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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食品安全关系到国计民生, 直接影响人民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为了保障农产品安全进入市场, 很多

国际组织和国家均出台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我国政府经过近些年来不断努力, 加强标准的完善

和修订, 从 2005 年颁布了第一个农药残留限量国家标准到 2021 年 3 月发布 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共计修订了 6 个版本和一个补充版本。本文从农药残留检测人员工作角度, 

以苹果中农药残留限量的查询为例, 梳理了我国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的进展历程, 分析了 2021 年新版的食

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特点, 总结了 GB 2763—2021 的主要变化, 提出了该标准在实际应用中的改进建

议, 并且对该标准将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以期为该标准后续修订完善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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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safety is related to the national economy and the people's livelihood, and directly affects people's 

health and life safety. In order to ensure the safe entr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to the market, many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s and countries have issued the maximum residue limit standard of pesticides in food. After continuous 

efforts in recent years, the Chinese government has strengthened the improvement and revision of the standard. From 

the promulgation of the first national standard of pesticide residue limits in 2005 to the release of GB 2763—2021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Maximum residue limit of pesticides in food in March 2021, a total of 6 versions and 1 

supplementary version have been revis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pesticide residue testers, taking the query of 

pesticide residue limits in apples as an example, this paper combed the progress of China's pesticide maximum 

residue limit standards, analyz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new version of pesticide residue limit standards in food in 

2021, summarized the main changes of GB 2763—2021, and put forward some suggestions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standard in practical application. It also looked forward to the future development direction of the standard, in 

order t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for the subsequent revision and improvement of the standar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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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农业大国, 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关系到国计民生。由于农业作业受限于自然条件, 960 万平

方公里土地上能利用的土地资源是非常有限的。为了满足我

国人口的吃饭问题, 提高农产品产量是最有效的手段之一。

目前提高农产品产量最直接最经济的方法就是合法合规地

使用农药, 但与此同时农药残留成为了一个无法回避的问

题。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维护人民身体健康、促进农业

良性和可持续发展, 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数值的监测工作

是各级政府农业部门每年最重要的常规工作之一[1‒2]。目前

我国 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

残留限量》为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maximum residue 

limit, MRL)的强制性国家标准, 是食品安全评价和食品安

全监管部门执法的重要依据。2021 年 3 月, 农业农村部会同

国家卫生健康委、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新版 GB 2763—2021, 

该标准正式实施为 2021 年 9 月 3 日。标准规定的农药种类

数为 564 个, 覆盖的食品种(类)为 376 个, 农药最大残留限

量达到 10092 项, 全面覆盖了我国批准使用的农药品种, 涵

盖了主要植物源性农产品。2015 年由农业部提出并获得国

务院批准的《加快完善我国农药残留标准体系的工作方案》

中提出了为健全我国农药残留标准体系, 农药残留标准将

达到 1 万项的计划[3‒4]。2021 版标准的发布完成了方案中计

划的目标任务, 迈上了又一个新台阶。新版标准与国际食品

法典委员会(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AC)相关标准

相比, 无论从农药品种还是限量数来说, 新版标准都远远高

于 CAC 相关标准[5‒6], 前者约为后者的 2 倍[7‒12]。该标准将

在我国农产品种植过程中规范合理用药、质量安全监管、保

障农产品国际贸易中良好发展等方面发挥重要作用。本文从

农药残留检测人员工作角度, 以苹果中农药残留限量的查

询为例, 梳理了我国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的进展历程, 并

且对该标准将来的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以期为该标准后

续修订完善提供一定的参考。 

1  我国食品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进展历程 

为保证农产品安全生产, CAC、欧洲联盟(European 

Union, EU)、东南亚国家联盟(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n 

Nations, ASENA)、日本、美国、新西兰等许多国际组织和

国家均出台了相应的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13‒14]。我国食

品中农药 MRL 标准的制定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 此后不断

加强其修订和完善[15], 直到 2005 年 1 月 25 日, 我国颁布

了 GB 2763—2005《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该标准

中规定的农药 MRL 为 478 项, 农药种类为 136 种。2009

年《食品安全法》发布实施, 2010 年开始针对农药 MRL 行

业标准和国家标准存在过时、重复、交叉等问题进行规范

和清理。经过 7 年多的不断修订和完善, 于 2012 年 11 月

16 日颁布 GB 2763—201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

药最大残留限量》, 此前发布的所有农药 MRL 标准均废止, 

此标准成为了我国唯一的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标准规

定了 2293 项最大残留限量和 322 种农药[16]。2 年后 GB 

2763—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

量》颁布, 规定了 3650 项 MRL 标准和 387 种农药[17‒18]。

随着配套检测方法的增多以及认知水平不断提高, 接着于

2016 年颁布了 GB 276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

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19‒20], 规定了 4140 项 MRL 标准和

433 种农药。2018 年颁布了 GB 2763.1—2018《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 食品中百草枯等 43 种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增

加了 43种农药和 302项MRL标准, 作为对GB 2763—2016

的补充。2019 年的 8 月 15 日又颁布了 GB 2763—2019《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21‒24], 规定了

7107 项 MRL 标准和 483 种农药, 涉及到 356 种(类)食品。

2021 年 3 月, 农业农村部、国家卫生健康委和市场监管总

局发布 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

大残留限量》[25], 该新版标准于 2021 年 9 月 3 日起正式实

施。标准规定了 10092 项 MRL、564 种农药, 涵盖了 376

种(类)食品, 标志着我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进入到了一个

新的里程碑。农药残留标准超过了 1 万项, 国家批准使用

的农药品种和主要植物源性农产品基本全面被覆盖, 农药

种类和 MRL 数是 CAC 相关标准的近 2 倍。我国 GB 2763

标准研制工作近几年来一直在稳步快速地更新推进, 以中

国农业科学院植保所、部省级农药检定机构等近 100 家技

术先进单位为依托, 标准草案需广泛征求相关技术领域专

家、有关职能部门、标准使用用户等的意见, 然后经过国

家农药残留标准审评委员会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审评委员

会审议, 同时得接受世界贸易组织成员对标准科学性地评

议, 这样既有效保证了标准的科学性、公正性和合理性, 

又能有力促进农产品国际贸易[26]。图 1 是我国食品中农药

MRL 标准 GB 2763 历次版本规定的食品中农药种类及

MRL 标准数量分布情况。 

 

 
 

图 1  GB 2763 历次版本食品中农药种类及最大残留限量数量分布 

Fig.1  Distribution of pesticide types and maximum residue limit 
standards in previous versions of GB 27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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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版 GB 2763—2021 标准变化特点 

2.1  农药品种数量和农药 MRL 数量均有大幅增加 

新版 GB 2763—2021 与 2019 版相比, 由 2019 版的

483 种农药增加到 2021 版的 564 种农药, 增加了 81 种农

药, 增幅为 16.7%; MRL 数量由 7107 增加到了 10092, 增

加了 2985 项, 增幅为 42%; 农药品种和限量数量均大幅增

加, 全面覆盖了我国批准使用的农药品种和主要植物源性

农产品[24‒25], 远超过 CAC 相关标准。 

2.2  农药品种涵盖范围和农药 MRL 体现了“四个最

严”的要求 

“四个最严”即“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

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2021 版标准中规定了 29 种禁用农

药(六六六、滴滴涕、毒杀芬、杀虫脒、艾氏剂、狄氏剂、甲

胺磷、对硫磷、甲基对硫磷、久效磷、磷胺、苯线磷、地虫

硫磷、甲基硫环磷、磷化镁、硫线磷、蝇毒磷、治螟磷、特

丁硫磷、氯磺隆、胺苯磺隆、甲磺隆、三氯杀螨醇、林丹、

硫丹、溴甲烷、杀扑磷、百草枯、2,4-滴丁酯)792 项的 MRL

和 20 种限用农药[甲基异柳磷、克百威、水胺硫磷、氧乐果、

灭多威、涕灭威、灭线磷、甲拌磷、内吸磷、硫环磷、氯唑

磷、乙酰甲胺磷、丁硫克百威、乐果、毒死蜱、三唑磷、丁

酰肼(比久)、氰戊菊酯、氟虫腈、氟苯虫酰胺]345 项的 MRL; 

针对广大人民日常消费量大、甚至可以直接生食的蔬菜、水

果类农产品, 农药MRL数量达到5766项, 占限量总数57.1%; 

同时为加强农产品国际贸易, 规范监管进口农产品, 制定了

87 种未在我国登记使用农药的 1742 项 MRL。 

2.3  完善了农药残留限量配套的检测方法 

根据《食品安全法》规定, 与农药残留限量标准配套

的农药残留检测方法属于食品安全标准, 因此 GB 2763

规定的农药残留的配套检测方法具有法定性, 是强制执行

的标准[1]。GB 2763—2021 版与 2019 版相比, 增加了 7 项

检测方法标准, 修订了 2 项检测方法标准, 删除了 2 项检

测方法标准, 具体变化见表 1。同时, 在规范性引用文件中

还增加了“在本文件发布后,新实施的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GB 23200)同样适用于相应参数的检测”, 指在 2021 版

2763 之后发布的 GB 23200 系列农药残留检测方法, 即使

该文本中没有提出, 也可以作为对应农药的配套检测方法, 

明确和规定了衔接机制, 保障了农药残留新制定的检测方

法标准应用的时效性。本次标准发布的同时, 还同步发布

了 GB 23200.118—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源性食

品中单氰胺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法》、GB 

23200.119—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源性食品中沙

蚕 毒 素 类 农 药 残 留 量 的 测 定  气 相 色 谱 法 》、 GB 

23200.120—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源性食品中甜

菜 安 残 留 量 的 测 定  液 相 色 谱 质 谱 联 用 法 》、 GB 

23200.121—202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源性食品中 

331 种农药及其代谢物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质谱联用

法》等 4 项农药残留检测方法标准, 有效地解决了少部分

农药残留标准“有限量、无方法”问题, 使农药 MRL 检测配

套方法的适用性和科学性得到了很大的提高[23]。 

2.4  新版 GB 2763—2021 其他技术变化 

新版 GB 2763—2021 除了农药种类、最大残留限量数

量以及配套的检测方法等 3 个技术变化外, 还有以下 7 个方

面的技术变化: 增加了 2,4-滴丁酸等 66 种农药每日允许摄

入量(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 修订了原标准中噻唑磷

的中文通用名、2,4-滴二甲胺盐等 3 种农药的英文通用名; 

修订了原标准中194项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值; 修订了原标准

中吡氟禾草灵等 12 种农药残留物定义; 修订了丁苯吗啉等

4 种农药 ADI; 二甲四氯(钠)等 17 种农药的部分限量值由临

时限量修改为正式限量, 噻草酮等 3种农药的限量值由正式

限量修改为临时限量; 修订了规范性附录 A, 增加了小麦全

粉等 20 种食品名称, 修订了 15 种食品名称[22]。  

3  改进建议 

GB 2763—2021 作为一个查询工具的标准, 提供了

564 种农药在不同种类食品中 MRL, 2021 版标准能够查询

到的农药 MRL 达到 10092 项, 农药种类、农产品种类和

MRL 等 3 项的数目相当庞大, 而作为查询标准的检测人员

每一次用到的数据可能仅仅是某一种类的农产品的不同类

农药的最 MRL。以苹果举例, 目前 GB 2763—2021 编排是

以农药名称为目录, 如果常规监测苹果中的农药是 30 种, 

当检测结果出来后, 第一步需要对照这 30 种农药的第 1 种

农药, 在包含 564 种农药的目录中找到它, 翻到该农药对

应的页面进行定位, 然后从该种农药中所有若干个农产品

中找到苹果再进行定位, 查询到苹果后面对应的 MRL; 如

果没找到苹果, 就看是否出现仁果字样, 此时参照仁果后

面的最大残留限量; 如果苹果和仁果都没有找到, 就说明

该种农药在苹果中找不到对应的 MRL; 第二步查询标准

里面推荐的配套方法是否是所用的方法, 否则也不能作为

判定的依据。以上 2 步是查询 1 种农药需要完成的工作量, 

而 30 种农药就必须重复以上工作 30 次。例如对于苹果中

所有农药的 MRL, 可以查询到苹果对应的农药品种达到

240 种, 如果常规监测的农药覆盖所有农药, 则需要重复

以上工作 240 次。庞大的工作量、重复和无序的工作状态, 

容易让查询人员产生疲倦感, 导致查询工作出现失误。如

果该标准能够从使用者体验感出发, 按照食品名称查询农

药 MRL 的角度进行编写, 会便利很多, 可大大减少工作

量、提高工作效率。当使用者查询某一种食品中所有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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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RL 时, 只需要按目录查找到该食品的类别进行定位即

可, 应用起来相当简便, 体验感会好很多, 不断可以简化

查询程序, 而且大大减少了查询时间, 提高工作效率, 从

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经济效益。 

4  展  望 

4.1  标准覆盖的农药数量、种类及分布进一步完善, 

以满足实际需要 

以苹果为例, 我国苹果病虫害据记载超过 100 种[27‒28], 

包括虫害和病害, 实蝇、螨、叶蝉、金龟子、蚧壳虫和蛾

类等虫害和真菌、细菌、线虫和病毒等造成的病害[29‒34]。

苹果生产和储运都需要投入一些农药制剂来进行针对性防

控病虫害以及防腐保鲜, 在 GB 2763—2021 有限量农药数

量为 240 种[35‒39], 日本、欧盟苹果农药残留种数分别为 294

和 466 种, 明显高于我国农药数量[40‒42]。从农药种类来说, 

发达国家为 10 种类别, GB 2763—2021 标准里面规定的农

药主要包括 6 种传统类别[43‒44], 种类明显偏低。从类别间

分布来看, 发达国家主导除草和植物生长调节剂等种类, 

以节约人力成本为发展趋势, 我国限量农药 90%以上还是

以传统的杀虫、螨和菌[45]。从限量标准覆盖农药数量、种

类及分布 3 个方面来看, 都需要进一步进行完善, 增加研

究力度、加快农药残留标准制修订、扭转作为被动追随者

的不利地位, 来满足实际生产需要, 尽快赶超以贸易壁垒

作为制定农药残留重要目标的发达国家。 

4.2  配套检测方法体系逐渐完整齐全 

GB 2763—2021 标准中能够查询到最大残留限量为

10092 项, 其中有 2941 项为临时限量, 约占总数的 29%。

设定临时限量的 4 种情况有: ①缺乏完整的膳食风险评

估数据; ②每日允许摄入量是临时值; ③没有符合要求

的农药残留监测分析方法; ④在紧急情况下 , 农药被批

准在未登记作物上使用。本文统计发现, 标准中 2941 项

临时限量中有 2043 项临时限量是因为没有符合要求的农

药残留监测分析方法的情况, 涉及到的农药种类为 175

种。《国家标准编制指南》(农业部第 2386 号公告), 规定

了新制定农药残留检测方法的技术要求, 明确农药残留

检测方法国家标准的检测范围应覆盖 10 大类植物源性食

品, 将显著提高检测方法的适用性[46‒48]。希望有关部门把

提高检测方法配套性尽快纳入农药残留检测方法标准的

制定计划 , 加快完善农药残留检测国家标准体系 , 完全

摆脱“有限量标准可依 , 无方法标准可检”的困境 [49‒52], 

为执法部门提供一个可操作的标准, 切实提高我国食品

安全保障能力。 

 
表 1  2021 版 GB 2763 与 2019 版配套检测方法变化 

Table 1  Changes of matching test methods between 2021 edition GB 2763 and 2019 edition 

GB 2763—2021 GB 2763—2019 

GB 23200.116—201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源性食品中 90 种有机磷

类农药及其代谢物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 

GB 23200.117—201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源性食品喹啉铜残留量的

测定 高效液相色谱法》 
/ 

NY/Y 1721—2009《茶叶中炔螨特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色谱法》 / 

SN/T 1971—2007《进出口食品中茚虫威残留量的检测方法 气相色谱法

和液相色谱-质谱/质谱法》 
/ 

SN/T 4066—2014《出口食品中灭螨醌和羟基灭螨醌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

色谱-质谱/质谱法》 
/ 

SN/T 4591—2016《出口水果蔬菜中脱落酸等 60 种农药残留量的测定 液

相色谱-质谱/质谱法》 
/ 

SN/T 4655—2016《出口食品中草甘膦及其代谢物残留量的测定方法 液

相色谱-质谱/质谱法》 
/ 

SN/T 0654—2019《出口水果中克菌丹残留量的检测 气相色谱法和气相

色谱-质谱/质谱法》 
SN 0654—1997《出口水果中克菌丹残留量检验方法》 

SN/T 1605—2017《进出口植物性产品中氰草津、氟草隆、莠去津、敌稗、

利谷隆残留量检测方法 液相色谱-质谱/质谱法》 

SN/T 1605—2005《进出口植物性产品中氰草津、氟草隆、莠去

津、敌稗、利谷隆残留量检测方法 高效液相色谱法》 

/ 
GB/T 5009.110—2003《植物性食品中氯氰菊酯、氰戊菊酯和溴

氰菊酯残留量的测定》 

/ 
GB 23200.72—2016《食品中苯酰胺类农药残留量的测定 气相色

谱-质谱法》 

注: /表示 2 个版本标准对比无相对应的检测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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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本文从农药残留检测人员工作角度, 以苹果中农药

残留限量的查询为例, 梳理了我国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

的进展历程, 分析了 2021 年新版的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

限量标准特点, 总结了 GB 2763—2021 的主要变化, 提出

了该标准在实际应用中的改进建议, 并且对该标准将来的

发展方向进行了展望, 以期为该标准后续修订完善提供一

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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