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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受使用膨大剂等报道的影响!草莓的农药残留及质量安全一直受人们关注" 本文概述了草莓的病虫害及

主要农药使用现状!比较分析了我国及主要贸易国或地区草莓的农药残留标准!并结合生产实际进行了风险分析!

提出我国草莓安全生产的对策建议!以期为生产者及相关部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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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莓鲜美红嫩%柔软多汁%外观美丽呈心形%营
养价值高%其抗氧化能力是苹果+桃+梨+番茄+柑橘
和猕猴桃等水果的 & i$$ 倍 ,$- %入药亦堪称上品%在
国内外市场备受青睐%被誉为)水果皇后*.

目前%草莓已在世界范围内大面积种植%我国
草莓年产量在世界上排名第一 ,&- %出口量较大. 据
统计%&%%+ 年我国草莓出口量为 /-+ 万吨%比 &%%,
年""-%& 万吨#增长 ./-,^ ,.- . 草莓以其周期短+
见效快+经济效益高 ,)- +适于保护地栽培等特殊优
势已成为我国果树业中发展最快的一项新兴产业%
是一些地区当地农村经济的支柱产业.

然而%草莓易感染多种病虫害%且多为大棚栽
培%随着近年来草莓生产持续增长%土地连作程度
加深以及设施栽培的发展%草莓的病虫害发生有增
加的趋势%且草莓含水量大%采摘后也易感染微生
物而腐烂变质%因此草莓种植及保鲜过程中农药用
量增加的趋势也比较明显. 另外%不少消费者越来
越关注草莓的大小+色泽等外观特性%导致不法种
植户可能会使用膨大剂等来改变卖相. 过多植物
生长调节剂对人体有害无益%还会影响消费者的购
买需求及国内外贸易%造成较大的经济损失. 因此
规范草莓种植过程中的安全+合理用药%已成为实
现草莓安全生产和提升草莓生产产业化水平的当
务之急. 为此%本文比较国内外草莓生产中常用农
药残留限量标准%研究草莓使用农药的风险%提出
合理的安全生产建议%以期为生产者及相关部门提
供参考.

$#草莓主要病虫害+病毒及施药
草莓植株比较矮小%茎叶和果实大部分会接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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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面%易受各类细菌+真菌+病毒的入侵和虫害的侵
染蔓延%因而草莓易发生多种病虫害&同时%光照+
营养+水分等培养条件的变化和不足都容易引起草
莓食用部分生长发育的异常%果实异常膨大+爆裂+
发育不良等畸形果十分常见 ,!- %不仅导致草莓产量
和质量下降%经济效益减少%还可能影响出口贸易.
并且草莓易感染病毒%中国冷冻草莓在澳洲曾陷甲
肝病毒危机 ,,- %使得欧盟强化对我国冷冻草莓的检
查力度 ,"- . 对于病虫害+病毒%需加强预测预报%一
般在草莓不同生长阶段喷施杀菌剂 "如啶酰菌胺+
醚菌酯等#+杀虫剂"如马拉硫磷等#等有针对性地
适时用药&对于畸形果%应合理使用植物生长调节
剂"如芸苔素内酯等#用于促生长+壮植株+促产量+
保质量及延长果实保鲜期 ,+- .

&#常用农药使用现状及与国外残留限量标准的比
对分析

调查表明%目前我国现行的 8K&",.!&%$)’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对草莓
"含浆果和其他小型水果#共设有 +) 项限量指标"表
$#. 为研究我国草莓生产常用农药的安全性%将这些
农药的中国限量标准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日本+欧盟等国家的限量标准进行了比较%具体数据
见表 $. <(<对草莓制定了 ,) 项限量指标,$%- &日本
’肯定列表制度(对草莓设了 .). 项限量指标,$$- &欧
盟对草莓规定了 ),$ 项限量指标,$&- &在中国限量的
+) 种农药中%除 $" 种农药仅仅在中国有限量规定外%
其他 ," 种农药至少在 <(<+日本+欧盟之一有限量规
定%有些农药是 ) 个国家0组织都有规定的.

表 $#草莓常用农药及与国外残留限量标准的比较"JL0IL#

P>RAB$#<@JN>C=H@; @; 4CBh:B;?NBH?=3=EBHCBH=E:BA=J=?HH?>;E>CE =; <5=;>>;E >RC@>E
序号 药品中文名 药品通用名 日本## <(<## 欧盟#### 中国

$ &%)*滴 &%)*Z %-%! %-$ %-%!"检出限# %-$

& 阿维菌素 >R>JB3?=; %-%& %-%& %-$ %-%&

. 艾氏剂 >AEC=; 7Z ! %-%$"检出限# %-%!

) 百草枯 N>C>h:>? %-%! %-%$ ! %-%$

! 倍硫磷 4B;?5=@; ! ! %-%$"检出限# %-%!

, 苯丁锡 4B;R:?>?=; @\=EB $% $% $ $%

" 苯氟磺胺 E=35A@4A:>;=E ! ! ! $%

+ 苯线磷 4B;>J=N5@H %-. ! %-%&"检出限# %-%&

/ 草甘膦 LAGN5@H>?B %-& ! %-$"检出限# %-$

$% 代森锰锌 J>;3@MBR ! ! ! !

$$ 滴滴涕 ZZP %-& ! %-%!"检出限# %-%!

$& 狄氏剂 E=BAEC=; ! ! %-%$"检出限# %-%&

$. 敌百虫 ?C=35A@C4@; $ ! & %-&

$) 敌敌畏 E=35A@CO@H %-. ! %-%$"检出限# %-&

$! 敌螨普 E=;@3>N ! %-. ! %-!

$, 地虫硫磷 4@;@4@H ! ! ! %-%$

$" 啶虫咪 >3B?>J=NC=E . ! %-! &

$+ 啶酰菌胺 R@H3>A=E $! . $% .

$/ 毒杀芬 3>JN5B35A@C ! ! %-$"检出限# %-%!

&% 对硫磷 N>C>?5=@; %-. ! ! %-%$

&$ 多菌灵 3>CRB;E>M=J . $ ! %-!

&& 二嗪磷 E=>M=;@; %-$ %-$ %-%$"检出限# %-$

&. 氟酰脲 ;@O>A:C@; ! ! ! %-!

&) 腐霉利 NC@3GJ=E@;B $% ! %-%&"检出限# $%

&! 环酰菌胺 4B;5B\>J=E $% $% ! $%

&, 甲胺磷 JB?5>J=E@N5@H %-%$ ! %-%$"检出限# %-%!

&" 甲拌磷 N5@C>?B %-%! ! %-%!"检出限# %-%$

&+ 甲苯氟磺胺 ?@AGA4A:>;=E ! ! ! !

&/ 甲基对硫磷 N>C>?5=@;*JB?5GA %-& ! ! %-%&

.% 甲基硫环磷 N5@H4@A>;*JB?5GA ! ! ! %-%.

.$ 甲基异柳磷 =H@4B;N5@H*JB?5GA ! ! ! %-%$

.& 甲硫威 JB?5=@3>CR $ $ $ $

.. 甲氰菊酯 4B;NC@N>?5C=; ! ! & !

.) 腈菌唑 JG3A@R:?>;=A $ $ $ $

.! 久效磷 J@;@3C@?@N5@H ! ! %-%$"检出限# %-%.

., 抗蚜威 N=C=J=3>CR %-!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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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

序号 药品中文名 药品通用名 日本## <(<## 欧盟#### 中国

." 克百威 3>CR@4:C>; . ! %-%$"检出限# %-%&

.+ 克菌丹 3>N?>; &% $! . $!

./ 喹氧灵 h:=;@\G4B; $ $ %-. $
)% 联苯肼酯 R=4B;>M>?B ! & . &
)$ 联苯菊酯 R=4B;?5C=; & $ %-! $
)& 磷胺 N5@HN5>J=E@; %-& ! %-%$"检出限# %-%!
). 硫环磷 N5@H4@A>; ! ! ! %-%.
)) 六六六 KU< %-& ! %-%$"检出限# %-%!
)! 氯苯嘧啶醇 4B;>C=J@A $ $ %-. $
), 氯虫苯甲酰胺 35A@C>;?C>;=A=NC@AB $ $ ! $
)" 氯丹 35A@CE>;B %-%& ! %-%$"检出限# %-%&
)+ 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 3G5>A@?5C=; >;E A>JRE>*3G5>A@?5C=; ! ! ! %-&
)/ 氯化苦 35A@C@N=3C=; ! ! %-%! %-%!
!% 氯菊酯 NBCJB?5C=; $ $ ! $
!$ 氯氰菊酯 3GNBCJB?5C=; & %-%" %-%" %-%"
!& 氯唑磷 =H>M@4@H ! ! ! %-%$
!. 马拉硫磷 J>A>?5=@; %-! $ %-%&"检出限# $
!) 醚菌酯 ICBH@\=J*JB?5GA ! ! ! &
!! 嘧菌环胺 3GNC@E=;=A $ & ! &
!, 嘧霉胺 NGC=JB?5>;=A $% . ! .
!" 灭菌丹 4@ANB? &% ! . !
!+ 灭线磷 B?5@NC@N5@H ! ! ! %-%&
!/ 灭蚁灵 J=CB\ ! ! ! %-%$
,% 内吸磷 EBJB?@; ! ! ! %-%&
,$ 七氯 5BN?>35A@C %-%$ ! %-%$"检出限# %-%$
,& 嗪氨灵 ?C=4@C=;B & $ %-%$"检出限# $
,. 氰戊菊酯 4B;O>ABC>?B $ $ %-%&"检出限# %-&
,) 噻虫啉 ?5=>3A@NC=E ! $ $ $
,! 噻螨酮 5B\G?5=>M@\ & %-! %-! %-!
,, 三唑醇 ?C=>E=JB;@A %-$ %-" %-! %-"
," 三唑酮 ?C=>E=JB4@; %-! %-" %-! %-"
,+ 杀虫脒 35A@CE=JB4@CJ ! ! ! %-%$
,/ 杀螟硫磷 4B;=?C@?5=@; %-& ! %-%$"检出限# %-!
"% 四螨嗪 3A@4B;?BM=;B & & & &
"$ 特丁硫磷 ?BCR:4@H %-%%! ! %-%$"检出限# %-%$
"& 涕灭威 >AE=3>CR %-&% ! %-%&"检出限# %-%&
". 戊菌唑 NB;3@;>M@AB %-$ %-$ ! %-$
") 烯酰吗啉 E=JB?5@J@CN5 %-%! %-%! %-" %-%!
"! 辛硫磷 N5@\=J %-%& ! %-%$"检出限# %-%!
", 溴甲烷 JB?5GARC@J=EB ! ! ! .%
"" 溴螨酯 RC@J@NC@NGA>?B & & %-%$"检出限# &
"+ 溴氰菊酯 EBA?>JB?5C=; %-& %-& ! %-&
"/ 氧化乐果 @JB?5@>?B $ ! ! %-%&
+% 乙酰甲胺磷 (3BN5>?B ! ! %-%$"检出限# %-!
+$ 异狄氏剂 B;EC=; 7Z ! %-%$"检出限# %-%!
+& 抑霉唑 =J>M>A=A & & %-%!"检出限# &
+. 蝇毒磷 3@:J>N5@H ! ! ! %-%!
+) 治螟磷 H:A4@?BN ! ! ! %-%$

注$7Z为不得检出&!为无限量规定

&-$#与 <(<标准限量的比较
在中国规定的 +) 种农药中%有 ." 种农药在

<(<中有相应的规定%具体限量值比较结果见图 $.

可以看 出% 草 莓 中 ." 种 农 药 限 量 标 准% 中 国
/$-+/^都与 <(<要求一致%与 <(<的一致性程度
较高 ,$.- . 严于 <(<规定的农药数目比例比宽松农

药数目多%且中国规定的农药残留限量的种类比

<(<规定的数目多%在中国生产的草莓%如果能满
足国内要求%并关注 <(<对草莓的要求与中国的异
同%做到不超标%也就能满足国际上大多数国家对
草莓的要求.

&-&#与日本标准的限量比较

在中国规定的 +) 种农药中%有 ,% 种农药在日本
肯定列表中有相应的规定%限量值比较结果见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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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中国与 <(<标准限量比较
D=L:CB$#b’YH3@JN>C=H@; RB?QBB; <5=;>>;E <(<

可知%从中国与日本相同的农药残留规定数目上看%
,% 种相同农药规定中仅有 $+-..^的农药种类限量
严于中国%总体上中国的标准严于日本%但由于日本
对没有登记使用的采取 %-%$ JL0IL)一律限量*标
准%导致日本对草莓的限量农药种类多达.). 种%远
远超过中国规定的农药数目%这对中国出口日本的
草莓质量提出了更高要求.

图 &# 中国与日本肯定列表的限量比较
D=L:CB&#b’YH3@JN>C=H@; RB?QBB; <5=;>>;E 9>N>;

&-.#与欧盟标准限量比较
在 +) 种农药中%有 !" 种农药在欧盟标准中有

相应规定%具体限量值比较结果见图 .. 可知%从中
国与欧盟相同的农药残留规定数目上看%总体上欧
盟的标准严于中国%加之欧盟对草莓的限量的农药
种类总共有 ),$ 种%远远超过中国的农药数目%对草
莓质量要求远远严于中国.

图 .#中国与欧盟标准限量比较
D=L:CB.#b’YH3@JN>C=H@; RB?QBB; <5=;>>;E SX

.#草莓常用农药的风险分析及关键点控制
从农药限量的整体水平来看%我国对草莓的限

量严于 <(<%而松于日本和欧盟%并与其存在较明
显的差距. 主要表现为我国对草莓制定相关农药
残留限量标准数量明显偏少%且有限量标准的农药
品种相对陈旧%如艾氏剂+狄氏剂+滴滴涕+六六六

等%与实际使用情况存在较大差别. 同时%日本和
欧盟不仅设定的农药种类远远超过中国%而且设定
的限量指标比较严格%日本很多指标都采取了 )一
律标准*及检出限作为限量%欧盟在 !" 种相同的农
药中有 .% 种农药采取检出限作为限量值%表 $ 所示
的 +) 种农药中%!"-+/^使用时存在较大风险"见图
.#. 但从农药限量的整体水平来看%日本 ’肯定列
表制度(和欧盟标准对草莓设定的限量指标%大多
数比较宽泛%可供选择用药的空间较大.

出口草莓的农药使用不仅要符合我国标准的
要求%同时也要符合出口国农药残留限量标准的要
求%在保证草莓质量安全方面%农药的选择和使用
应需更谨慎. 因此%草莓中农药关键控制点主要
有$!从源头抓起. 一方面加强农药来源的监管%
包括农药生产者不生产含隐形成分的农药%在农药
商标上如实注明农药成分及含量&另一方面%农药
经销商需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到正规厂家生产的合
格农药产品%并采取合理的保存措施&"种植者合
理选择农药. 种植者要根据草莓病虫害情况%在正
规农资经销商处购买在草莓上登记的农药%不购买
登记外的农药. 出口企业需根据进口国农药残留
限量标准的要求科学合理的进行取舍和选择%对那
些设定限量指标比较严格的农药%生产中注意回避
和限制使用%将安全+低毒+残效期短+防治效果好+

残留限量标准较宽的药剂作为首选品种&#合理使
用农药. 根据农药使用说明%在合适时间按规定浓
度配比合理施用%并严格遵守休药期. 建议多种农
药交替使用. 在无多种农药选择的情况下%则应选
择残留限量相对宽松的农药%在遵守良好操作规范
的前提下%严格限制使用%以极大地防范和杜绝出
口草莓中农残超标.

)#对策建议
综上所述%在实际生产中%草莓生长期的病虫

害防治用药是需要重点监控的阶段%同时%还需注
意生长调节剂的合理使用%可考虑采用下列措施$
)-$#草莓生产合理用药建议

草莓易感染多种病虫害%国内外已报道不少
)毒草莓* ,$)*$+- . 为此%应尽可能选择高效低毒农
药. 如表 & 所示%结合风险分析%针对草莓生产中常
见的病虫害%通过查阅中国农药信息网官网等相关
网站并咨询相关专家%根据一种病虫害多种农药防
治的原则%依据国内外的限量指标%提出草莓病虫
害合理用药建议. 各地区可根据产区的自身情况%
有选择性地灵活运用%相关部门可制定出生产者便
于接受且符合进口国要求的农药使用指南. 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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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草莓主要病虫害防治推荐农药
P>RAB&#’B3@JJB;EBE NBH?=3=EBH4@CJ>=; E=HB>HBH>;E =;HB3?NBH?H3@;?C@A@4H?C>QRBCCG

防治对象 药品通用名 中文名 剂型 使用浓度 施用方法 备注

白粉病

黄萎病

灰霉病

叶枯病

褐斑病

绿霉病

线虫

蚜虫

红蜘蛛

植物生长
调节剂

4A:?C=>4@A 粉唑醇 $&-!^悬浮剂 !,-&! i$$&-! L0公顷 喷雾 !
?C=4A:J=M@AB 氟菌唑 .%^可湿性粉剂 ,"-! i$.! L0公顷 喷雾 !
ICBH@\=J*JB?5GA 醚菌酯 !%^水分散粒剂 $%% i$,,-" JL0IL 喷雾 !
?B?C>3@;>M@AB 四氟醚唑 )^水乳液 .% i!% L0公顷 喷雾 !

ICBH@\=J*R@H3>A=E "&%% L0Y
R@H3>A=E >;E $%% L0Y
ICBH@\=J*JB?5GA#

醚菌/啶酰菌"&%%
L0Y 啶 酰 菌 胺+
$%% L0Y醚菌酯#

.%% L0Y悬浮剂 $$&-! i&&! L0公顷 喷雾 !

+5>G&&%$$%8!G&G$ 枯草芽胞杆菌
$% 亿孢子0L可湿性
粉剂

!%% i$ %%% 倍 喷雾 !

35A@C@N=3C=; 氯化苦 //-!^液剂 &)% i.,% L0公顷 土壤熏蒸 !
NGC=JB?5>;=A 嘧霉胺 )%% L0Y悬浮剂 &"% i.,% L0公顷 喷雾 !
NGC>3A@H?C@R=; >;E R@H3>A=E 唑醚/啶酰菌 .+^水分散粒剂 &&+ i.)& L0公顷 喷雾 !
3>N?>; 克菌丹 !%^可湿性粉剂 +..-. i$ &!% JL0IL 喷雾 !
R@H3>A=E 啶酰菌胺 !%^水分散粒剂 &&! i.."-! L0公顷 喷雾 !

+5>G&&%$$%8!G&G$ 枯草芽胞杆菌
$ %%% 亿个0L%可湿
性粉剂

)% i,% L0亩 喷雾 !

J>;3@MBR 代森锰锌 "%^可湿性粉剂
. IL05J& 对水
$ $&! IL05J&

喷雾 ,$/-

H?CBN?@JG3=; H:AN5>?B 硫酸链霉素 "&^可溶性粉剂 ) %%% 倍 灌根 ,$/-

+5>G&&%$$%8!G&G$ 枯草芽胞杆菌
$ %%% 亿个0L%可湿
性粉剂

.%% i,%% L0公顷 喷雾 !

E>M@JB? 棉隆 /+^微粒剂 .% i)% L0J& 土壤处理 !

>R>JB3?=; 阿维菌素 $-+^乳油 . %%% 倍
浇灌定值穴%

%-$% i%-&! L0穴
,$/-

J>?C=;B 苦参碱 $-!^可溶液剂 / i$%-.! L0公顷 喷雾 !
OBC>?C=;B 藜芦碱 %-!^可溶液剂 / i$%-! L0公顷 喷雾 !

4B;O>ABC>?B 氰戊菊酯 &%^乳油 ! %%% i+ %%% 倍 喷雾
采果前用%防
治 & 次%间
隔 ! E,&%-

RC>HH=;@A=EB 芸苔素内酯 %-%$^水剂 %-%& i%-%. JL0IL 喷雾 !

注$!为无备注

还应注意贮藏期草莓用药的合理性%有针对性的选
择药剂%不盲目施药.
)-&#推行良好农业操作规范

按照有害生物综合治理原则%采用抗性品种+

保护病虫害天敌+农业综合治理等非化学的防治措
施. 在优先采用性引诱剂+杀虫灯+银膜+色板等综
合治理措施的同时%应把农药的选择作为重要的关
键控制点. 在选择化学防治措施时%根据防治一种
病虫害可选择多种农药的原则%正确+合理地选择
农药%最大限度地做到减少田间农药的用药次数和
用药浓度%注意避免选择高风险农药%严格按照防
治适期和安全间隔期用药&杜绝使用国家农业部
$// 号公告 ,&$-明令禁止使用的高毒农药及相关混

配农药.
)-.#加强农药的监管

一方面加强对农药经销商的监管%确保其不销
售禁用农药+假农药等%监督其合法经营&另一方
面%要加强农药成分的检测%以防农药中含有隐性
成分. 加大对农药中任意掺加)隐性成分*违规行

为的监管和查处力度%以保证从源头上控制有毒有
害物质的流入. 本课题组从某地区的草莓中检出
克百威+水胺硫磷+氧乐果等水果禁用农药%但在调
研时未发现禁用农药的瓶子或药袋. 虽不排除生
产者隐藏了这些农药%但很大可能是由于其购买的
农药中含有隐性成分. 此外%为防止草莓种植中无
药可用+乱用药+滥用药现象%应加速草莓新农药和
安全低风险农药的登记%推行生物农药%为草莓种
植者提供尽可能多的选择.
)-)#加强相关人员的培训

调研中得知部分种植农户为节省或避免聘请
草莓栽培专家的高额费用%仅仅聘用专家一年或几
个月%之后便根据自己短暂的经验种植. 部分农户
甚至毫无种植经验%仅是接管其亲戚+朋友的土地
进行种植%有问题直接咨询经验+技术都不成熟的
亲戚+朋友%这从调研中草莓的生长情况已明显反
映出来. 另外%从课题组对草莓的检测结果发现%

草莓的农药检出率接近 $%%^%多菌灵+嘧霉胺+腐
霉利等农药的检出率大于 ,%^%这可能与种植者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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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使用农药有关.
为此%有必要加强相关人员的培训. 农民和生

产商是食品安全教育的重点%二者既是消费者%也
是生产者. 应对他们加强食品安全知识和道德素
质的教育%指导其合理使用农药%坚决抵制非法利
益诱惑 ,&&- %提高严禁使用国家禁用农药的意识. 通
过发送知识手册+讲解+现场指导+张贴宣传海报等
多种形式%认真贯彻落实农业部农药管理 , 项新规
定%组织开展农药执法人员+农药生产和经营单位
人员的培训&面向基层%对草莓种植者和基层农技
人员积极开展先进种植技术+标准化病虫害绿色防
控等方面的培训%提高种植者的栽培技术 "如种植
环境的选择+选种+浸种+催芽方法+地块消毒+播种
方法+合理密植+科学选购与合理使用农药水平
等#%宣传禁用高毒农药和替代农药使用知识%向生
产者培训标准化生产的技能. 加强企业相关人员
对国内外标准的培训%对出口企业%须按照国际承
认的生产过程和管理体系运作%相关部门应做好引
导企业建立良好农业规范"8(d#+危害分析的临界
控制点"U(<<d#和食品安全与质量" FgD#认证%逐
步从源头上做到内销+外销质量同等.
)-!#积极制定标准及法律法规

目前并无关于草莓质量安全的专项国家标准%
部分标准尚未包括草莓所有农残+重金属等指标%
也不能兼顾到某地区的实际情况%而且国家标准修
正时间长. 为此%除积极制定+完善已有标准外%各
地方可以根据地方特色制定具有本地食品产品特
点的食品产品地方标准%突出产品的质量或产品特
征性指标%引用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相关要求 ,&.- %
并申请地方标准%从而使之上升到法规法律层面%
用法规法律的强有力手段提高生产者的科学用药+
企业自律与法律意识+经营者合法销售农药和农产
品等水平. 目前国内已有不少地区制定了草莓的
地方标准" m&! 个#%为保证草莓食用安全+保障消
费者身体健康起到了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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