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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是评价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的重要指标, 也是国际贸易壁垒重要的技术参数, 

为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保障人民身体健康、贸易顺畅、产业发展, 许多国家、组织和地区均规定了食品

中的最大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本文以菠萝为对象, 梳理了我国菠萝农药登记情况, 查阅整理中国大陆、中国香

港、中国澳门和欧盟、美国、日本、澳大利亚、食品法典委员会等国家(地区)和组织的菠萝农药残留限量标

准制定情况, 并分析内在差异, 总结我国菠萝残留限量标准存在的问题, 并在我国菠萝用农药登记、标准制修

订、风险交流方面提出了建议和措施, 以期为完善我国菠萝质量安全标准体系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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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esticide maximum residue limit is an important indicator for evaluating the safety leve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s well as a key technical parameter for trade barriers in international trade.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safety level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safeguard people’s health, facilitate trade, and promote industry 

development, many countries, organizations, and regions have established maximum pesticide residue limits in food. 

This article focused on pineapples and summarized the pesticide registration status for pineapples in China. The 

article also presented the pineapple pesticide residue limit standards established by Mainland China, Hong Kong 

China, Macao China, the European Union,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ustralia, and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This paper also analyzed the internal differences and summarized the problems with China’s pineapple residue limit 

standards. Finally, the article provided suggestions and measures for China’s pineapple pesticide reg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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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andard development and revision, and risk communication, with the aim of providing reference for improving 

China’s pineapple quality and safety standard system. 

KEY WORDS: pineapple; pesticides; maximum residue limit; standards 
 
 

0  引  言 

菠萝是四大热带水果之一, 具有很高的营养和经济

价值[1]。全世界每年生产近 28 万 t[2], 每年产生 9 亿美元经

济效益, 是世界贸易中仅次于香蕉和芒果的第 3 重要的热

带水果[3], 风味独特、果肉颜色诱人[4], 深受消费者喜爱, 

广泛种植于热带国家和地区, 其中亚洲国家约占总产量的

60%[5]。菠萝含有机酸、糖、维生素及矿物元素等物质[6‒9], 

新鲜菠萝还富含蛋白酶[10], 具有抗氧化[11‒12]、消炎[13]、抗

疟[14]、抗癌[15]等功能。我国的菠萝种植历史悠久, 种植面

积广、产量大, 2020 年种植面积和总产量均占全球总量的

9%以上, 年产量在 200 万 t 以上[16]。其中广东省菠萝产量

最多 , 其次为海南省 , 两省产量之和约占全国总产量的

90%, 其中又以广东省湛江市为最, 产量占全国 40%。 

农药残留是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因素之一[17], 

也是国际贸易的技术壁垒之一[18]。制修订农药最大残留限

量标准(maximum residue limits, MRLs)是保证农产品质量

安全水平、保障消费者生命安全的重要技术手段, 对指导

生产、加强监管、维护国际贸易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法

律也规定了我国各级农业农村部门要开展农产品农药残留

监测工作[19‒20]。因此, 为保证菠萝产品的安全、产业的发

展, 有必要对国内外的菠萝质量安全标准尤其是农药残留

限量标准进行系统地梳理, 以指导菠萝生产和销售。本文

通过与中国香港、中国澳门和欧盟、美国、日本、澳大利

亚、食品法典委员会等主要贸易国家(地区)和组织的菠萝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差异进行对比分析, 以期为完善我国菠

萝质量安全标准提供理论和数据支撑。 

1  菠萝用农药登记情况 

农药登记是农药风险管理的重要内容, 是农药产品进入

市场的重要关口[21], 也是欧美等国家和地区加强农药安全性

监管的通行做法[22‒24]。一方面保证农药产品的安全性和有效

性, 另一方面也推动农药产品升级, 促进行业发展[25]。 

用于农产品的农药产品结构和数量, 在一定程度上

反映了当前农产品行业的发展现状和质量安全水平。一般

农药产品越多, 农产品产业越大, 政府监管和消费者越关

注, 但农药产品过少, 在一定程度上也反馈出农产品监管

缺乏、质量安全问题不清等情况。根据中国农药信息网农

药登记情况, 截至 2023 年 6 月 19 日, 在有效期内的农药

产品有 45529 个[26], 其中在菠萝上登记的农药产品有 31

个, 仅占全部农药产品的 0.07%, 且均为单剂产品。从农药

类别分析, 在菠萝上登记的农药类别仅有植物生长调节剂

和除草剂两种, 主要为植物生长调节剂, 占比为 77.42%; 

从有效成分看, 仅有赤霉酸、萘乙酸、除草定、莠灭净 4

种, 主要为赤霉酸, 占比为 74.19%。总体来看, 我国菠萝

用农药登记存在产品少、成分单一的问题, 在实际生产过

程中, 农户存在超范围用药或无药可用现象, 致使农药安

全间隔期无参考依据 , 导致监管困难 , 质量安全情况不

清。具体登记情况如表 1 所示。 

 
表 1  我国菠萝农药登记情况 

Table 1  Registration information of pineapple  
pesticides in China 

农药类别 农药名称 农药产品数量/个 

植物生长调节剂
赤霉酸 23 

萘乙酸 1 

除草剂 
除草定 3 

莠灭净 4 

 

2  国内外菠萝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 

制定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是国际通行做法, 

日本、欧盟、美国等发达国家和地区均出台了适合各自国

情的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27‒28]。我国于 20 世纪 70 年代

开始制修订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29], 此后不断完善, 形

成 GB 2763《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

量》系列标准。 

2.1  国内菠萝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 

2.1.1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制定情况 

中国大陆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由农业农村部、国家

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三部委联合发布, GB 2763 及其

增补版 GB 2763.1《食品中 2,4-滴丁酸钠盐等 112 种农药最

大残留限量》是目前适用于我国内地的食品中农药最大残

留限量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全面覆盖我国批准使用的农药

品种和主要植物源性农产品。历经 2005、2012、2014、2016、

2018、2019、2021、2022 等多个版本, 农药品种和限量标

准数量从 2005 年的 136 种、478 项[30], 2012 年 322 种、2293

项[31], 2014 年 387 种、3650 项[32‒33], 2016 年 433 种、4140

项[34‒35], 2018 年 475 种、4442 项[36], 2019 年 483 种、7107

项[37‒39], 增长到 2021 年的 564 种、10092 项[40], 农药品种

和限量标准数量都远远超过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AC)相关标准, 数量约为 CAC

的 2 倍[41], 标志着我国农药残留标准制定工作迈上新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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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 年 8 月 1 日, 中国香港《食物内除害剂残余规例》

正式发布实施, 该《规例》参考了 CAC 最高残留限量和再

残留限量标准、GB 2763、美国联邦法规第 40 篇第 180 部

分及美国食物和药物管理局《遵从政策指南》、泰国农产品

及食品标准 TACFS 9002 和泰国公共卫生部草案 No.288 

B.E.2548 等主要贸易国家的标准及法规[42‒43]。 

根据《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五十条(五)项及第

5/2013 号法律《食品安全法》第七条第三款的规定, 食品的

生产经营须符合食品安全标准, 而相关食品安全标准由补

充性行政法规订定。2023 年 2 月 13 日, 修订后的第 2/2023

号行政法规《食品中农药残留最高限量》正式发布[44]。 

从 3 个国内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发展历程分析, 国

内在早期就开始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 在保温饱保产

量的阶段就开始注重保质量。经过近半个世纪, 特别是近

20 年的发展, GB 2763 更加科学、完善、规范。在 21 世纪

初期, 在指导港澳地区制修订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 保

障国内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起到积极作用。 

2.1.2  农药残留限量数量和种类对比分析 

按照总书记“四个最严”中最严格的标准要求 , GB 

2763 规定了 107 项菠萝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其中临时限量

标准 29 项), 中国香港《食物内除害剂残余规例》规定了

55 项(其中艾氏剂与狄氏剂合并设置限量值), 中国澳门

《食品中农药残留最高限量》规定了 59 项(其中艾氏剂与

狄氏剂、三唑醇与三唑酮合并设置限量值)。中华人民共和

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禁止在农产品生产经营过程中

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农业投入品以及其他有毒有害物质”, 

根据禁限用农药名录, 菠萝生产过程中禁止使用六六六、

滴滴涕等 63 种农药[45]。从禁限用农药方面分析, GB 2763

规定了 43 种在菠萝上禁限用农药的最大残留限量标准, 

中国香港《食物内除害剂残余规例》规定了 10 种, 中国澳

门《食品中农药残留最高限量》规定了 25 种。从整体上看, 

GB 2763 在限量标准数量和禁限用农药方面都超过我国港

澳地区, 中国大陆农产品在农药残留要求上严于港澳地

区。中国大陆作为港澳蔬菜的主要输出地, 内地的高要求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有力保障了供港供澳农产品质量安

全水平和人民生命健康。 

2.2  国外菠萝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情况 

2.2.1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制定情况 

CAC 是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卫生组织联合食

品标准计划的核心部分, 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和世界

卫生组织共同建立, 旨在保护消费者健康, 确保食品贸易

公平, 是解决世贸组织贸易争端的参考文件[46]。 

美国《食品质量保护法》和《联邦食品、药品和化妆

品法》规定“设定农药残留限量时进行安全判定”“除美国环

保署建立的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或豁免农药残留限量

外, 任何食品中农药的残留是不安全的”。美国环保署依据

该规定, 负责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制定, 将其列入美国联邦

法规第 40 篇第 180 部分[47]。 

依据日本《食品卫生法》, 2005 年日本厚生劳动省发

布了“肯定列表制度”, 要求对于已建立最高残留限量标准

的化学物质, 在其食品中的含量不得超过最高残留限量标

准, 对于未制定限量标准的农业化学品, 其含量不得超过

一律标准 0.01 mg/kg(豁免物质除外)。其残留限量的制定参

考了 CAC、日本国内标准及其认可的参考国标准(美国、

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等)[48]。 

依据《建立联合食品标准制定制度协定》, 澳大利亚

政府与新西兰政府制定了《1991 年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

准法案》, 法案通过建立和运作澳大利亚-新西兰食品标准

联合机构, 确保整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高标准公共卫生

安全[49]。 

依据欧盟议会和理事会条例(EC)No396/2005 及理

事会指令 91/414/EEC, 欧盟食品安全局制定了欧盟农药

残留限量标准 , 包括所制定的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值清

单、暂定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值清单、低风险而不需制定

最大残留限量值农药清单、最大残留限量值默认标准值

不是 0.01 mg/kg 的农药清单。对于清单外的农药, 其默认

最大残留限量值为 0.01 mg/kg[50]。 

2.2.2  农药残留限量数量对比分析 

与 GB 2763 的 107 项相比, 美国、澳大利亚、CAC

在菠萝上的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数量比中国少, 分别为

41 项[47]、58 项[49]和 19[46]项; 由于日本实行肯定列表制度, 

欧盟实行对于清单外的农药, 其默认最大残留限量值为

0.01 mg/kg 的制度, 这两个国家和组织在菠萝上的农药残

留限量标准数量远超中国, 分别为 204 项[48]和 473 项[50]。 

2.3  最大残留限量值分布情况 

在限量值设定方面, 8 个国家(地区)和组织的最大残

留限量均主要是 0.01、0.02、0.05、0.1、0.2、0.5、1、2、

5 mg/kg 等几个指标值, 以此为界, 进行区间分析。从表 2

可知, CAC 对菠萝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规定较为宽松, 限量

标准较少且 63%左右的限量标准超过 0.05 mg/kg, 这可能

与其要适应全球农药残留水平相关; 中国、欧盟、日本对

菠萝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规定较严, 规定限量标准较多, 但

日本限量标准的限量值较为宽松, 各区间段的分布较为一

致, 与之相反, 欧盟、中国限量值较小, 分别有 70%和 42%

的限量值低于 0.01 mg/kg。中国香港、中国澳门、美国、

澳大利亚限量标准数量相近, 各区间段的分布较为一致。 

3  国内外菠萝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对比分析 

3.1  国内菠萝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对比分析 

不同国家和地区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中共同关注

的农药种类数与两标准中总农药数之比为共同关注度[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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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国家(地区)和组织菠萝用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范围统计 

Table 2  Statistics of maximum residue limits of pesticides in different countries (regions) and organizations 

MRLs/(mg/kg) 
国家(地区)和组织 

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 欧盟 

MRLs≤0.01 45 7 12 7 1 69* 8 345 

0.01<MRLs≤0.02 16 3 11 0 3 17 1 64 

0.02<MRLs≤0.05 21 11 9 0 6 35 13 50 

0.05<MRLs≤0.1 5 8 5 3 7 25 8 21 

0.1<MRLs≤0.2 6 3 5 0 1 6 2 3 

0.2<MRLs≤0.5 3 3 2 1 5 10 9 4 

0.5<MRLs≤1 2 5 2 0 6 10 4 2 

1<MRLs≤2 4 5 4 2 4 8 5 1 

2<MRLs≤5 4 5 6 4 3 10 5 1 

MRLs>5 1 5 2 2 5 13 3 3 

总计 107 55 58 19 41 204# 58 494 

注: *: 其中 51 项为一律标准; #: 其中包含 1 项不超过自然包含的生理水平限量要求(赤霉酸)。 

 
如表 3 所示, 中国大陆和中国香港、中国大陆与中国澳门

在菠萝上均有限量要求的农药分别有 38 种和 54 种, 共同

关注度为 29.9%和 48.6%。从限量值来看, 中国香港有 28

种农药残留限量一致, 5 种农药限量值低于中国大陆, 5 种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数值高于中国大陆, 其中限用农药乙

酰甲胺磷高于中国大陆 25 倍; 中国澳门有 3 种农药最大

残留限量数值高于中国大陆, 51 种农药残留限量一致。整

体来看, 中国澳门与中国大陆的农残限量标准一致性更

高, 这可能与中国香港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参考来源多个

国家和地区有关, 而且 GB 2763 和中国澳门《食品中农药

残留最高限量》近两年先后修订, 澳门参考采用 GB 2763

的限量值也更为一致。对于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农药最大

残留限量标准的农药低于中国大陆的, 供港供澳蔬菜企

业需注意, 产品生产过程中要避免使用或减少该类农药, 

减少退货风险。 

3.2  中国与国外菠萝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对比分析 

CAC 作为国际组织, 其制定的食品法典作为解决世

贸组织贸易争端的参考文件, 在菠萝上的农药残留限量较

少, 但所关注的农药, 在其他国家(地区)和组织中都制定

了相应限量标准。其限量值不与任何国家完全一致, 甚至

在某些农药的限量值上严于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 在保护

消费者健康, 确保食品贸易公平上具有积极作用。 

如表 3 所示, 中国与 CAC、美国、日本、澳大利亚、

欧盟在菠萝上均有限量要求的农药分别有 15 种、14 种、

53 种、17 种、70 种, 共同关注度分别为 13.5%、10.4%、

20.5%、11.5%、13.2%, 我国关注而其他国家和地区未关注

的农药有 32, 占比 29.9%。从限量值来看, CAC 有 2 种农

药最大残留限量数值高于中国, 3 种农药限量值低于中国, 

10 种农药残留限量一致; 美国有 8 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数

值高于中国, 3 种农药限量值低于中国, 3 种农药残留限量

一致; 日本有 22 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数值高于中国, 19 种

农药限量值低于中国, 12 种农药残留限量一致; 澳大利亚

有 9 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数值高于中国, 7 种农药限量值低

于中国, 1 种农药残留限量一致; 欧盟有 9 种农药最大残留

限量数值高于中国, 41 种农药限量值低于中国, 20 种农药

残留限量一致。 

8 个国家(地区)和组织中, 差异较大的农药集中在禁

限用农药滴滴涕、多菌灵、甲基对硫磷、甲氧滴滴涕、

乐果、硫丹、氯氟氰菊酯、灭多威、三氯杀螨醇、氧乐

果、六六六、乙酰甲胺磷和常规农药多菌灵、丙环唑、

阿维菌素、杀螟硫磷、甲氰菊酯上。近年来中国对禁限

用农药持有高压态势 , 设置了严苛的标准 , 部分农药的

限量要求严于其他国家(地区)和组织, 如甲氧滴滴涕、乐

果是日本限量的 1/700 和 1/200, 以此来限制高毒农药的

使用, 保障人民生命健康。但作为高毒农药替代品的常规

农药阿维菌素 , 因其对哺乳动物的生殖毒性作用 , 国际

上阿维菌素的限量较为严格[52], 但我国对其限量值设定

较高, 是 CAC、澳大利亚的 50 倍, 欧盟的 10 倍, 美国的

6.7 倍, 其限量值有待进一步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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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国家(地区)和组织菠萝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 
Table 3  Maximum residue limits of pesticides in pineapple in different countries (regions) and organizations 

序号 项目名称 
限量值/(mg/kg) 

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 CAC 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 欧盟 

1 艾氏剂*  0.05  0.03  0.05 / / - /  0.01 

2 百草枯  0.01  0.01  0.01  0.01  0.05  0.05  0.05  0.02 

3 保棉磷 1 1 1 / / / /  0.01 

4 倍硫磷  0.05  0.05  0.05 / / / /  0.01 

5 丙环唑  0.02  0.02 2 2 4.5  0.02 2  0.01 

6 草铵膦 0.1  0.05 0.1 0.1 / 0.1 0.2 0.1 

7 草甘膦 0.1 0.1 0.1 / 0.1 0.1 / 0.1 

8 除草定 0.1 0.1 / / 0.1 0.1  0.04 / 

9 代森锰锌# 2 2 / / / 0.6 /  0.05 

10 滴滴涕  0.05  0.05  0.05 / / 0.5 /  0.05 

11 狄氏剂*  0.02  0.03  0.05 / / - /  0.01 

12 敌百虫 0.2 0.1 / / / 0.5 3  0.01 

13 敌敌畏※ 0.2 0.2 0.2 / / 0.1 /  0.01 

14 对硫磷  0.01  0.01  0.01 / /  0.05 /  0.05 

15 多菌灵◎  0.5 5 5 5 / 7 /  0.01 

16 二嗪磷 0.1 0.1 0.1 0.1 0.5 0.1 / 0.3 

17 甲氰菊酯 5 5 5 / /  0.01 /  0.01 

18 硫丹  0.05 1  0.05 / 1 2 /  0.05 

19 六六六 ѱ  0.05  0.05 / / / 1 /  0.01 

20 氯丹  0.02  0.02  0.02 / /  0.02 /  0.01 

21 氯菊酯 2 2 2 / / / /  0.05 

22 
咪鲜胺和咪鲜胺

锰盐 
7 7 7 7 / 2 2  0.03 

23 七氯  0.01  0.01  0.01  0.01 /  0.01 /  0.01 

24 
氰戊菊酯和 

S-氰戊菊酯& 
0.2 0.2 0.2 / / 1 /  0.02 

25 噻虫胺  0.01  0.01  0.01  0.01 /  0.02 /  0.02 

26 噻虫嗪  0.01  0.01  0.01  0.01  0.04  0.01 /  0.02 

27 三唑醇§ 5 5 5 5 / 3 /  0.01 

28 三唑酮§ 5 5 5 5 2 3 /  0.01 

29 杀螟硫磷 0.5 0.5 0.5 / / - /  0.01 

30 杀扑磷  0.05  0.05  0.05 / / 0.1 /  0.02 

31 烯酰吗啉  0.01  0.01  0.01  0.01 /  0.01 /  0.01 

32 辛硫磷  0.05  0.05 / / /  0.02 /  0.01 

33 溴氰菊酯  0.05  0.05  0.05 / / - /  0.01 

34 乙烯利 2 2 2 1.5 2 2 2 2 

35 乙酰甲胺磷  0.02 0.5  0.02 / / / /  0.01 

36 异狄氏剂  0.05  0.01  0.05 / /  0.01 /  0.01 

37 莠灭净 0.2  0.05 / / /  0.05  0.05 / 

38 溴甲烷  0.02 /  0.02 / / /  0.05 / 

39 苯醚甲环唑 0.2 / 0.2 / / / / 0.1 

40 苯线磷  0.02 /  0.02 / 0.3 0.1 /  0.02 

41 吡唑醚菌酯 1 / 1 0.3 / / 0.3 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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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续) 

序号 项目名称 
限量值/(mg/kg) 

中国大陆 中国香港 中国澳门 CAC 美国 日本 澳大利亚 欧盟 

42 阿维菌素 0.1 / 0.1 0.002   0.015 /   0.002 0.01 

43 丁硫克百威  0.01 /  0.01 / / - / / 

44 啶虫脒 2 / 2 / / / 0.2 0.01 

45 氟虫腈  0.02 /  0.02 / / - /  0.005 

46 甲胺磷  0.05 /  0.05 / / - / 0.01 

47 甲拌磷  0.01 /  0.01 / /  0.05 / 0.01 

48 甲基对硫磷  0.02 /  0.02 / / 0.2 / 0.01 

49 克百威  0.02 /  0.02 /  0.05 - / 0.01 

50 乐果  0.01 /  0.01 / / 2  0.07 0.01 

51 硫线磷  0.02 /  0.02 / / / / 0.01 

52 螺虫乙酯 0.5 / 0.5 / 0.3 0.3 0.3 0.15 

53 
氯氟氰菊酯和高

效氯氟氰菊酯 
 0.05 /  0.05 / / 0.5 / 0.01 

54 灭多威 0.2 / 0.2 / / 3 / 0.01 

55 灭线磷  0.02 /  0.02 / / / / 0.01 

56 三氯杀螨醇  0.01 /  0.01 / / 3 5 0.02 

57 特丁硫磷  0.01 /  0.01 / /   0.005 / 0.01 

58 涕灭威  0.02 /  0.02 / / / / 0.02 

59 氧乐果  0.02 /  0.02 / / 1  0.03 0.01 

60 联苯肼酯 3 / 3 / / / / 0.02 

61 毒虫畏  0.01 / / / /  0.05 / 0.01 

62 二溴磷※  0.01 / / / / 0.1 / / 

63 甲氧滴滴涕  0.01 / / / / 7 / 0.01 

64 磷胺  0.05 / / / / - / 0.01 

65 茅草枯  0.01 / / / / - 0.1 0.05 

66 甲磺隆  0.01 / / / / / / 0.01 

67 速灭磷  0.01 / / / / / / 0.01 

68 久效磷  0.03 / / / / / / 0.01 

69 乙酯杀螨醇  0.01 / / / / / / 0.02 

70 氯磺隆  0.01 / / / / / / 0.05 

71 氯酞酸甲酯  0.01 / / / / / / 0.01 

72 灭螨醌  0.01 / / / / / / 0.01 

73 毒杀芬  0.05 / / / / / / 0.01 

74 特乐酚  0.01 / / / / / / 0.01 

75 胺苯磺隆  0.01 / / / / / / 0.01 

注: *: 中国香港菠萝上艾氏剂和狄氏剂最大残留之和为 0.03 mg/kg; 中国澳门菠萝上艾氏剂和狄氏剂最大残留之和为 0.05 mg/kg; 日本菠萝

上艾氏剂和狄氏剂最大残留之和为一律标准 0.01 mg/kg; 欧盟菠萝上艾氏剂和狄氏剂最大残留之和表示为狄氏剂, 为 0.01 mg/kg; ＃: 中国

香港菠萝上二硫代氨基甲酸酯类最大残留之和为 2 mg/kg; 日本菠萝上二硫代氨基甲酸酯类最大残留之和为 0.6 mg/kg; 欧盟菠萝上二硫代

氨基甲酸酯类最大残留为 0.05 mg/kg; ※: 日本菠萝上敌敌畏和二溴磷最大残留之和为 0.1 mg/kg; ◎ : 日本菠萝上多菌灵最大残留为多菌灵、

苯菌灵、托布津和甲基托布津各自残留之和, 为 7 mg/kg; 欧盟菠萝上多菌灵和苯菌灵残留之和表示为多菌灵, 为 0.01 mg/k; ѱ: 日本菠萝上

林丹最大残留为 1 mg/kg; 欧盟菠萝上 α-六六六、β-六六六、林丹最大残留均为 0.01 mg/kg; &: 中国香港菠萝氰戊菊酯最大残留为 0.2 mg/kg, 

S-氰戊菊酯最大残留为 0.2 mg/kg; 中国澳门菠萝氰戊菊酯最大残留为 0.2 mg/kg, S-氰戊菊酯最大残留为 0.2 mg/kg; §: 中国香港和中国澳门

菠萝上三唑酮和三唑醇最大残留之和为 5 mg/kg; -表示日本一律标准 0.01 mg/kg; /表示菠萝上无此农药残留限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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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  议 

今年来, 虽然我国在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的制修

订上取得了一定成效, 但与实际生产和国内外发达国家和

组织相比, 还存在一定的差距, 主要体现在以下 4 个方面: 

一是小宗品种农产品登记成本高, 登记的农药产品有限且

无病虫害防治产品, 不能满足生产实际需求, 导致种植户

超范围用药, 农药安全间隔期无依据, 可能导致农药残留

超标问题; 二是菠萝上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中临时限量

较多, 有 29 项, 占比 27.1%, 需进一步验证完善; 三是部

分农药如阿维菌素最大残留限量标准远超国外发达国家和

地区, 这将严重阻碍我国与国外的贸易; 四是国外农药残

留限量在不断动态调整, 如日本在 2023 年 8 月 29 日将灭

草松调整为 0.02 mg/kg 等, 国内种植户特别是有出口需求

的企业了解这些信息的渠道有限或知识水平有限, 不能动

态掌握最新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 导致产品出口受阻。为此, 

一是加快菠萝用农药登记, 针对小宗品种农产品, 农药登记

成本高的问题, 建议对防治同种病虫害的农药产品, 以同属

农产品分类统一登记, 减少登记成本、扩大登记面。二是启

动农药残留再评估, 在风险评估的基础上, 结合菠萝生产农

药实际使用和贸易情况, 开展阿维菌素及限量为临时限量

的农药再评估和验证工作, 使残留限量设置更为合理、准确; 

三是建立行业质量安全交流机制, 如协会、微信公众号等途

径, 帮助企业了解食品安全标准的最新动态和最新规定, 

并合理使用, 避免出现食品安全标准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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