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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介绍了近年来中药材中有机氯等农药污染的状况及防治所取得的进展 ,分析了农药污染的途径 ,并提出

一些防治设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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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回归大自然的世界性潮流为中药的发

展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随着人们保健及

环保意识的增强 ,农药对中药的污染日益引起多方

关注。中药是人们用以防病治病的特殊商品 ,一但被

农药污染 ,将可能对人体产生潜在威胁 ,尤其是疾病

状态的人体 ,往往解毒功能较差 ,比健康人更易受

损 ;加之中药汤剂的临床用量常较大 ,可达 100 g /d

以上 ,有的还须长期服用 ,确有必要控制其污染。防

治中药的农药污染 ,发展绿色中药 ,将有利于安全用

药 ,维护人体健康 ,有利于保护环境和生态平衡 ,有

利于推动中药走向世界。

1　中药材栽培中农药的使用

我国中药栽培属于农业生产范畴 ,由于受分散、

零星的种植方式的限制 ,大部分地区技术力量薄弱 ,

不少药农是靠过去的老经验 ,或者使用在其他农作

物生产过程中使用的农药 ,使得农药实际使用状况

十分混乱。按农药的危害程度可分为 3类: ( 1)我国

禁用的高毒高残留农药 ,如 DDT (dichlo rodiphenyl

t richlo roethane )、 杀 虫 脒 ( chlordimefo rm hy-

drochlo ride)等。 ( 2)长期使用可能在人体内蓄积而

产生毒性的农药 ,如大多数有机氯农药、对硫磷

( parathion)等。 ( 3)高效低毒农药 ,如苏云金杆菌制

剂、除虫菊酯 ( py rethrin)等。

在农药的生产及使用上 ,中国与发达国家间存

在着较大差距 ,农药残留标准也不完善。欧盟 1986

年对粮食中农药的检种有 36个 ,而 1993年通过的

93 /58 /EEC法令中的检种增加为 62个 ,不仅包括

了一些我国使用的老品种 ,还包括了一些我国正在

开发不久将推广使用的新农药品种。欧共体食品中

农药最高残留限量 ( MRL)也有大幅度下降 ,如拟

除虫菊酯降至 0. 05～ 0. 1 mg /kg。 1994年 ,美国公

布的 43种禁用农药及 11种严格限制使用的农药

名单中有敌菌丹 ( captafol )、久效磷 ( monocro-

tophos)、三环锡 ( cyhexatin)等
[ 1] ,这些都是值得重

视的动向。

2　中药材中农药的污染状况及途径

农药对中药材的污染主要集中在六六六及

DDT的残留上。 该类农药在人体内具有浓缩、累积

及胚胎转移现象 ,其在土壤中残留期也较长。 DDT

在土壤中消失 95% 需要 4～ 30年 ,六六六需 3～ 20

年。虽然早在 80年代初 ,我国已停止对药用植物使

用六六六及 DDT,但至今土壤中仍有该类农药残

留 ,并对药用植物产生污染。 1989年有人对乳山县

17种中药材中 DDT、六六六的检测结果表明
[2 ]: 17

种中药材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 ,六六六残留总量

0. 043～ 0. 478 mg /kg ,其中 29. 4% 的药材的残留

量 > 0. 2 mg /kg; DDT残留总量在 0. 03～ 0. 432

mg /kg , 其中有 17. 6% 的 药材残留量 > 0. 2

mg /kg。近几年来也有不少有关中药材中有机氯农

药残留情况的报道
[3～ 9 ]

,结果见表 1。
表 1　部分中药材六六六 ,DDT残留情况* ( mg /kg)

中药名 六六六残留量 DDT残留量 中药名 六六六残留量 DDT残留量

延胡索 0. 002 56* ～ 0. 853 1 0. 014 0～ 0. 503 2 红花　 　　 2. 711 8 　　 0. 898 4

丹参 0. 001 39～ 0. 167 9 0. 026 5～ 0. 459 6 大青叶 0. 233 0. 232

芍药 0. 029 46～ 0. 260 3 0. 087 9～ 0. 416 6 板蓝根 0. 026 6 0. 166 5

三七 0. 016～ 0. 101 0. 015～ 0. 143 枸杞子 0. 010 3 0. 001 3

人参 < 0. 001～ 0. 442 < 0. 001～ 0. 086 4 党参　 0. 352 5 0. 101 9

桔梗 (去皮 ) 0. 036 5 0. 141 2 金银花 0. 146 7 0. 027 1

桔梗 (连皮 ) 0. 053 0 0. 248 6 知母　 0. 159 0 0. 013 0

　　　　* 注:表中数据引自 1994～ 1999年国内刊物公开发表的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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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表 1中可见 ,被检测的 13种中药材中 ,六六

六残留总量超过 0. 2 mg /kg的样品占 6种 , DDT

残留超标的有 7种。 另有数据表明 ,污染较少的野

生地种植的中药材中该类农药残留量低于大田栽培

的同种药材。 人参的农药残留问题在 1990年被黑

龙江省列为重点科研攻关项目 ,在采取了种种防治

措施后 ,农药残留逐年下降 , 6个人参基地 3年监测

结果表明 ,六六六平均残留量 ( mg /kg ): 1994年为

0. 182 9; 1995年为 0. 167 33; 1996年为 0. 111 9。

DDT 平均残留量 ( mg /kg ): 1994年为 0. 007 5;

1995年为 0. 004 3; 1996年为 0. 003 5
[10 ]
。

除有机氯农药外 ,其他农药的毒性也逐渐被人

们所认识。百菌清 ( chlo rthalonil )属低毒农药 ,但长

期毒性试验发现它具有肾损害作用 ,而其自然界代

谢产物的毒性大于母体 ,喷施后其受污染程度为:

叶> 花 (果 ) > 根、根茎 ,以叶作药材的更应给予重

视 [11 ]。农药污染还有可能对中药材的有效成分产生

影响。据报道 [12 ] ,喷施敌克松 ( fenaminonsulf )可使

曼陀罗花中的生物碱产生可逆性减少 ,而其叶中生

物碱产生不可逆性减少。

农药被施用后 ,一部分沉降于植物体、土壤或水

体表面 ,另一部分在大气中随大气流动 ,并被转移到

其他未施药区 ,这样 ,农药得以从多种途径污染中

药。 主要有以下 4种: ( 1)农药对中药材的直接污

染。有些农药喷洒于药用植物的茎、叶后可被直接吸

收 ,如内吸磷 ( demeton)。 ( 2)环境中农药的间接吸

收。被农药污染的土壤、水源、大气都可能成为中药

材的污染源 ,如残留于土壤中多年的六六六可被药

用植物根系吸收。 林业及农业生产中使用的高残留

农药也可对中药材产生间接污染。( 3)食物链造成的

污染。 动物类中药材可因食物链的蓄积作用而被污

染 ,如蚯蚓 (地龙 )以土壤有机质为食 ,土壤中残留的

农药可被蓄积于其体内 ,有人从蚯蚓中测出高于土

壤 8倍的六六六
[ 13]
。 ( 4)中药材储存养护过程中受

到污染。如 ;氯化苦 ( trichlo roni t romethane)为一种

杀虫剂 ,其结构中含 -NO2 ,熏蒸后若残留于药材中

有致癌的可能 ,日本 1974年即禁用该药。 ( 5)加工

炮制及生产中辅料的污染。

3　对中药材中农药污染的防治

3. 1　发展无公害农药:发展无公害农药是防治农药

污染的技术关键之一 ,近些年来已取得不少进展。利

用昆虫病原菌和植物病菌的拮抗菌及微生物代谢产

物 ,可以防病治虫。木霉属真菌 ( Trichoderma spp. )

可用于防治白术、菊花的白绢病及人参、西洋参立枯

病
[14 ]
。农抗 120是一种新型农用抗菌素 ,对人参根

疫病有很强的抑制作用 [15 ]。昆虫病原线虫可用于防

治枸杞负泥虫、射干钻心虫和细胸金针虫等 ,其室内

感染率达 90% ,田间防治效果达 50% 左右 [1 6, 17]。此

外 ,棉铃虫核多角病毒防治棉铃虫 (棉铃虫也危害穿

心莲、丹参等 )、新多养酶素防治人参黑斑病 [18 ]、青

酶素控制川芎根瘤病都取得了较好效果 [19 ]。

植物农药应用已有二百多年历史 ,目前生产上

应用的主品种有烟碱、鱼藤酮、苦参碱、茴蒿素及除

虫菊酯等。 近年发现 [20 ] ,印楝等楝科植物有良好杀

虫效果 ,其活性成分是四环三萜类物质 ,可直接破坏

昆虫表皮结构 ,引起昆虫外表皮局部消融。豆科的紫

穗槐、卫矛科的雷公藤、苦皮藤、菊科的万寿菊以及

辣蓼、猪毛蒿等都是有潜力的杀虫剂新品种
[21 ]
。 欧

紫衫叶中的 10-脱乙酰欧紫衫丙素可能开发为一种

昆虫拒食性农药 [22 ]。 此外 ,有人用中药防治病虫害

也取得了一定效果。 陈皮、橙皮提取物对蚜、螨类害

虫有较强杀虫活性
[23 ]

,大黄及霜霉灵 (含大黄等 10

余种中药的复方 )对元胡霜霉菌孢子囊萌发有较强

抑制作用 [24 ] ,而麻黄油、茴蒿油则可防治薏苡黑粉

病 ,防治率达 63. 2%
[ 25]
。

3. 2　采用综合防治技术: 减少农药污染 ,综合防治

是从生物与环境的整体观点出发 ,将各种防治病虫

害的技术有机联系起来 ,形成一个防治体系 ,把有害

生物的数量控制在适当范围内。

合理的轮作和间作可防治病虫害 ,如浙贝母和

水稻隔年轮作 ,第二年灰霉病发病率降低 60% ～

65% ,附子与玉米间作 ,可减轻附子根瘤病 ,耕作也

可破坏蛰伏在土内休眠害虫的巢穴和病菌越冬的场

所 [26 ]。

利用寄生、捕食性昆虫等有益生物可防治有害

生物 ,如利用捕食性螨防治柑桔红蜘蛛和全瓜螨 ,平

腹小蜂防治荔枝蝽象
[27 ]

,肿腿蜂防治菊天牛及玫瑰

多带天牛 [ 28, 29] ,赤眼蜂防治玉米螟等 ,都取得一定

效果。浙江用黑光灯诱集为害贝母的铜绿金龟 ,山东

灯诱北沙参钻心虫及茴蒿夜蛾 ,均能诱集大量成虫。

金银花尺蠖在应用性信息素防治研究上也取得进

展 [26 ]。

农药剂型及使用方法的改进也可减少污染 ,提

高药效。 如用微囊剂、颗粒剂代替粉剂 ,采用超低容

量喷雾、静电喷雾等技术可减少用药量 [13, 30 ]。

3. 3　应用现代生物技术:现代生物科学技术的发展

为防治病虫害、减少农药污染提供了有力的武器。利

用花药培养可进行单倍体育种 ,胚乳培养可进行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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倍体育种 ,组织培养可进行细胞无性系育种 ,原生质

培养可用于体细胞杂交育种 ,基因工程可用于远缘

杂交育种 ,这些手段的应用有可能培养出更多抗病

虫害新品种
[31 ]
。

自 1983年世界上第一个转基因植物问世至

1994年底 ,已有转基因植物约 116种 ,发现抗虫基

因 11种 ,抗病毒基因 33种 ,抗细菌基因 8种
[32 ]
。目

前烟草花叶病毒、马铃薯 X病毒、黄瓜花叶病毒的

外壳基因已分别在烟草、马铃薯、番茄中表达 ,并对

相应的病毒表现出抗性 (这些病毒对药用植物也造

成危害 )
[33 ]
。苏云金杆菌的δ毒素被转移到烟草中 ,

表达后可杀死鳞翅目害虫。 蝎昆虫毒素基因被导入

烟草后 ,所获得的转基因植物对棉铃虫和烟青虫均

具很强的致死性。 新霉素磷酸转移酶基因也被成功

地转入枸杞细胞核基因组中并得到表达
[34 ]

,为防治

枸杞黑果病打下了基础。

3. 4　加强组织管理 ,发展绿色中药:由于我国药用

植物的栽培生产存在管理分散、技术较落后等问题 ,

发展绿色中药 ,防止农药污染将是一项艰巨的系统

工程。目前 ,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正组织专家起草中

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 GAP) ,可以预料: GAP的

推广实施对于防止中药污染 ,提高和稳定药材质量

将起到极其重要的推动作用。

4　结语

我国药用植物生产中农药污染问题应引起重

视 ,否则会影响到中药材的质量 ,影响到中药材走向

国际市场的进程。 笔者在此提些设想 ,仅供参考:

( 1)制定一批绿色中药材产地环境标准、栽培生产技

术规范及相应的绿色中药质量标准。( 2)设立绿色中

药发展中心 ,建立管理网络 ,负责绿色中药基地建

设、生产监督管理、产品检测、技术指导及绿色中药

评审工作。 ( 3)统一规划 ,在药材地道产地的低污染

区建立生产基地 ,实现中药材生产的科学化、规范

化、集约化和规模化。( 4)以科研院所为依托 ,积极研

制推广高效低毒的无公害农药 ,培育抗逆新品种。

( 5)由绿色中药发展中心确定绿色中药专用标志 ,并

作为商标注册 ,统一管理。拉开绿色与非绿色药材的

价格差 ,保护生产者利益。 ( 6)加强与国际组织的交

流与合作 ,如加入有机农业国际联盟 ( IFOAM ) ,学

习国外先进经验 ,推动中药出口。 ( 7)加强大中型中

成药生产企业与绿色中药材生产基地的联合 ,用绿

色中药材保证名牌中成药和国家级新药的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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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9-12-02收稿

2000-03-14修回 )

《中草药》杂志被确定为中国医学类核心期刊并被编入
《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2000年版 (第三版 )

　　最近接到《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 2000年版 (第三版 )编委会通知:依据文献计量法的原理和方法 ,经过研究人员对相关

文献的检索、计算和分析 ,并请学科专家鉴定 ,《中草药》杂志被确定为中国医学类的核心期刊 ,并被编入《中文核心期刊要目

总览》 2000年版 (第三版 )。

(聂荣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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