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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近年来 , 由于我国与欧盟 (European Union, EU)在制定蛋制品中农兽药 大残留限量 (maximum 

residues limits, MRLs)上的不同, 我国出口欧洲的蛋制品中农兽药残留超标及检出违禁药物的食品安全事件频

繁报道, 严重阻碍了中国禽蛋出口贸易的发展。为了解我国与欧盟在禽蛋中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方面的差异, 

提升中国禽蛋产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本文对欧盟和中国禽蛋中农药和兽药残留的种类和 大残留限量值

进行对比分析, 发现目前我国禽蛋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存在种类尚不全面、残留限量指标的严宽程度有待研

究等问题。针对我国实际, 本文提出一些完善蛋制品农兽药残留标准体系的思路和对策措施, 为保障食品安全

与产品出口提供重要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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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due to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EU) in the formulation 
of maximum residue limits (MRLs) of pesticide and veterinary drugs in egg products, the food safety incidents of 
pesticide and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exceeding the standards and prohibited drugs detected in egg products exported 
from China to Europe have been frequently reported, which has seriously hampered the development of the ex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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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rade of Chinese poultry eggs.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hina and the European Union in terms 
of pesticide and veterinary drug residue limits in eggs, and to enhance the competitiveness of Chinese egg products in 
the international market, this paper compared and analyzed the types and the maximum residue limit values of 
pesticide and veterinary drug in poultry eggs of the European Union and China.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re are 
problems such as the types of pesticide and veterinary drug residue limit standards for poultry eggs in China are not 
yet comprehensive, and the degree of severity of the residue limit indexes needs to be examined. Accordingly, in view 
of the actual situation in China, this paper put forward some ideas and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standard 
system of pesticide and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in egg products in China, so as to provide an important reference for 
the protection of food safety and export of products. 
KEY WORDS:poultryeggs; pesticides; veterinary medicine; European Union; China; maximum residue limits; food safety 
 
 

0  引  言 

随着我国居民消费水平的稳步上升, 禽蛋作为优质

蛋白质的极佳天然来源, 成为我国餐桌上不可或缺的食材, 
我国的禽蛋产量也呈现出稳定增长的趋势, 仅 2023 年上

半年, 禽蛋产量已达到 1658 万 t, 比上年增加 47 万 t, 增
长 2.9%[1]。禽蛋及蛋制品中含有必需氨基酸、磷脂等丰

富的营养成分, 且易于获得, 价格低廉, 是人类饮食的重

要组成成分 , 但其中的农兽药残留也会对人体健康产生

不利影响[2‒4]。 
兽药是畜禽疾病防治过程中 基础且 关键的一道

环节 , 我国作为兽药使用第一大国 , 由于使用不当和经

济利益的驱使, 畜牧业中滥用兽药现象普遍存在[5‒7]。兽

药残留种类主要包括抗生素类、磺胺类、呋喃类、抗寄

生虫类、激素等, 兽药残留的超标可能引发慢性中毒和肠

道菌群失调, 甚至会产生“三致”(致畸形、致癌变、致突

变)作用[8‒9]。农药在植物中应用较为广泛, 而动物摄入含

有农药残留的植物或饲料时, 可能会在动物体内残留并

随着食物链富集进入人体, 进而威胁人类健康[10‒11]。在禽

蛋中, 常见的农药残留主要包括有机氯类、有机磷类、拟

除虫菊酯类、氨基甲酸酯类、苯并咪唑类、苯基吡唑类

及苯甲酰脲等农药[12]。 
因此, 为了保障蛋制品的质量和安全, 我国和欧盟建

立了农兽药残留监测系统和标准, 农兽药检测需要遵循国

家和贸易区的法规和标准要求, 检测时应根据不同的农产

品和农兽药使用情况, 选择合适的目标物进行检测[13]。由

于我国在农兽药种类及残留限量上与发达国家仍然存在一

定的差距, 近年来不断有蛋制品中农兽药残留超标及检出

违禁药物的食品安全事件报道出来[14‒15], 严重制约中国禽

蛋出口贸易。本文拟通过系统分析比较中国和欧盟在禽蛋

中农兽药残留的异同, 找出我国在禽蛋农兽药残留方面存

在的问题, 并针对这些问题提供理论上的可行性建议, 进
一步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体系, 为保障食品安全与产品出

口提供参考依据。 

1  欧盟与中国禽蛋中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概况 

1.1  欧盟与中国相关农兽药残留限量标准 

目前欧盟有关蛋制品中农兽药 大残留限量的标准法

规有(EU)37/2010《食品中药物活性物质 大残留限量》[16]、

(EC)396/2005《欧盟农药 大残留限量法规》 , 规定了

进出口欧盟的蛋制品中可检出农药和兽药的 大残留

限量。此外, 为方便查询, 欧盟建立了农药残留数据库(EU 
pesticide database)[17]。 

中国有关蛋制品中农兽药 大残留限量的标准与法

规有 GB 31650—201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兽药 大

残留限量》、GB 31650.1—2022《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

中 41 种兽药 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食品安全

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 大残留限量》, 规定了中国进出口

的蛋制品中农药和兽药的 大残留限量。 

1.2  欧盟与中国农兽药限量和种类对比 
兽药标准上, 我国大陆地区参照国际多个组织对于

食品中兽药残留的标准而制定[18]的 GB 31650—2019 于

2020 年 4 月 1 日正式实施。2022 年 9 月, 新发布的 GB 
31650.1—2022 补充规定了 29 种物质用于鸡蛋中的 大兽

药残留限量, 该标准是 GB 31650—2019 的增补版, 两个标

准配套使用[19]。农药标准上, 我国在 2017 年欧洲毒鸡蛋事

件后陆续发布了 2019 版(已被替代)和 2021 版以逐步完善

动物源性食品中农药残留的监管标准。目前我国实施的鸡

蛋中残留限量标准与欧盟等发达国家仍有差距, 不合格鸡

蛋的报道屡见不鲜, 因此有必要将欧盟与我国农兽药残留

要求进行限量上和种类上的对比分析(表 1)。 
由表 1 分析分知, 在种类方面, 欧盟在鸡蛋中有规定

MRLs 的农兽药种类数量较我国多。中国有规定限量的兽药

共54种, 其中8种在食品组织中不得检出, 欧盟有规定的兽

药共 54 种, 其中有 35 种是产蛋期禁用。此外, 欧盟根据“一
律原则”, 对所有农药都规定了其 MRLs 为 0.01 mg/kg,其中

针对 452 项农药(截至目前)又规定了在鸡蛋中各自不同限

量 ,  而中国规定限量的仅有 1 0 8 种农药。在限量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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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欧盟与中国禽蛋农兽药残留限量种类对比(该表统计日期截止至 2023 年 10 月) 
Table 1  Comparison of pesticide and veterinary drug residue limits for poultry eggs in the EU and China  

(the table is available until October 2023) 

项目 
兽药 农药 

中国 欧盟 中国 欧盟 

有限量农/兽药种类 46 19 108 452 

禁用兽药种类 8(不得检出) 35(产蛋期禁用) / / 

同种农/兽药限量对比 

一致 8 54 

严于中国 44 27 

宽于中国 10 21 

欧盟有明确规定而中国未规定农/兽药种类 16 351 

注: /表示无禁用兽药种类。 
 

面, 我国与欧盟禽蛋兽药残留指标中限量一致的有 8 种, 
欧盟严于我国的有 44 种, 宽于我国的有 10 种, 我国有规

定而欧盟未规定的有 8 种, 欧盟有规定而我国未规定的有

16 种, 相对来说欧盟兽药残留要求更为严格。农药残留指

标中限量一致的有 54 种, 欧盟严于我国的有 27 种, 宽于

我国的有 21 种 , 欧盟有规定而我国未规定的有 351 种。

3)对于部分农兽药, 我国目前缺少有关风险评估数据从而

无法制定相应的残留限量。 

2  欧盟与中国兽药残留限量对比分析 

2.1  兽药种类对比分析 

我国在 GB 31650—2019 以及 GB 31650.1—2022 中总

计对 46 种兽药在禽蛋中的使用做出了明确的限量要求, 
并规定氯丙嗪、地西泮、地美硝唑、苯甲酸雌二醇、潮霉

素、甲硝唑、苯丙酸诺龙、丙酸睾酮这 8 种兽药允许作治

疗用, 但不得在动物性食品中检出。 
欧盟于 2010 年通过实施的(EU)37/2010《食品中药物

活性物质 大残留限量》对各种动物性食品中兽药的 大

残留限量做出了新的规定。欧盟目前针对禽蛋中有规定限

量的兽药种类有 19 种, 产蛋期禁用 35 种, 共计 54 种。这

54 种兽药中, 其中 38 种兽药我国也做了相关规定, 但其中

有赖氨酸乙酰水杨酸、班贝霉素等 16 种兽药中国还未在国

家标准中做出规定。从种类上看, 欧盟有限量规定的兽药

种类严格于我国的兽药标准。 

2.2  兽药残留限量对比分析 

欧盟与中国在禽蛋中兽药残留限量方面存在一定差异。

通过对欧盟与中国兽药残留限量上的对比, 双方规定有 8种

大残留限量(maximum residue limits, MRLs)一致, 欧盟比

我国限量标准更严格的有 44 种, 宽于我国限量标准的有 10
种。从限量标准看, 欧盟的规定更为严格且全面。 
2.2.1  残留限量标准一致 

比较中国和欧盟对于禽蛋中同一种兽药的 MRLs, 残留

限量一致的兽药一共有 8 种。芬苯达唑在禽蛋中的 MRLs 为

1.3 mg/kg、哌嗪为 2 mg/kg、泰妙菌素为 1 mg/kg, 这 3 种兽

药的残留限量值高于其余 5 种兽药, 它们的毒性相对较低, 
使用安全性较高, 但若长期大量使用, 仍可残留于蛋鸡中并

随食物链进入人体产生危害[20‒22]。残留限量相同的兽药中抗

寄生虫药 3 种, 占相同药物总数的 37.5%; 抗生素类药 5 种, 
占相同药物总数的 62.5%, 具体种类及其限量值见表 2。 

 
表 2 欧盟和中国相同兽药残留限量种类 

Table 2  Types of residue limits for the same veterinary drugs in 
the EU and China 

序号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兽药分类 MRLs/(mg/kg)

1 colistin 粘菌素 多肽类抗生素 0.3 

2 fenbendazole 芬苯达唑 抗线虫药 1.3 

3 flubendazole 氟苯达唑 抗线虫药 0.4 

4 lincomycin 林可霉素
林可胺类 
抗生素 

0.05 

5 neomycin 新霉素
氨基糖苷类 

抗生素 
0.5 

6 piperazine 哌嗪 抗线虫药 2 

7 tiamulin 泰妙菌素 抗生素 1 

8 tylvalosin 泰万菌素
大环内酯类 

抗生素 
0.2 

 
2.2.2  比我国要求严格的残留限量 

(EU)37/2010 中大部分兽药的 MRLs 要远比我国严格, 
其中欧盟产蛋期禁用的有 35 种, 另有 9 种兽药的 MRLs 值
低于我国水平, 具体的残留限量标准见表 3。 

欧盟产蛋期禁用, 中国未做相关规定兽药有 11 种: 
分别是赖氨酸乙酰水杨酸、班贝霉素、溴己新、卡巴匹林

钙、双氯西林、酮洛芬、卵转铁蛋白、乙酰水杨酸钠、水

杨酸钠、螺旋霉素及维吉尼亚霉素。 
中国有 MRLs 但欧盟产蛋期禁用的兽药有 24 种: 其

中阿莫西林、氨苄西林、青霉素/普鲁卡因青霉素、氯唑西

林、苯唑西林的 MRLs 为 0.004 mg/kg; 左旋咪唑、沙拉沙

星的 MRLs 为 0.005 mg/kg, 这些兽药在我国的国家标准中

对其要求相比其他兽药较为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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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比我国兽药残留限量要求严格的兽药种类 
Table 3  Types of veterinary drugs that are more stringent than our residue limits 

序号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兽药分类 欧盟 MRLs/ 
(mg/kg) 

中国 MRLs/ 
(mg/kg) 

1 amoxicillin 阿莫西林 β-内酰胺类抗生素 产蛋期禁用 0.004 

2 ampicillin 氨苄西林 β-内酰胺类抗生素 产蛋期禁用 0.004 

3 apramycin 安普霉素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 产蛋期禁用 0.01 

4 aspirin/acetylsalicylic acid 阿司匹林/乙酰水杨酸 解热镇痛抗炎药 产蛋期禁用 0.01 

5 acetylsalicylic acid dl-lysine 赖氨酸乙酰水杨酸 解热镇痛抗炎药 产蛋期禁用 * 

6 avilamycin 阿维拉霉素 寡糖类抗生素 产蛋期禁用 0.01 

7 bambermycin 班贝霉素 抗生素 产蛋期禁用 * 
8 Benzylpenicillin,procaine benzylpenicillin 青霉素/普鲁卡因青霉素 β-内酰胺类抗生素 产蛋期禁用 0.004 
9 bromhexine 溴己新 抗菌增效剂 产蛋期禁用 * 
10 chlortetracycline 金霉素 四环素类抗生素 0.2 0.4 
11 carbasalate calcium 卡巴匹林钙 解热镇痛抗炎药 产蛋期禁用 * 
12 cloxacillin 氯唑西林 β-内酰胺类抗生素 产蛋期禁用 0.004 
13 danofloxacin 达氟沙星 喹诺酮类合成抗菌药 产蛋期禁用 0.01 
14 diclazuril 地克珠利 抗球虫药 产蛋期禁用 0.01 
15 dicloxacillin 双氯西林 β-内酰胺类抗生素 产蛋期禁用 * 
16 difloxacin 二氟沙星 喹诺酮类合成抗菌药 产蛋期禁用 0.01 
17 doxycycline 多西环素 四环素类抗生素 产蛋期禁用 0.01 
18 enrofloxacin 恩诺沙星 喹诺酮类合成抗菌药 产蛋期禁用 0.01 
19 florfenicol 氟苯尼考 酰胺醇类抗生素 产蛋期禁用 0.01 
20 flumequine 氟甲喹 喹诺酮类合成抗菌药 产蛋期禁用 0.01 
21 fluralaner 氟雷拉纳 抗寄生虫药 1.3 * 
22 kanamycin 卡那霉素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 产蛋期禁用 0.01 

23 ketoprofen 酮洛芬 非甾体抗炎 产蛋期禁用 * 

24 lasalocid 拉沙洛西 抗球虫药 0.15 * 

25 levamisole 左旋咪唑 抗线虫药 产蛋期禁用 0.005 

26 ovotransferrin 卵转铁蛋白 抗感染药 产蛋期禁用 * 

27 oxacillin 苯唑西林 β-内酰胺类抗生素 产蛋期禁用 0.004 

28 oxolinic acid 噁喹酸 喹诺酮类合成抗菌药 产蛋期禁用 0.01 

29 oxytetracycline 土霉素 四环素类抗生素 0.2 0.4 

30 paromomycin 巴龙霉素 抗生素 0.2 * 

31 phenoxymethylpenicillin 苯氧甲基青霉素 β-内酰胺类抗生素 0.025 * 

32 phoxim 辛硫磷 杀虫药 0.06 * 

33 sarafloxacin 沙拉沙星 喹诺酮类合成抗菌药 产蛋期禁用 0.005 

34 sodium acetylsalicylate 乙酰水杨酸钠 解热镇痛抗炎药 产蛋期禁用 * 

35 sodium salicylate 水杨酸钠 解热镇痛抗炎药 产蛋期禁用 * 

36 spectinomycin 大观霉素 氨基糖苷类抗生素 产蛋期禁用 2 

37 spiramycin 螺旋霉素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 产蛋期禁用 * 

38 sulfonamides 磺胺类 磺胺类合成抗菌药 产蛋期禁用 0.01 

39 tetracycline 四环素 四环素类抗生素 0.2 0.4 

40 thiamphenicol 甲砜霉素 酰胺醇类抗生素 产蛋期禁用 0.01 

41 tilmicosin 替米考星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 产蛋期禁用 0.01 

42 trimethoprim 甲氧苄啶 抗菌增效剂 产蛋期禁用 0.01 

43 tylosin 泰乐菌素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 0.2 0.3 

44 virginiamycin 维吉尼亚霉素 多肽类抗生素 产蛋期禁用 * 

注: *表示目前标准未规定或未提及 MRLs 值, 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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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和中国均有 MRLs且欧盟的 MRLs值低于我国的

兽药有 4 种: 其中金霉素、土霉素和四环素在欧盟 MRLs
值为 0.2 mg/kg, 我国为 0.4 mg/kg, MRLs 值相差 1 倍。原

因可能是长期过度使用抗生素导致抗生素耐药基因和耐药

细菌的出现[23‒25]。欧盟于 2006 年禁止将四环素类抗生素

用于提高动物生长速度, 而只允许在必要情况下用于治疗

和预防疾病[26]。而我国则推行一系列政策和措施, 以减少

抗生素滥用和降低抗生素残留水平, 但并未在标准中重新

规定其 MRLs, 因此有必要加强关于抗生素类兽药标准的

修订与更新。泰乐菌素在欧盟 MRLs 值 0.2 mg/kg, 我国为

0.3 mg/kg, 是欧盟的 1.5 倍, 差距可能是欧盟与我国对于

食品安全和风险评估的不同理解和侧重点所致。 
欧盟有 MRLs 值, 但我国未规定在禽蛋中 MRLs 值的

兽药有 5 种: 分别是氟雷拉纳、拉沙洛西、巴龙霉素、苯

氧甲基青霉素和辛硫磷。氟雷拉纳于 2019 年在中国作为进

口兽药注册上市, 是目前兽医临床应用较多、效果较好的

抗体外寄生虫的药物, 具有高效、安全和长效的优势。我

国可能由于其较为安全并且多用于犬类、猫类等宠物, 并
未规定在禽蛋中 MRLs[27‒28]。上述几种兽药暂时未设置在

鸡蛋中的残留限量, 建议参考发达国家残留限量做出风险

评估以进一步规定其 MRLs。 
2.2.3  比我国要求宽松的残留限量(残留限量高于我国水

平的兽药) 
(EU)37/2010 中氨丙啉、杆菌肽、溴氰菊酯、洛美沙星、

诺氟沙星、氧氟沙星、培氟沙星、磺胺二甲嘧啶这 8 种兽药

在禽蛋中的 MRLs 并未作相关规定。欧洲食品安全局评估后

认为, 氨丙啉和杆菌肽在适当的保护措施下, 不会对人体健

康和环境产生不利影响, 且氨丙啉已通过欧洲药品管理局兽

用药品委员会的评估, 未为氨丙啉建立 MRLs 值[29]; 欧盟于

2022 年发布延长溴氰菊酯的批准期限的条列, 其批准期限延

长至 2023 年 10 月[30]。具体残留限量标准见表 4。 
氨丙啉在我国的 MRLs 为 4 mg/kg, 相比其他 7 种兽

药在我国的允许限量值较大, 洛美沙星、诺氟沙星、氧氟

沙星、培氟沙星这 4 类喹诺酮类合成抗菌药的 大允许残

留限量为 0.002 mg/kg, 我国要求较欧盟更为严格。原因可

能是我国在新鲜鸡蛋中, 喹诺酮类抗菌药物是主要的药物

残留之一, 大剂量或长期使用喹诺酮类药物可能会导致畸

形、致癌和基因突变等严重后果[31]。 
(EU)37/2010中关于红霉素在鸡蛋的MRLs是0.15 mg/kg,

根据 GB 31650—2019, 我国关于其他禽蛋的要求与此一

致, 但在鸡蛋的 MRLs 是 0.05 mg/kg; 托曲珠利在我国禽

蛋中的 MRLs 低于欧盟。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兽药国家标

准近年来已有部分改善 , 逐步向国际标准看齐 , 在考虑

国内的具体情况下, 个别兽药限量还做出了更为严格的

限量要求。 

3  欧盟与中国农药残留限量对比分析 

3.1  农药种类比对分析 

中国农药标准 GB 2763—2021中共规定了 548种农药

在各类食品中残留限量标准, 其中有 108 种农药对蛋类中

的 MRLs 做了明确要求。通过对农药的用途进行分类, 发
现蛋类中有限量要求的农药多为杀虫剂。 

欧盟自 2008 年发布的(EC)No 396/2005 号法规以来, 
多次修订条款调整农药 MRLs, 以完善欧盟的农药残留管

理体系, 目前欧盟已有 452 种农药针对鸡蛋中农药残留做

出明确的限量要求。未明确规定 MRLs 的, 根据该条例第

18 章 1(b)条款, 统一默认其 MRLs 为 0.01 mg/kg。 

3.2  农药残留限量比对分析 

在限量上, 我国重点关注的敌敌畏限量为 0.01 mg/kg, 
乐果限量为 0.05 mg/kg, 百草枯在蛋类中残留限量仅有

0.005 mg/kg, 百草枯是一种非选择性除草剂, 可通过蛋鸡

食用而间接进入人体, 从而导致严重中毒甚至死亡[32‒34], 
因此农业部于 2016 年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

2445 号条例[35], 决定不再受理、批准百草枯的田间试验、

登记申请。 
 

表 4  比我国要求宽松的兽药残留限量 
Table 4  Residue limits for veterinary drugs that are less stringent than those required in China 

序号 英文名称 中文名称 兽药分类 欧盟 MRLs/(mg/kg) 中国 MRLs/(mg/kg) 

1 amprolium 氨丙啉 抗球虫药 * 4 

2 bacitracin 杆菌肽 多肽类抗生素 * 0.5 

3 deltamethrin 溴氰菊酯 杀虫药 *  0.03 

4 erythromycin 红霉素 大环内酯类抗生素 0.15  0.05 

5 lomefloxacin 洛美沙星 喹诺酮类合成抗菌药 *   0.002 

6 norfloxacin 诺氟沙星 喹诺酮类合成抗菌药 *   0.002 

7 ofloxacin 氧氟沙星 喹诺酮类合成抗菌药 *   0.002 

8 pefloxacin 培氟沙星 喹诺酮类合成抗菌药 *   0.002 

9 sulfadimidine 磺胺二甲嘧啶 磺胺类合成抗菌药 *  0.01 

10 toltrazuril 托曲珠利 抗球虫药 0.14  0.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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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盟在已有明确规定的 452 种农药中, 杀草强等 421
种农药的 MRLs 在 0.05 mg/kg 及以下, 占比高达 93.14%。

伏草隆、氟虫腈、异狄氏剂和氯丹这 4 种农药在鸡蛋中限

量则仅有 0.005 mg/kg。此前, 荷兰等国家曾曝光鸡蛋中检

出杀虫剂氟虫腈残留。氟虫腈可用于杀灭跳蚤、螨和虱, 但
由于氟虫腈对人类具有中度毒性[36‒38], 因此欧盟法律规定, 
氟虫腈不得用于人类食品产业链中的畜禽。根据欧盟法规

的“带入原则”, 即使饲料或水中氟虫腈超标, 但 终制成

的食品中的氟虫腈残留仍必须控制在 0.005 mg/kg 以下。 
通过在限量上的比对分析, 欧盟与中国 MRLs 值相同

的农药有 54 种, 欧盟有规定限量且限量值严于我国的有

27 种, 宽于我国的有 21 种, 且欧盟规定了“一律原则”, 未
明确规定其 MRLs 的农药, 其 MRLs 为 0.01 mg/kg。 
3.2.1  残留限量标准一致 

分析比较欧盟和中国有规定限量的同种农药, 蛋类

中 MRLs 相同的农药一共有 54 种。其中苯菌灵、活化酯、

丁硫克百威等 49 种农药的 MRLs 在 0.05 mg/kg 及以下, 嘧
菌酯、2,4-滴、毒死蜱、甲基毒死蜱等 30 种农药的 MRLs
在 0.01 mg/kg 及以下, 欧盟和中国在制定农药残留限量标

准时参考了国际标准和指南, 这有助于确保国际贸易的一

致性和互通性。其中氟吡菌酰胺这种农药在鸡蛋中允许残留

限量在欧盟和中国标准中均比其他农药较高, 达 2 mg/kg, 
氟吡菌酰胺是一种近年来上市的低毒性杀线虫剂, 其作用

靶点是根结线虫的线粒体 [39], 与其他杀线虫剂无交互抗

性[40]。姚燕霞[41]评估了氟吡菌酰胺在四季豆中的残留膳食

风险, 结果表明, 膳食风险可接受。通过对中国和欧盟蛋

类中限量相同的 54 种农药进行分类, 其中杀菌剂种类

多, 有 23 种, 占比 42.59%; 杀虫剂有 20 种, 占比 37.04%; 
除草剂有 10 种, 占比 18.52%; 而杀螨剂 少, 只有四螨嗪

这一种农药。 
3.2.2  比我国要求严格的残留限量(残留限量低于我国水

平的农药) 
欧盟标准(EC)396/2005 中, 艾氏剂等 27 种农药在鸡

蛋中限量要求比我国更为严格。其中氯丹在鸡蛋中的

MRLs 仅有 0.005 mg/kg, 原因是氯丹属于有机氯农药, 由
于其极强的生物蓄积能力[42], 欧盟对氯丹的 高残留量规

定十分严格, 而中国根据国情制定的标准中允许检出的氯

丹残留 大限量为 0.02 mg/kg。先前已有检出有机鲜蛋中

灭蝇胺含量超标现象, 灭蝇胺代谢产物三聚氰胺能够引起

膀胱肿瘤[43], 因此欧盟对灭蝇胺的限量较严格, 而中国是

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 为了满足粮食需求和农产品产量, 
对灭蝇胺的使用限制相对宽松, 致使欧盟与中国限量差距

较大。比我国要求严格的 27 种农药中, 氟吡呋喃酮、六六

六、林丹、炔螨特和氟啶虫胺腈这 5 种农药的 MRLs 要远

比我国严格, 限量相差 10 倍, 建议我国根据这 5 种农药的

风险评估进一步调整其 MRLs 值。 

3.2.3  比我国要求宽松的残留限量(残留限量高于我国水

平的农药) 
欧盟标准(EC)396/2005 中, 啶虫脒等 21 种农药在鸡

蛋中 MRLs 比中国高。多杀霉素、噻菌灵这两种农药欧盟

与中国限量要求相差 20 倍, 欧盟认为多杀菌素和噻菌灵

在合理限度内使用并不会对人体健康造成威胁, 安全标准

制定较为宽松, 而我国认为这两种农药的大量使用会使农

作物害虫产生抗性[44‒45], 由于两个地区安全标准的分歧, 
对这两种农药的使用也存在差异。 

啶虫脒、灭草松、联苯肼酯、氟氯氰菊酯、嘧菌环胺、

S-氰戊菊酯、噁唑菌酮、氰戊菊酯、喹氧灵这 9 种农药残

留限量相差仅有 0.01 mg/kg, 其他 10 种农药 MRLs 相差也

不超过 0.05 mg/kg, 相较于上述两种农药差距不大, 原因

可能是这些常用的农药在全球范围内的农产品都有广泛的

应用, 欧盟和中国在安全性评估和残留限量设定上存在一

定的共识。虽然欧盟和中国在一些农药上的残留限量存在

相似性, 但在具体的农药和农产品上仍存在差异, 以满足

当地的法律要求和食品安全需求。 
3.2.4  我国未规定而欧盟有规定限量的农药种类对比分析 

通过比较欧盟和中国标准中对鸡蛋中农残限量要求, 
发现欧盟独有的且有明确规定限量的农药有乙滴涕、萘乙

酸和萘乙酸钠等 351 种。其中磺草灵等 328 种农药在鸡蛋

中 MRLs 在 0.05 mg/kg 及以下, 占比高达 93.44%, 此外, 
欧盟在标准中标注了“一律原则”, 规定标准中未做明确限

量要求农药的 MRLs 为 0.01 mg/kg, 我国于 2020 年提出对

我国尚未批准登记使用且未制定 MRLs 标准的农药和食品, 
开展“一律限量”研究[46], 然而目前还未在标准中实施。但

这并不意味着中国对未制定 MRLs 的农药的使用和残留没

有任何限制, 中国通过其他方式来确保食品安全, 且近年

来不断有人对国内外食品中农药 MRLs 进行对比分析, 提
出合理建议, 如开展风险评估、完善相关质量标准等来管

理和监控农药使用和农药残留情况[47‒50], 以完善我国农药

残留标准体系。 

4  结束语 

我国禽蛋中的农兽药残留种类和 MRLs 与发达地区

仍存在一定差异, 建议开展以下工作:  
对于兽药残留, 第一、可以针对目前欧盟有规定而我

国未做相关规定的 16 种兽药种类参考欧盟有关规定进行

考量 , 增设赖氨酸乙酰水杨酸等 11 中兽药在禽蛋中的

MRLs, 对于氟雷拉纳、拉沙洛西、巴龙霉素、苯氧甲基青

霉素、辛硫磷这 5 种在我国未经允许的兽药, 参照国际组

织的规定, 对其建立相关的兽药残留标准。第二、在欧盟

产蛋期禁用的 35 种兽药中, 安普霉素等 17 种兽药在我国

禽蛋中的残留限量值较大, 建议降低, 甚至增设为我国禽

蛋兽药标准中产蛋期禁用兽药。第三、比我国禽蛋兽药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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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限量要求严格的 44 种兽药中, 除欧盟产蛋期禁用的有

35种兽药外, 其余 9种兽药在欧盟的MRLs低于我国水平。

建议提高金霉素、土霉素、四环素和泰乐菌素这 4 种兽药

在我国禽蛋中的 MRLs 与欧盟一致。 
对于农药残留, 第一, 可针对欧盟有规定而我国未规

定的农药尽快开展风险评估、危害及其机制分析研究, 更
新发布相关残留限量标准。第二, 在欧盟比我国要求更为

严格的 27 种农药中, 氟吡呋喃酮、六六六、林丹、炔螨特

和氟啶虫胺腈这 5 种农药的 MRLs 与欧盟相差较大, 应进

一步考虑这些农药的危害做出限量调整。第三, 建立差异

化的限量标准。充分考虑不同蛋类及蛋制品的差异, 针对

不同种类做出修订调整。第四, 对法规之外且非豁免的农

药的“一律限量”要求是我国食品质量安全管理的空白, 应
根据我国情况, 尽快建立相应的“一律标准”以确保进出口

食品质量安全。第五, 对于出口欧盟的禽蛋食品, 参照欧

盟标准执行。 
国内蛋品生产企业也应及时关注禽蛋在国际贸易中

出现的问题以及国家标准的修订, 以 新文件作为从事生

产工作的依据, 严格选择饲料供应商、加强饲料质量检测、

强化供应链管理、定期检测饲料、饮水和蛋鸡农兽药残留

水平, 加大对氟虫腈、乐果、敌敌畏等国际上重点关注的

农药检测, 对相关从业人员定期培训和体检, 加大自身对

农兽药违法使用问题的监察力度。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法律法规更新速度越来越快, 相

关要求也越发严格, 这对我国产品走出国门, 进行全球贸

易提供了保障。但解决我国禽蛋的兽药残留安全问题, 不
仅要完善国家残留标准, 还要加大研究机构对更为安全、

残留量更低的兽药种类的研究开发, 减少难降解化学类兽

药的使用, 加大对兽药使用安全法律法规的科普和相关标

准的宣贯, 以更好的保障食品安全与产品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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