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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１６版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简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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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北京　１００１２５）

摘要　建立我国的食品安全标准体系是保障我国人民身体健康的重要措施，本文介绍了２０１６版我国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ＧＢ２７６３）制定最新进展，并对标准制定情况进行了简要分析。新版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中共包括４１４０项农药残留最大限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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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食品安全标准是我国强制性标准，我国２０１５年

１０月１日生效的《食品安全法》中规定，除食品安全

标准外，不得制定其他的食品强制性标准［１］。食品

安全标准包括国家标准和地方标准，国家也鼓励企

业制定严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或地方标准的企业标

准。食品安全标准分为８个部分，大致分为基础标

准、产品标准、检验方法与规程标准、生产经营规范

标准等４类。我国制定的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

属于基础标准，由卫计委、农业部会同国家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总局制定。

１　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制定总体情况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制定事关保障国家人民

身体健康、农产品质量安全、促进食品和农产品公平

贸易，各个国家及组织均对其非常重视。自２０世纪

９０年代起，我国分别制定了多项食品、农产品中农

药最大残留限量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在我国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中发挥了很大作用。但在使用过程

中，由于多个标准共存，且有些标准指标不同，难以

适应我国民众对食品安全日益增长的需求。近年

来，我国加大了对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制定力度，自

２０１０年开始，对《食品安全法》颁布前发布的所有农药

最大残留限量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进行了清理，有效

解决了过去农药残留标准并存、交叉、老化等问题。

２０１２和２０１４年，分别发布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

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ＧＢ２７６３）２０１２版和２０１４版，

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由过去的８７３项增加为

３６５０项
［２３］，成为制定限量标准最快速的国家。２０１４

版《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发布后，我国并未停止

限量制定的脚步，于２０１６年完成了《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ＧＢ２７６３－２０１６）的文

本编制、上报等相关工作。２０１６年１２月１８日，卫计

委、农业部和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三个部委共同发

布公告，正式发布了该项国家标准。２０１６版《标准》与

旧版相比，增加了４６种农药和４９０项限量标准，达到

４３３种农药上共４１４０项限量标准，基本覆盖我国批

准使用的常用农药和居民日常消费的主要农产品，特

别是实现了禁限用农药的限量标准全覆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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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新版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修订内容

新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的食品中农药最大

残留限量覆盖了２８６种作物及作物组，这些作物为

我国居民日常消费的食品。其中，蔬菜上共制定

１４８６项限量标准，占所有限量标准的３５．９％，水

果上共制定１２１２项限量标准，占总数的２９．２％，

谷物上制定限量７３４项，占总数的１７．７％，油料和

油脂类作物上制定限量３６７项，占总数的８．６％，其他

作物上制定限量３４１项，占总数的８．２％（表１）。由

数据可看出，蔬菜和水果类作物上的农药残留限量

最多，占总数的６０％以上，充分体现出对于鲜食农

产品中农药残留的重视。

表１　犌犅２７６３－２０１６版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数量

犜犪犫犾犲１　犜犺犲狀狌犿犫犲狉狅犳犕犚犔狊犻狀犌犅２７６３－２０１６

食品类别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

制定标准数量

ＮｕｍｂｅｒｏｆＭＲＬｓ

谷物Ｃｅｒｅａｌｇｒａｉｎ ７３４

油料和油脂Ｏｉｌｃｒｏｐ ３６７

蔬菜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 １４８６

水果Ｆｒｕｉｔ １２１２

坚果Ｎｕｔ ４６

糖类Ｓｕｇａｒ ９１

饮料Ｄｒｉｎｋ ７８

食用菌Ｅｄｉｂｌｅｆｕｎｇｕｓ ２１

调味料Ｓｐｉｃｙ ５７

药用植物 Ｈｅｒｂ ５

动物源食品

Ｃｏｍｍｏｄｉｔｙｏｆａｎｉｍａｌｏｒｉｇｉｎ
４３

总计Ｔｏｔａｌ ４１４０

２．１　新增４６种农药

新颁布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中新增的限量标准

涉及１６２种农药，在这些农药中，ＧＢ２７６３－２０１４中

已制定了１１６种农药的限量，新版ＧＢ２７６３－２０１６

中农药品种实际新增４６种，包括：２，４滴异辛酯、２

甲４氯异辛酯、苯嘧磺草胺、苯嗪草酮、吡唑草胺、丙

硫多菌灵、除虫菊素、丁吡吗啉、丁酰肼、啶菌唑、

毒草胺、多抗霉素、唑酰草胺、呋虫胺、氟吡菌酰

胺、复硝酚钠、甲磺草胺、甲哌
!

、井冈霉素、抗倒酯、

苦参碱、醚苯磺隆、嘧啶肟草醚、扑草净、嗪草酸甲

酯、氰氟虫腙、氰烯菌酯、炔苯酰草胺、噻虫胺、三苯

基乙酸锡、三氯吡氧乙酸、杀螺胺乙醇胺盐、莎稗磷、

虱螨脲、特丁津、调环酸钙、五氟磺草胺、烯丙苯噻

唑、烯肟菌酯、烯效唑、辛菌胺、辛酰溴苯腈、溴氰虫

酰胺、唑胺菌酯、唑啉草酯、唑嘧菌胺。

２．２　新增限量４９０项

本次增加的限量中，包括新增４６种农药上的

１０６项限量，以及ＧＢ２７６３－２０１４中已有的１１６种农

药在新食用农产品中４０６项限量。其中硫线磷等９

种禁限用农药在ＧＢ２７６３－２０１４中已制定了其在单

个食用农产品中的１８项限量。按照禁限用农药限量

标准制定原则，为保证禁限用农药对食用农产品品种

的覆盖率以及优先制定组限量的要求，此次新版ＧＢ

２７６３－２０１６将硫线磷等９种禁限用农药涉及的１８个

单个限量，用组限量进行了替代。同时，重新评估修

订了ＧＢ２７６３－２０１４中吡唑醚菌酯在花生、荔枝、芒

果上，戊唑醇在大豆上等４项限量，替代了原限量。

２．３　修订８种农药英文通用名及５种农药残留物

定义

　　通过核对ＩＳＯ英文通用名的相关规定
［４］，对丙

环唑、杀虫双、氯氟吡氧乙酸异辛酯、四氯苯酞、氯啶

菌酯、杀螺胺乙醇胺等８种农药的英文通用名进行

了修订（表２）。

表２　８种农药英文通用名

犜犪犫犾犲２　犆狅犿犿狅狀狀犪犿犲狅犳８狆犲狊狋犻犮犻犱犲狊

中文名称

Ｃｈｉｎｅｓｅｎａｍｅ

英文通用名

Ｃｏｍｍｏｎｎａｍｅ

ＧＢ２７６３－２０１４ ＧＢ２７６３－２０１６

丙环唑 ｐｒｏｐｉｃｏｎａｚｏｌ ｐｒｏｐｉｃｏｎａｚｏｌｅ

杀虫双 ｂｉｓｕｌｔａｐｔｈｉｏｓｕｌｔａｐｄｉｓｏｄｉｕｍ ｔｈｉｏｓｕｌｔａｐｄｉｓｏｄｉｕｍ

氯氟吡氧乙酸异辛酯 ｆｌｕｒｏｘｙｐｙｒｍｅｔｈｙｌ ｆｌｕｒｏｘｙｐｙｒｍｅｐｔｙｌ

四氯苯酞 ｆｔｈａｌｉｄｅｐｈｔｈａｌｉｄｅ ｐｈｔｈａｌｉｄｅ

氯啶菌酯 ｌｖｄｉｎｇｊｕｎｚｈｉ ｔｒｉｃｌｏｐｙｒｉｃａｒｂ

杀螺胺乙醇胺盐 ｎｉｃｌｏｓａｍｉｄｅｅｔｈａｎｏｌａｍｉｎｅｓａｌｔ ｎｉｃｌｏｓａｍｉｄｅｏｌａｍｉｎｅ

烯肟菌胺 ｘｉｗｏｊｕｎａｎ ｆｅｎａｍｉｎｓｔｒｏｂｉｎ

啶菌唑 ｐｙｒｉｓｏｘａｚｏｌ ｐｙｒｉｓｏｘａｚｏｌｅ

·５５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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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委员会审议，参考ＦＡＯ农药联席会议专家对

农药残留物定义的评估结果［５］，决定对５种农药的

残留物定义进行修订。分别为：氟唑磺隆由原来的

“氟唑磺隆及脱甲基代谢产物之和”修改为“氟唑磺

隆”，甲咪唑烟酸由原来的“甲咪唑烟酸及其代谢物”

修改为“甲咪唑烟酸”，氟吡菌胺由原来的“氟吡菌胺

及其代谢物”修改为“氟吡菌胺”，三唑酮和三唑醇的

残留物定义均修改为“三唑酮和三唑醇之和”。

２．４　其他变更内容

新增配套检测方法标准１１项；“附录Ａ”增加

了“干制蔬菜”类农产品，并新增２项作物名称：“青

梅”（列入“核果类水果”）、“枣（干）”（列入“干制水

果”），修改了２项作物名称：将“核果类水果”中“枣”

修改为“枣（鲜）”，将“浆果和其他小型水果”中“露

莓”修改为“露莓（包括波森莓和罗甘莓）”；增加了

《豁免制定食品中最大残留限量标准的农药名单》作

为标准的附件。

３　新版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特点

３．１　关注禁限用农药

《食品安全法》规定，国家加快淘汰剧毒、高毒、

高残留农药。农业部自２０００年开始加强对甲胺磷

等５种高毒农药管理，随后对多种高毒、高残留农药

采取了禁限用措施，经过１０余年发展，我国农药替

代产品增多，高毒、高残留农药已逐渐被更加安全的

农药品种所替代，根据农业部初步制定的工作计划，

拟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科学有序、分期分批地加快

淘汰剧毒、高毒、高残留农药。到２０２０年底，除了个

别必须保留的高毒农药品种外，淘汰禁用其他高毒

农药。如何保证这些退出历史舞台的农药不会被误

用或滥用，加强禁限用农药的残留监测是一种重要

手段。为此，２０１２年６月国家农药残留标准审评委

员会（以下简称委员会）根据我国禁限用农药实际情

况，审查通过了《关于禁限用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制定

的建议》，决定禁限用农药限量标准应根据每种农药

的具体情况，经风险评估后，单独制定其限量标准，

优先设定作物组上的限量，指标原则上参照其检测

方法设定。根据这一原则，委员会秘书处于２０１４年

起草了２４种禁限用农药１９３项最大残留限量标准

（征求意见稿），在广泛征集各相关部门及公众意见

后，送审稿提交委员会，经审议通过了２４种禁限用

农药在蔬菜、水果等作物组上共１８４项最大残留

限量。

３．２　增加了豁免物质名单

新版ＧＢ２７６３－２０１６中对不存在膳食风险的苏

云金杆菌等３３种有效成分豁免制定其在食品中最

大残留限量标准。对一些无需制定残留限量的农药

实行豁免物质对待是国际通行做法，美国联邦法规

第４０章第１８０节列出了美国制定豁免物质的原则

和详细的名单［６］，截至目前，已经列入豁免物质的包

括生物制剂农药、微生物菌体农药、昆虫性诱素和信

息素、植物生长激素、植物源农药、植物提取物、食品

添加剂、无机化合物、有机化合物、氨基酸、表面活性

剂、天敌以及一些农用化学品等１９３项。日本制定

豁免物质主要是基于日本、ＦＡＯ／ＷＨＯ食品添加剂

联合专家委员会（ＪＥＣＦＡ）和农药残留联席会议

（ＪＭＰＲ）等专家对该有效成分的评估结果、以及其

他国家和地区的对该有效成分的评估结果，名单中

包括矿物油、印度楝树油等共６５项。欧盟规定的豁

免物质名单列入１４９／２００８号法规的附录４，共有５２

种物质被列入清单，包括６种微生物和４６种化学

物质［７］。

我国根据《农药登记资料规定》和全国农药登记

评审委员会全体会议纪要等有关规定，结合农药类

型和毒理学等相关资料，提出了豁免物质名单，主要

包括：原药（母药）低毒或微毒的微生物农药、原（母）

药低毒或微毒的天然植物源农药、原药低毒或微毒

的信息素、激素、天然植物生长调节剂、酶等、低毒或

微毒多糖类物质、低毒无机农药、矿物油类农药及以

化工原料作为有效成分的农药。２０１１年颁布的《第

八届全国农药登记评审委员会第九次全体会议纪

要》规定，应减免矿物油等４１种农药登记残留试验，

豁免其最大残留限量。２０１３年１１月，委员会经讨

论，审议通过了苏云金杆菌等３３种有效成分纳入豁

免残留限量名单。

３．３　清理整合了我国相关检测方法标准

针对我国农药残留检测方法标准繁多且适用性

差的情况，２０１４年秘书处组织委员会分析方法工作

组专家对检测方法标准清理整合原则进行研讨，并

编制了《食品中农药残留检测方法标准清理工作计

划》，着手将我国现行的食品中农药残留检测方法

标准统一进行清理与整合。经过清理，予以保留的

１０６项农药残留检测方法将作为强制性国家标准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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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２７６３－２０１６同时发布，这１０６项检测方法的标准号

统一为ＧＢ２３２００系列标准。检测方法标准的发布，将

有效减少我国限量标准中由于缺少检测方法标准而造

成的临时限量，逐步实现产品有标可检的目标。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是各国政府管理食品安全的

依据，在标准制定过程中，既要充分考虑食用农产品

风险评估结果及相关的国际标准，也要充分考虑国

情，注重标准的可操作性，我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就是依据我国农药管理及食品安全管理的实际情况

而制定的。对于政府来说，食品安全是前提，确保人

民健康是最终目的。实现从食品农产品生产经营到

餐桌的全程严格检测、控制和监管，是保障食品安全

与质量的社会需求，更是广大民众的期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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