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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评价蔬菜生产中 6 种常用杀虫剂 5%啶虫脒乳油、15%哒螨灵水乳剂、20%溴氰虫酰胺可分散

油悬浮剂、30%唑虫酰胺悬浮剂、22%氟啶虫胺腈悬浮剂和 60 g/L 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在十字花科蔬菜上海

青中的残留消解动态, 评估其膳食摄入风险。方法  于 2018 年 4~10 月在福州采用喷雾的施药方法进行了 6

种药剂在上海青上的残留试验, 通过超高效液相-串联质谱法(ultra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UPLC-MS/MS)检测 6 种药剂在上海青中的残留量, 并对 6 种药剂可能产生的膳食摄入风险

进行评估。结果  6 种杀虫剂在上海青中的回收率在 90.8%~99.6%, 相对标准偏差(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RSD)在 1.1%~3.7%; 啶虫脒、哒螨灵、溴氰虫酰胺、唑虫酰胺、氟啶虫胺腈、乙基多杀菌素在上海青中的降

解半衰期为分别为 3.6、6.2、3.6、4.6、1.7 和 2.9 d。用药后 1~14 d, 啶虫脒、哒螨灵、溴氰虫酰胺和乙基多

杀菌素在上海青中的残留量均分别低于其定量限; 唑虫酰胺和氟啶虫胺腈在上海青中的最高残留量分别为

0.5136 mg/kg 和 1.4488 mg/kg; 6 种药剂在上海青中残留的风险商值(risk quotient, RQ)均<1。结论  6 种药剂在

上海青中的最终残留均低于我国在《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中规定的其在蔬菜(叶菜类)中最高残留限量

(maximum residue limits, MRLs), 6 种药剂的膳食暴露风险较低, 残留处于安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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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evaluate the residue and degradation dynamics of 6 commonly used insecticides in 

cruciferous vegetables, including 5% acetamiprid EC, 15% pyridaben EW, 20% cyantraniliprole OD, 30% 

tolfenpyrad SC, 22% sulfoxaflor SC and 60 g/L spinetoram SC on Brassica chinensis, and evaluate their dietary 

intake risk assessment. Methods  Six pesticide residue tests was carried out and the degradation dynamics on April 

to October, 2018, and final residues of 6 pesticides in Brassica chinensis were detected by ultra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UPLC-MS/MS). The dietary intake risk assessment was conducted by 

using risk quotient method. Results  The average recoveries of 6 pesticides in B. chinensis ranged from 90.8% to 

99.6%, the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s (RSD) were 1.1%‒3.7%. The half-lives of 6 pesticides in Brassica chinensis 

were 3.6, 6.2, 3.6, 4.6, 1.7 and 2.9 days, respectively. The final residues of acetamiprid, pyridaben, cyantraniliprole 

and spinetoram in Brassica chinensis were all lower than their limit of quantification at 1 to 14 days after 

administration. The highest residues of tolfenpyrad and  sulfoxaflor in Brassica chinensis were 0.5136 mg/kg and 

1.4488 mg/kg, respectively. The residual risk quotient (RQ) of 6 pesticides in Brassica chinensis were all smaller than 

1. Conclusion  Compared with the recommended maximum residue limits (MRLs) in the “maximum residue limits 

of pesticides in food” for 6 pesticides in leafy vegetables, the final residue is lower than the MRLs. The dietary risk of 

6 pesticides in Brassica chinensis is relatively low, which is not hazardous to peop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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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上海青(Brassica rapa var. chinensis)是我国常见的十字

花科绿叶蔬菜, 在南方地区大量种植。病虫害的发生是蔬菜

生产中常见问题, 喷施农药是防治病虫害最直接、最有效、

最快速的方法。杀虫剂乙基多杀菌素(spinetoram)、哒螨灵

(pyridaben) 、 氟 啶 虫 胺 腈 (sulfoxaflor) 、 溴 氰 虫 酰 胺

(cyantraniliprole)、啶虫脒(acetamiprid)和唑虫酰胺(tolfenpyrad)

是蔬菜生产中常用的杀虫剂, 主要用于防治美洲斑潜蝇、甜

菜夜蛾、小菜蛾、蓟马、蚜虫、烟粉虱等(表 1)[1]。农药残留

不仅影响农产品质量安全, 更关系到人类的生活健康。国内

外广泛关注农产品质量安全, 各国分别颁布实施了一系列的

食品安全法规和标准以控制农药残留[2‒3]。我国规定了溴氰虫

酰胺、氟啶虫胺腈、哒螨灵、啶虫脒、唑虫酰胺、乙基多杀

菌素在蔬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maximum residue limit, 

MRL)分别为 20 mg/kg(叶菜类)、6 mg/kg(叶菜类)、2 mg/kg(结

球甘蓝 ) 、 1.5 mg/kg( 叶菜类 ) 、 0.5 mg/kg( 大白菜 ) 和         

0.5 mg/kg(结球甘蓝)[2], 但是, 目前没有明确规定在上海青中

的上述 6 种农药的最大残留限量标准。 

蔬菜中农药残留量的检测方法主要有气相色谱法(gas 

chromatography, GC)[4] 、 气 相 色 谱 - 质 谱 联 用 法 (gas 

chromatography-mass spectrometry, GC-MS)[5]、液相色谱-

串 联 质 谱 法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LC-MS/MS)[6]、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g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HPLC-MS/MS)[7]和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

谱法(ultra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UPLC-MS/MS)[8‒9]等。针对蔬菜中上述 6 种

杀虫剂的单一检测方法已有报道[6,10‒12], 而采用超高效液

相色谱-串联质谱(UPLC-MS/MS)同时检测 6 种农药在十字

花科蔬菜上海青中的残留研究鲜见报道。因此, 本研究采

用 UPLC-MS/MS 的方法, 测定了上海青中 6 种农药的残留

量, 对 6 种药剂在上海青中的残留消解动态规律进行了研

究, 并对其膳食摄入风险进行评估, 旨在为制定 6 种药剂

在蔬菜(尤其是上海青)上的最大残留限量标准检测方法和

安全使用准则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仪器与试剂 

Waters UPLC-TQS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四级杆质谱

(美国 Waters 公司); MILLI-Q 纯水机(美国 Millipore 公司); 

AUD220D 电子天平 ( 十万分之一 , 日本岛津公司 ); 

Eppendorf 5804R 离心机(德国艾本德 Eppendorf 股份公司); 

KQ5200DE 型数控超声波清洗器(昆山市超声仪器有限公

司); VORTEX-KB3 涡旋混匀器(江苏海门市其林贝尔仪器

制造有限公司)。 

5%啶虫脒乳油(江苏龙灯化学有限公司); 20%溴氰虫

酰胺可分散油悬浮剂(美国杜邦公司); 30%唑虫酰胺悬浮

剂(江西正邦生物化工有限责任公司); 60 g/L乙基多杀菌素

悬浮液、22%氟啶虫胺腈悬浮液(美国陶氏益农公司); 15%

哒螨灵水乳剂(海南正业中农高科股份有限公司)。 

标准品: 溴氰虫酰胺(cyantraniliprole, 98.4%)、唑虫

酰胺(tolfenpyrad, 99.0%)、乙基多杀菌素(spinetora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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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6 种农药在我国登记情况 
Table 1  The registration of 6 kinds of pesticides in China 

农药 防治对象 登记作物 

啶虫脒 蚜虫、白粉虱、蓟马、黄曲条跳甲、茶小绿叶蝉、潜叶蛾等 甘蓝、黄瓜、棉花、小麦、茶树、柑橘树、苹果树

哒螨灵 黄曲条跳甲、红蜘蛛、叶螨、山楂叶螨等 甘蓝、萝卜、棉花、柑橘树、苹果树、棉花、樱桃

溴氰虫酰胺 
小菜蛾、甜菜夜蛾、蚜虫、白粉虱、烟粉虱、棉铃虫、蓟马、美洲

斑潜蝇、斜纹夜蛾、菜青虫、二化螟、三化螟、稻纵卷叶螟等 

甘蓝、辣椒、大葱、番茄、黄瓜、棉花、水稻、

西瓜、小白菜、豇豆 

唑虫酰胺 小菜蛾 甘蓝 

氟啶虫胺腈 蚜虫、矢尖蚧、烟粉虱、盲蝽蟓、稻飞虱、桃蚜 
白菜、柑橘树、黄瓜、棉花、苹果树、水稻、桃树、

葡萄、西瓜、小麦 

乙基多杀菌素 
甜菜夜蛾、小菜蛾、蚜虫、豆荚螟、美洲斑潜蝇、蓟马、 

稻纵卷叶螟、果蝇 

甘蓝、黄瓜、豇豆、茄子、水稻、芒果、 

西瓜、杨梅树 

 
100 μg/mL)、氟啶虫胺腈 (sulfoxaflor, 99.7%)、哒螨灵

(pyridaben, 98.5%) 、 啶 虫 脒 (acetamiprid, 98.5%)( 美 国

Sigma-Aldrich 公司)。 

其他试剂: 乙腈(色谱纯, 美国 Fisher 公司); 甲苯和

N-丙基乙二胺固相吸附剂(美国 Sigma-Aldrich 公司); 无水

硫酸镁、石墨化碳黑、DisQuETM(0.5 g NaSesquihydrate, 1 g 

NaCitrate, 1 g NaCl/4 g MgSO4)(分析纯, 国药集团)。 

1.2  试验方法 

按照《农药登记残留田间试验标准操作规程》[13]和《农

作物中农药残留试验准则》[14], 试验于 2018 年 4~10 月在

福建福州进行 6 种药剂在上海青上的残留田间试验。试验

田为未施用本研究所测试的 6 种药剂。试验小区统一采用

滴灌方式浇水。上海青生长周期一般为 40~50 d, 根据《农

作物中农药残留试验准则》[14], 结合上海青生长情况和药

剂间隔期设置采样时间。 

1.3  消解动态及残留试验 

1.3.1  消解动态试验 

施药剂量为药剂推荐最高剂量的 2 倍, 有效成分分别

为 5%啶虫脒乳油 45 g/hm2、15%哒螨灵水乳剂 180 g/hm2、

20%溴氰虫酰胺可分散油悬浮剂 30 g/hm2、30%唑虫酰胺

悬浮剂 540 g/hm2、22%氟啶虫胺腈悬浮剂 198 g/hm2 和   

60 g/L 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 108 g/hm2, 以清水处理作为空

白对照, 每处理 3 次重复, 每小区面积约 30 m2。上海青出

苗后 7 d 施药 1 次。分别于施药后 1 h 和 1、3、5、7、14、

21、28、35 d 取样。在各试验小区内随机采集生长正常、

无病虫害的样品 1 kg, 样品切碎后混匀后四分法留样  

200 g, 放入‒20 ℃冰柜中保存, 待测。 

1.3.2  最终残留试验 

每个药剂分别设置低剂量(推荐高剂量)和高剂量(推

荐高剂量的 2 倍)2 个施药剂量, 有效成分分别为: 5%啶虫

脒乳油(22.5、45 g/hm2)、15%哒螨灵水乳剂(90、180 g/hm2)、

20%溴氰虫酰胺可分散油悬浮剂(15、30 g/hm2)、30%唑虫

酰胺悬浮剂(270、540 g/hm2)、22%氟啶虫胺腈悬浮剂(99、

198 g/hm2)和 60 g/L 乙基多杀菌素悬浮剂(54、108 g/hm2), 

另设清水处理作为对照。每处理 3 个平行, 每小区面积约

30 m2。上海青出苗后 7 d 第 1 次施药, 施药间隔 7 d, 共施

药 2 次。分别于最后一次施药后 1、3、5、7、10、14 d 采

样, 取样方法同 1.3.1。 

1.4  试验方法 

1.4.1  样品前处理 

称取 10.0 g 试样(已匀浆)于 50 mL 离心管中, 加入  

20 mL 乙腈, 涡旋 1 min, 加入 1 包 DisQuETM, 涡旋 30 s, 

超声提取 20 min, 5000 r/min 离心 10 min, 取 1 mL 上清液。 

称取 0.03 g 石墨化碳黑(预先加入甲苯, 甲苯量与乙

腈量为 1:3, V:V), 加入 0.30 g N-丙基乙二胺, 0.45 g 无水硫

酸镁(使用前经过 425 ℃烘烤), 再加上述 1 mL 上清液, 涡

旋 1 min, 5000 r/min离心 10 min, 取上清液过0.22 μm滤膜, 

待测。 

1.4.2  仪器测定条件 

色谱条件: 液相色谱的色谱柱为 ACQUITY HSS C18

柱(100.0 mm×2.1 mm, 1.8 μm), 流速为 400 μL/min, 柱温

为 35 ℃, 进样体积为 1 μL。流动相 A 相为 5 mmol/L 乙

酸铵加 1%甲酸溶液, B 相是乙腈, 按照 A:B=80: 20(V:V)

混溶液。 

质谱条件: 电离方式为电喷雾离子源正离子(electron 

spray ionization, ESI+), 采用多反应模式监测 (multiple 

reaction monitoring, MRM)。毛细管电压 1.0 kV, 雾化气流

量 3.0 L/min, 加热气流速 10.0 L/min, 离子源温度 150 ℃, 

去溶剂温度 500 ℃, 去溶剂气流量 1000 L/hr。 

1.5  膳食摄入风险评估 

膳食摄入风险评估可以为提出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建

议值提供依据[15]。采用定点法进行药剂的膳食摄入风险评

估[16], 以风险商值(risk quotient, RQ)作为评估值, 当 RQ≤

1 时, 表示其风险可以接受, RQ 越小, 风险越小; 当 RQ>1



第 2 期 史梦竹, 等: 6 种杀虫剂在上海青中的残留消解动态及膳食风险评估 649 
 
 
 
 
 

时, 表示有不可接受的慢性风险, RQ 越大, 风险越大。计

算公式如(1)、(2):  

EED=CRL×FI/bw               (1) 
RQ=EED/ADI                 (2) 

式(1)中 EED 为估计暴露量, mg/(kg bw); CRL 为农药残留

量, mg/kg; FI为膳食摄入量, kg; bw 为体重, kg; 式(2)中 RQ

为风险商; ADI(acceptable daily intake)为每日允许摄入量, 

mg/(kg bw)。 

2  结果与分析 

2.1  线性范围、准确度及精密度 

分别将啶虫脒、哒螨灵、溴氰虫酰胺、唑虫酰胺、氟

啶虫胺腈、乙基多杀菌素标准溶液用空白基质提取液稀释

配制 5 个浓度梯度的系列标准溶液。以标准溶液的浓度为

横坐标(X, mg/kg), 相应峰面积的丰度值为纵坐标(Y)绘制

标准曲线, 线性方程见表 2, 决定系数 r2 均大于 0.99。 

添加回收率试验结果表明, 在 0.3、0.6 和 3.0 mg/kg 添

加水平下, 啶虫脒、哒螨灵、溴氰虫酰胺和唑虫酰胺在上海

青中的平均回收率为 90.8%~98.3%, 相对标准偏差(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 RSD)为 1.2%~3.3%; 在 0.15、0.3 和    

1.5 mg/kg 添加水平下, 氟啶虫胺腈在上海青中的平均回收

率为 92.6%~99.2%, 相对标准偏差 RSD 为 1.5%~2.6%; 在

1.5、3 和 15 mg/kg 添加水平下, 乙基多杀菌素在上海青中的

平均回收率为 94.0%~99.6%, 相对标准偏差 RSD 为

1.1%~3.7%(表 3), 满足农药残留分析检测的要求。 

由最低添加水平得到啶虫脒、哒螨灵、溴氰虫酰胺、

唑虫酰胺在上海青中的定量限均为 0.3 mg/kg, 氟啶虫胺腈

在上海青中的定量限 (limits of quantification, LOQ)为  

0.15 mg/kg, 乙 基 多 杀 菌 素 在 上 海 青 中 的 定 量 限 为     

1.5 mg/kg; 啶虫脒、哒螨灵、溴氰虫酰胺、唑虫酰胺检出

限(limits of detection, LOD)均为 0.1 mg/kg, 氟啶虫胺腈的

检 出 限 为 0.05 mg/kg, 乙 基 多 杀 菌 素 的 检 出 限 为       

0.5 mg/kg。 

 
 

表 2  6 种杀虫剂在上海青中的标准工作曲线、决定系数、检出

限及定量限 
Table 2  Linear equation, r2, LOD and LOQ of the 6 pesticides 

农药名称 线性方程 
决定 

系数 r2 
检出限

/(mg/kg)
定量限

/(mg/kg)

啶虫脒 Y=53197X+12906 0.9999 0.1 0.3 

哒螨灵 Y=88595X+154708 0.9998 0.1 0.3 

溴氰虫酰胺 Y=5544.1X‒572.2 0.9995 0.1 0.3 

唑虫酰胺 Y=37727X+28763 0.9996 0.1 0.3 

氟啶虫胺腈 Y=1158.2X+195.3 0.9998 0.05 0.15 

乙基多杀菌素 Y=62256X‒25215 0.9994 0.5 1.5 

表 3  6 种杀虫剂在上海青中的添加平均回收率及相对标准偏差

(n=6) 
Table 3  Recoveries and RSDs of 6 pesticides in B. rapa var. 

chinensis(n=6) 

农药名称 
添加水平 
/(mg/kg) 

平均回收率 
/% 

相对标准偏差
RSD/% 

啶虫脒 

0.3 91.1 2.2 

0.6 94.6 2.8 

3.0 97.2 3.1 

哒螨灵 

0.3 90.8 1.2 

0.6 94.1 2.1 

3.0 98.3 2.3 

溴氰虫酰胺 

0.3 91.8 1.8 

0.6 93.4 3.2 

3.0 96.3 2.5 

唑虫酰胺 

0.3 91.6 1.5 

0.6 94.5 3.3 

3.0 97.9 3.3 

氟啶虫胺腈 

0.15 92.6 2.6 

0.3 95.1 1.8 

1.5 99.2 1.5 

乙基多杀菌素

1.5 94.0 1.1 

3 94.5 2.7 

15 99.6 3.7 

 

2.2  6 种杀虫剂在上海青中的消解动态 

6 种杀虫剂上海青植株中的残留量均随着时间的延长

而逐渐降低, 其消解动态曲线符合一级动力学方程。啶虫

脒、哒螨灵、溴氰虫酰胺、唑虫酰胺、氟啶虫胺腈、乙基

多杀菌素在上海青中的降解半衰期为分别为 3.6、6.2、3.6、

4.6、1.7 和 2.9 d(表 4)。 
 

表 4  6 种杀虫剂上海青中的残留消解动态参数 
Table 4  Degradation kinetics parameters of six pesticides in B. 

rapa var. chinensis 

农药名称 消解动态方程 决定系数 r2 半衰期/d

啶虫脒 Ct=0.2253e‒0.192t 0.9629 3.6 

哒螨灵 Ct=0.2128e‒0.111t 0.9667 6.2 

溴氰虫酰胺 Ct=0.0583e‒0.19t 0.9430 3.6 

唑虫酰胺 Ct=0.814e‒0.15t 0.9282 4.6 

氟啶虫胺腈 Ct=2.7963e‒0.408t 0.9291 1.7 

乙基多杀菌素 Ct=0.2265e‒0.237t 0.9849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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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6 种杀虫剂在上海青中的最终残留 

按照推荐高剂量和推荐高剂量的 2 倍, 在上海青出苗

后 7 d, 分别施药 2 次, 施药间隔期为 7 d, 6 种药剂在上海

青中的最终残留量见表 5。其中啶虫脒、哒螨灵、溴氰虫

酰胺和乙基多杀菌素在上海青中的残留量均分别低于其定

量限; 唑虫酰胺在上海青中的最高残留量为 0.5136 mg/kg, 

氟啶虫胺腈在上海青中的最高残留量为 1.4488 mg/kg。 

根据药剂田间施用推荐剂量和 2 倍推荐剂量, 连续 2

次在上海青上施药, 最后一次施药后 3 d 开始, 6 种药剂的

最终残留量均低于我国规定的药剂在蔬菜(叶菜类)中最高

限量。但是, 目前我国对 6 种农药在上海青中的残留限量

暂时未有具体规定。 

 
表 5  6 种杀虫剂在上海青中的最终残留量 

Table 5  Terminal residues of six pesticides in B. rapa var. chinensis 

农药名称 施药剂量/[a.i/(g/hm2)] 
最终残留量/(mg/kg) 

1 d 3 d 5 d 7 d 10 d 14 d 

啶虫脒 
22.5 ＜LOQ ＜LOQ ＜LOQ ＜LOQ ＜LOQ ＜LOQ 

45 ＜LOQ ＜LOQ ＜LOQ ＜LOQ ＜LOQ ＜LOQ 

哒螨灵 
90 ＜LOQ ＜LOQ ＜LOQ ＜LOQ ＜LOQ ＜LOQ 

180 ＜LOQ ＜LOQ ＜LOQ ＜LOQ ＜LOQ ＜LOQ 

溴氰虫酰胺 
15 ＜LOQ ＜LOQ ＜LOQ ＜LOQ ＜LOQ ＜LOQ 

30 ＜LOQ ＜LOQ ＜LOQ ＜LOQ ＜LOQ ＜LOQ 

唑虫酰胺 
270 0.5080 0.4636 0.4800 0.4218 0.4007 ＜LOQ 

540 0.5136 0.4760 0.4798 0.4471 0.4277 ＜LOQ 

氟啶虫胺腈 
99 1.1962 0.2993 0.2640 0.2373 ＜LOQ ＜LOQ 

198 1.4488 0.6220 0.5439 0.3511 0.1643 ＜LOQ 

乙基多杀菌素 
54 ＜LOQ ＜LOQ ＜LOQ ＜LOQ ＜LOQ ＜LOQ 

108 ＜LOQ ＜LOQ ＜LOQ ＜LOQ ＜LOQ ＜LOQ 

 

2.4  6 种杀虫剂在上海青中的膳食风险评估 

6 种药剂的每日允许摄入量见表 6, 我国人均膳食结

构中蔬菜的每日摄入量成人为 300~500 g[17], 按照我国人

均体重 63 kg 计算[18], 根据本研究测得上海青中 6 种药剂

的最大残留量计算, 风险商值 RQ 均小于 1, 其中唑虫酰胺

的风险商值 RQ 最大为 0.6794, 说明 6 种药剂的膳食暴露

风险均较低, 属可接受水平, 残留处于安全水平。 

 
表 6  6 种药剂在上海青中的膳食暴露和风险评估 

Table 6  EED and RQ of six pesticides in B. rapa var. chinensis 

农药名称 ADI 
/(mg/kg bw)[2] 

估计暴露量 EED 
/(mg/kg bw) 

风险商值
RQ 

啶虫脒 0.07 0.0013 0.0185 

哒螨灵 0.01 0.0010 0.0982 

溴氰虫酰胺 0.03 0.0008 0.0271 

唑虫酰胺 0.006 0.0041 0.6794 

氟啶虫胺腈 0.05 0.0115 0.2300 

乙基多杀菌素 0.05 0.0001 0.0021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建立了 UPLC-MS/MS 方法测定 6 种杀虫剂乙

基多杀菌素、哒螨灵、氟啶虫胺腈、溴氰虫酰胺、啶虫

脒和唑虫酰胺在上海青中残留量的分析方法, 检测方法

的准确性和精确度均能满足农药残留分析检测的要求。

消解动态结果表明, 6 种药剂的残留量随时间的延长而逐

渐减少, 消解半衰期为 1.7~6.2 d, 表明 6 种药剂在上海青

中均为易降解农药。最终残留试验结果显示, 啶虫脒、哒

螨灵、溴氰虫酰胺和乙基多杀菌素在上海青中的残留量

均低于其定量限; 唑虫酰胺和氟啶虫胺腈在上海青中的

最高残留量分别为 0.5136 mg/kg 和 1.4488 mg/kg, 且最后

一次施药后 3 d, 6 种杀虫剂在上海青中的残留量均低于

其在蔬菜(叶菜类)中最高限量[2]。本研究中, 药剂的消解

和残留与其他报道[19‒20]存在差异, 分析其原因可能是由

于农作物中农药残留动态及残留量除了与药剂自身的降

解速率有关外, 还受作物种类、试验地的气候和土壤条件

以及施药方式等因素影响。 

乙基多杀菌素、哒螨灵、氟啶虫胺腈、溴氰虫酰胺、

啶虫脒和唑虫酰胺在我国蔬菜生产中应用广泛, 一般来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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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长期膳食摄入和慢性风险评估应将所有登记作物中 6

种药剂的摄入量进行分别累加[21], 但由于目前这些农产品

的残留试验数据无法获得, 故本研究仅参考蔬菜摄入量, 

对来源于上海青的残留进行了膳食风险评估。慢性膳食摄

入风险评价结果表明, 按本研究的使用量推荐剂量和推荐

剂量的 2 倍剂量, 施药 2 次, 采收间隔期 14 d, 6 种药剂的

风险商值 RQ 均小于 1, 说明 6 种药剂在上海青中的膳食摄

入风险较低, 膳食暴露风险处于可接受的安全水平。研究

结果可为我国制定乙基多杀菌素、哒螨灵、氟啶虫胺腈、

溴氰虫酰胺、啶虫脒和唑虫酰胺 6 种农药在上海青中的最

大残留限量(maximum residue limit, MRL)标准提供依据。 

评估某种农药在特定作物上的残留消解动态和最终

残留限量时, 通常需要在 2 个或以上的区域至少 2 年的数

据, 而本研究仅为一年一地的研究结果, 可能会导致农药

残留消解动态和最终残留量变化也会有所差异, 为增加数

据的可靠性和准确性, 后期将增加试验点和试验次数。尽

管 6 种药剂在上海青中的残留处于安全水平, 但是本研究

仅估算了上海青中残留的药剂, 上海青的摄入量仅占日常

摄入量的小部分, 通过稻米、水果、玉米等其他作物的摄

入也可能摄入上述药剂, 因此, 6 种药剂在其他食物中的膳

食摄入风险和对我国居民健康的影响需进一步评估, 为制

定其残留限量标准 MRL 提供更完善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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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油加工与质量安全”专题征稿函 

 

民以食为天, 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的源头在农业, 粮油产品是基础。我国作为粮食生产大国和人口大

国, 粮油质量安全受到政府、产业和消费者的高度关注。与此同时,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和农业高质量发展, 发

掘不同产地、不同品种粮油产品特异品质, 促进优质粮油产品开发, 是推动粮油产业高质量发展、满足人民

日益增长的消费需要的重要举措。 

鉴于此, 本刊特别策划了“粮油加工与质量安全”专题, 主要围绕粮油加工工艺、质量安全检测技术研究、

粮油产品特异品质挖掘与评价、粮油产品质量安全风险评估、真实性与产地溯源、检测方法的标准化和分析

质量控制技术以及粮油质量安全管理技术等方面展开论述和研究, 本专题计划在 2021 年 4 月出版。  

鉴于您在该领域的成就, 本刊主编吴永宁技术总师特别邀请您为本专题撰写稿件, 以期进一步提升该专

题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综述及研究论文均可, 请在 2021 年 1 月 20 日前通过网站或 E-mail 投稿。我们将快

速处理并优先发表。  

同时, 希望您能够推荐该领域的相关专家并提供电话和 E-mail。  

谢谢您的参与和支持！  

投稿方式:  

网站: www.chinafoodj.com  

E-mail: jfoodsq@126.com(注明专题)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