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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2018年7月6日 星期五 责编星期五 责编：：张乔生张乔生 版式版式：：纪磊纪磊 E-mailE-mail：：tougao_cfs365@163.com

专家释疑：各个国家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为何不同？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是根据

农药的毒理、该农药在农产品中
的残留量及消费者的膳食结构
等数据，进行膳食摄入风险评估
而制定的。世界各国都制定了
非常严格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

近日，针对为什么各个国家
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有所不同
的问题，中国食品辟谣联盟采访
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专
家组。专家认为，从技术上来
说，因不同的国家，农药的使用
情况不同，气候与土壤等环境条

件有很大差异，同一种农药在同
一种农产品中的残留量是不一
样的。加上各国的食物结构也
有很大不同，因此，各国制定的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是不相同的。

另外，尽管各国制定限量标
准的主要目的是为了确保食品
安全，但为了保护本国利益，各
国越来越多地将农药残留作为
农产品国际贸易的技术壁垒，会
根据利益需要，制定本国的农药
残留限量标准。专家认为主要
体现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针对本国不生产或
不使用的农药，往往制定更严
格的残留限量标准。如杀菌剂
克菌丹和高毒农药甲基对硫磷
的生产国日本，对其在稻谷中
的残留限量分别规定为5毫克/
千克和1毫克/千克，而不生产
这 2种农药的欧盟都规定为
0.02毫克/千克，分别相差 250
倍和50倍。

第二，针对本国没有或主要
依靠进口的农产品，制定的农药
残留限量标准较严，而对本国生

产、特别是出口的农产品，标准
则较宽松。如欧盟对新杀虫剂
氯虫苯甲酰胺的残留限量，在大
米等粮谷和茶叶上分别规定为
0.01毫克/千克和 0.02毫克/千
克，而在葡萄上则为1毫克/千
克。对欧洲来说，粮谷和茶叶是
主要进口农产品，要求标准严；
而葡萄是优势作物，虽可鲜食，
但标准要求反而较松。

专家介绍，目前，我国的农
药残留限量标准，有的比发达国
家低，有的比发达国家高。如我

国规定马拉硫磷在柑橘、苹果、
菜豆中的残留限量为2毫克/千
克，在糙米中为1毫克/千克，在
萝卜中为0.5毫克/千克，均严于
美国8毫克/千克的限量标准。

专家表示，为了协调和统一
标准，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AC）负责制定农药残留限量
国际标准。目前我国作为CAC
农药残留标准委员会的主席国，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尽可能做到
与CAC法典标准接轨。

（新华网）

土壤盐渍化是影响农业生
产和环境的世界性问题，全球
7%的陆地面积和20%的灌溉土
地受到盐渍化的影响。盐渍土
根据土壤 pH（氢离子浓度指
数）、电导率、钠吸收比或土壤
交换性钠百分率被分为盐土、
苏打土或碱土、盐碱土。此外，
水势、盐含量也是表征土壤盐
渍化特征和程度的重要指标。
模拟实验研究中通常用溶液摩
尔浓度等一到两种参数来表征
盐胁迫，研究盐对植物生长的
影响，但究竟盐分胁迫的何种
参数与植物早期生长最为相关
并不清楚。

基于这一问题，近日，中国
科学院东北地理与农业生态研
究所草地农牧业学科组以豆科
牧草紫花苜蓿和禾本科牧草披
碱草为对象，研究7种钠盐、共
31个不同浓度的溶液处理对两
种牧草种子萌发和幼苗生长的
影响，测定和计算每种溶液的
pH、电导率、水势、钠离子浓度
和盐含量。该研究成果在线发
表在农学国际期刊《植物和土

壤》上，相关工作得到国家重点
基础研究发展计划和国家自然
科学基金的资助。

研究结果发现，中性盐硫
酸钠（Na2SO4）的抑制作用大于
氯化钠（NaCl），碱性盐碳酸钠
（Na2CO3）的抑制作用大于碳酸
氢钠（NaHCO3），混合盐中抑制
性强的盐类型起的作用更大。
东北地理所副研究员张红香表
示，盐含量或钠离子浓度是与
早期生长最相关的盐参数，电
导率是与两个物种萌发起始时

间最相关的参数，而pH和水势
不能很好地指示盐对植物早期
生长阶段的影响。

这一研究结果可以为制定
有效的盐碱地恢复措施及盐碱
土地利用提供重要信息，同时
表明未来的相关研究应该考虑
多盐的胁迫作用，特别是对植
物生长抑制性强的盐。无论室
内模拟、野外实验还是盐碱地
改良，应更加重视盐含量和电
导率两个参数。

（高雅丽）

有这样一台杀虫新设备，
长3.2米，宽2.2米，高1.6米，只
要将准备贮藏的核桃，用它处理
后，就可以轻松杀死核桃中的虫
卵。6月27日，来自新疆农科院
农机化研究所的消息称，该所研
制的这种设备被称为射频杀虫
设备，可成功杀灭核桃、巴旦木
中的米蛾、印度古螟、苹果蠹
蛾、脐橙蠕虫等主要虫卵，杀虫
率达100%，每小时可杀虫处理
300公斤干果，并可有效延长干
果贮藏期一年左右。

据介绍，利用射频杀虫设
备对贮藏前的干果进行处理，
有效保证了干果的品质。同时

射频杀虫具有加热迅速、均匀、
穿透力强等优点。该设备推广
使用后，可大幅度减少新疆农
产品加工企业和种植户的核桃
虫害方面的损失。

新疆是我国核桃生产主
产区之一，目前核桃种植面积
达500多万亩，总产量约80多
万吨。然而，蛀果害虫对核桃
贮藏造成了严重危害，贮藏期
因虫害损失的核桃高达 20%
至25%。

核桃贮藏害虫的防治方法
主要采用化学和物理方法杀
虫。化学方法杀虫污染大且对
人体有害，而物理方法需要专

门的射线源、基建和设备，投资
大且对核桃制品的颜色和气味
产生影响。

探索环保、安全的核桃贮
藏害虫杀灭方法，新疆农科院
农业机械化研究所研究员、总
工程师李忠新及其团队成员于
2013年申报了自治区科技支撑
计划项目“核桃贮藏前射频杀
虫处理关键技术研究”。目前，
该项目已经通过验收，科研人
员正在推广该设备，并与该院
植保所和微生物所的科研人员
合作，利用该设备进行干果杀
菌方面的研发和试验。

（科技日报）

近日，中科院大连化物所
研究员许国旺团队在利用液
相色谱—高分辨质谱联用技
术对食品未知风险筛查的研
究中取得新进展，相关结果发
表在《分析化学》杂志上。

针对食品中已知风险的
靶向分析，已建立了成熟可
靠的检测方法和体系，而针
对食品中未知或不可预知的
风险物质，亟须建立非靶向
筛查技术。

研究人员针对非靶向筛
查的技术难点——未知风险
物锁定，发展了一种潜在风险
物质的快速锁定方法。该方
法首先采用超高效液相色谱
—高分辨质谱技术，采集一
级、二级质谱的原始数据，经
过峰匹配以及滤噪处理后，将

获得的离子数据进行均值偏
差倍率计算，同时，建立特征
结构碎裂规律的匹配检索，并
且通过编写程序实现自动化
的数据检索，从而锁定特定种
类的风险化合物。

科研人员首先采用实验
室内源性代谢物数据库和人
类代谢组学数据库等网络数
据库进行内源性物质排除，然
后通过D药物数据库、小分子
数据库和质谱碎片数据库等
进行未知物质的定性，最后通
过标准物质进行验证。实验
结果表明，该方法对无阴性对
照的食品样品潜在风险物质
的非靶向筛查，具有快速锁定
潜在风险物质并准确定性的
优点，为食品安全的检测和风
险预警提供了一种技术手段。

7月1日，广东天运乐享大健
康生物科技公司、罗格斯（广州）
农业科技公司、美国罗格斯生物
科技公司与美国罗格斯大学、斯
坦福大学等合作研发的“荔枝鲜
果降农残和保鲜技术与半自动
生产线”通过科技成果评价。

该项目筛选出的复合酶液
可有效降解荔枝上的有机磷、

菊酯类等农药，还可有效控制
荔枝采后病害等。该团队研发
的配套小型设备和生产线实现
了清洗、浸泡、喷雾、除水、包装
等工艺流程的自动化，对农药
残留的降解率达到80%以上。
在荔枝鲜果上可实现30天的
低温贮藏期和3天的出库常温
贮藏期。 （中国科学报）

揭示盐碱对植物早期生长的影响

射频杀虫设备“亮招”
干果贮藏期延长一年

■ 资讯

中科院大连化物所提供
食品检测和风险预警新方法

新技术可助荔枝
鲜果贮藏 30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