施森林火灾监控，落实包括扑救队伍、装备等在内的各项

措施。 沿林道、山边、林缘开设防火隔离带，或根据森林可燃物类型及火险等级营造生物防灾

林带。 

5．1．8生物多样性保护 

重视生物多样性与森林生态环境保护，重视天敌及栖息地保护。 调整针阔叶树比例，增加阔叶林

比重，采取人工辅助等经营措施，促进林分或林下物种正常生长。 乔、灌、草构成复层结构，森林

群落结构稳定。 周围森林物种的数量稳定，珍稀濒危物种、种质基因应得到妥善保护。 

5．2采收 

5．2．1采收时期 根据品种、用途确定采收时

期，适时采收。 

5．2．2采收方法  根据品种、用途采取适宜的采收方法。 采用击落或摇落法时，不得采用损坏果

枝、伤害树体和影响树木正常生长的方法。采摘后及时装 

运，妥善保存贮藏，防止产品发生质变和污染。 

5．2．3采收管理 采收时应采取严格的安全劳动保障措施，保证人身安全。 采集量不得超过森林生态

系统可持续生产的产量，采集活动不得对自然环境产生不利影响或对野 

生动植物物种造成威胁。 

5．3初加工 

5．3．1加工所需的主要原料应产自森林食品基地。这些原料在最终产品中所占质量不少于90％。森 

林食品含量按式(2)计算： 

F一百A×100％ 

式中： 

F——森林食品含量，％； 

A——产自森林食品基地的原料质量，单位为千克(kg)； 

B——产品总质量(不包括水、食盐)，单位为千克(妇)。 

5．3．2森林食品的加工应符合国家与行业管理部门对食品生产加工的管理要求，符合GB 2760、 

GB 1488l规定的要求。 

5．3．3制定科学与符合规定要求的加工工艺与技术规范，并在加工的整个过程中得到有效控制。 

5．3．4鼓励森林食品加工企业建立质量管理体系(ISO 9001)、环境管理体系(ISO 14001)，通过HAC 

CP、GMP认证。 

5．4运输、贮藏和包装 

5．4．1运输 非专用运输工具在装载森林食品前应进行清洗消毒。 在运输工具及

容器上，设立专门的标志和标识，避免与非森林食品混杂。 在运输和装卸过

程中，外包装上贴有清晰的森林食品认证标志及有关说明。 运输和装卸过程

有完整的档案记录，并保留相应的单据，保持生产的完整性。 易腐、易变质的

森林食品应采取适宜的保鲜措施。 

5．4．2贮藏 

仓库应经过严格消毒、清洁卫生、无有害生物。 

5 



LY／T 1684--2007 允许使用常温贮藏、冷藏、气调贮藏、干制贮藏和湿度调节等贮藏方法，所采用的贮

藏方法有利于保 

持森林食品品质。 森林食品应单独贮藏。不同种类的森林食品或森林食品与非森林食品共同贮藏时，

应在仓库内划 

出特定区域，并采用可识别的包装或标签等措施。 

保留完整的出入库记录和凭据。 

5．4．3包装 包装材料符合国家卫生要求和相关规定，提倡使用可重复、可回收和可生物降解的包

装材料。 包装简单、实用、有效，避免过度包装。 

6产品质量 

6．1感官指标， 具有该产品成熟时的自然特征，达到相应产品

的等级要求。 

6．2质量安全指标 农药残留、重金属、卫生等质量安全指标符合相应的国家标

准或行业标准。 

6．3判定规则 

符合6．1、6．2要求，判定为合格。若有一项不符合，允许重新对同批产品进行一次加密取样复测， 

仍不符合，判定为不合格。两项或以上指标不符合，判定为不合格。 

7质量管理体系 

7．1基本要求 森林食品的生产、加工应具有以下

基本条件： 

——具有明确的法律地位与山林经营权； 

——按本标准要求，制定相应的生产、加工技术规程和技术措施； 

——按本标准第7章要求建立、运行并得到持续改进的质量管理体系。 

7．2质量管理体系 

7．2．1 建立、实施和保持与其经营范围相适应的质量管理体系。 

7．2．2质量管理体系应包括基本要求、质量管理体系、文件控制、服务和供应品的采购、投诉、记录控 

制、内部检查、持续改进、资源管理、过程控制。 

7．2．3质量管理体系应文件化。 

7．2．4质量管理体系应包括质量手册和各类程序或技术性措施等支持性文件。质量手册应至少包括 

或涉及： 

——质量方针与质量目标的阐述； 

——组织机构图及与其相关人员的职责与权限； 

——森林食品生产、加工、经营者简介； 

——生产、加工场所位置图，与之相关的河流及其他水源的分布图、缓冲区域或相邻及边界土地的 

分布利用图； 

——对质量要素的阐述。 

7．2．5所制定的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应能被相关工作人员所理解、方便地获得，并得到有效的执行。 

7．3文件控制 

7．3．1所有质量管理体系文件，在实施前应按规定程序，进行审查并批准。应建立识别质量管理体系 

文件的有效状态标识，以防止使用无效的和(或)作废的文件。 

7．3．2应制定为确保文件有效管理的程序性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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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服务和供应品的采购 

7．4．1应制定与森林食品的生产、加工、销售情况有关的，如种子、苗木、肥料、杀虫剂等对生产与环境 

有影响的服务与供应品的采购、验收和存储的管理规定。 

7．4．2应保存所有采购的服务与供应品的记录，并有与其质量要求符合的相关证明或验收材料。 

7．5投诉 应制定消费者或其他方面投诉的处理规定程序，并保存所有投诉与投诉处理的记录，以及对

投诉所 

开展的调查和纠正措施的记录。 

7．6记录控制 

7．6．1应建立并维持记录的识别、收集、存取、维护与清理的管理规定，以保证记录安全可靠，并能得到 

充分的利用。 

7．6．2记录应清晰准确，至少保存5年。 

7．6．3记录的内容应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内容： 

——种子、苗木的来源等信息； 

——生产过程中按相关规程、规范进行的技术措施，营林措施、有害生物防治等林业生产活动记录； 

——采收记录； 

——加工记录，包括原材料的采购、森林食品含量、加工工艺过程、出入库记录等； 

——产品的批号管理记录，以及加工过程、包装、标识、贮藏、出入库、运输与销售记录。 

7．7内部检查 

7．7．1应建立内部检查程序。按预定计划，定期对森林食品生产、加工、经营活动进行内部检查，以验 

证其持续符合本标准要求。 

7．7．2内部检查应由经过专业技术培训并具备相应资格的人员进行。 

7．7．3对检查中发现的不符合或对其符合性有怀疑时，应采取必要的纠正措施。对确认为不符合的， 

应立即剔除并销毁，对有可能对产品质量产生影响的，及时书面通知。 

7．7．4对检查的领域、检查中发现的情况、采取的纠正措施，以及对纠正措葱的有效性验证情况，应予 

以记录。 

7．8持续改进 应利用内部检查，以及纠正与预防措施，实现森林食品生产者的质量管理体系持续有效

的改进，消 

除不符合因素或潜在的不符合因素，提高生产技术与质量管理水平。 

7．9资源管理 

7．9．1应具备与森林食品生产加工规模和技术相适应的资源，并制定相适应的资源管理程序。 

7．9．2应确保从事相应工作岗位的人员具备符合运作要求的能力，并得到有效培训。 

7．10过程控制 

7．10．1应制定与森林食品活动相适应的过程控制管理程序。通过对实际生产全过程的记录，实现对 

整个过程的追溯。 

7．10．2在生产加工的整个过程中采取的生产技术措施，应制定计划，并有计划实施情况的记录。 

7．10．3应制定森林食品产地环境条件的控制程序。直接影响森林食品产品质量的要素应得到有效的 

监控，控制的要求在生产技术措施与实蓝计划中得到充分体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