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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种植中农药使用情况及残留现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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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对中药材种植病虫害发生特点、农药残留污染现状进行综述汇总，旨在掌握中药材中农药

残留情况，进而为中药材中农药监测和管理提出建议。方法：查阅近5年内发表的相关文献并结合本课题

组对中药材中农药残留筛查与日常监测情况，整理不同中药材种植过程中农药登记情况、农药残留污染

现状等。结果与结论：中药材中农药残留检出率高但残留量较低。现有登记农药种类远不能满足实际种

植中的病虫害防治需求，部分药材种植过程中存在农药滥用情况。建议应关注部分药材中植物生长素的

使用情况，采用风险评估方法为标准制定和监管提供有力证据；同时，研究低毒的病虫害防治手段，从

源头上避免农药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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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Pesticide Application and Pesticide Residu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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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review and summari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lant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planting 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pesticide residue pollution in order to 
master the scenario of pesticide residu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ivation. Suggestions for pesticide 
monitoring and management in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were put forward afterwards. Methods: By 
combing the screening and the daily monitoring of pesticide residu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by our 
research group, the relevant literature published in the past five years was consulted to sort out the pesticide 
registration and pesticide residue pollution status in the planting process of different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al materials. Results and Conclusion: The detection rate of pesticide residues in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s was high, but the residues were low. The existing categories of registered pesticides can barely 
meet the needs of disease and pest control in actual planting, and pesticide abuse is found in the planting 
process of some medicinal materials. It is suggested that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use of plant au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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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是我国传统文化中的瑰宝，千百年来为

中华民族的繁衍生息和生命保障做出了重大贡献。

近年来，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中药材的质量与安

全受到社会前所未有的关注。中药材种植作为中药

生产的上游阶段，对中药的安全有效性起着决定性

作用。在规范化种植中，为保证中药材的品质和产

量，农药使用必不可少。但目前常用中药材种植过

程中农药使用的田间指导几乎为空白，实际种植主

要依靠农业种植经验，常常发生农药滥用以及过量

使用等情况。种植过程中农药的不规范使用导致部

分中药材中农药残留量较高，或常有多种农药混

用的现象[1]。此外，种植过程中为片面追求药材产

量，植物生长调节剂也存在滥用情况：如在党参中

使用壮根灵、麦冬中使用多效唑等。中药材作为有

医疗效果的产品，盲目追求产量、缩短生长年限可

能导致其有效成分降低，疗效不佳[2]。

了解中药材病虫害特点、农药登记情况对于

规范使用农药有一定的指导意义；同时了解中药材

中农药残留检测标准及农药污染现状对于中药监管

以及规范农药使用有促进作用。故本研究对中药材

种植病虫害特征、中药材农药登记现状和污染现状

进行汇总和分析，旨在掌握中药材中农药污染现

状，进而为中药材中农药使用和监管提出建议。

1   中药材种植过程中病虫害发生特点及农
药使用登记情况
1.1   中药材中病虫害发生特点

植物病虫害的发生、发展与流行取决于寄

主、病原（或虫源）及环境三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关

系。由于药用植物本身的栽培技术、生物学特性和

要求的生态环境有其特殊性，决定了药用植物病虫

害的发生和一般农作物相比，有其自身特点[3]，主

要表现在（1）道地药材生产与病虫害发生密切关

联；（2）药用植物地下部分病害重于地上部分，

且如果环境条件有利于病原菌繁殖，病害情况就会

比较严重且难以控制；（3）道地药用植物主要害

虫发生情况一般都较为严重，其中单食性和寡食

性害虫相对较多；（4）部分药用植物使用根、根

茎、鳞茎、芽或枝条等无性繁殖材料进行繁殖，这

些无性繁殖材料易受到病害浸染而成为病害初次浸

染来源[3]。同时有学者指出，病虫害发生危害与天

气、气候等环境因素和药材栽培制度密切相关，

而且因为长期过度依赖化学农药防治，病虫抗药

性增加，生态系统破坏，次要害虫害上升为主要

害虫害[4]。且随着中药材栽培规模的扩大，杂草的

防治也成为了种植过程中亟待解决的问题之一：

杂草会与药用植物争夺养分，降低药用植物产量

和品质[5]。

1.2   中药种植常见病虫害及农药使用登记情况

据吕朝耕等[6]统计，截至2018年3月，登记用

于中药材的农药共计约10种药材，分别为人参、

三七、枸杞、铁皮石斛、白术、杭白菊、菊花、山

药、贝母和元胡，共登记了91个农药产品。此外，

尚有较大数量农药登记用于枣、桃、橘、姜、桑等

药食两用中更偏重于食品或饲料的作物。近3年，

虽然中药材中农药登记数量增长迅速，但新增登记

呈现较为集中的趋势。通过查询中国农药信息网[7]

统计所得：截至2021年8月，又有20余种药用植物

新增农药登记，包括芍药、牡丹、玄参、麦冬、地

黄、当归、川芎、苍术、党参、黄连、黄精、大

黄、石斛、荆芥等。从新增农药登记的药用植物可

看出主要集中在根、根茎以及花类入药的品种上。

新增登记农药呈较为集中的趋势：人参、枸杞、金

银花、菊花等原来就有登记记录的品种项下登记数

量明显增加，且新增登记的农药品种趋于同质化。

以皮入药的植物如黄柏、厚朴，以叶入药的植物如

银杏，以全草入药的植物如薄荷、广藿香等品种农

药登记尚处于空白状态。

通过实地调研及查阅相关资料[5,8]可知，中药

材种植过程中病虫害种类多样，常呈现频发多发状

态。部分病害虫害危害较大：如人参和西洋参的黑

斑病、延胡索和板蓝根的霜霉病、车前子穗枯病

等，一旦发病危害严重，处理不当甚至可能造成绝

in some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ivation and the risk assessment methods should be used to provide 
strong evidence for standard formulation and supervision. At the same time, low-tox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methods for diseases and pests should be studied so as to stop pesticide pollution from the source.
Keywords: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ultivation; diseases and insect pests; pesticide residues; pesticide 
registration; drug regul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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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因中药材中农药登记不足，指导不够全面，实

际使用的农药远远超过现已登记的农药品种，使用

广谱、高毒性农药的情况时有发生。以枸杞为例，

目前已登记农药品种共有24个，登记记录146条，

但是登记农药种类重复，登记品种与实际施用品种

存在差异，据实地调研发现枸杞种植过程中施用的

百菌清、辛硫磷、三唑酮、乐果等并无登记。

2   国内中药材中农药残留标准现状
2.1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药材农残规定

《GB2763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

残留限量》是我国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的强制

性国家标准。GB2763-2021中药用植物残留限量标

准共有161项[9-11]，包括了43项药用植物通用标准和

不同品种下的118项标准。相比GB2763-2019增加

了43项通用标准，并增加了贝母、百合在作为药用

植物时的标准。从2016到2021版GB2763食品中最

大农药残留限量国家标准中药用植物农残限量变化

可发现：收录的药用植物品种稳步提升，限量标准

数量大幅增长。见表1所示。

2.2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中药材中农残规定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以下简称《中

国药典》）2015年版相比，2020年版《中国药典》

中药材的农残检测标准进一步得到了完善，主要体

现在0212“药材和饮片检定通则”下对植物类中药

材及饮片进行一致性规定，即药材及饮片（植物

类）中禁用农药（共33种，55个指标）不得检出，

增加红参项下其他有机氯类农药残留的检测，并删

除了人参、西洋参、甘草、黄芪项下与禁用农药重

复的指标[12]。《中国药典》一部中农药残留标准起

步较早，在2000年版中就已收录了有机氯农药测定

法，但进展相对缓慢，这与中药材中登记使用的农

药品种有较大关系，无法满足国家对于提高中药材

安全性质量控制的要求。禁用农药的指标选择主要

参照我国农业农村部对禁用农药的相关规定，这些

指标多为高毒、高风险农药，对身体健康或环境有

严重危害。本次新增的禁用农药检测是对植物药的

通用质量要求，也是对中药种植中农药使用的最基

本要求[13]。对于通则中植物药中禁用农药限量标准

如何执行，国家药典委员会已于2020年9月发布公

告，指出中药材和饮片样品是否批批检测由生产企

业根据样品实际风险情况自行决定[14]，体现了既要

严把中药质量安全关口，又要兼顾产业发展现状，

引导产业发展方向的监管理念。

3   中药中农药残留污染现状总结分析
中药材种类多样、病虫害各不相同，现有登

记农药种类远不能满足实际种植中的病虫害防治需

求，药农种植过程中存在不规范使用农药的现象。

为了进一步了解中药中农药污染情况，本研究对近

5年内发表的相关文献进行了汇总分析。由于近些

年来采用质谱对中药中农药进行检测已经成为主流

检测方法，且质谱法更加具有高通量和高灵敏度的

特点，故此次汇总的研究报道主要以质谱为检测手

段，多农残检测为主题，共汇总了20种应用广泛的

大宗中药品种的农药残留情况，见表2。

表 1   GB2763 标准中药用植物收录情况

GB2763 版本 收录品种 农药最大残留标准数量

2016 人参、三七、天麻、甘草、半夏、当归、车前草、鱼腥草、艾、蒿、金银

花、银杏

5

2019 新增白术、元胡、石斛 40

2021 新增三七花；将百合、枸杞的干品列为药用植物；将人参、三七、贝母、

白术、元胡、石斛按鲜品/干品分类，分别规定限量

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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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药材品种及农药检出情况

药材品种 检出农药种类 参考文献

白芷 胺苯磺隆*、苯线磷*、苯线磷砜*、苯线磷亚砜*、毒死蜱、氟虫腈*、氟甲腈*、甲拌磷砜*、甲拌

磷亚砜*、甲磺隆*、甲基异柳磷*、克百威*、磷胺*、氯磺隆*、氯唑磷*、特丁硫磷亚砜*

[15]

贝母类 毒死蜱、腐霉利、甲基异柳磷*、乙草胺、氯菊酯、胺菊酯、甲霜灵、五氯硝基苯、醚菊酯、草

除灵、甲氰菊酯

[16]

黄芪 α-六六六*、β+γ-六六六*、涕灭威亚砜*、涕灭威砜*、残杀威、克百威*、甲萘威、丁硫克百威 [17-18]

西洋参 六六六*、六氯苯、滴滴涕*、毒死蜱、甲基五氯苯基硫醚、五氯苯胺、腐霉利、四氯硝基苯 [19-20]

丹参 毒死蜱、多效唑、三氯杀螨醇*、乙草胺、丙环唑、噁草酮、稻瘟灵、克百威*、抗蚜威、甲萘威 [18,21]

半夏 甲哌鎓、多菌灵、克百威*、多效唑、烯酰吗啉、氟菌唑、噻呋灭、甲基硫菌灵、吡虫啉、苯醚

甲环唑、噻虫嗪、己唑醇、甲拌磷亚砜*、三环唑、吡唑醚菌酯、腈菌唑、扑草净、啶虫脒、氯

虫苯甲酰胺、苯噻草胺、氟硅唑、残杀威、乙霉威、咪鲜胺、乙螨唑、粉唑醇、三唑酮

[22]

陈皮 灭线磷*、地虫硫磷*、治螟磷*、毒死蜱、氯氰菊酯、三唑磷、唑螨酯、三氟氯氰菊酯、甲氰菊

酯、己唑醇、三氯杀螨醇*、吡虫啉、多菌灵、多效唑、氟氯氰菊酯、水胺硫磷*、克百威*、杀

扑磷、硫丹*、甲拌磷*、氰戊菊酯、氟虫腈*、甲基异柳磷*、特丁硫磷*、六六六*、滴滴涕*、甲

基对硫磷*、磷胺*、三唑酮、噻嗪酮、三唑醇、戊唑醇、腈菌唑、丙环唑、苯醚甲环唑、丙溴

磷、仲丁威、异噁草酮、溴虫腈、增效醚、异稻瘟、咪鲜胺、炔螨特

[23-26]

三七 甲拌磷*、乙硫磷、特丁硫磷*、γ-六六六*、五氯硝基苯 [27-28]

当归 毒死蜱、多菌灵、氟虫腈*、氯磺隆*、三羟基克百威*、甲拌磷*、甲基异柳磷*、甲磺隆*、灭多

威、辛硫磷、苯线磷*、水胺硫磷*、氧化乐果、杀虫脒*、三唑磷、甲胺磷*、特丁硫磷砜*、硫

环磷*、三唑醇、三唑酮、六氯苯、二苯胺

[29-33]

甘草 β-硫丹*、硫代硫酸盐、o, p'-DDD*、氯氰菊酯、涕灭威亚砜*、涕灭威砜*、灭多威、残杀威、

克百威*、甲萘威、抗蚜威

[18,34]

人参 六氯苯、丙环唑、乙霉威、六六六*、滴滴涕*、甲拌磷*、丁嘧硫磷、二嗪农、甲基嘧啶磷、克

百威*、五氯硝基苯、五氯苯胺、甲基五氯苯基硫醚、氯菊酯、胺菊酯、联苯菊酯、腐霉利、毒

死蜱、异菌脲、丙环唑、氯氰菊酯

[35-38]

麦冬 多效唑、烯效唑、滴滴涕*、灭线磷*、毒死蜱 [39]

白芍 二苯胺、杀虫脒* [40]

党参 克百威*、涕灭威亚砜*、涕灭威砜*、残杀威、灭多威、甲萘威 [18]

山楂 甲基对硫磷*、马拉硫磷、p, p'-DDE*、p, p'-DDD*、乙硫磷、氯氰菊酯、氰戊菊酯、溴氰菊酯、

多菌灵、毒死蜱、苯醚甲环唑、吡虫啉、氟硅唑、腈菌唑、哒螨灵、克百威*、百克敏

[41-42]

板蓝根 七氯、p, p'-DDT*、六氯苯 [43]

化橘红 苯线磷*、克百威*、氯唑磷*、涕灭威*、甲基异柳磷*、三氯杀螨醇*、水胺硫磷*、苯醚甲环唑、

哒螨灵、毒死蜱、戊唑醇、三唑磷、三氟氯氰菊酯、甲氰菊酯、氯氰菊酯、氰戊菊酯、苯胺磷

砜、苯线磷亚砜*、多菌灵、炔螨特、噻嗪酮、啶虫脒

[44]

玉竹 β-六六六*、甲拌磷砜* [45]

菊花 毒死蜱、甲胺磷*、甲拌磷*、克百威*、硫环磷*、硫线磷*、氯唑磷*、三唑磷、特丁硫磷*、氧乐

果、地虫硫磷*、硫丹*、氟虫腈*

[46]

金银花 毒死蜱、氟虫腈*、呋喃丹、氧化乐果、甲基异苯磷、三唑磷、灭多威、乐果、甲硫磷、甲胺磷 [47]

   注：* 为禁用农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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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表2可看出：（1）中药中常存在多种农药

同时检出的情况。在统计的20种药材中，陈皮检

出农药的品种最多，其次半夏、当归、人参和化

橘红农药检出的数量也均在20种以上。出现检出

农药品种较多的原因可能与中药种植过程中多为

农户包干这种方式相关，种植过程较为随意、规

范性不强；同时部分药材因耐药性往往需要联合

用药，且轮作轮茬。（2）高毒以及禁用农药时

有检出：白芷、贝母等12种中药材均有高毒性农

药毒死蜱检出，说明农民种植过程中缺乏指导，

安全意识不足，农药施用不合理。同时发现20种

药材中都检出了禁用农药，且有的药材禁用农药

品种检出2种以上。禁用农药检出除了种植过程

违法使用禁用农药外，还可能是因为正常施用农

药中非法添加了禁用农药[48]或者植物富集了环境

中残留农药所导致。（3）检出农药多为未登记在

相应品种项下的农药。虽然20种中药材中贝母、

三七、当归、人参、麦冬、白芍（芍药）、党

参、板蓝根、菊花和金银花有农药登记记录，但

检出农药大多为未登记的农药品种，这与本课题

组前期种植基地调研结果一致，也进一步说明了

中药材中登记农药数量不足，登记与实际施用农

药品种存在差异。（4）结合本课题组前期对于中

药中农药残留筛查结果[49]和日常监测情况来看，

中药中农药残留具有“高检出率，但残留水平相

对较低”的特点。不同药用部位其污染情况差异

较大：有机氯农药污染主要集中在多年生根及根

茎类药材，有机磷类农药污染主要集中在花、叶

和全草类等地上部分的药材。

4   中药材中农药标准制修订建议
据统计，目前我国市场上流通的中药材超过

1000种，常用中药材600余种，其中近300种主要依

靠人工栽培，种植面积已超过300万 hm2[5,50]。农药

残留检测标准的制定对于规范中药种植中的农药使

用，以及保证中药药用安全有重要意义。《中国

药典》2020年版四部0212“药材和饮片检定通则”

下新增可对植物类中药材及饮片中禁用农药的一

致性限量规定。新增规定与国家监管部门对药用安

全的不断重视，以及与相关法律法规的逐步完善相

呼应。如《农药管理条例》第三十四条中明确规

定：“剧毒、高毒农药不得用于防治卫生害虫，

不得用于蔬菜、瓜果、茶叶、菌类、中草药材的

生产。”2016年颁布的《中医药法》第五十八条中

规定：“在中药材种植过程中使用剧毒、高毒农药

的，依照有关法律、法规规定给予处罚；情节严重

的，可以由公安机关对其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

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五日以上十五日以下拘留。”

在对中药安全性监管不断升级的同时，亦关注产

业的保护与发展，在2019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国

务院关于促进中医药传承创新发展的意见》中指

出：“严格农药、化肥、植物生长调节剂等使用

管理，分区域、分品种完善中药材农药残留、重

金属限量标准”[51]。

4.1   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常用农药

目前，植物来源药材中的禁用农药已有可执

行标准，但尚缺乏对中药中植物生长调节剂和常用

农药的标准规定。植物生长调节剂可以调节植物生

长发育、提升产量，在中药材种植中应用十分广

泛。不当使用植物生长调节剂会造成中药中有效成

分含量的变化，也会对用药安全性产生一定影响。

常用农药虽多为中低毒性，但在中药种植过程中若

不规范使用，比如过量使用或者混合使用，可能导

致药材中存在多种农药残留的风险。故在中药中禁

用农药得到有效控制的同时，还应考虑建立植物生

长调节剂和常用农药的相应检测方法。制定标准以

规范生产属于倒逼机制，能从中药种植特点入手，

研究低毒的病虫害防治手段也是提高药用安全性、

降低农药污染的有效途径。生物防治是利用生物

或生物代谢物及生物技术获得的生物产物，如抗生

素、生物农药或天敌等。随种植技术进步，生物防

治应用增多：如采用管氏肿腿蜂防治天牛、哈茨木

霉制剂防治多种中药材的白绢病和猝倒病等，为中

药的无公害种植提供了基础[5]。

4.2   科学制定限量值

在中药农药安全性控制标准中，制定科学合

理的限量值至关重要。《中国药典》2020年版已经

对中药中农药残留限量值制定原则进行了制修订。

在检索引用权威数据，如参考FAO/WHO、WHO、

JECFA、FDA、EPA、EFSA等机构最新的评估报告

及数据时，还应结合中药用药特点制定限度。《中

国药典》2020年版四部9302中药有害残留物限量制

定指导原则[12]结合中药使用特点（考虑中药服用频

率和服用年限），提出了农药残留最大限量的理论

计算公式，如公式（1）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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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W AT 1
M×100 EF×ED t

L=                ×              ×          

式中L为最大限量理论值（mg·kg–1）；

A 为每日允许摄入量（mg·kg–1 bw）；

W 为人体平均体重（kg），一般按 63 kg 计；

M 为中药材（饮片）每日人均可服用的最大

剂量（kg）；

AT为平均寿命天数，一般为365天/年×70年；

EF为中药材或饮片服用频率（天/年）；

ED为一生服用中药的暴露年限；

t 为中药材及饮片经煎煮或提取后农药的转移

率（％）；

100为安全因子，表示每日由中药材及其制品

中摄取的农药残留量不大于日总暴露量（包括食物

和饮用水）的1% 。

4.3   中药材中农药残留风险评估方法的研究

对于中药材中的检出农药，应采用风险评估

方法对其暴露风险值进行评价，再结合健康指导值

判断是否存在风险，故风险评估工作的开展对于评

价中药材中农药残留是否存在风险，以及监管的优

先级别具有指导性意义。中药中农药残留风险评估

程序包括危害识别、危害特征描述、暴露评估和风

险描述4个步骤[52]。近些年来中药中风险评估方法

和模式已经初步形成，但仍缺乏农药残留田间试验

和中药中农药加工因子等数据，需要吸收国内外先

进风险评估理念和积累数据，对评估模型进行改进

和完善。

中药用药安全性总体向好，但仍在一些品种

上存在农药滥用情况。中药农药残留污染涉及到从

种植到使用过程中的各个环节，需要“政府主导、

企业主体、专家指导、社会参与”。制定标准和监

控不是最终目的，而是希望通过倒逼机制规范中药

种植生产中的农药使用，让中药产业能够良好循环

发展[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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