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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日报·中国农网见习记者 丁乐坤

日前，农业农村部与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和国家
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三部委联合发布《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新
版标准将于2021年9月3日起实施。至此，我国农药
残留限量标准将突破1万项，全面覆盖我国批准使用
的农药品种和主要植物源性产品。民以食为天，“舌
尖上的安全”始终是全社会共同关注的焦点。那么，
此次农药残留限量的新标准与旧版相比都有哪些变
化？新标准对于保障农产品安全将会产生哪些积极
作用？普通消费者该如何科学认识农药残留？为此，
记者专访了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相关
负责人。

记者：日前，农业农村部发布消息，我国农药残
留限量标准突破1万项，全面覆盖我国批准使用的
农药品种和主要植物源性产品。农残标准多了，对
于守护“舌尖上的安全”会有哪些实际作用？

答：使用农药控制病虫草害，保证粮食安全是
必要的技术措施，也是国际上通行的做法。使用
农药就会产生农药残留，无论哪个国家生产的农
产品都是这样。既然无法避免，各国通过制定农
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的方式，保证农产品质量安
全，避免农药残留对人体健康可能造成的危害。
随着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数量的增加，检测的
农药品种、农产品种类就会更多，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的覆盖面就会更广，农产品质量安全也就更
有保障。

新版农药品种新增 81 个，残留限量标准数量
新增2985项，食品种（类）新增20个，标准覆盖面更
广。为农产品生产者加强质量控制，以及监管部门
更准确地发现食品中存在的安全隐患提供更加有
力的技术依据，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将得到更
有力的保障。

记者：此次发布的新版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与之
前的旧版相比，主要有哪些变化？

答：此次发布的新版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规定了
564 种农药在 376 种（类）食品中 10092 项最大残留
限量，标准数量首次突破 1 万项，达到国际食品法
典委员会（CAC）的近2倍。与2019版相比，新增农
药品种81个、残留限量2985项；与“十三五”之前的
2014 版相比，农药品种数量增幅为 46%，残留限量
数量增幅为176%，超额完成农业农村部提出的“十

三五”农药残留标准体系建设任务，标志着我国农
药残留标准制定工作再上新台阶，将有力保障我国
农产品质量安全、指导农业生产科学合理用药、促
进农产品国际贸易健康发展。

记者：目前，我国的农药残留现状如何？农药
残留是怎么产生的？应该如何减少和管控？在生
产环节，如何从源头保障农药残留达标合格？

答：近年来，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中
农药残留合格率均在97%以上，我国的农产品质量
安全总体可控，保持在较高水平。

科学地讲，农药残留是施药后的必然现象，是
指由于使用农药而在农产品中出现的任何特定物
质，包括被认为具有毒理学意义的农药衍生物，如
农药在植物体内的转化物、代谢物、反应产物及杂
质等。实际上，在登记环节就对农药产品的安全性
进行了科学的评价，并提出了合理使用建议。因
此，只要按照产品标签的要求使用农药和采收，农
产品质量安全就可以得到保障。

当然，在农业生产以小规模农户经营为主的基
本国情面前，必须采用多方面的手段，提高科学用
药技术，维护好农产品生产安全、农产品质量安全
和生态环境安全。一是加强源头控制。充分发挥
农药登记的杠杆作用，进一步优化农药产品结构。
加快淘汰高毒、高风险农药，控制低水平重复生产，
积极发展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鼓励生物农药和
特色小宗农作物的登记。二是大力推动绿色防控
措施。大力推广生态友好型的农药和剂型，逐步替
代高毒、高残留农药，将目前仍在使用的高毒农药
逐步替代，同时，大力推广替代农药的植保措施，包
括推广使用天敌生物、灯光诱杀等物理手段和昆虫
信息素诱杀、迷向等。三是加强高效安全科学施药
技术培训。大力培训农民和基层技术人员，提高他
们的安全合理用药意识和技术，普及科学合理用药
知识，减少滥用农药现象，提高防治效果并降低农
药用量。四是大力发展专业化服务组织。通过发
展病虫害专业化服务组织，提高农药使用的专业
化、规模化水平，使农药的施用更加符合病虫害防
治的规律要求，达到更好地科学用药、合理用药的
目的。

记者：在消费环节，消费者应如何科学认识农
药残留？如何进行分类处理？消费者在选购和处
理水果、蔬菜的时候要注意哪些问题和方面？

答：制定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是国际组织和

各国加强农药残留管控的技术手段和通行做法。
食用含有农药残留的农产品是否安全取决于农药
的残留量、毒性和食用的量。各国在制定农药残留
限量标准时，增加了至少100倍的安全系数，因此，
残留量低于标准是安全的，可以放心食用。

农贸市场、超市、社区便民菜站等正规场所售
卖的鲜食农产品在上架前，都经历了必要的检测程
序，其质量安全可以得到有效保障。当然，消费者
可以根据农产品类型和饮食习惯，采用浸泡、去皮、
焯水等清理方式，达到更加卫生的目的。同时，非
正规场所售卖的农产品，由于其来源不清，质量安
全得不到有效保障，建议消费者谨慎购买。

记者：对于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目前有哪
些好做法？

答：近年来，农产品质量安全相关部门按照习
近平总书记“四个最严”的要求，把保障“舌尖上的
安全”作为工作重点，不断推进标准制定工作。

2015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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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十三五”期间制定我国农
药残留标准进行了顶层设计，提出了完成1万项的
目标和要求。

2021版GB2763对标“最严谨的标准 ”要求科
学设定残留限量，突出高风险农药和重点农产品监
管，更大范围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确保老百姓“舌
尖上的安全”。一是突出高风险农药品种监管。规
定了甲胺磷等29种禁用农药792项限量标准、氧乐
果等20种限用农药345项限量标准，实现了植物源
性农产品种类的全覆盖，为严格违法违规使用禁限
农药监管提供了充分的判定依据。二是突出鲜食
农产品监管。蔬菜、水果等鲜食农产品在我国膳食
中比例越来越大，其质量安全备受关注。新版农药
残留限量标准规定了蔬菜、水果等鲜食农产品的
5766项残留限量，为强化鲜食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提供了有力支撑。三是突出进口农产品监管。针

对进口农产品中可能含有我国尚未登记农药的情
况，通过评估转化国际食品法典标准等方式，制定
了除我国禁用农药外的87种尚未在我国批准使用
农药的 1742 项残留限量，为更好地把牢食品安全
的国门关提供了技术依据，有利于保障我国人民群
众对进口食品的消费安全。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都是基于我国农药登记残
留试验及市场监测数据、居民膳食消费数据、农药
毒理学数据等，经过科学风险评估后制定的。我国
采用的农药残留膳食风险评估原则、方法、数据量
需求等方面已与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和欧
美接轨，确保了标准的先进性。为确保科学、公正、
公开，标准制定时广泛征求了专家、用户、消费者、
相关职能部门等各方面和社会公众意见，并向世界
贸易组织成员通报并接受对标准科学性的评议，确
保了标准既有效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又符合我国
农业生产实际。

农残新标准出台 食品安全再添保障
——专访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司负责人

食安论坛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生活
水平的日益提高，人们对于农产品安全的期望
也随之提高，对“舌尖上的安全”的讨论也蔚然
成风。这本是一件好事，但很长一段时间以
来，社会上一直有“该不该使用农药”的疑问和
争论，甚至有人谈“药”色变，认为农药使用应
被全面禁止，将农药彻底妖魔化。

事实上，农药是极为重要的农业生产资
料，对防治有害生物，应对病虫草害，保障农业
增产以及粮食安全起着极为重要的作用。有
研究指出，农作物病虫草害引起的损失最多可
达 70%，通过正确使用农药可以挽回 40%左右
的损失。由于我国人口众多、耕地紧张，实现
粮食增产和农民增收始终是农业生产的主要
目标。如果不使用农药，粮食安全将难以保

障，十几亿人的吃饭问题将面临困难，这绝不
是我们愿意看到的局面。因此，当农作物遭受
各种有害生物的侵害，使用药物就是必要的手
段，农药对于农作物的意义就像医药对于人类
一样，一旦生病了就需要接受药物治疗。

可能有人会认为，农产品和食品中的农药
残留一旦大量摄入人体，将会对健康造成极大威
胁。这话并不假，但抛开剂量谈毒性，只能是危
言耸听。食用含有农药残留的农产品是否安全
取决于农药的残留量、毒性和食用的量。在未来
几年内，我国将全面禁用高毒农药，随着高毒农
药的淘汰，我国正在使用的农药毒性已大幅下
降。况且，我国在制定农药残留限量标准时，是
以最大可能的风险为基础，在此基础上，还要增
加至少100倍的安全系数，所以残留标准具有很

大的保险系数，残留量低于标准的就是安全的。
因此，过分担忧没有必要，只要残留不超标，就不
会出现安全问题，就像我们每天呼吸都有可能会
吸入病菌，但不会发病。

因此，社会关注的重点应从该不该用农药
转向如何理性看待农药，以及如何科学用农
药。这也是此次新版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出台
的初衷。如何将农药残留风险隐患降到最
低？这就要求基层农业技术推广部门不断提
升科学用药的指导服务能力，引导种植户生产
者规范用药、科学用药，减少农药残留量。同
时，执法部门加强执法力度，对违法违规行为
加重处罚、严厉打击。通过多管齐下，多措并
举，让这一万多条“紧箍咒”真正守护我们“舌
尖上的安全”。

莫要抛开剂量谈“毒性”
丁乐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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菏泽市定陶区一禾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菏泽市定陶区一禾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定陶县志群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定陶县志群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定陶县志群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定陶县志群果蔬种植专业合作社
重庆市开州区遥遥种植家庭农场
重庆市开州区遥遥种植家庭农场
赣州铭宸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赣州铭宸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赣州铭宸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赣州铭宸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赣州铭宸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重庆盛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重庆盛茗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郏县增会家庭农场
瑞金市红都三红蜜柚专业合作社
岳西县徽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岳西县徽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岳西县徽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岳西县徽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岳西县徽记农业开发有限公司
阜阳市颍州区玉红葡萄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阜阳市颍州区玉红葡萄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阜阳市颍州区玉红葡萄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寿县大店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
寿县大店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
寿县大店葡萄种植专业合作社
界首市路顺种植专业合作社
开州区双桃种植家庭农场
修水县黄坳厚杨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修水县黄坳厚杨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信宜市钱排粤强生态农业发展有限公司
顺昌县洋墩乡玉坪际生态家庭农场
广西蓝天绿色食品开发销售有限公司
广西蓝天绿色食品开发销售有限公司
福州市长乐区利丰农业专业合作社
福州市长乐区利丰农业专业合作社
福州市长乐区利丰农业专业合作社
福州市长乐区利丰农业专业合作社
尤溪县后楼瓯柑专业合作社
福建宁化富硒生态农林发展有限公司
巫溪县为民农业股份合作社
巫溪县为民农业股份合作社
巫溪县为民农业股份合作社
巫溪县为民农业股份合作社
巫溪县为民农业股份合作社
六安市裕安区望河岗水果种植专业合作社
六安市裕安区鑫裕生态种植专业合作社

LB-18-20113412383A
LB-18-20113412384A
LB-18-20111812315A
LB-18-20121812188A
LB-15-20101512174A
LB-15-20101512173A
LB-21-20081809438A
LB-18-20111412138A
LB-15-20111412234A
LB-19-20111412233A
LB-18-20111412232A
LB-18-20112212389A
LB-26-20121512182A
LB-15-20111212108A
LB-15-20111412043A
LB-15-20111412041A
LB-15-20111412042A
LB-15-20111412044A
LB-15-20111412292A
LB-18-20111412053A
LB-15-20113412320A
LB-15-20113412321A
LB-15-20123412392A
LB-15-20123412390A
LB-15-20123412391A
LB-15-20111612212A
LB-15-20111612213A
LB-15-20111612214A
LB-18-20111412293A
LB-15-20091812159A
LB-15-20091812158A
LB-15-20091812161A
LB-15-20091812164A
LB-15-20091812168A
LB-15-20091812169A
LB-15-20091812165A
LB-15-20091812167A
LB-15-20091812162A
LB-15-20091812160A
LB-18-20091812163A
LB-15-20091812166A
LB-15-20091812171A
LB-15-20091812170A
LB-18-20111412334A
LB-18-20111412333A
LB-18-20111412347A
LB-18-20111412311A
LB-18-20111412310A
LB-15-20061812399A
LB-15-20061812398A
LB-18-20111411431A

LB-18-20111411430A
LB-15-20111412265A
LB-15-20111412264A
LB-15-20111412235A
LB-15-20121512176A
LB-18-20113412250A
LB-18-20113412117A
LB-15-20111412231A
LB-18-20113412238A
LB-15-20111712127A
LB-18-20111412275A
LB-18-20111412277A
LB-18-20111412274A
LB-18-20111412276A
LB-18-20113412299A
LB-18-20113412300A
LB-18-20113412301A
LB-18-20113412324A
LB-18-20113412326A
LB-18-20113412323A
LB-18-20113412322A
LB-18-20113412325A
LB-18-20111412338A
LB-15-20111412228A
LB-19-20111412229A
LB-23-20111212116A
LB-21-20111211902A
LB-15-20111212388A
LB-18-20111412252A
LB-18-20111412253A
LB-18-20111611436A
LB-18-20111611435A
LB-18-20111611433A
LB-18-20111611432A
LB-18-20111611434A
LB-15-20111212345A
LB-15-20111212346A
LB-18-20111212083A
LB-15-20111511740A
LB-15-20111512369A
LB-15-20111512366A
LB-15-20111512367A
LB-15-20111512365A
LB-15-20111512368A
LB-15-20111512372A
LB-15-20111512374A
LB-15-20111512370A
LB-15-20111512371A
LB-15-20111512373A
LB-15-20111512284A
LB-15-20111512282A

LB-15-20111512283A
LB-15-20111512255A
LB-15-20111512257A
LB-15-20111512254A
LB-15-20111512256A
LB-18-20113412144A
LB-18-20113412143A
LB-15-20111412246A
LB-15-20111412247A
LB-15-20111412249A
LB-15-20111412245A
LB-15-20111412248A
LB-18-20113412112A
LB-18-20113412111A
LB-13-20111612113A
LB-18-20111412239A
LB-23-20111211997A
LB-23-20111211995A
LB-23-20111211996A
LB-23-20111211994A
LB-23-20111211993A
LB-18-20111212385A
LB-18-20111212387A
LB-18-20111212386A
LB-18-20111212140A
LB-18-20111212142A
LB-18-20111212141A
LB-18-20071206151A
LB-18-20113412204A
LB-18-20111412307A
LB-18-20111412308A
LB-18-20111912379A
LB-18-20111312319A
LB-18-20102012155A
LB-18-20102012154A
LB-15-20111312339A
LB-15-20111312342A
LB-15-20111312341A
LB-15-20111312340A
LB-18-20101312189A
LB-18-20111312222A
LB-18-20113412329A
LB-18-20113412328A
LB-18-20113412331A
LB-18-20113412332A
LB-18-20113412330A
LB-18-20111212122A
LB-18-20111212121A

图形
枣本经
枣本经
和越生物+图形

彭城莲花
初木上菓
利鑫+图形

聚橙优橙

同鑫
同鑫
同鑫

沟山搭市+图形
百树山
百树山
百树山
百树山
百树山
百树山
百树山
百树山
百树山
百树山
百树山
百树山
百树山
百树山
久雲岭+拼音
久雲岭+拼音

赐我

赐我

盟淦+拼音
杰成贝贝+图形

山哈兰家

油爽

当夏
当夏
当夏
当夏
当夏
当夏
当夏
当夏
当夏
当夏

字母
字母
字母
字母
字母
图形
同乐雪峰+拼音+图形

徽相印
徽相印
徽相印
徽相印
徽相印
葡万家玉红葡萄

路氏果业+拼音+图形

桂优+图形
桂优+图形
吴航
吴航
吴航
吴航
活水+拼音+图形

徽脆

（第846号）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公告
生产单位 核准用标产品 商标 绿色食品编号 生产单位 核准用标产品 商标 绿色食品编号 生产单位 核准用标产品 商标 绿色食品编号

经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核准，以下产品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有效期限以证书为准）。依据《绿色食品标志管理办法》，现予公告。

网址：http://www.greenfood.org.cn 咨询电话：（010）59193662 传真：（010）59193664

蜂糖李
五月脆李
梨
麻阳黄桃
西红柿
黄瓜
杏鲍菇（鲜）
火龙果
辣椒
莲子
脐橙
梨
冷鲜牛肉
草莓
辣椒
樱桃番茄
西瓜
空心菜
富绿红薯菜
脐橙
云芋2号
花魔芋
辣椒
番茄
黄瓜
西瓜
甜瓜
西红柿
柑橘
黄瓜
大白菜
豇豆
茄子
包菜
苋菜
丝瓜
扁豆
辣椒
苦瓜
葡萄
莴笋
刀豆
小白菜
水蜜桃
樱桃
杨梅
河林山金钱橘
河林山砂糖橘
丝瓜
黄瓜
橘柚

方甜柿
长平茄子
长平辣椒
西瓜
马铃薯
脆李
脆李
辣椒
红心火龙果
魔芋凝胶食品（魔芋丝结）
杨梅
翠冠梨
枇杷
蜜桃
三红蜜柚
黄金蜜柚
红肉蜜柚
黄金脆桃
瑞源桃三号
中桃短枝8号
艳红桃
瑞源桃二号
猕猴桃
红薯
莲子
晨昕莲子（鲜莲子）
众兴白蘑
番茄
寻乌蜜橘
赣南脐橙
富硒苹果
富硒李子
富硒桃
富硒石榴
富硒梨
西瓜
甜瓜
黄桃
情侣水果小黄瓜
南瓜
苦瓜
茄子
普通丝瓜
辣椒
薄皮甜瓜
无刺黄瓜
西红柿
甜椒
黄瓜
番茄
黄瓜

苦瓜
豆角
番茄
甜瓜
西瓜
青脆李
沃柑
贝贝南瓜
西红柿
苦瓜
茄子
线椒
蓝莓
蓝莓
甘薯
赣南蜜柚
瓜蒌籽（薄荷味）
瓜蒌籽（话梅味）
瓜蒌籽（椒盐味）
瓜蒌籽（原味）
瓜蒌籽（奶油味）
葡萄
梨
桃
醉金香葡萄
阳光玫瑰葡萄
早夏无核葡萄
黄桃
沃柑
黄坳脐橙
黄坳蜜橘
三华李
顺昌芦柑
龙眼
荔枝
莴苣
马铃薯
甘蓝
花椰菜
瓯柑
脐橙
白如玉桃
中秋红桃
黄金桃
红如火桃
映霜红二代桃
蜜桃
徽脆鲜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