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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标准制定工作概况

（一）任务来源

《农业部关于支付 2017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专项经费等项目

资金的通知》农财发[2017]38号第 57条制定农业土壤中 PAEs残留的

气相色谱-质谱检测方法，标准主要起草单位为江苏省农业科学院农

产品质量安全与营养研究所。标准起草首席专家为余向阳研究员。

（二）编写人员与分工

本标准主要完成人：余向阳、陈小龙、程金金等。项目技术负责

人余向阳全程指导标准的制定，任务负责人陈小龙及其他人员负责土

壤中邻苯二甲酸二甲酯（DMP）、邻苯二甲酸二乙酯（DEP）、邻苯二

甲酸二正丁酯（DBP）、邻苯二甲酸丁基苄基酯（BBP）、邻苯二甲酸

二（2-乙基）己酯（DEHP）、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DnOP）共 6种

（PAEs）残留量的测定、文献资料整理、土壤样品收集、标准参数

的设计与论证、标准的起草、征求意见、送审、修改、审定、报批等

工作。

（三）标准起草的背景与意义

由于农用地膜、肥料、城市污泥和污水的直接施用以及大气沉降

等因素，PAEs已成为我国农业土壤中含量最高的半挥发性有机污染

物之一（Cai et al., 2008; Zen g et al., 2008）。农业土壤中的 PAEs不仅

影响土壤质量，导致土壤酶活性和微生物多样性的降低（Chen et al.,

2013; Wan g et al., 2016），还会危害作物生长和农产品品质（Ma et al.,

2015a; Zhan g et al., 2016）。此外，农业土壤中的 PAEs还可以被植物



吸收富集，通过食物链途径危害人体健康（Shen et al., 2013; Ma et al.,

2015b）。PAEs对人体健康的危害主要表现为环境激素作用，可在极

低的浓度下干扰人的内分泌系统，导致内分泌紊乱、生殖机能失常等。

同时某些 PAEs化合物对人体还具有肝肾毒性、神经毒性和“三致”作

用（Piersma et al., 2000; Power and Mc gau gh, 2002; Robert, 2009）。土

壤 PAEs残留污染问题已经引起我国学者的普遍关注，全国多个地区

都已开展了土壤中 PAEs残留调查（Niu et al., 2014; Zhan g et al., 2015;

Sun et al., 2016），调查显示这 6种 PAEs在我国土壤中普遍检出且含

量较高，其总浓度范围为 0.7-58 mg/kg之间。针对 PAEs污染，美国、

欧盟、世界卫生组织、日本与中国都先后将 DMP、DEP、DBP、BBP、

DEHP、DnOP共 6种 PAEs列入“优先控制污染物名单”。

随着国内外对 PAEs重视程度的不断加大，欧盟、美国以及中国

已经制定了很多相关测试标准，用于纺织品、化妆品、食品等基质中

PAEs的测定。然而，针对农业土壤中的 PAEs，相应的检测方法标准

几乎为空白，这严重阻碍了我国农业土壤中 PAEs残留监测分析、风

险评估等工作的开展。由于不同人员采用不同的测定方法，导致难以

对现有调查数据进行深入比对和挖掘。因此，标准化的土壤中 PAEs

残留检测方法亟待制定。

（四）主要标准研制过程

本标准起草人通过查阅相关资料和文献，结合实验室条件和已有

工作基础，以及本方法的技术特点，对 3种典型土壤样品进行了大量

的室内回收率和精密度实验分析，建立了土壤中 6种 PAEs残留量测



定的气相色谱-质谱检测方法。

为进一步推动土壤中 6种PAEs残留量的测定-气相色谱质谱法在

生产和质检中的应用，进一步规范操作步骤、提高结果可比性，2017

年向农业农村部提出了标准制定建议与申请，并获得农业行业标准立

项支持，主要工作过程如下：

2017年 9月-2018年 3月，成立了余向阳研究员为标准首席专家

的标准起草小组，负责标准起草、验证、征求意见等工作；启动制标

程序，着手调研与资料收集，标准编制小组查阅收集了国内外相关方

法、论文等资料文献，比较研究了国内外的不同测定方法的优缺点，

为本标准制定提供了基础资料支撑；

2018年 4月-2018年 9月，在大量方法精密度、准确度实验的基

础上，编制《土壤中 6种 PAEs残留量测定的气相色谱-质谱检测方法》

标准草案，讨论、验证与修改；

2018年 10月，收集有代表性的样品，分析检测，以验证标准的

适用性，对标准进行试用；

2019 年 11月至 2020 年 6 月，进行其他单位的方法验证。进行

意见征求。修改《土壤中 6种 PAEs残留量测定的气相色谱-质谱检测

方法》标准征求意见稿；

预计 2020年 7月，根据专家反馈意见，编制专家意见汇总处理

表，修改编制说明与标准文本，形成标准送审稿和送审稿编制说明。

二、标准编制原则和确定标准主要内容（如技术指标、参数、公式、

性能要求、试验方法、检验规则等）的论据（包括试验、统计数据），



修订标准时，应增列新旧标准水平的对比；

（一）标准编制依据和原则

本标准的编写制定过程中以提高方法选择性、精密度、准确度和

分析效率，降低分析成本为总原则。力求反映科学技术的先进性和使

用性能的普遍性，包括方法精密度、准确度等方面能满足要求，确保

标准既保持技术上的先进性，又具有经济上的合理性。遵循了标准制

定过程中的先进性、经济性和适用性原则。

在标准的制定过程中严格遵循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规和规章，

严格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在 GB/T 1.1-2009《标准化工

作导则 第 1部分：标准的结构和编写》和 GB/T 20001.4-2015《标准

编写规则 第 4部分：试验方法标准》的指导下，与同体系标准及相

关的各种基础标准以及配套使用的取样、试剂规格等标准相衔接，遵

循了政策协调统一性原则。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力求做到：技术内容的叙述正确无误；文字表

达准确、简明、易懂，标准的构成严谨合理，内容编排、层次划分等

符合逻辑与规定。

（二）标准主要内容

通过收集、研究、比较国内外的定量测定技术方法等，研究制定

适用于我国 PAEs定量测定的气相色谱质谱法确证性检测技术，主要

内容包括标准适用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原理、试剂、仪器设备、

分析步骤、结果计算等。本标准使用气相色谱-质谱进行检测方法开

发，仪器型号为安捷伦气相色谱质谱仪（Agilent 7890B-7000DMS）。



本标准方法学考察包括检测限（LOD）和定量限（LOQ）。其中

LOD拟设定为信噪比为 3时的样品添加浓度，LOQ拟设定为信噪比

为 10时且回收率结果和相对标准偏差符合要求的样品添加浓度。本

标准设低、中、高等 3个添加浓度进行回收率测定。定量限以上添加

浓度的回收率范围应该在 80%-130%之间，结果的变异系数应在 20%

以内。

本标准采用乙腈提取土壤中的 PAEs残留，提取液净化、过滤后

经气相色谱分离、质谱检测。采用特征选择离子监测扫描模式（SIM），

以保留时间和定性离子的丰度比定性，标准样品定量离子外标法定

量。确定本方法的检出限为 0.038-0.075 mg/kg，定量限为 0.125-0.250

mg/kg。并且已经进行了二家单位的方法验证，回收率与 SD均能够

满足方法的要求。

三、主要试验（或验证）的分析、综合报告，技术经济论证，预期的

经济效果；

（一）分析条件确定与优化

1. 提取条件的确定

根据 PAEs的化学性质，多种有机溶剂可作为提取剂提取土壤样

品中残留的 PAEs。参考文献较多，其中魏丽琼等（2016年）比较了

乙腈、乙酸乙酯、甲醇的提取效率，发现乙腈作为萃取剂对 5种 PAEs

都有较好的回收率。荣维广等（2018年）比较了乙腈、乙酸乙酯、

水－丙酮（体积比 1：1）和正己烷－乙醚－乙腈（体积比（5：35：

40）４4种提取液的提取效果。其中乙酸乙酯和正己烷－乙醚－乙腈



混合液的提取效果均比较理想，回收率也高于其他２2种溶剂。但并

无显著差异，基于保护环境和减少有机溶剂使用种类的目的，最终选

择乙酸乙酯作为提取溶剂。综合文献比较了乙腈、乙酸乙酯和甲醇等

不同溶剂的提取效果，表明以常用的溶剂乙腈作为提取剂，可得到较

高的回收率，且乙腈提取液添加氯化钠盐析后，可使有机相较好地从

水相中分离开来。

对于含水率较低的土壤来说，通常要在萃取剂萃取之前加水润湿

样品，使样品的气孔增大，萃取剂更易进入样品进行提取。比较了 2

g土壤样品中加入不同体积的水对 PAEs的回收率的影响，结果表明

4 mL 超纯水，足以完全浸透土样并达到较好的回收率，并且在操作

的时候可见分层，便于操作。

由于玻璃离心管容积的限制，萃取剂的用量受到限制。同时，大

量使用萃取剂也将导致资源浪费和较大的安全隐患。试验比较了 2 g

土壤样品中加入不同体积乙腈提取效果，结果表明，乙腈为 5 mL时

对土壤样品中 6种 PAEs的回收率均较高。

此外，试验比较了不同的 NaCl和无水MgSO4加入量对 PAEs回

收率的影响，表明 NaCl和无水MgSO4的用量分别为 1 g和 0.5 g时，

回收率最高，但无显著差异。

基于上述试验结果，本标准最终采用的提取方法：准确称取 2.0 g

土壤样品于 50 mL带聚四氟乙烯衬垫的玻璃离心管中，加入 4 mL超

纯水，涡旋震荡 2 min，然后加入 5 mL乙腈，涡旋震荡 5 min，之后

再加入 0.5 g无水 MgSO4和 1 g NaCl，立即涡旋震荡 1 min。随后离



心管于 3000 r/min 离心 5 min，取上清液 2 mL 于 10 mL 离心管中，

加 300 Mg无水MgSO4与 50 Mg PSA涡旋 1 min，离心管于 3000 r/min

离心 5 min，离心后取上清液过 0.22 μm有机滤膜后，装入进样瓶待

GC-MS分析。

2. GC-MS测定条件与参数的确定

色谱柱：石英毛细管柱（DB-5），30 m×0.25 mm，膜厚 0.25 µm，

固定相为 5%-苯基-甲基聚硅氧烷；进样口温度为 280°C℃，不分流进

样；载气为氦气，流速 1.2 mL/min；初始柱温 100°C℃，保持 1 min，

以 15°C ℃/min 升至 200°C℃，保持 1 min，再以 30°C ℃/min 升至

300°C℃，保持 5 min；进样量为 1.0 μL。

质谱参考条件主要包括：电离方式为电子轰击源（EI）；离子源

温度 300°C℃；离子化能量 70 eV；色谱与质谱接口温度 280°C℃；

四级杆温度 150°C℃；扫描方式为选择离子扫描模式（SIM）；溶剂延

迟时间为 4 min。

在上述色谱-质谱条件下 6 种 PAEs的出峰时间分别为 6.676 min

（DMP）、7.799 min（DEP）、10.535 min（DnBP）、12.220 min（BBP）、

12.878 min（DEHP）和 13.64 min（DnOP）。6种 PAEs标准物质 GC-MS

选择离子色谱图如图 1所示。



图 1 6种 PAEs标准物质 GC-MS分离色谱图(0.800 Mgmg/kg)

（二）方法的验证

1.检出限与定量限

《GB 5009.271-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邻苯二甲酸酯测

定》第二法气相色谱-质谱法中 DBP的定量限为 0.3 Mgmg/kg，其他

的目标化合物定量限为 0.5 Mgmg/kg。标准溶液配制的浓度分别为

20、50、100、200、500、1000 μg/L。《GB/T 35104-2017 肥料中邻苯

二甲酸脂类增塑剂含量的测定气相色谱-质谱法》中规定定量限为 0.1

Mgmg/kg。标准溶液配制浓度分别为 100、500、1000、2000、5000、

10000 μg/L。在现有标准基础上，本方法按照 2倍比例进行逐级稀释，

首先考察仪器灵敏度，确定仪器的检出限与定量限。配置浓度依次为

0.400、0.200、0.150、0.100、0.050、0.020 Mgmg/L，按照 3 倍信噪

比得到不同的塑化剂的检出限，按照 10倍信噪比确定定量限。DMP、

DEP、BBP的仪器检出限为 0.030 Mgmg/L定量限为 0.100 Mgmg/L，

DBP、DEHP、DnOP 的仪器检出限为 0.015 Mgmg/L 定量限为 0.05

Mgmg/L。由于仪器的定量限为 0.050-0.100 Mgmg/L并且前处理方法

中有 2.5倍稀释，因此分别在土壤样品中按仪器定量限的 2.5倍添加

6种 PAEs标样，添加浓度为 0.125-0.250 Mgmg/kg，按上述方法进行

提取和测定，以 3倍信噪比和 10倍信噪比为准，确定本方法的检出

限为 0.038-0.075 Mgmg/kg，定量限为 0.125-0.250 Mgmg/kg。由于我



国还未制定土壤中塑化剂限量标准，根据《GB 38400-2019肥料中有

毒有害物质的限量》要求 PAEs的限量标准为 25 Mgmg/kg。本标准的

定量限为 0.125-0.250 Mgmg/kg 能够满足检测要求。逐级稀释响应如

下：



图 2 逐级稀释 PAEs标准物质 GC-MS色谱图（浓度依次为 0.400、0.200、0.150、
0.100、0.050、0.020 Mgmg/L）

2.线性范围

分别配制浓度为 0.020、0.050、0.100、0.200、0.400 和 0.800

Mgmg/L 的混合标准溶液，以各化合物的峰面积 y 与其质量浓度 x

（Mgmg/L）绘制标准曲线。6种 PAEs在 0.05-0.800 Mgmg/L浓度范

围内具有良好的线性关系，相关系数均高于 0.9977（表 1，图 3）。
表 1 6种 PAEs的线性方程及相关系数

化合物名称 线性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邻苯二甲酸二甲酯（DMP） y=4792x-51309 0.9998

邻苯二甲酸二乙酯（DEP） y=4588.57x-34413 0.9999

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DBP） y=7511.68x-43981 0.9997

邻苯二甲酸丁基苄基酯（BBP） y=1268.8x-17405 0.9990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DEHP） y=4620.2x-24495 0.9989

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DnOP） y=6441.4x-133054 0.9977



图 3 6种 PAEs的线性方程图（依次为 DMP、DEP、DBP、BBP、DEHP、DnOP）

3.方法基质效应考察

样品中除目标分析物以外的组分被认为是基质，基质产生的干扰

被称为基质效应（matrix effect, ME）。实验采用空白样品配标实验测

定基质效应，选择了我国三种典型的土壤，每组土壤设置了五个浓度

来评估该方法的基质效应ME。并采用 QuEChERS推荐的方法（150

Mgmg/mL无水MgSO4与 25 Mgmg/mL）对提取液进行净化。

用基质效应ME（ma-trix effect，ME=B/A×100%）来衡量，其中

B为基质匹配标准溶液的响应值，A表示目标物在纯溶剂中的响应值。

结果如表 2所示，仅 DMP、DBP、DEHP 在小浓度情况下有基质增

强效应，并且通过净化后减弱。由于美国政府推荐土壤中需要控制与

治理的限量标准如表 2所示，需要治理的限量标准最低为 2 Mgmg/kg，

最高为 50 Mgmg/kg，浓度较大，为了方法操作过程的简便以及方法

的普适性，采用 QuEChERS净化方法在 0.2 Mgmg/kg 浓度上的可以

消除基质效应影响，能满足检测需要。



表 2 美国政府规定的土壤中 PAEs控制标准与治理标准

化合物 控制标准 mg/kg 推荐土壤治理标准 mg/kg

DMP 0.02 2.00

DEP 0.07 7.10

DBP 0.08 8.10

BBP 1.22 50.00

DEHP 4.35 50.00

DnOP 1.20 50.00

表 3 6种 PAEs在不同土壤与不同浓度中的基质效应

是否净化浓度 mg/L土壤类型 DEP DMP DBP BBP DEHP DnOP

净化后

0.050 潮土 110% 51% 125% 128% 229% 118%

0.050 黑土 106% 94% 97% 120% 153% 113%

0.050 红壤 101% 95% 101% 118% 115% 87%

0.100 潮土 103% 80% 101% 111% 130% 92%

0.100 黑土 101% 95% 90% 115% 114% 102%

0.100 红壤 96% 96% 96% 108% 65% 105%

0.200 潮土 96% 82% 95% 104% 104% 90%

0.200 黑土 95% 94% 88% 105% 96% 95%

0.200 红壤 90% 91% 90% 102% 55% 95%

0.400 潮土 94% 87% 95% 105% 100% 95%

0.400 黑土 99% 98% 98% 113% 102% 104%

0.400 红壤 91% 91% 91% 107% 87% 101%

0.800 潮土 105% 103% 109% 126% 119% 118%

0.800 黑土 96% 95% 98% 116% 106% 113%

0.800 红壤 91% 90% 91% 111% 90% 108%

未净化

0.050 潮土 101% 76% 133% 95% 271% 119%

0.050 黑土 110% 101% 131% 118% 204% 112%

0.050 红壤 106% 99% 157% 100% 310% 74%



0.100 潮土 96% 85% 104% 95% 156% 99%

0.100 黑土 105% 101% 113% 117% 147% 107%

0.100 红壤 99% 96% 106% 105% 171% 101%

0.200 潮土 96% 92% 101% 105% 131% 102%

0.200 黑土 100% 100% 106% 113% 125% 105%

0.200 红壤 95% 94% 95% 107% 129% 102%

0.400 潮土 103% 100% 108% 114% 125% 112%

0.400 黑土 97% 97% 99% 112% 112% 108%

0.400 红壤 96% 96% 98% 113% 116% 107%

0.800 潮土 93% 92% 95% 106% 106% 107%

0.800 黑土 98% 96% 101% 116% 111% 114%

0.800 红壤 95% 95% 98% 116% 112% 114%

4.方法精密度与准确度

以 3种性质差异大且不含 PAEs残留的土壤作为基质，根据方法

的定量限为 0.125-0.250 Mgmg/kg，设置低中高三个浓度按照 0.1、0.5

和 1 Mgmg/kg三个浓度水平的添加回收实验，每个样品基体、每个

添加水平重复 3次，在不同时间段重复做 3次，共 9次重复，回收率

为 81%-129%，精密度与准确度详见表 4和表 5。

表 4 方法的精密度汇总

化合物名称
加标水平

（mg/kg）
相对标准偏差

%

邻苯二甲酸二甲酯

（DMP）

0.1 1.5-19

0.5 1.6-15

1 0.7-5.6

邻苯二甲酸二乙酯

（DEP）

0.1 1.4-8.4

0.5 0.5-8.6

1 1.3-5.5

邻苯二甲酸二正丁酯

（DnBP）

0.1 5.6-15

0.5 0.4-15

1 1.9-14



邻苯二甲酸丁基苄基酯

（BBP）

0.1 4.1-18

0.5 1.1-16

1 1.8-12

邻苯二甲酸二（2-乙基）己酯

（DEHP）

0.1 4.1-16

0.5 1.2-12

1 2.9-8.3

邻苯二甲酸二正辛酯

（DnOP）

0.1 1.5-14

0.5 1.0-11

1 2.0-8.6

注：源自对 3种实际土壤样品 9次重复测定的结果。

表 5 方法的准确度汇总

化合物名称
土壤类

型

加标水平

（mg/kg）

回收率平

均

值范围（%）

回收率

平均值

（%）

SD
（%）

邻苯二甲酸

二甲酯

（DMP）

黑土

0.1 81-102 91 11

0.5 99-115 109 9

1 87-117 103 16

红壤

0.1 70-104 85 17

0.5 86-106 94 10

1 100-109 103 5

潮土

0.1 80-95 87 8

0.5 93-102 99 5

1 88-103 97 8

邻苯二甲酸

二乙酯

（DEP）

黑土

0.1 104-111 108 4

0.5 105-122 113 9

1 93-127 110 17

红壤

0.1 97-104 100 4

0.5 93-116 105 11

1 100-118 108 9



潮土

0.1 89-108 97 10

0.5 99-112 107 7

1 96-109 103 7

邻苯二甲酸

二正丁酯

（DnBP）

黑土

0.1 87-107 97 10

0.5 83-104 105 20

1 92-104 105 14

红壤

0.1 77-84 81 4

0.5 93-97 95 2

1 83-104 93 11

潮土

0.1 87-90 89 2

0.5 79-101 87 12

1 71-92 83 11

邻苯二甲酸

丁基苄基酯

（BBP）

黑土

0.1 102-125 112 11

0.5 122-131 127 3

1 116-129 122 6

红壤

0.1 96-118 110 4

0.5 114-123 118 3

1 112-131 124 8

潮土

0.1 83-97 92 3

0.5 90-97 95 4

1 87-102 97 7

邻苯二甲酸

二（2-乙基）

己酯

（DEHP）

黑土

0.1 101-132 116 15

0.5 113-125 118 6

1 105-126 115 11

红壤

0.1 81-104 90 12

0.5 97-116 108 9

1 107-117 112 5

潮土

0.1 79-96 85 9

0.5 82-114 97 16

1 85-108 98 12

邻苯二甲酸

二正辛酯

（DnOP）

黑土

0.1 100-121 109 11

0.5 126-132 129 3

1 105-127 117 11

红壤 0.1 82-101 95 11



0.5 107-121 116 8

1 102-123 114 11

潮土

0.1 78-84 82 3

0.5 93-102 97 5

1 86-104 96 8

注：源自对 3种实际土壤样品 9次重复测定的结果。

5.实验室间比对结果

将已建立的方法标准在江苏省农产品质量检验测试中心，安徽农

业大学两家单位进行了实验室间的比对。江苏省农产品质量检验测试

中 心 六 种 PAEs 的 回 收 率 在 79.62%-123.48% 之 间 ， SD 在

1.65 %-11.81%之 间 。 安 徽 农 业 大 学 六 种 PAEs 的 回 收 率 在

91.17%-121.29%之间，SD在 1%-19.9%。总体回收率与 SD均满足标

准要求。

四、采用国际标准和国外先进标准的程度，以及与国际、国外同类标

准水平的对比情况，或与测试的国外样品、样机的有关数据对比情况；

我国现有的关于 PAEs 的残留量检测标准共有 27 条。其中国家

标准 5条，检测对象分别是食品、食品及接触材料、化妆品、橡胶制

品及废料中。其中食品相关标准为 GB 5009.271-2016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中邻苯二甲酸酯测定》；进出口标准 15条，检测对象分别

是进出口化妆品、纤维板和刨花板、食品接触材料、玩具材料、纺织

品、压敏胶、食品粘合剂、水性涂料、有机涂料、旧机电产品、建筑

用胶、塑料及其制品中；地方标准与烟草企业标准，粮油企业标准共

5条，检测对象分别是纸和纸制品、食品用包装材料、聚丙烯丝束滤

棒、烟用水基胶、粮油中；环境标准 2条，检测对象分别是固体废物、



土壤和沉积物。目前针对农田土壤中 6种 PAEs残留量的测定我国还

没有相应的农业行业技术标准。本标准的制订填补了我国农田土壤中

PAEs的检测方法，为我国产地质量安全提供技术手段。方法采用目

前已经较为成熟的气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建立了土壤中 PAEs的提

取和仪器检测的分析方法。方法具有试剂用量少、操作简单、灵敏度

高等特点。此外，本标准结合我国农业行业仪器配置和测试水平，并

考虑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实际情况，在查阅、收集国内外标准资料

的基础上来确定本标准的各项指标及操作步骤，使本标准具有较强的

适用性。

五、与有关的现行法律、法规和强制性标准的关系；

在标准制定过程中严格贯彻国家有关方针、政策、法规和规章，

严格执行强制性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与同体系标准及相关的各种基

础标准以及配套使用的取样、试剂规格等标准相衔接，遵循了政策性

和协调统一性的原测。

六、重大分歧意见的处理经过和依据；

无。

七、标准作为强制性标准或推荐性标准的建议；

本标准为化学分析方法标准，并不涉及保护人体健康、人身和财

产安全等内容，因此，建议将《土壤中 6种邻苯二甲酸酯残留量的测

定---气相色谱-质谱法》作为推荐性的农业行业标准颁布实施。

八、贯彻标准的要求和措施建议（包括组织措施、技术措施、过渡办

法等内容）；



建议农田土壤环境尤其是塑料薄膜大棚，地膜覆盖田地为主的规

模生产主体和当地质检机构在对耕地质量安全进行筛查质检前进行

示范推广，集中讲解标准编制的发布背景、主体架构、技术内容。

九、废止现行有关标准的建议；

无。

十、其他应予说明的事项。

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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