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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第三届"农药与环境安全"国际学术研讨会暨第七届"植物化学保护和全球法规一体化"国际研讨会论文
集(赠英文版)》从下列几方面概述了制定国际法典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近期所采用的原则和方法
及其相关的风险评估，确保食品的安全和促使国际贸易的公平发展：·农药残留专家委员会联席会议
（JMPR）基于其制定的每日允许摄入量（ADI），及在评审各国按照其良好农业规范（GAP）提交的
监督残留试验数据，评定和推荐法典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MRLs）；
由评定的最大残留限量（MRLs）计算膳食摄入农药残留量，对食品中农药残留物进行风险评估；
为按商品类别评定和外推农药最大残留限量（MRLs）促使法典食品和动物饲料商品分类的发展；
最大残留限量（MRLs）的残留物（计量）定义；
为制定和实施最大残留限量（MRLs）的分析方法；
国家与国际农药最大残留限量（MRLs）的不同异致贸易摩擦和壁垒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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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理SⅢ-005 替代高毒农药防治花椰菜小菜蛾区比试验SⅢ-006 几种抗烟草花叶病毒药剂生物活性的比
较SⅢ-007 毒死蜱对蚯蚓抗氧酶和纤维素酶活性的影响SⅢ-008 几种新化合物对棉铃虫的作用初探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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酶的含量变化Ⅳ 农药质量、生产及规范SⅣ-001 BTH诱导黄瓜抗黄瓜炭疽病菌筛选体系的构建SⅣ-002
2-氯烟酸含量的HPLC分析方法SⅣ-003 二氯代苯的气相色谱分析SⅣ-004 中国农药企业技订创新战略管
理Ⅴ 新农药创制与合成SⅤ-001 化学信息学技术平台在农药创制中的作用SⅤ-002 2-嘧啶氧基-N-芳基
苄胺类化合物的ALS抑制活性的QSAR研究SⅤ-003 ［2-（4，6-二甲氧基-2-嘧啶氧基）苯基］-苯胺基-
乙腈的合成及生物活性SⅤ-004 新除草剂丙酯草醚同位素修饰物的制备及其应用SⅤ-005 一类新型鱼尼
丁受体杀虫剂一邻甲酰受基苯甲酰胺类化合物的比较定量构效关系研究SⅤ-006 N-（4-甲氧基嘧啶-2-
基）-2-甲氧羰基-5-三氟乙酰胺基苯磺脲化合物的合成、除草活性及水解性能研究SⅤ-007 一
些Hydantoin结构类似物的合成及其生物活性SⅤ-008 N-（3-氰基-1-（2，6二氯-4-（三氟甲基）苯基
）-1H-吡唑-5-基菊酰胺类化合物的合成及生物活性SⅤ-009 噻唑啉化合物的合成及抗菌活性研究S
Ⅴ-010 壳聚糖/木质素磺酸钠复凝聚法制备生物农药微胶囊SⅤ-011 新农药简介创制方法概述SⅤ-012 利
用簇合效应发现和创制高效新农药SⅤ-013 β-环糊精与丁吡吗啉包结作用的紫外光谱研究SⅤ-014 植物
诱导抗病激活剂的研究现状与展望SⅤ-015 生物电子等排原理的应用SⅤ-016 钠离子通道抑制剂的研究
进展SⅤ-017 3(2H)一哒嗪酮类化合物的研究进展SⅤ-018 浅述昆虫海藻糖作用及代谢Ⅵ 制剂、施药技
术与规范SⅥ-001 树干注射施用吡虫啉、乙酰甲胺磷对国槐尺蠖的防治效果SⅥ-002 基于变量施药控制
系统的精准定位设计SⅥ-003 基于AT89S52单片机的变量施药控制器设计SⅥ-004 雾滴荷电对喷雾沉积
效果的影响SⅥ-005 小麦不同生长期内冠层特征与雾滴沉积分布关系初探SⅥ-006 蝗虫微孢子虫水基悬
浮剂的研制SⅥ-007 水的硬度对几种农药用表面活性剂在不同靶标表面的润湿性和动态行为的影响S
Ⅵ-008 浓度对silwet助剂溶液在不同性质靶标表面的润湿性及动态行为的影响SⅥ-009  75％三环唑水分
散粒剂的研制SⅥ-010 农药水乳剂的研究进展SⅥ-011 悬浮剂的流变学行为研究sⅥ-012 pH值对微乳剂
制剂热贮稳定性的影响SⅥ-013 2％蛇床子素微乳剂的研究SⅥ-014 喷雾机械综合试验台的研制SⅥ-015 
慢滤系统在抑制土传病原菌方面的研究与应用SⅥ-016 环境因子对农药利用率的影响与“精准施药S
Ⅵ-017 推广IPM技术控制滇池农业面源农药污染SⅥ-018 生物农药的应用现状SⅥ-019 水稻农药减量控
害技术开发应用研究SⅥ-020 基于PWM技术的连续式变量喷雾的雾化特性研究SⅥ-021 微生物除草剂的
研究概况与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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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插图：农药残留样本储存是农药残留分析过程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农药残留在各种储存过程中是否稳
定直接关系到实验数据的真实性和可靠性。目前文献报道中有关农药残留在农作物及其提取液中的研
究非常少。随着储存时间的延长，有些农药可能由于种种原因发生降解，导致分析结果出现偏差，影
响实验结果。因此，有必要对农药的储存稳定性进行研究以确保农药残留分析数据的有效性。根据实
验室QA／QC质量控制，储存时间和温度对农药储存稳定性的研究是非常必要的。本文选择具有不同
结构和性质的代表性农药在不同农作物以及农作物提取液中，对不同温度条件下农药残留的储存稳定
性进行系统研究，力求得到各种农药在不同基质中的最佳储存条件，并探询其中的规律。以30种经常
使用的杀虫剂、杀菌剂和除草剂，5种具有代表性的作物样本（生菜、橙子、黄瓜、甘蓝和糙米）为
研究对象，对捣碎样本中农药残留在4℃和－20℃条件下储存6个月的稳定性进行比较研究，结果表明
：－20℃条件下大多数农药在样本中储存6个月能够稳定存在，但仍有少数农药（甲基硫菌灵在5种作
物中；敌敌畏在生菜、黄瓜、橙子和甘蓝；马拉硫磷在黄瓜；倍硫磷在黄瓜和生菜；杀扑磷在橙子）
在一些作物样本储存中发生降解，而在4℃条件下，每种作物中几乎1／3的农药发生降解。一般来说，
水溶性强、极性强的农药在样本储存过程中很可能由于水解而发生降解，这个规律还需要进一步确证
。含有易被氧化基团（如含s）的化合物，氧化也是农药在储存过程中降解的一个重要因素，但是氧化
速度比较慢。农作物的pH值同时也影响农药在储存过程中的稳定性。农药残留水平不同，其在储存过
程中的降解速率也有差别。通过两个浓度（0.5、5mg／kg）农药分别在生菜和橙子中储存6个月的稳定
性研究结果表明，低浓度在储存过程中降解速率稍快，但差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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