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略 祐辦毛５ 有 戌Ｐｅ ｓ ｔ ｉｃ ｉｄｅＳｃ ｉｅｎｃ ｅａｎｄＡｄｍ ｉ ｎ ｉ ｓｔｒａｔ ｉ ｏｎ２０ １ ７
，

３８
（
１ １
）农药分 ： 斤

表 １ 分析方法 的精密度试验结果

编号１ ２３ ４ ５平均值 （ ％ ） 标准偏差 变异系数 （ ％ ）

氟噁唑酰胺ｗＭ
９４ ．６ １

质量分数 （ ％
）

９４．５４９４． ２５ ９４ ． ９４ ９４ ．３ ９９４ ． ５５ ０ ． ２６ ０ ． ２７

３
．
４ 分析方法的 准 确度试验 从 已知质 量分数 上述色谱操作条件下进行分析 ， 测得氟噁唑 酰

的 氟噁唑酰胺 （ ９４ ． ５５％ ） 中称取 ５ 个试样 ， 分 胺的平均回收率为 １ ００ ． ０５％ （表 ２ ） 。

别加人
一

定量的氟噁唑酰胺标样 （ ９９ ． ７％ ） ， 在

表 ２ 分析方法的准确度试验结果

编号
标样称样量
理论值 （ ｍｇ ）实测值 （ ｍｇ ）
（
ｍｇ ）

回收率 （ ％ ） 平均回收率 （ ％ ）

１６ ． ０６ ５ ． １ ４ １ ０ ．８５ １ ０． ８ １ ９９ ．６３ １ ００ ． ０５

２７ ． ０２ ４ ． ５ １ １ １ ． １ ３ １ １ ． ０８ ９９ ．５５

３７ ． ２０ ４ ．８４ １ １ ． ６ ３ １ １ ． ８ ４ １ ０ １ ．８ １

４５ ． ８４ ５ ． ４８ １ ０ ．９ ８ １ ０． ９０ ９９ ．２７

５６ ． ４０ ４ ．９５ １ ０ ． ９８ １ ０． ９８ １００ ． ００

４ 结论

试验建立 了 高效液相 色谱法检测氟噁唑酰

胺中有效成分 的分析方法 。 试验结果表 明 ， 氟

噁唑酰胺在测试浓度范 围 内 线性关系 良好 ， 方

法准确度和 精 密度较高 ， 具有操作 简便 、 快速

的特点 ， 是产品质量控制 和应用研究 中较为理

想的分析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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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发布 《 ２０ １ ７ 年食品安全标准 法规草案 》

２０ １ ７ 年 ７ 月 ３ １ 日 ， 印 度食品安全标准局

（
ＦｏｏｄＳａｆｅ ｔ
ｙ
ａｎｄＳ ｔａｎｄａ ｒｄ ｓＡ ｕ ｔｈｏ ｒｉ ｔ
ｙ
ｏｆＩ ｎｄ ｉａ
，ＦＳ
－

ＳＡ Ｉ ） 发布 了 题为 《 ２０ １ ７ 年食 品 安全标准 （ 污

染物 ， 毒素 和残 留物 ） 法规草案》 的 Ｇ／ＳＰＳ／Ｎ／

ＩＮＤ／ １ ８ １ 号通报 。 该通报涉及的 ２０ １ ７ 年印度食

品安全标准包括 了２ １ ９ 种农药及其代谢物在农

产品上的农药最大残 留 限量 （ Ｍ ａｘ ｉｍｕｍｒｅｓ ｉｄ ｕｅ

ｌ
ｉｍ ｉ ｔｓ
，
ＭＲＬ ） 标准草案 。

目 前印度农药管理的立法依据为 《印度杀

虫剂法》 （ Ｔｈｅ Ｉｎｓｅｃｔｉｃ ｉｄｅｓＡｃ ｔ ） ， 该法案１ ９６ ８年

颁布 ， 并于 ２０００ 年进行过修订 。 《 印 度杀虫剂

法》 主要通过 防范农药对人类健康风险 以 及确

保相关生物 、 环保的安全性 ， 对印 度 国 内各 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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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ｅｓ ｔ ｉｃ ｉｄ ｅＳｃ ｉｅｎｃｅ

析 ， 计算 出 每种药剂 的 ＥＣ ５。值 、 ＥＣ％值 、 ９ ５％

置信限和相应的 ｂ值 、 标准误 （ ＳＤ ） 。

５ 试验结果与分析

药后 ７２ ｈ ， 助剂对照处理和空白 对照处理病

ａｎｄＡｄｍ ｉｎ ｉ ｓ ｔｒａｔｉｏｎ２０ １ ７ ， ３ ８ （１ １ ）

原菌菌丝生长无明显差异 ， 且菌丝均 已 长至培

养皿 ２／３ ， 所以此试验为有效试验 。

各药剂的 ＥＣ ５ （ ）值 、 ＥＣＷ值及 ９ ５％ 置信限和

相应的 ｂ 值 、 标准误 （ ＳＤ ） （ 表 ２ ） 。

表 ２ 环酰菌胺对葡萄灰霉病菌的室 内毒 力 测定结果分析

供试药剂
ＥＣ
５ ０（ ｍｇ／Ｌ ） ＥＣｇｏ（ ｍｇ／ Ｌ ）
ｈ ± ＳＤ

９５％ 置信限 ９５％ 置信限

环酰菌胺 ０ ． ７５８９± ０ ． ０５７６ ０． ４７９２（ ０ ． ３ ５４４？ ０ ． ６４８ ０ ） ２３ ． ４ ０３５（ １ ３ ． ０８ ８２－ ４ １ ． ８４８７ ）

异菌脲 ０ ． ７９９７± ０ ． ０４ ０２ ０ ． ７２３１（ ０． ５ ９５８－ ０ ． ８７７ ５ ） ２８ ． ９５７８（ １ ９． ３４８１￣ ４３ ． ３４０４ ）

由表 ２ 可知 ， 环酰 菌胺 、 异 菌脲对葡萄灰

霉病菌 的 ＥＣ５。分别为 ０ ．４７９２ 和 ０ ．７２３ｌ ｍｇ／Ｌ ，

对葡 萄 灰 霉 病 菌 的 ＥＣ％ 分 别 为 ２ ３ ． ４０３５ 和

２ ８ ． ９５７８ｍ ｇ
／Ｌ 。 因此 ， 环 酰菌胺对葡萄 灰霉病

菌菌丝生长的抑制作用略高于对照药剂异菌脲 ，

其 田 间效果还需要进
一

步验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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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的登记注册 、 生产使用 以 及各类相关事务

进行管理 。 此次 印度通 报的 《 ２０ １７ 年食 品安全

标准法规草案 》 亦是 以此法 案为基础 ， 制定 了

２ １９ 种农药残留限量标准 ， 尽管相 比印度现行的

农药残留 限量标准 （ ２０ １ １ 版 ） 中的 １ ９ ８ 种农药 ，

增加 的农药种 类超 过 １ ０ ． ６％ 。 但仍低 于 我 国

ＧＢ２７６３
－ ２０ １ ６ 中规定 的 ４３３ 种农药 。

在中 印进 出 口 贸易方面 ， 近 年来我 国 对印

度进 出 口 农产品 贸易额不断扩大 。 作 为重要的

金砖五国成员 ， 印 度 已成 为重要 的农业大 国 和

新兴市场 ， 印 度的 农产 品 贸易 已成为其对外 贸

易十分重要 的 组成部分 。 中 国在 中 印 农产 品贸

易 中处于逆差地位 ， 目 前中 国 已成为 印度农产

品 出 口 的重要 目标 国 。 在进出 口 贸易 中 ， 中 印

两国农产品 贸易结构特征总结如下 ：

（ 下转第 ５ ７ 页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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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８
（
１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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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１
） 中 国进 口 印度 的农产品主要包括水产

品 、 棉花 、 油料作物及树脂等土地密集型农产品 。

２０ １ ６ 年全年贸易统计数据显示 ： 中 国 自 印度进 口

超过 １ 〇〇 万美元 的农产品包括 ： 棉 花 １２ ． ７ 亿美

元 、 花生 （ 油 ） ３９００ 万美元 、 蓖麻油 ２７〇０ 万美

元 、 茶 １９００ 万美元 、 干豆 丨 ７００ 万美元 、 果酱

８５０ 万美元 、 腰果 ７５０ 万美元 、 辣椒 ４６６ 万美元 、

葡萄 ３６０ 万美元 、 咖喱 １ ００ 万美元 。

（
２
） 中 国 出 口 印度的农产品主要包括生丝 、

蔬菜水果及饮料等劳动密集 型农产 品 。 ２０ １ ６ 年

全年贸易统计数据 显示 ： 中 国 向 印度 出 口 超过

１ ００ 万美元 的农产 品包括 ： 棉 花 １ ． ９ １ 亿美元 、

仁果类水果 （ 苹果／梨 ） １ ． ６ ９ 亿美元 、 干 豆 ５

８００ 万美元 、 果胶 ３５００ 万美元 、 肉 桂 １０００ 万

美元 、 番茄 ５ １ ０ 万美元 、 葡萄 ３４０ 万美元 、 辣椒

１ ９０ 万美元 、 茶 丨 ８ ０ 万美 元 、 咖喱 丨 ４〇 万美元 、

坚果 １ ２０ 万美元 、 咖啡 １ １ ０ 万美元。

印度 《 ２０ １７ 年食品安全标准法规草案 》 与

我 国 《食品安全 国 家标准食品 中农药最大残留

限量 （ Ｇ Ｂ２ ７６ ３
－ ２０ １ ６ ） 》 的对 比结果 表 明 ， 在

我 国对印 出 口超过 １ ００ 万美元的农产品 中有 ７ 种

应用 技术

农产 品的相关 Ｍ ＲＬ 值宽松于印度 Ｍ ＲＬ 草案 ， 其

中棉籽 （ 油 ） 中 精 吡氟 禾草 灵 、 氟胺氰 菊酯 、

虱螨脲 、 甲哌鐺 、 硫双威共 ５ 种农药的 ＭＲＬ 我

国均宽松于印度 苹果 中 联苯三唑醇 、 二氰 蒽

醌 、 己唑 醇 、 噻蟥酮
、 腈菌唑 、 戊 菌唑 、 炔蜗

特 、 丙森锌 、 戊唑醇 、 噻 虫啉共 丨 〇 种农药 的

ＭＲＬ 我国均宽松于印度 。 大豆 中 毒死蜱 、 异噁

草酮 、 敌敌 畏 、 精 吡氟 禾草 灵 、 咪 唑 乙 烟 酸 、

高效氯氟氰菊酯 、 氯菊酯 、 丙环唑
、 精 喳禾灵 、

氟磺胺草醚共 １ ０ 种农药的 Ｍ ＲＬ 我国均宽松于印

度 。 番茄 中氯虫 苯 甲 酰胺 、 溴 氰虫酰胺 、 烯酰

吗啉 、 氰 戊菊 酯 、 高效氯 氟 氰 菊 酯 、 氟 酰 脲 、

丙森锌共 ７ 种农药的 Ｍ ＲＬ 我国 均宽松于 印度 。

葡萄中 萘 乙酸 、 霜脲氰 、 氟虫 腈 、 氯 吡脲 、 单

氰胺 、 高效氯氟氰菊酯 、 马拉硫磷 、 丙森锌共 ８

种农药的 ＭＲ Ｌ 我国均宽松于印 度 。 辣椒中氯虫

苯甲 酰胺 、 溴 氰虫 酰胺 、 溴 氰菊 酯 、 氟虫腈 、

精甲霜灵 、 灭 多威 、 氟酰脲 、 啶氧 菌酯 、 ｎ比唑

醚菌酯 、 多杀霉素 、 噻虫啉共 １ １ 种农药的 ＭＲＬ

我国 均 宽松 于印 度 。 茶 叶 中 除 虫脲 、 喹螨 醚 、

草铵膦共 ３ 种 农药的 Ｍ ＲＬ 我 国 均宽松于印度 。

相关 ＭＲ Ｌ 值对 比 （ 表 １ ） 。

表 １ 我国对 印主要 出 口农产 品 中 ＭＲＬ 宽松于印 度 Ｍ ＲＬ 草案情况对比

作物 名称 农药 中文名 农 药英文名
中 国 Ｍ ＲＬ

（
ｍｇ
／ ｋ
ｇ ）

印度 ＭＲＬ

（
ｍｇ／ｋｇ ）

相差倍数

精吡氟禾草灵 ｆ ｌ ｕａｚ ｉ ｆｏｐ
－

Ｐ
－

 ｂｕ ｔｙ
ｌ ０ ． １ ０ ． ０ １ １ ０

氟胺ｍ菊酯 ｔａ ｕ－ｆｌｕ ｖａｌ ｉｎａ ｔｅ ０． ２ ０ ． ０５ ４

棉 籽 （ 油 ） 虱螨脲 ｌｕｆｅｎ ｕｒｏｎ ０ ．０５ ０ ． ０ １ ５

甲哌鐺 ｍｅｐ ｉ ｑｕ ａ ｔｃｈ ｌｏ ｒ ｉｄｅ １ ０ ． ５ ２

硫双威 ｔｈ ｉｏｄ ｉｃａ ｒｂ ０ ？ １ ０ ． ０２ ５

联苯三唑醇 ｈ ｉ ｔｅｒ ｔａｎｏ ｌ ２ ０ ． ４ ５

二氰蒽醌 ｄ ｉ ｔｈ ｉａ ｎｏｎ ５ ０ ．１ ５０

己唑醇 ｈｅｘ ａｃｏ ｎａｚｏ ｌｅ ０ ？５ ０ ？１ ５

噻螨酮 ｈｅ ｘｙ ｔｈ ｉ ａｚｏ ｘ ０ ．５ ０ ． ３ １ ． ７

苹果
腈菌唑 ｍ ｙｃ ｌ ｏ ｂｕｔａｎ ｉ ｌ ０ ．５ ０ ． ０ １ ５０

戊菌唑 ｐｅ ｎ ｃｏｎ ａｚｏ ｌｅ ０ ．２ ０ ．１ ２

炔螨特 ｐ ｒｏ ｐａｒｇ ｉ ｔｅ ５ ３ １ ． ７

丙森锌 ｐ ｒｏｐ ｉ ｎ ｅｂ ５ １ ５

戊唑醇 ｌ ｅｈｕｃｏｎ ａｚｏｌ ｅ ２ １ ２

噻虫啉 ｔｈ ｉａｃ ｌｏｐｒｉ ｄ ０． ７ ０． ０５ １４

毒死蜱 ｃ ｈ ｌｏ ｒｐ ｙｒ ｉ ｆｏｓ ０ ． １ ０ ． ０ １ １０

异噁草酮 ｃ ｌｏｍａｚｏ ｎ ｅ ０ ．０５ ０ ． ０ １ ５

大豆 敌敌畏 ． ｄ ｉ ｃ ｈ ｌｏ ｒｖｏ ｓ ０ ． １ ０ ． ０ １ １０

精吡氟禾草灵 ｆｌ ｕ ａｚ ｉｆｏ ｐ — Ｐ－ｂｕ ｔｙｌ ０ ． ５ ０． ０５ １ ０

氣菊酯 ｐｅｍ ｉｅｔｈ ｒ ｉ ｎ ２ ０． ０５ ４０

— ５ ７—



Ｐｅｓ ｔ ｉ ｃｉｄｅＳｃ ｉｅｎｃ ｅａｎｄＡｄｍｉｎ ｉｓ ｔ ｒａ ｔ ｉ ｏｎ ２０ １ ７
，

３ ８
（
１ Ｄ

续表

农药 英文名
中同 ＭＲＬ 印度 ＭＲＬ
作物名称 农药 中文 名 相差倍数

（ ｍ ｇ／
ｋ
ｇ ） （ ｍｇ／
ｋ
ｇ ）

丙环唑 ｐ ｒｏｐ ｉ ｃｏ ｎ ａｚｏ ｌ ０ ． ２ ０ ．０７ ２ ． ９

大豆 精喹禾灵 ｑ ｕｉ ｚａ ｌｏｆｏｐ 
—

Ｐ —ｅｔ ｈｙｌ ０． １ ０ ． ０２ ５

氟磺胺草醚 ｆｏ ｉｎｅ ｓａ ｆｅｎ ０ ．１ ０ ．０２ ５

氯虫苯 甲酰胺 ｃ ｈｌ ｏ ｒａｎ ｔｒａｎ ｉ ｌ ｉ ｐ ｒｏ ｌｅ ０ ． ６ ０ ．０３ ２０

溴氰虫酰胺 ｃ ｙａｎ ｔ ｒａ ｎ ｉ ｌ ｉｐｒｏｌ ｅ ０ ． ２ ０． ０３ ６ ． ７

烯酰吗啉 （ｌ ｉｍｅ ｌｈ ｏｍ ｏ ｒｐ ｈ １ ０ ． ２ ５

番前 ｍ戊菊酯 ｆｅ ｎｖ ａｌｅ ｒａ ｌｅ ０ ． ２ ０ ． ０ １ ２０

高效氯氟紙菊酯 ｌ ａｍｂｄａ
－

ｃ ｙｈａ ｌ
ｏ
ｔｈｒｉｎ ０ ． ２ ０．１ ２

氟酰脲 ｎｏ ｖａ ｌｕ ｒｏｎ ０ ． ０２ ０ ． ０ １ ２

丙森锌 ｐｒｏ ｐ ｉ ｎ ｅｈ ５ １ ５

萘 乙酸 １
－

 ｎａ ｐｈ ｔｈｙ ｌａｃ ｅ ｔ ｉ ｃａｃｉ ｄ ０ ．１ ０ ．０５ ２

霜脲氛 ｃｙｍｏｘａｎ ｉ ｌ ０ ． ５ ０．１ ５

氟虫腈 ｆｉ ｐ ｒｏ ｎ ｉ ｌ ０ ． ０２ ０ ． ０ １ ２

葡萄
氯吡脲 ｆｏ ｒｃ ｈ ｌ ｏｒ ｆｅ ｎｕ ｒｏ ｎ ０ ． ０５ ０ ． ０ １ ５

单氰胺 ｃ ｙａ ｎ ａｍ ｉｄｅ ０ ． ０５ ０ ． ０ １ ５

高效 氯氟ｍ 菊酯 ｌ ａｍｂｄａ 
－

ｃｙ ｈａ ｌｏ ｔｈ ｒ ｉ ｎ ０ ． ３ ０ ． ０５ ６

马 拉硫磷 ｍａ ｉ ａｔｈ ｉ ｏｎ ８ ２ ４

丙森锌 ｐ ｒｏｐ ｉｎｅｂ ５ ０ ． ５ １ ０

氣虫苯甲 酰胺 ｃｈ ｌｏｒａｎｔｒａｎ ｉ ｌ ｉ ｐ ｒｏ ｌｅ ０ ． ６ ０ ．０３ ２０

溴 氰虫酰胺 ｃｙ ａｎｌ ｒ ａｎ ｉ ｌ ｉ ｐ ｒｏ ｌ ｅ １ ０ ．０５ ２０

溴 氰菊酯 ｄｅ ｌ ｔ ａｍｅ ｌｈ ｒ ｉ ｎ ０ ．２ ０ ． ０５ ４

氟虫腈 ｆｉ ｐ ｒｏ ｎ ｉ ｌ ０ ． ０２ ０ ． ０ １ ２

精甲 霜灵 ｍ ｅｔ ａｌ ａｘ ｙｌ 
－

Ｍ ０ ． ５ ０ ． ０２ ２ ５

辣 椒 灭多威 ｍ ｅｔｈ ｏｍｙ ｌ ０ ． ２ ０ ．０５ ４

氟酰脲 ｎｏｖ ａｌ ｕ ｒｏｎ ０ ． ０２ ０ ． ０ １ ２

啶氧菌酯 ｐ ｉ ｃｏ ｘｙｓ ｔ ｒｏ ｂ ｉ ｎ ０ ． ５ ０ ． ０５ １ ０

吡唑醚菌酯 ｐｙ ｒａ ｃｌｏ ｓｌ ｒｏ ｌ ｉ ｉ ｎ ０ ． ５ ０ ． ０５ １ ０

多杀霉素 ｓｐ ｉ ｎ ｏｓａｄ １ ０ ． ０ １ １ ００

唾虫啉 ｔｈ ｉ ａｃ ｌｏｐｒｉ ｄ １ ０ ． ０２ ５０

除虫脲 ｄ ｉｆｌ ｕｂｅ ｎｚ ｕｒｏｎ ２０ ０ ． ０ １ ２０００

茶叶 喹螨醚 ｆｅｎａｚａ ｑｕ ｉ ｎ １ ５ ３ ５

草铵膦 ｇｌ ｕｆｏ ｓ ｉ ｎａｔｅ —ａｍｍｏｎ ｉ ｕｍ ０ ． ５ ０ ． ０ １ ５０

综上所说 ， 印度此次发布的 ２０ １ ７ 年食品安全

标准法规草案中需要我 国重点关注的农药最大残

留限量 ， 所涉及产品颇广 。 其中 ， 值得注意 的是

毒死蜱 、 精 吡氟 禾草灵 、 氟胺氰 菊酯 、 虱螨脲 、

甲哌鐺 、 硫双威 、 联苯三唑醇 、 二氰蒽醌 、 己唑

醇 、 噻虫啉 、 噻螨酮 、 腈菌唑 、 戊菌唑 、 炔螨特 、

丙森锌 、 戊唑醇 、 异噁草酮 、 敌敌畏 、 咪唑乙烟

酸 、 高效氯氟氰菊酯 、 氯菊酯 、 丙环唑 、 精喹禾

灵
、 氟磺胺草醚 、 氯虫苯 甲 酰胺 、 溴 氰虫酰胺 、

烯酰吗啉 、 氰戊菊酯 、 氟酰脲 、 萘乙酸 、 霜脲氰 、

氟虫腈 、 氯吡脲 、 单氰胺 、 马拉硫磷 、 溴氰菊酯 、

精 甲霜灵 、 灭多威 、 啶氧菌酯 、 吡唑醚菌酯 、 多

杀霉素 、 除虫脲 、 喹螨醚 、 草铵膦共 ４４ 种农药 ，

在我国棉花 、 苹果 、 大豆 、 番茄 、 葡萄 、 辣椒 、

茶叶上的 ＭＫ Ｌ 值均 宽松于印 度此 次发布 的 ＭＲＬ

值 ， 考虑到我国 ２０ １ ６ 年全年向印度出 口上述 ７ 种

农作物已超过 ４ ． ３ 亿美元 ， 因此 ， 提醒我 国相关

农产品 出 口企业
， 应注意生产 中上述农药在相关

作物中的使用 ， 以避免残 留超标引起的贸易风险 。

袁龙飞 中 国 科学 院动物研究所

段丽芳 农业部农 药检定所

（信息 来源 ＷＴＯ 
－

ＳＰＳ／ＴＢＴ 贸 易措施信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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