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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质量分级导则

1 范围

本标准给出了农产品质量分级的分级原则、分级要素选择和确定、容许度规定、检验方法规定。
本标准适用于农产品质量分级标准或技术性指导文件的制修订。

2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2.1
分级 grading
按一定标准区分农产品质量差异的活动,分级包括质量分等和规格定级。

2.2
等级 classandgrade
对农产品质量分等和(或)规格定级所做的规定。

2.3
级差 differential
农产品相邻等或级之间相对应的指标差值。

2.4
容许度 tolerance
一批农产品中允许低于本等级质量要求的限度。

3 分级原则

3.1 市场优先原则

在选择和确定分级要素时,应优先考虑农产品贸易的需求。

3.2 质量引导原则

对体现农产品较高质量的特征应作出恰当合理的必要性规定,以助于引导农产品质量的提高。

3.3 适用性原则

应依据农产品用途、贮藏和加工方式、消费人群需求等因素,结合现有质量水平和生产实际进行分

级,对易出现的质量变化(如:腐烂、变质等)作出合理的限制性规定。

3.4 科学性原则

分级指标选择和指标参数的确定应建立在对农产品质量特性、市场现状、市场价格等数据和经验准

确归纳的基础上,并充分考虑农产品的生产供需情况和分级成本及效益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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