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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以 2015 年至 2019 年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系统(rapid alert system for food and feed, RASFF)

通报数据为基础, 分析对华通报的食品中农药兽药残留数据, 反映我国出口食品的质量安全状况。通过不同通

报类型、通报国家、通报项目、采取措施等多维度数据对比分析了对华通报食品农兽药安全状况。农药残留

依旧是制约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主要因素, 不合格农药残留食品涉及的食品品种呈现出多元化的趋势, 高

剧毒农药的使用屡见不鲜。应通过制定完善的标准、治理种植养殖环境、强化监督管理等多措并举, 降低出

口贸易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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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data of pesticide and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in food reported to China 

from 2015 to 2019 based on the European Union's rapid alert system for food and feed (RASFF) data, so as to 

reflect the quality and safety status of China's export food. The safety status of food, agriculture and veterinary 

drugs notified to China were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rough multi-dimensional data of different notification 

types, notification countries, notification projects and measures. Pesticide residue was still the main factor 

restricting the export trade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China. The food varieties involved in unqualified pesticide 

residue food showed a diversified trend, and the use of highly toxic pesticides was common. To reduce the risk of 

export trade, we should take many measures, such as establishing perfect standards, improving the planting and 

breeding environment,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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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欧盟食品和饲料快速预警系统(rapid alert system of 

food and feed, RASFF)是依据欧盟条例 No 178/2002《一般

食品法》建立的连接系统各成员国食品与饲料安全主管机

构、欧盟委员会以及欧洲食品安全管理局等的网络[12]。

一旦成员掌握任何有关食物或饲料对人类健康造成严重

直接或间接风险的信息, 需要向 RASFF 委员会告知产品

信息、风险等级、采取措施等, 以便各监控机构就食品安

全保障措施进行信息交流 [34]。其通报类型主要涉及食

品、饲料及食品接触材料 3 种类型。本文基于 2015 年至

2019 年 RASFF 通报数据, 分析食品中农药兽药残留的安

全状况。从不同通报类型、通报国家、通报项目、采取

措施等多维度信息对欧盟对华通报食品农药兽药安全状

况进行分析, 以期为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1  RASFF 发出的国际通报 

RASFF 根据风险的严重性以及危害在各成员国之间

的扩散程度 , 将预警信息分成 5 类 : 拒绝入境 (border 

rejection notifications)、预警通报(alert notifications)、提示

信 息 通 报 (information notifications) 、 跟 踪 信 息 通 报

(information for follow-up)和新闻(news)。当食品、饲料或

食品接触材料对人类健康、动物健康以及环境存在严重风

险而禁止进入欧盟时, 发送“拒绝入境”; 当已经上市的食

品、饲料或食品接触材料存在严重风险, 网络成员国认为

需要或者可能立即采取措施时, 发送“预警通报”; 当食品、

饲料或食品接触材料存在风险, 或者通报发出时产品没有

在市场流通, 不需要立即采取措施时, 发送“提示信息通

报”; 当食品、食品接触材料或饲料存在风险, 已经或者可

能在其他成员国销售时, 发送跟踪信息通报; 当食品、食

品接触材料或饲料可能存在风险, 需要引起各成员国重视

的, 发送“新闻”。RASFF 2015-2019 年发出国际通报的类

型如图 1 所示。 

2015 年至 2019 年, 欧盟 RASFF 通报累计 17691 起。

2015 年, 通过 RASFF 共发布了 3049 次通报, 其中 775 次

为预警, 392 次为跟踪信息, 495 次为提示信息, 1387 次为拒

绝入境, 其中关于农药残留的通报有 402 次。兽药残留的

通报有 60 次[5]。 

2016 年, 共通过 RASFF 发布了 2993 次通报, 其中

847 次为预警, 378 次为跟踪信息, 598 次为提示信息, 1170

次为拒绝入境。其中关于农药残留的通报有 222 次, 143 次

为拒绝入境, 禁止进入欧盟市场。“可可和可可制剂、咖啡

和茶”分类中的所有通报都涉及茶叶, 这些茶叶主要来自

中国和印度。兽药残留的通报有 47 次[6]。 

2017 年, 通过 RASFF 总通报了 3832 次通报, 其中 942

次为预警, 596 次为跟踪信息, 706 次为提示信息, 1588 次为

拒绝入境。其中关于农药残留的通报有 186 次, 132 次为拒

绝入境, 禁止进入欧盟市场。兽药残留的通报有 64 次[7]。 

2018 年, 通过 RASFF 共发布了 3699 次通报, 其中

1118 次为预警, 493 次为跟踪信息, 675 次为提示信息, 1401

次为拒绝入境, 12 次为新闻。其中关于农药残留的通报有

237 次, 154 次为拒绝入境, 禁止进入欧盟市场。其中较为

突出的问题有, 中国的茶叶被通报 15 次, 其中 13 次为拒

绝入境; 中国的干制枸杞被通报 10 次, 其中 1 次为拒绝入

境。兽药残留的通报有 48 次[8]。 

2019 年, 通过 RASFF 发布了 4118 次通报, 其中 1173

次为预警, 546次为跟踪信息, 882 次为提示信息, 1499 次为

拒绝入境, 18 次为新闻。其中关于农药残留的通报有 253

次, 188 次为拒绝入境, 禁止进入欧盟市场。大多数通报都

是水果和蔬菜中(包括枸杞)农药的不合规使用。通报最多

的农药为毒死蜱, 由于可能的遗传毒性和神经毒性, 禁止

在欧盟国家使用。“可可和可可制剂、咖啡和茶”分类中的

所有通报都涉及茶叶 , 这些茶叶主要来自中国(17 次通

报)。兽药残留的通报有 47 次[9]。 

 

 
 

图 1  RASFF 2015-2019 年发出国际通报的类型 

Fig.1  Classification of EU RASFF reports from 2015 to 2019 
 

2  RASFF 对华发出的通报 

2015 年至 2019 年, 欧盟 RASFF 对华通报累计 1644

起, 占全球通报的 9.3%。2015 年对华通报 388 次, 占全球

通报的 12.7%[5]; 2016 年对华通报 256 次, 占全球通报的

8.6%[6]; 2017 年对华通报 305 次, 占全球通报的 8.0%[7]; 

2018 年对华通报 316 次, 占全球通报的 8.5%[8]; 2019 年

RASFF 对华发出的通报有 379 次 , 占全球通报的

9.2%[9](见表 1)。近 5 年欧盟 RASFF 对华食品通报数一直

居高不下, 我国已然成为通报数量最多的国家之一。被通

报的项目排在前十位的有真菌毒素、重金属、农药残留、

掺假/杂、微生物污染、食品添加剂、组分、污染物、过敏

原和转基因食品(见图 2), 其中农药残留通报数量居高不

下。2015 年农药残留通报占 11%, 2016 年农药残留通报占

比 6%, 2017 年通报占比 7%, 2018 年通报占比 9%, 2019 年

通报占比 7%。2015 年较高, 2016—2019 年通报占比维持

在 6%~9%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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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对华农药残留发出的通报分析 

截至 2020 年 10 月, RASFF 因为农药残留对华发出的

通报 20 次[10], 其中拒绝入境 12 次(60%), 预警 4 次(20%), 

提示 3 次(15%), 跟踪信息 1 次(5%)。通报国家主要来自于

波兰 6 次(30%)、德国 3 次(15%)、荷兰 3 次(15%)、西班牙

2 次(10%)和爱沙尼亚 2 次(10%)。通报的食品种类包括茶

叶 12 次、水果 4 次、枸杞 2 次等。欧盟对通报食品采取相

关措施, 包括从市场撤回、从消费者召回、官方扣留、海

关封存、销毁、重新发货等。 

 
表 1  2015—2019 年 RASFF 通报次数统计 

Table 1  The number and proportions of RASFF reported from 2015 to 2019 

年份 RASFF 国际通报次数 
RASFF 通报农兽药残留次数 

(占比/%) 

RASFF 对华通报次数

(占比/%) 

RASFF 对华通报农兽药残留次数

(占比/%) 

2015 年 3049 402(13.2) 60(2.0 ) 388(12.7) 44(11.3 ) 3(0.8) 

2016 年 2993 222(7.4) 47(1.6 ) 256(8.6) 15(5.9) 6(2.3) 

2017 年 3832 186(4.9) 64(1.7 ) 305(8.0) 21(6.9) 7(2.3) 

2018 年 3699 237(6.4) 48(1.3 ) 316(8.5) 30(9.5) 1(0.3) 

2019 年 4118 253(6.1) 47(1.1 ) 379(9.2) 28(7.4) 11(2.9) 

 

 
 

图 2  2015—2019 年 FASFF 对华通报食品项目及占比 

Fig.2  EU RASFF reported different subjects of food to China from 2015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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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 年 RASFF 因为农药残留对华发出通报 44 次, 占

对华通报比例 11.3%; 2016 年对华发出农药残留通报 15 次, 

占对华通报比例 5.9%; 2017年对华发出农药残留通报 21 次, 

占对华通报比例 6.9%; 2018年对华发出农药残留通报 30 次, 

占对华通报比例 9.5%; 2019 年对华发出的农药残留通报 28

次, 占对华通报比例 7.4%。2015—2019 年农药残留通报明

显高于兽药残留通报数量。2017—2019 年连续 3 年 RASFF

对华通报农药残留占比均高于国际平均水平, 必将影响我

国食品进一步扩大国际市场, 削弱国际贸易竞争力(见表1)。

连续追溯 2015—2019 年的农药通报记录, 情况如下:  

2015—2019 年对华共发出农药残留通报 138 次, 其

中预警 23 次、提示 18 次, 拒绝入境 85 次, 跟踪信息 12

次(见图 3)。通报次数排名前十位的国家分别是荷兰、法

国、意大利、西班牙、芬兰、比利时、捷克、瑞典、波

兰和德国(见图 4)。 

通报的食品种类包括茶叶 78 次(占比 56.5%), 药食同

源食品 26 次(占比 18.8%), 其中枸杞 25 次, 灵芝 1 次, 水果

17 次(占比 12.3%), 蔬菜 14 次(占比 10.1%), 坚果及种子 2

次(占比 1.4%), 谷物 1 次(占比 0.7%), 见图 5。茶叶、枸杞

和果蔬为近年来农药残留通报的主要品种, 2015—2019 年

间, 茶叶农药残留通报维持稳定, 只有 2017 年占比最低为

33.3%, 其余均为 50%~70%, 占农药残留通报半数以上。

2015—2016年枸杞通报次数均为0次, 2017年占比最高达到

47.6%, 2018—2019 年逐年下降。水果蔬菜农药残留通报数

量自 2015 年起稳步下降, 维持在 10%~20%之间, 如图 6 所

示。对比发现, 茶叶和枸杞在农药残留通报中占比较高, 并

高于水果蔬菜, 可见近年来通过政府管控以及科研工作的

开展使我国水果蔬菜农药残留情况基本可控[1112]。但是近

年来茶叶以及枸杞等药食同源的中药材在农药残留监控方

面暴露较多问题, 有必要给予更多的关注[1314]。 

被通报的产品 138 次, 涉及农药 55 种, 233 频次, 有

的甚至一个产品检出 5 种农药残留。农药残留中最突出

的农药有蒽醌(占比 12.4%)、唑虫酰胺(占比 11.1%)、克

百威(占比 8.2%)、啶虫脒(占比 7.3%)、炔螨特(占比 5.6%)、

水胺硫磷(占比 4.3%)。蒽醌所占比例最大, 蒽醌存在于中

草药或植物代谢物中 [1516], 常用于染料的生产, 目前已

经发现的天然蒽醌类化合物有 200 多种, 茶叶等食品中

是否含有蒽醌本底不得而知 [1617], 因此在我国未被列入

农药残留监管范围 , 而欧盟对茶叶中的蒽醌制定了  

0.02 mg/kg 的限量标准 [18] 。蔬菜中唑虫酰胺在 GB 

2763—201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

量》中规定的最大残留量为 0.5 mg/kg[19], 欧盟法规没有

规定唑虫酰胺残留量的最高限量标准, 采取 0.01 mg/kg

的“默认标准”进行边境管控。中欧双边对农药残留量限量

规定的差异是导致该类危害被通报的原因之一。我国应

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制修订, 以破除

贸易壁垒, 降低出口贸易风险。通报频次排名前 20 的农

药品种分别为蒽醌、唑虫酰胺、克百威、啶虫脒、炔螨

特、水胺硫磷、毒死蜱、吡虫啉、噻嗪酮、呋虫胺、哒

螨灵、虫螨腈、烟碱、多菌灵、三唑磷、苦参碱、双甲

脒、己唑醇、高效氯氟氰菊酯、氟虫腈(见图 7)。其中克

百威、水胺硫磷、三唑磷均为高毒农药, 共通报高毒农药

36 次, 中毒农药 96 次, 低毒农药 101 次(见图 8)。 

对于通报的产品欧盟采取的处理措施, 其中撤出市

场 21 次, 从消费者召回 11 次, 官方扣留 13 次, 海关封存

7 次, 销毁 20 次, 重新发货 21 次, 通知收货人 3 次, 通知

主管部门 3 次, 退回至发货人 3 次, 退回至收货人 3 次, 未

被授权进口 22 次, 公共警告 2 次, 不采取措施 9 次。其中

处理比较严重的措施是销毁和撤出市场, 共计 41 次, 占比

29.7%, 风险程度严重的有 30 次, 占比 21.7%。产品一旦被

欧盟通报, 将面临严格的处罚, 企业也会遭受巨大的经济

损失和声誉影响。 

4  对华兽药残留发出的通报分析 

2015—2019年累计发出兽药残留通报 28次, 其中拒绝

入境 15 次(53.5%), 预警 3 次(10.7%), 提示 3 次(10.7%), 跟

踪信息 7 次(25.0%)。通报国家主要来自于波兰 9 次(32.1%)、

比利时 5 次(17.8%)、意大利 5 次(17.8%)、西班牙 3 次(10.7%)

荷兰 2 次(7.1%), 德国、捷克、卢森堡、英国各 1 次。2015

年 RASFF 对华发出兽药残留通报 3 次, 占对华通报比例

0.8%; 2016 年对华发出兽药残留通报 6 次, 占对华通报比例

2.3%; 2017 年对华发出兽药残留通报 7 次, 占对华通报比例

2.3%; 2018 年对华发出兽药残留通报 1 次, 占对华通报比例

0.3%; 2019 年对华发出的兽药残留通报 11 次, 占对华通报

比例 2.9%(见表 1)。通报项目包括磺胺嘧啶 3 次、磺胺二甲

氧嗪 1 次、呋喃西林 7 次、呋喃唑酮 2 次、呋喃他酮 1 次、

氯霉素 9 次、阿奇霉素 1 次、诺氟沙星 2 次、氧氟沙星 2

次、甲硝唑 1 次、链霉素 1 次。通报的食品种类主要为肉和

肉制品 18 次(64.2%)以及鱼及鱼制品 6 次(21.4%)。无论国际

还是国内通报, 兽药残留通报数量明显低于农药残留。 

 

 
 

图 3  2015—2019 年对华农药残留通报类型 

Fig.3  The classification of RASFF reported for pesticide residues 
to China from 2015 to 20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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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2015—2019 年对华农药残留通报次数前十位的国家 

Fig.4  The top 10 countries of frequency of RASFF reported for 
pesticide residues to China from 2015 to 2019 

 
 

 
 

图 5  2015—2019 年对华农药残留通报的食品种类及频次 

Fig.5  The classification and frequency of RASFF reported for 
pesticide residues to China from 2015 to 2019 

 

 
 

图 6  2015—2019 年茶叶、枸杞、果蔬在对华通报农药残留总数

中的占比 

Fig.6  The proportion of tea, goji berries, fruit and vegetable of 
RASFF reported for pesticide residues to China from 2015 to 2019 

 

 
 

图 7  2015—2019 年对华通报农药残留的种类 

Fig.7  The pesticide residues involved in RASFF reported for 
China from 2015 to 2019 

 
 

图 8  2015—2019 年对华通报农药不同毒性占比 

Fig.8  The proportion of different toxicity of pesticide in RASFF 
reported for China from 2015 to 2019 

 

5  思考与启示 

5.1  治理环境污染, 提高食品质量 

我国是农业大国, 近年来农产品出口数量和种类大

幅度上升, 对外贸易迅猛发展。但是农药兽药残留成为了

制约我国农产品出口的重要因素, 滥用农药兽药不仅仅导

致农产品出口受限, 更重要的是由此引起的环境污染和对

生态系统的破环[2022]。对种植养殖过程的有效监控、加强

治理环境、提高农业生产自动化水平等多措并举, 才能从

根本上缓解农药兽药滥用, 提升出口食品质量。一些国家

明令禁止使用的高剧毒农药依然在市场销售, 农业部门应

当加强监管力度。在发挥监管职能的同时, 应为农户提供

及时有效技术咨询和信息服务, 使农户对农药使用频次、

使用范围、使用数量等因素有客观的认知, 从而科学合理

的使用农药。虽然农产品和食品实行分段管理, 但是食品

安全监管部门应与农业部门加强技术沟通和合作, 通过综

合防治土壤、大气、水质等环境因素解决食品中农药残留

超标的问题, 才能标本兼治。 

5.2  完善标准制定 突破贸易壁垒 

中欧双边对农药残留量限量规定的差异是造成我国食

品出口贸易壁垒的主要原因[23], 几年来我国不断完善农兽

药检测以及判定标准 , 更新了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2763—2019《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19], 制定了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GB 31650—2019《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

量》[24], 通过标准的制修订极大程度的弥补了国内标准滞后

的问题。但从 RASFF 分析报告可以看出我国农药残留标准

与欧盟依旧存在较大差距, 以蒽醌为例, 蒽醌等物质在我国

未被列入农药残留监管范围, 而欧盟对茶叶中的蒽醌制定

了0.02 mg/kg的限量标准, 导致茶叶成了我国食品出口的重

灾区。各国为维护本国利益, 制定了严格的标准以保护本国

的利益[25], 与发达国家相比, 标准更新不及时、农药涉及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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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少、标准限量宽松等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我国应加大

对标准制定修订的力度 , 鼓励更多的科研团队参与到

AOAC 国际标准制修订的工作中, 增强对国际标准制定规

则的理解。通过借鉴发达国家限量标准或者制定本国符合国

情的限量标准, 及时更新标准, 扩大标准的制修订范围, 避

免无据可依的情况, 提高我国食品的整体质量水平, 是推动

我国出口食品突破贸易壁垒的有效途径。 

5.3  落实主体责任 突破贸易壁垒 

食品企业缺乏对技术标准、法律法规的认识, 对贸易

壁垒的关键性技术指标不了解, 导致生产过程中盲目施用

农药, 而没有形成科学种植的质量控制体系以满足出口国

的技术要求, 所以生产的食品被通报的可能性增大, 食品

安全性遭到质疑 , 使我国出口的食品深受贸易壁垒的影

响。在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 政府应当发挥收集信息、

运用信息、发布信息的导向功能, 为企业提供国外食品安

全相关政策、通报信息以及咨询服务, 使企业能够更加充

分的认识贸易壁垒。 

5.4  扩大关注范围 实现多元监控 

农药残留通报的食品种类在逐年发生变化, 已不仅

仅表现为水果蔬菜农药污染严重, 近年来, 因农药残留超

标导致贸易壁垒的食品品种还涉及茶叶和枸杞, 茶叶占农

药残留通报的比例居高不下, 此外以枸杞为代表的药食同

源食品也占有较高比例。对生产要素多元化的监控势在必

行, 农药残留不仅仅是某些特定食品种类存在的问题, 已

发展成为包括茶叶、中药材等植物中普遍存在的污染物, 

应当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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