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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草药中农药残留的特点

王丽丽，夏会龙

(浙江工商大学食品生物与环境工程学院，浙江杭州 310035)

摘要：中药及其制剂的农残超标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中药出口的重要因素之一。中药的种植、运输和生产过程都

会造成中药材的农药污染。中药的农药污染随产地、药用部位、生长期、炮制方式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目前中药的农

药污染已经降到一个相对比较低的水平，但有机氯类农药的检出率接近100％，部分中药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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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回归大自然的潮流使人们对绿色药品更为关

注，世界各国对天然药物的需求日益扩大。据统计，现在每年

世界中药贸易额已达400亿美元，而且每年以10％～20％

的速度增长。目前我国年中药材出口额约6亿美元，仅占世

界植物药市场的3％～5％[1]，这与我国中药大国的地位极

不相称。我国的中药及其制品屡次出现农残超标等问题而影

响其进入国际市场，对中药的国际声誉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

响。由此可见，中药材中的农药污染已成为当前中药材生产

中亟需解决的问题。

本文根据近年的文献报道，就农药的污染途径、残留现

状、残留农药的脱除、农残检测存在的问题以及应采取的措

施等方面做一总结。

1农药残留的种类

农药残留是指农药使用后残存于生物体、农副产品和环

境中的微量农药原体、有毒代谢物、降解物和杂质的总称。农

药的分类方法很多，在农药残留问题的研究中，人们一般根

据农药的理化性质分为有机氯类、有机磷类、氨基甲酸酯类

和拟除虫菊酯类等。

2中药的农药污染途径

2．1 中药材在种植过程中滥用农药而造成的直接污染：中药

材的种植者缺乏基本的植保常识，对农药的选择是高效、低成

本，甚至仍在使用一些禁用农药。为保产增收，种植者施药次

数频繁，且经常是几种高毒农药混配使用。特别是在虫害严重

时期，使用农药的浓度加倍，造成了中药材中农药残留超标。

2．2土壤和空气中残留的农药对中药材的间接污染：在中

药材种植和生产过程中，中药材被动地从受到农药污染的环

境，如土壤、水源、大气中吸收与积累农药。

2．3中药材在采收、加工、贮存、运输过程中造成的污染：农药

施用时机和季节不合理，如一些中药材产区，在施用农药后不

久就开始采收。在中药的生产过程中，环节多，污染的可能性

大，如药材炮制过程中辅料、晾晒场所的污染等。另外在中药的

包装及运输中，如用包装农药、化肥的材料来包装药材，运输农

药化肥的车辆未加彻底清洁就运输药材等都会造成污染。

3中药的农药残留现状

3．1有机氯类农药：本文统计了2000年以来关于研究中药

材有机氯农药残留的文献31篇(由于受篇幅限制，部分未列

人参考文献)，提取不同品种、不同产地的各种中药中有机氯

农药残留量的相关数据，在此基础上，对所统计52种中药才

400多组数据按药用部位分类(13类)，并计算出每类药用部

位所有中药的平均有机氯农药残留量，以期能分析有机氯农

药在药材中的残留规律。统计的项目包括六六六(BHC)、滴

滴涕(DDT)以及五氯硝基苯(PCNB)。统计结果见表1。对所

得数据进行分析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3．1．1不同有机氯农药残留量存在差异：根据52种中药样

品400多组数据的有机氯残留量测定结果，全部中药材样品

总BHC、DDT均有不同程度的检出，PCNB的检出率相对较

低。52种药材中有34种(63．o％)369组数据(88．3％)的药

材中总BHC、DDT和PCNB的所有检测数值均在国家外经

贸部颁布的《药用植物及制剂外经贸绿色行业标准(WM／

T2—2004)》规定的相关限量内(总BHC≤0．1 mg／kg；总

DDT≤0．1 mg／kg，PCNBd0．1 mg／kg)。检测样品中BHC、

DDT和PCNB的超标率分别为7．2％、8．4％和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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裘1 3类中草药中BHC、DDT、PCNB的量

Table 1 BHC，DDT，and PCNB Residues in three categories of CHM

药用部位 中草药名称
残留量／(rag·kg一1) 平均残留量／(rag·k91)

总BHC 总DDT PCNB 总BHC 总DDT PCNB

果实种子 栀子0．010～0．025 0．059～0．124 0．011 0．026 0．004 ·

花

茎木

块根

块状根茎

球茎

全草

树皮

条状根茎

须根

叶

真菌

直根

菟丝子0．020

牛蒡子0．005～0．049 0．001～O．047 ND～O．024

瓜萎0．003～0．022 0．003～0．050 ND～o．005
．

枸杞子0．005～0．012 0．007～0．018

菊花 ND～0．070 0．060～0．287 ND 0．012 0．039

红花0．007 0．001

金银花0．003～0．010 0．005～0．012

儿茶0．011～0．021 0．003～0．027 0．002～0．004 0．021 0．024

木通0．010,i-0．046 0．005～0．031 0．001～O．007

鸡血藤 ND ND

钩藤0．008～0．031 0．026～0．185

三七0．005～0．530 0．101～0．936 0．002～0．010 0．049 0．028

白术0．004～0．007 0．084～0．229

何首乌0．003～0．021 0．001～o．013 0．001～0．007

红景天0．006 0．001 0．025 0．008

苍术0．002～0．008 0．001～0．003 ND

莪术0．001～o．009 ND～O．012 ND～0．002

藁本 ND～O．178 ND～O．034 ND～O．008

升麻0．010～0．022 0．006～0．022 ND～0．002

川芎0．018

泽泻0．270 0．200 ND 0．050 0．028

天南星0．134 0．080

淫羊藿0．001～0．005 ND～O．002 0．001～0．002 0．020 0．013

蒲公英 ND～O．024 ND～0．032 ND～0．004

旆莶草 ND～0．103 0．007～0．039 ND～0．002

肉苁蓉 ND～O．052 0．003～0．009 ND～o．002

紫苏叶0．008～0．040 0．011～O．029 0．001～o．003

葛根0．001 0．001

半枝莲0．007～0．040 0．001～0．056 0．001～0．003

黄柏0．001 0．168 0．064 0．039 0．001

杜仲 ND～O．246 ND～0．063 ND～O．002

射干0．021～0．046 0．076～0．164 0．022 0．032 0．001

知母0．007～0．101 0．005～0．054

羌活0．003～0．029 ND～O．007 ND～O．002

山药0．002 0．058

两头尖0．007n0．060 0．005nO．092 0．001～O．016 0．024 0．030

枇杷叶0．003～0．052 0．003n0．080 ND～0．006 0．018 0．028

银杏叶 NDn0．089 NDn0．027

茯苓0．006～0．012 0．004～0．035 0．008 0．019

人参0．006n0．197 NDn0．012 0．004～0．296 0．167 0．114

丹参0．013～0．071 0．021n0．098

党参0．035～0．520 0．097n0．470 0．030～0．714

西洋参0．061～3．292 0．008n1．360 0．028～0．943

玄参 ND～0．013 ND～O．010 ND～O．002

防风0．007～0．027 0．002～0．032 0．001～0．005

茜草 ND～O．535 ND～O．351 ND～O．008

续断 ‘NDn0．016 0．004～0．012 ND～O．002

白芍0．057n0。418 0．024

甘草 NDn0．336 ND～0．041 ND～O．010

桔梗0．009～0．190 0．009～0．048 0．002～0．009

当归 ND～O．209 ND～0．114 ND～O．036

0．004

0．004

0．002

0．001

0．009

0．002

0．094

ND；未检出

ND：110 de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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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2有机氯农药残留在中药中的分配有差异：从表1所

统计的不同药用部位的有机氯农药平均残留量得出，总BHC

残留量大小是：直根类>树皮类>球茎类>块根>块状根茎

类>条状根茎类>茎木类>全草类>叶类>花>果实种子

类>真菌类；总DDT残留量高低是：直根类>树皮类>花

类>条状根茎类>须根类>叶类>块根类>球茎类>果实

种子类>茎木类>真菌类>全草类>块状根茎类；PCNB残

留量大小是：直根类>须根类>块根>果实种子类>茎木

类>叶类、块状根茎>树皮类全草类、条状根茎类>球茎类、

花类、真菌类。总体而言，根类药材中有机氯农药残留量明显

大于其他种类的药材，原因是我国早已停止有机氯农药的使

用，药材中有机氯农药主要来源于根部对土壤中残留农药的

吸收。有机氯农药在土壤中性质稳定且具有脂溶性，而这些

根类药材中含有相当数量的挥发油，且均为多年生药材，因

此有机氯农残检出率高，超标率高且部分超标严重。

从表1中同时可以得出，当归、三七、西洋参、党参、茜草

的总BHC和总DDT，白芍、甘草、桔梗等10种中药的总

BHC，菊花、知母、白术等8种中药的总DDT残留量超过了

0．01 mg肚g。另外，党参、西洋参和人参等PCNB超标也比较

严重，分析其原因可能是在种植过程中常用PCNB作土壤消

毒剂。鸡血藤、淫羊藿、枸杞子、葛根、红景天等的有机氯残留

量较低。

中药在不同生长期有机氯农药残留量不同。乐巍等心3分

析了从4月至11月不同生长期菊花的有机氯农药残留量，

结果表明，菊花根、叶中有机氯农药残留量从4～11月呈逐

月增高趋势。魏云洁等[3]对1～4年生桔梗的有机氯农药残

留量进行测定，结果桔梗根中BHC和PCNB的残留量呈现

逐年上升趋势，甚至超过了土壤中的残留量，说明中药中有

机氯农药是从土壤中吸收的并且植物组织对其有富积作用。

同种中药不同药用部位有机氯农药残留量不同。黄海燕

等n1发现麦冬根中残留量大于果实和茎叶中的，根中DDT残

留最多，果实中最少。魏云洁等[3]报道桔梗中有机氯农药残留

规律：须根>韧皮部>木质部>叶>茎。分析其原因可能是麦

冬和桔梗根中含大量挥发油，因此脂溶性有杨氯农药易在这

些部位蓄积，造成根中有机氯农药残留量高于其他部位。

3．1．3加工方式对中药中有机氯农药残留有影响：赵晓松

等[53对经过45℃干燥；水蒸气蒸8 h，45℃干燥，煮沸15

rain，45℃干燥3种不同方式加工成的生晒参、红参和烫参

进行了有机氯残留量检测。发现有机氯农药虽难溶于水，但

可随水蒸气蒸发而挥发。红参中BHC和DDT残留量为晒参

的50％～60％，烫参为晒参的80％～85％；PCNB降低的不

十分明显，烫参为晒参的90％左右。

3．1．4 中成药中有机氯农药残留比较低：从近年相关文

献n”1对我国中成药的有机氯农药残留的检测结果可以看

出，中成药中的有机氯农残量普遍低于0．1 mg／kg，符合我

国植物药制剂的进出口行业标准。与原料药材相比，中成药

农药平均残留量低。这是因为药材经加工(炮制、水洗等)后。

农药残留量会有不同程度地降低。

3．2有机磷类农药：王凌等D1对番泻叶样品中有机磷农药

残留量进行测定，发现10批样品中8批样品含敌敌畏，其量

在0．02～0．16 mg／kgI 7批样品含甲胺磷，在0．01～0．02

mg／kg；i批含久效磷为0．03 mg／kg。虽量较低，但10批样

品均有不同程度的农药残留。向增旭等[103对10批金银花样

品中11种有机磷农药残留进行检测，发现只有3个样品含

敌敌畏，4个样品含乐果，其他均未检出；检出的有机磷残留

量较低。谢明勇等[11]测定两种中药中8种有机磷农药残留

量，均未检出，万益群等n胡测定白芷等5种中药中有机磷农

药残留量，仅枸杞子和西洋参中含毒死蜱，残量分别是0．015

和0．023 mg／kg，其他均未检出。

从以上分析得出，有机磷农药检出率从个体上看检出的

品种较少，从总体上说检出的残留量较低，因此有机磷农药

的残留不是影响中药材质量的主要因素。由于有机磷农药在

环境中较易分解，造成中药材中的有机磷农药残留主要原因

可能是种植过程中不合理和大量滥用农药。

3．3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梁祈等Ds]报道不同产地的黄芪药

材4种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均未被检出；董顺玲等[11]测定了4

种中药才中氨基甲酸酯类农药的残留量，均未检出}万益群

等[1钉测定了白芷、白毛根等5种中药中4种氨基甲酸酯类农

药的残留量，发出除桑枝中叶蝉散，白芷、白毛根、桑枝、西洋

参中仲丁威有检出外，其他均未检出。

从以上结果分析得出，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量较低，

几乎检测不到，因此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对中药材质量的

影响不大。

3．4拟除虫菊酯类农药：高天兵等[15]测定了三七、白芍及西

洋参中氯氰菊酯、氰戊菊酯和溴氰菊酯的残留量，在测定的9

份样品中，有5份测出有该类农药，且有3份高于欧盟标准

的相关限量。刘旭等[16]对川芎等9种药材中拟除虫菊醋类农

药残留进行检测，发现其残留量低于相关农药的限量标准。

万益群等[171对栀子、白术等4种中药8种拟除虫菊酯农药残

留量进行检测，结果仅有白术中联苯菊酯、甲氰菊酯以及丹

参中联苯菊酯、氯氰菊酯有检出，且都在相关农药的限量范

围内。 ·

由上可知，目前我国中药农残检测的重点仍在有机氯类

农药上，其他类农药的检测相对较少。几乎所有的中草药都

有有机氯类农药的检出，其他类农药也有检出，但检出率极

低且残留量均在相关农药标准的限量内。农药在植物中分布

的情况是极其复杂的，影响因素很多，诸如地域、季节、气候

等，不同植物对农药的富集作用也不尽相同。

4中药材中残留农药的脱除

目前用于脱除中药材中残留农药的方法主要有水洗法、

光化学法、炮制法、超临界流体萃取技术。

赵晓松等[51发现有机氯农药可与水蒸气共同蒸发而挥

发，使得人参中有机氯农药残留量降低，通过洗涤人参叶可

去除部分BHC和PCNB。药材经过发芽、炒炙、蒸煮等不同

炮制过程后，其农药残留量均有不同程度减少，其中最显著

的可减少50％左右。邹芳玉等[18]采用光化学法对人参中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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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农药进行降解，结果无二次污染，降解速度快，且不破坏人

参中的原有成分，能保证人参外形特征。李欢欣等口3采用超

临界COz流体萃取法去除黄芪中残留的有机氯农药，残留农

药去除率达87．6％，脱除前后黄芪中甲营及相关组分没有显

著性变化。

5结语

目前我国中药的农药残留污染以有机氯农药为主，有机

磷和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次之，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极少。

中药中有机氯农药残留具有以下特点：(1)检出率相当高，但

其残留量大多在相关的标准限量内，(2)相同产地不同药材、

不同产地相同药材的有机氯农药残留量不同，(3)同一药材

的不同部位农残量有较大差别，地下部分的药材受污染机会

最大；有些药材栽培时间长，农药易在植物体内蓄积。药材中

农残量一般随栽培时间的增长而增长；(4)人工栽培药材的

有机氯农药残留量比野生药材要高；(5)不同加工方式对中

药材农残量有较大影响，中成药的农残量一般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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肿节风药材资源现状及其可持续利用的研究

潘心禾1，刘日林2，斯金平¨，黄文华4，朱观泉5，吕明亮·

(1．浙江省丽水市林业科学研究所，浙江丽水323000’2．浙江省景宁县营林公司，浙江景宁323500；3．浙江林学院，

．浙江临安 311300；4．中国医学科学院药用植物研究所，北京 100094；5．浙江国镜药业有限公司，浙江龙泉323000)

摘要：了解我国肿节风药材野生及栽培资源现状，为肿节风药材资源的可持续利用、产业可持续发展提供对策，

采用访问、实地调查和查阅有关文献资料相结合方法，分析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提出可持续发展对策。表明肿

节风民间用药资源消长基本平衡，随着现代药理与毒理研究的深入，肿节风成为我国法定的常用中药材，工业化生

产的肿节风制剂大量应用于l临床，全国资源蕴藏量正在锐减，以前盛产肿节风的地区，现今甚至面临资源灭绝的危

险；人工栽培存在研究多、应用少、推广难等问题，目前还不能真正成为中成药生产企业的主要药源。提出加强野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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