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表 8 　对无效农药的处理措施

处理措施 例数 构成比 %

更换农药 2543 7517

加大剂量 372 1111

增加次数 445 1312

合计　　 3360 10010

有关禁止施用剧毒农药的法规在天津地区得到了较

好的落实。违规使用的农药种类相对固定 ,主要为

对硫磷、甲拌磷、内吸磷、呋喃丹、除草眯、甲胺磷。

违规施用的果蔬种类也相对固定 ,蔬菜主要有大白

菜、韭菜、青椒等 ,果树主要是苹果、梨。这对于找出

防治的重点农药和重点果蔬品种有很大帮助。四季

当中以第三季度违规施药率最为严重 ,而第三季度

多为收获期 ,因此说明越临近农作物收获 ,农药违规

施用越严重 ,危险性较大。

农业部不但规定了禁止和限制施用的农药种

类 ,对于常规农药也规定了其每季最多施用次数和

安全间隔期[5 - 7 ] 。调查结果显示几种常规农药的施

用次数严重超标 ,其中苹果中的氰戊菊酯和溴氰菊

酯的施用次数超标率尤为严重 ,分别为 9518 %和

6316 %。在药物种类违规情况明显好转的情况下 ,

施药次数和安全间隔期违规成为违规施用农药的主

要形式 ,是今后农药施用监控的重点。

在施药行为调查中 ,农民多选择固定摊位购买

农药 ,而到技术指导能力强、农药质量有保证的植保

站购买农药的仅占 816 % ,此种情况对于控制农药

中毒问题不利。调查发现有近一半的农民在按照使

用说明施药后感觉效果不好 ,从而导致他们滥用毒

性更高的农药 ,或增加施药次数 ,或增加施药量 ,这

无疑会导致农药的高残留。

农药知识调查发现 ,农民的农药知识十分贫乏 ,

在随机抽取的 53 名调查对象中 ,无一名能正确选出

国家明令禁止施用的农药[8 ]
,对农药知识的匮乏必

然会导致农药的滥用 ,从而产生农药高残留等问题。

加强对农药知识的宣传与指导 ,是今后农药监管的

一项重要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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卫生部文件
卫监督发[2007 ]168 号

卫生部关于石榴提取物和石榴籽油管理问题的批复

安徽省卫生厅 :

你厅《关于石榴提取物和石榴籽油作为何种食品管理的请示》(卫监秘[2007 ]237 号)收悉。经研究 ,现批

复如下 :

石榴提取物和石榴籽油不能作为普通食品管理。关于石榴提取物和石榴籽油能否作为新资源食品管

理 ,需要对其安全性等资料综合评价后方可确定。

此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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