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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务院 2010 年发布的第一次全国污染源普查报告①显示，

农业污染已经非常严重，中国面临环境资源破坏和生态系统退化

的严峻挑战。发展生态农业是应对环境压力和维护生态平衡的必

然选择。中国作为第一大农药使用国，减少农药使用迫在眉睫。

为了解中国农产品受农药污染的具体情况，绿色和平东亚办公室

（以下简称“绿色和平”）对全国中药材做了从源头生产到终端

产品的农药污染调查。通过对九个城市（包括香港）的九家连锁

中药房所售药材的农药残留（以下简称“农残”）检测分析，以

及对相关种植者、商户和加工企业工作人员的访谈，绿色和平发

现中药材样本普遍含有多种农残，其中甚至包括国家禁用农药，

且个别样本农残含量偏高。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出各级政府对农

药使用的监管不力，政府决策者缺乏农药减量的决心，生态农业

的长期建设性投入不足。绿色和平呼吁决策者切实贯彻农药减量

政策并建立有效数据评估监督机制，加强农药监管，确保高毒剧

毒农药不在中药材上使用，并同时加大对生态农业的政策和资金

扶持。中药企业应承担其企业社会责任，建立并公开供应链中减

少农药使用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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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中药材应用的发源地。一直以来，中药材是中国人防治疾病和康

复保健的文化遗产。令人遗憾的是，在工业化农业模式的延伸之下，中药材

亦沦为企业扩大经济利益的工具。中药材受到大量农药及化肥污染，难以继

续为民拯命，现在，大家都不敢随便吃中药，担心“药中有药”。　　

据统计，中国具有药用价值的中药材超过一万种。这些源自古时的植物，

一直生长在生物多样性丰富的自然条件下，通过我们祖先的智慧，结合中医

学理论而得到应用。现今，为了满足市场需求，中药材也开始像蔬菜水果那

样进行人工培植。在人工化的种植环境，由于不成熟的规模化栽培经验，以

及不完善的监管体制下，中药材难逃农业化学品的污染。这次绿色和平的调查，

不但揭发了严重的农药污染问题，背后也暴露了连锁中药房不顾大众健康及

生态安全，肆意把工业化农业模式套用到食品生产链上，带来更广泛的危机。

2010 年国务院发布的面源污染普查报告，有着标志性的意义。报告显示

农业污染已经超越了工业和城市生活的污染，成为中国面源污染第一大源头。

意味着国家对于工业化农业模式所带来化学品污染的关注，达到了新的历史

高度。与此同时，农业部亦不断收紧对高毒禁用农药的控制。�但是，根据绿

色和平这两、三年以来的一系列调查来看，农药滥用的情况依然非常严峻。

每次样品调查均发现多种包括禁用农药的超标残留，从蔬菜水果，茶叶及中

药材，无一幸免。

因此，这次绿色和平发布的《药中药--中药材农药污染调查报告》，

除了再一次针对企业枉顾农产品的安全问题，以及政府农药监督工作的漏洞

以外，更重要的意义，旨在促使公众对工业化农业模式的彻底反思。不断增

加的对于食品安全监督的投入和食品安全事件的危机处理，看来已经无法把

问题杜绝。问题的根本恐怕是出在依赖化学品的农业模式上。同时，到底这

种高投入、单一依赖已经极度短缺的石化原料为成本的生产方式，还能持续

多久？对满足中国长远的粮食安全，到底还能产生多少真实的贡献？

其实，解决问题的方案早在眼前。跟中药材如出一辙，中国的生态农

业历史源远流长，我们拥有全世界数量最多，最富经验的农民，他们是超过

四千年的生态农耕文明的载体，守护着土地，栽培出各种各样富营养价值、

具备地方特色的农业品种，这些品种丰富了生物多样性，且能适应各种气候

条条件。今天，在“生态文明”和“美丽中国”的社会发展目标下，国家只

需要制定一些简单的支持政策，让这些丰富多元化的生态农业理念、模式与

技术得到保护和发扬；同时，通过农技部门的推广，农民的合作创新，以及

科学界的支持，延续这种以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自然循环为基础的农耕方式。

我们相信，只有在这种变革之下，我们生产的清洁中药材，才能够继续对世

界的医疗系统做出贡献；同样地，我们的生态农业智慧，亦能够更有效地支

持全球的生态有机农业运动。

----林志光

香港有机农业协会�创办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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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农药使用量居世界第一。自1995年起，各种制剂的农药使用量就超过100万吨/年，

并呈上升趋势（见图 1-1）。特别是近十年的用量，平均每年的上升幅度在 3%左右。

化学农业对农药的过度依赖导致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的破坏。农药的大量及不当使用使鱼

类种群丧失，自然天敌、益虫减少和病虫抗药性增加在喷洒的农药中，真正对病虫害起到防治

作用的农药仅占喷施量的 30%【3】,�其余的农药都挥发到大气或淋溶流失到土壤和水域中或残

留于作物中 ,对生物多样性产生影响【4】，剩余的有毒有害物质成为一大污染源流失到水、土

壤和空气。未被农作物吸收的化肥和农药导致中国至少1300万-1600万公顷耕地受到严重污染，

约占中国耕地总面积的 10%-13%【5】。土壤中农药被灌溉水、雨水冲刷到江河湖海中 ,成为

水体污染主要的来源之一【6】。

( 一 ) 农药是面源污染的主要污染源 

农药是面源污染②的主要污染源“从 2010 年

国务院公布的面源污染普查报告来看，农业

已经超越了工业和城市生活的污染，成为中

国面源污染第一大贡献，也就是说农业造成

的污染远大于工业、远大于城市”③。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院长

温铁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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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农业面源污染（ANPSP）是指在农业生产活动中，农田中的泥沙、营养盐、农药及其它污染物，在降水或灌溉过程中，

通过农田地表径流、壤中流、农田排水和地下渗漏，进入水体而形成的面源污染。这些污染物主要来源于农田施肥、

农药、畜禽及水产养殖和农村居民。农业面源污染是最为重要且分布最为广泛的面源污染，农业生产活动中的氮素和

磷素等营养物、农药以及其他有机或无机污染物，通过农田地表径流和农田渗漏形成地表和地下水环境污染（郑涛，

2005）。
③�《人大教授温铁军：农业造成的污染远大于工业》[Z].�新浪财经，�http://www.nbd.com.cn/

articles/2013-05-11/740494.html,�2013-05-11�15: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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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1995 年 -2011 年中国农药使用量变化趋势【1】【2】�

1995-2011年全国农药使用总量（万吨）

(二 )农药威胁食品安全 

因片面追求产量和经济效益，现代农业越来越依赖化学投入品，为食品安全添加了隐患。“问

题豇豆”、“毒韭菜”、“毒生姜”等因农残引发的问题，大大降低了中国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

降低公众对农产品的信任，并且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潜在的威胁。�

2012 年，为调查农作物受农药污染的情况，绿色和平在全国范围内做了茶叶行业的农残调

查。2013年，为进一步探究从田间到餐桌的农药污染问题，以及农产品的生产和市场流通链条，

绿色和平此次选择同时具有药用和食用价值，且与消费者的健康和生活息息相关的中药材产业

进行调查研究。绿色和平历时近一年，从田间调查到产品检测，将调查深入到田间、批发市场、

农药销售店和中药品牌零售药店，并且采集中药材种植者、批发商和经营者等等的访谈资料.力

球全面探究中草药种植环节的农药使用情况和销售环节的监管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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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医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是中国文化的瑰宝。中国的中药材有丰富的物种资

源和悠久的使用历史。中药材主要来源于天然物质及其加工品（经过炮制的制成品）。

第三次全国中药材资源普查时的数据显示，中国有中药材资源12807种，包括植物药（植

物的根、茎、花和果实）、动物药、矿物药等，植物药则达到 11146 种【7】。中药材在

中医理论体系下不但具有药用价值，也有食用价值，是中国人日常饮食重要的组成部分。

为了满足不断增长的中药材的市场需求，目前中药材多采用投入密集型人工培植的方

法，其质量和安全性与农业种植的模式密不可分。

为了解中药材种植中的农药使用情况，绿色和平走访了盛产枸杞的宁夏中宁、金

银花之乡山东平邑以及三七的名产区云南文山等知名中药材产地。

此外，绿色和平通过采样检测方式调查中药材的农药污染情况。绿色和平于 2012

年 7 月至 2013 年 4 月，在全国九座城市（含香港）的九家连锁中药房，包括北京同仁

堂商业投资集团有限公司同仁堂药店 (以下简称同仁堂（北京）)、云南白药大药房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云南白药）、云南特安呐制药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特安呐）、

杭州胡庆余堂国药号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胡庆余堂）、湖南九芝堂零售连锁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九芝堂）、天津天士力大药房连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士力）、广州采芝林

药业连锁店（以下简称采芝林）、山东宏济堂医药连锁有限公司参茸大药店（以下简

称宏济堂）、河南张仲景大药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张仲景药房）以及北京同仁

堂香港分店（以下简称同仁堂（香港）），购买了 65 种中药产品（样品记录详见附件

1），在确保采样包装无交叉污染的情况下，放入密封袋内完整封存，送交具有资质的

独立第三方实验室进行农药残留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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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个样品含有农药残留且 26 个样品

发现禁用农药残留

在检测的 65 个样本中多达 48 个有农药残留。其中来

自同仁堂的共 25 个样本 ( 含香港分店 7个样本 ) 有 17 个

发现农药残留，10 个云南白药的样本有 9个发现农药残留

（详细检测结果见附件 2）。

样品中发现六种禁止在中药材上使用的农药，它们是 :

甲拌磷、克百威、甲胺磷、氟虫腈、涕灭威、灭线磷。有

26 个样品中含一种以上上述禁用农药�( 见表 2-1) 除氟虫

腈为 2009 年被禁止使用外【8】，其余农药已被禁止生产、

销售和使用长达十年以上。

禁用农药名称 ���残留量 (毫克 /千克 )中药材样品名称� ����������

甲拌磷

甲胺磷

克百威

氟虫腈

涕灭威

灭线磷

采芝林当归

云南白药当归

同仁堂（香港）当归头片

特安呐三七花

张仲景当归

宏济堂生白术

胡庆余堂当归

同仁堂 (北京 )生白术

天士力当归

张仲景沙参

同仁堂（北京）北沙参

同仁堂（北京）三七花

云南白药贡菊

天士力枸杞子

同仁堂（香港）枸杞子王

云南白药枸杞

胡庆余堂枸杞

宏济堂金银花

云南白药金银花

同仁堂（北京）金银花

特安呐三七花

同仁堂（香港）金银花

胡庆余堂金银花

同仁堂（北京）金银花

宏济堂金银花

同仁堂（北京）贡菊

张仲景贡菊

同仁堂（北京）金银花

同仁堂（香港）三七粉

特安呐三七粉

4
1.8
1.5
0.77
0.53
0.51
0.18
0.17
0.08
0.06
0.02
0.14
0.03
0.2
0.09
0.06
0.04
0.04
0.02
0.02
0.02
0.02
0.01
0.05
0.05
0.02
0.01
0.04
0.13
0.04

表 2-1：禁用农药在被检出样品中的残留值

（
一
）
样
品
检
测
发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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混合农药残留情况严重

本次检测的样品中 32 个含有三种或以上农药残留，其中一些样品检测出的农药残留

种类高达数十种。同仁堂（北京）的三七花中检测出高达 39 种不同的农药残留、张仲景

药房的贡菊上为 35 种，特安呐的三七花上为 34 种，同仁堂（香港）的三七粉上为 32 种，

云南白药的贡菊上为 28 种，同仁堂（北京）的贡菊上为 25 种，云南白药的金银花、胡庆

余堂的贡菊和三七粉均有 21 种，宏济堂的金银花上则有 20 种农药残留 (见图 2-1)。

图 2-1：混合农残样品比例图

部分样品个别农药残留含量奇高

由于中国对各类农药在中药材上最大残留量标准的规定数目非常有限，因此我们将样

品检测出的残留量值以欧盟的农药最大残留标准（以下简称欧盟�MRL）来进行参考，经对

比后发现，部分样品农药残留超标数十甚至数百倍。例如欧盟的甲基硫菌灵最大残留值为

0.1 毫克 /千克，而在同仁堂（北京）的三七花中检出该农药残留量 51.6 毫克 /千克，

超标 500 倍 ( 见图 2-2)，云南白药的金银花甲基硫菌灵残留量达到 11.3 毫克 /千克 (见

图 2-3)，超标 100 余倍。特安呐三七花腐霉利含量超过欧盟MRL�155 倍倍 (见图 2-4)。

需要注意的是，绿色和平并不认为欧盟MRL 是食品安全的保障，因为即便是农产品符

合最严格的欧盟MRL 标准也不意味着绝对安全，因为最大残留限量是考虑了农业实践的现

实，为方便管理而制定。它假设的前提是少量接触化学农药是无害的，或至少是不可避免的，

但却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长期接触任何剂量的化学农药都会有健康风险。

同仁堂（北京）三七花

图 2-2：农药残留超过 1毫克 /千克的样品与欧盟�MRL 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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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检出(17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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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3：农药残留超过 1毫克 /千克的样品与欧盟�MRL 对比情况

④
�世界卫生组织对农药毒性的分级主要是根据对大鼠的急性经口或经皮肤毒性

进行的，以评估在较短的时间内，一次或多次接触接触该种的危害。

※长期影响

长期接触或食用含有某类农药的食品，可能会令农药在人体

体内蓄积，对人体健康构成潜在威胁。由于这类农药的健康风险

是长期的，且很难归于单一原因，以致于农药的影响被持续忽视

和低估。然而有充足的证据表明，在大脑发育的关键时期的儿童

与毒死蜱（18 个样品中检出）等有机磷类农药接触，神经系统的

发育会受到影响，可能会表现出认知能力和短期记忆能力降低【10】。

在世界范围内使用的几百种化学农药，都属于内分泌干扰素。本

次频繁检出且个别样品显示浓度较高的农药多菌灵（29个样品）、

高效氟氯氰菊酯（14 个样品）、腐霉利（12 个样品）等农药，被

一份欧盟最新研究列为可能损害男性生殖系统的农药【11】。该研

究选取了 34 种最常使用的农药，并进行了抗雄性激素实验，其中

23 种农药确认为内分泌干扰素，并可能影响到男性的生育功能。

该研究还指出，由于杀菌类的农药往往在作物收获前混合使用，

人类因此有更高的几率暴露于这类农药的潜在影响下。

图 2-4：农药残留超过 1毫克 /千克的样品与欧盟�MRL 对比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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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健康风险

※急性中毒

农药的急性中毒是在农药经口、呼吸道或接触而进入体内，

在短时间内表现出的急性病理反应。急性中毒严重时会造成个体

死亡，一项在 1998-2005 年进行的针对 3271 例农民急性农药中

毒的研究表明，在农业领域农药急性中毒仍然是一个重大的问题
【9】。而在农民自我保护措施偏少，农药监管和控制缺乏的国家，

这一问题可能更为严重。本次检测发现的农药如甲拌磷、涕灭威、

灭线磷、克百威根据世界卫生组织 (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的

分类为剧毒高毒农药④。绿色和平在 26 个中药材样品中检验出被

列为剧毒高毒类的农药，其中 11 个样品中含有剧毒农药甲拌磷，

在云南白药的当归、采芝林的当归、同仁堂（香港）的当归头片

等样本中，残留量分别高达1.8毫克/千克、4毫克/千克以及1.5

毫克 /千克。使用这些农药的农民的健康状况十分令人担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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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零售企业对中药材原料缺乏有效的

质量管控途径

目前国内一些大型中药企业都已经建立起了中药材种植基地，但由于中

药零售企业涉及上千种中药材和原料，自建基地提供的中药材供应比例低。

大量的中药材仍通过层层供应商或经由中药材批发市场采购，中药零售企业

对中药材质量缺乏有效控制。

种植到销售的环节如下图所示：

图 5-1：�中药种植到销售供应链示意图

中药种植依赖化学农业模式

通过对三个传统中药材产区种植户、销售商户和加工企业的工作人

员访谈，绿色和平发现中药材与化学农业模式下的其它农作物相同，病

虫害的防治严重依赖化学农药的使用，通常情况下，农户多凭自己的经

验或听取当地农资店的推荐使用农药。农民在一个种植季内不曾受到有

关农药种类、用量、施用方法、安全间隔期等技术指导，也没有优先使

用物理、生物防治等替代方法的意识，导致具有宝贵药用价值的中药材

正遭受前所未有的人为污染。

（
二
）
中
药
材
种
植
调
查
发
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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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AP）徒有虚名

为规范中药材生产，保证中药材质量，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制订了中国《中药

材生产质量管理规范（GAP）（试行）》（以下简称“规范”）对中药生产企业种植、

生产、加工中药材做出了要求。“规范”中规定了产地生态环境所应符合的土壤、

灌溉用水所需符合的标准。在农药使用部分规定了“药用植物病虫害的防治应采取

综合防治策略”及“如必须施用农药时，……应采用最小有效剂量并选用高效、低毒、

低残留农药，以降低农药残留和重金属污染，保护生态环境（第十六条）”。农药

残留量、重金属及微生物限度均应符合国家标准和有关规定（第四十二条）。而在

实际操作中，“病虫害综合防治的原则”和“最小有效剂量”的标准并无执行标准

和评估指标，难免成为一纸空文，无法应用到中药种植的实践当中。

绿色和平通过对山东平邑、宁夏中宁和云南文山三地的走访发现，无论是公司

+基地+农户，还是公司+专业合作社的模式，农户仍然为中药材生产的核心单位，

而中间商并未特别对农药残留问题予以关注，致使富含农残的中药材可以轻易进入

流通环节。中央 2013 年的一号文件指出，“农业产业化经营中的龙头企业大部分从

事农产品的加工业或者流通，能够使农业有更长的产业链条，使农产品有更多的增值。

从这个角度看，支持农业在一定程度上会带动农业的发展，带动农民收入的增加。”

然而，推动农业发展的龙头企业并不意味对环境破坏的免责，相反，他们有更大的

责任去从各个环节保障农产品的安全和提高农民生态意识。在这里，大型中药零售

企业对于收购的原料并未承担其应有的责任，忽视对源头种植的管控，任由遭受农

药污染的中药材进入自己的供应链，再对外销售给广大消费者，是有失龙头企业责

任的行为。

20 药中药 海外市场中药材农药残留检测报告   第二章   中药材的调查和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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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 各级政府对农药使用的指导和监管不力 

中国农业生产模式以小农户种植为主，全国六亿农民是每年百万吨农药的主要使用

者。如何建立一个体系对如此众多且分散的农户提高科学合理用药的意识和水平，并对

农药使用进行有效监管是一个迫在眉睫的问题。在农村，农户购买和使用农药依赖个人

经验居多，农技站是可以直接发挥农药指导作用的最基层部门。然而地方上很多农技站

的职能因为行政制度调整从农业技术咨询转向计划生育管理，客观上不仅不能真正发挥

农药安全管理和监控的职能，而且还会因利益驱使向农户推销农药。

作为农产品“入市”前最后一道防线，农产品批发市场的农药残留检测制度非常不

完善，基层食品安全工作体系不健全，监管机构建设投入不足，监管能力和水平不高，

这些漏洞都为农户使用禁用农药和大量使用农药提供可乘之机。而有关部门往往在出现

了恶性的食品安全事件后才会采取紧急的整治行动。从这一点上讲，国家应该意识到发

展生态农业的必要性而不仅限于危机处理。

第
三
章 

结 

论

中药种植领域对农药的依赖只是中国

化学农业模式所暴露出问题的冰山一角。多

方面的原因导致了农药使用过程中的管理

失控、无序和混乱。一方面农业生产中农药

使用的管理需要严格管控，另一方面各级政

府需制定发展生态农业扶持政策，使经济发

展与生态保护协调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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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 中国的农业生产方式亟需向生态农业转变

国家政策上缺乏农药减量的力度，对推动生态农业建设的财政支持不足。

与可以快速带来经济效益和政绩的工业项目相比，农业是一个不被各级政府

优先重视的领域。决策者在政策上缺乏生态农业的长期建设性投入，思想上

缺乏带头发展生态农业的动力。虽然国家对农业生产技术的投资近年来有较

快的增长，但是对生态农业研究和推广领域的投入却相当有限。例如，转基

因研究是国家财政的重点支持项目，获得累计总额近 210 亿元人民币经费 [11]

[12][13][14]，相比之下，生态农业并没有获得国家财政的专门立项，获得的经费

累计总额不足七亿元 [15][16]。虽然 2008 年的中央十七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了

环境友好型农业的理念，但多年之后的今天中国农业仍然面临过量使用农药

和化肥的全局性难题。

2007 年农业部启动了绿色防控示范区建设试点工程，通过物理和化学

诱控、免疫诱抗、生态控制等方法，减少化学农药用量。目前，全国建有

200 多个绿色防控示范区，覆盖率 20%左右。按照要求，相比常规区域，

绿色防控区域农药使用量要减少 20%。目前做得好的地方可以减少 30%-

50%[17]。然而，由于国家财政投入不足，产品研发力度不够，绿色防控的实

施范围和规模有限 ,致使全国农药的使用仍然居高不下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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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保障我国的食品药品安全，清洁中药材的生长环境，向可持续生态农业迈进，

绿色和平建议农业部、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及地方相关部门：

第
四
章 

绿
色
和
平
的
建
议

食品安全与环境保护是政府、企业、农业组织和个人的共同责任，整个行业的�

健康和可持续发展离不开大企业的带头作用。绿色和平呼吁各大型中医药企业，从自

身供应链的管理做起，改善产品无追溯和农药使用无监管的现状，并承诺：

切实贯彻农药减量政策，设定具体可执行的

时间表和数据评估监督机制；�

记录并公开供应链中的农药种类和使用量�

加强农药使用的指导和监管，确保高毒剧毒

农药不在中药材上使用；

建立并公开企业有关中药种植的农药减量机制，

公示生态技术和机制方面的革新，包括公司自建

基地的减量及对供应商的要求。

加大对生态农业的政策和资金扶持，推动生

态农业发展。

1

1

2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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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附件 1：国内样品清单

序号 零售商 样品名称 购买时间 购买地点（分店名） 价格（500g）

1 同仁堂（北京） 西洋参 2012/11/19 北京市悠唐店 ¥800

2 同仁堂（北京） 生白术 2012/11/19 北京市悠唐店 ¥88

3 同仁堂（北京） 红花 2012/11/19 北京市悠唐店 ¥158

4 同仁堂（北京） 连翘 2012/11/19 北京市悠唐店 ¥89

5 同仁堂（北京） 党参 2012/11/19 北京市悠唐店 ¥200

6 同仁堂（北京） 黄连 2012/11/19 北京市悠唐店 ¥162

7 同仁堂（北京） 丹参 2012/11/19 北京市悠唐店 ¥40

8 同仁堂（北京） 甘草 2012/11/19 北京市悠唐店 ¥50

9 同仁堂（北京） 黄芪 2012/11/19 北京市悠唐店 ¥56

10 同仁堂（北京） 大青叶 2012/11/19 北京市悠唐店 ¥35

11 同仁堂（北京） 石斛 2013/3/4 北京市前门店 ¥5,500

12 同仁堂（北京） 三七花 2013/3/11 北京市前门店 ¥1,400

13 同仁堂（北京） 北沙参 2013/3/11 北京市前门店 ¥70

14 同仁堂（北京） 板蓝根 2013/3/11 北京市前门店 ¥50

15 同仁堂（北京） 桔梗 2013/3/11 北京市前门店 ¥130

16 同仁堂（北京） 枸杞 2012/7/25 北京市悠唐店 ¥100

17 同仁堂（北京） 金银花 2012/7/25 北京市悠唐店 ¥417

18 同仁堂（北京） 贡菊 2012/7/25 北京市悠唐店 ¥230

19 同仁堂（香港） 金银花 2013/3/13 香港中环店 HKD480

20 同仁堂（香港） 当归头片 2013/3/13 香港中环店 HKD320

21 同仁堂（香港） 板蓝根 2013/3/13 香港中环店 HKD320

22 同仁堂（香港） 桔梗 2013/3/13 香港中环店 HKD240

23 同仁堂（香港） 生甘草圆片 2013/3/13 香港中环店 HKD368

24 同仁堂（香港） 田七粉 2013/4/23 香港中环店 HKD2240

25 同仁堂（香港） 枸杞子王 2013/4/23 香港中环店 HKD368

26 云南白药 贡菊 2012/11/22 云南省昆明市西华连锁店 ¥350

27 云南白药 金银花 2012/11/22 云南省昆明市西华连锁店 ¥993

28 云南白药 甘草 2012/11/22 云南省昆明市西华连锁店 ¥119

29 云南白药 红花 2012/11/22 云南省昆明市西华连锁店 ¥750

30 云南白药 当归 2012/11/22 云南省昆明市西华连锁店 ¥241

31 云南白药 花旗参 2012/11/22 云南省昆明市西华连锁店 ¥1,050

32 云南白药 百合 2012/11/22 云南省昆明市西华连锁店 ¥120

33 云南白药 麦冬 2012/11/22 云南省昆明市西华连锁店 ¥180

34 云南白药 胖大海 2012/11/22 云南省昆明市西华连锁店 ¥220

35 云南白药 枸杞子 2012/11/22 云南省昆明市西华连锁店 ¥1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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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零售商 样品名称 购买时间 购买地点（分店名） 价格（500g）

36 特安呐 三七花 2013/1/27 云南省昆明市云南白药 ¥800

37 特安呐 三七超细粉 2013/1/27 云南省昆明市云南白药 ¥900

38 采芝林 田七 2013/3/10 广州市天贸分店 ¥1,318

39 采芝林 麦冬 2013/3/10 广州市天贸分店 ¥137

40 采芝林 当归 2013/3/10 广州市天贸分店 ¥160

41 采芝林 北沙参 2013/3/10 广州市天贸分店 ¥96

42 采芝林 生地黄 2013/3/10 广州市天贸分店 ¥33

43 胡庆余堂 贡菊 2013/3/10 杭州市上城区大井巷 95 号 ¥35

44 胡庆余堂 金银花 2013/3/10 杭州市上城区大井巷 95 号 ¥390

45 胡庆余堂 三七粉 2013/3/10 杭州市上城区大井巷 95 号 ¥780

46 胡庆余堂 枸杞 2013/3/10 杭州市上城区大井巷 95 号 ¥100

47 胡庆余堂 百合 2013/3/10 杭州市上城区大井巷 95 号 ¥99

48 胡庆余堂 麦冬 2013/3/10 杭州市上城区大井巷 95 号 ¥277

49 胡庆余堂 当归 2013/3/10 杭州市上城区大井巷 95 号 ¥78

50 胡庆余堂 甘草 2013/3/10 杭州市上城区大井巷 95 号 ¥35

51 胡庆余堂 黄芪 2013/3/10 杭州市上城区大井巷 95 号 ¥100

52 张仲景药房 贡菊 2013/3/27 河南省郑州市中心店 ¥167

53 张仲景药房 生地黄 2013/3/27 河南省郑州市中心店 ￥20

54 张仲景药房 沙参 2013/3/27 河南省郑州市中心店 ￥28

55 张仲景药房 当归 2013/3/27 河南省郑州市中心店 ￥55

56 张仲景药房 新郑枣 2013/3/27 河南省郑州市中心店 ¥33

57 九芝堂 百合 2013/3/5 湖南省长沙市溁湾路药店 ¥50

58 九芝堂 黄芪 2013/3/5 湖南省长沙市溁湾路药店 ¥50

59 宏济堂 金银花 2013/3/20 山东省济南市宏济堂医药连锁 ￥128

60 宏济堂 大青叶 2013/3/20 山东省济南市宏济堂医药连锁 ￥18

61 宏济堂 板蓝根 2013/3/20 山东省济南市宏济堂医药连锁 ��￥20　

62 宏济堂 桔梗 2013/3/20 山东省济南市宏济堂医药连锁 ￥80

63 宏济堂 生白术 2013/3/20 山东省济南市宏济堂医药连锁 ￥36

64 天士力 当归 2013/3/11 天津市南开区万德庄店 ¥65

65 天士力 枸杞子 2013/3/11 天津市南开区万德庄店 ¥55

 

序号 品牌 样品名称
残留农药
数量

残留农药
残留量 

(mg/kg) 欧盟MRL 是否在中药
材上禁用

WHO 
分类

1 同仁堂（北京） 西洋参 1 腐霉利� 0.03 0.1 　 U

2 同仁堂（北京） 生白术 1 甲拌磷 0.17 0.05 是 *

3 同仁堂（北京） 红花 2
滴滴伊�p,p’ 0.02 0.5 是 II

氯菊酯 0.05 0.1 　 II

4 同仁堂（北京） 连翘 未测出 　 　 　 　 　

5 同仁堂（北京） 党参 未测出 　 　 　 　 　

6 同仁堂（北京） 黄连 未测出 　 　 　 　 　

7 同仁堂（北京） 丹参 未测出 　 　 　 　 　

8 同仁堂（北京） 甘草 未测出 　 　 　 　 　

9 同仁堂（北京） 黄芪 未测出 　 　 　 　 　

10 同仁堂（北京） 大青叶 3

毒死蜱 0.1 0.5 　 II

高效氟氯氰菊酯 0.02 1 　 II

氯氰菊酯 0.31 0.1 　 II

11 同仁堂（北京） 枸杞 14

高效氟氯氰菊酯 0.02 0.1 　 II

氯氰菊酯 0.07 0.5 　 II

甲氰菊酯 0.01 0.01 　 II
氰戊菊酯和顺式氰戊菊
酯 (总量，RS-/SR) 0.04 0.02 　 II

三唑磷� 0.01 0.01 　 Ib

啶虫脒 0.31 0.15 　 *

多菌灵/苯菌灵（总量） 0.01 0.3 　 U

毒死蜱 0.02 0.5 　 II

四螨嗪 0.03 0.3 　 III

苯醚甲环唑� 0.08 2 　 II

吡虫啉 0.07 0.5 　 II

克螨特 0.21 2 　 III

哒螨灵� 0.01 0.3 　 II

三唑酮和三唑醇 0.01 1 　 II

12 同仁堂（北京） 金银花 11

啶虫脒 0.33 0.1 　 *

涕灭威� 0.04 0.05 是 Ia

多菌灵/苯菌灵（总量） 0.14 0.1 　 U

克百威 (总量 ) 0.02 0.05 是 Ib

附件 2：国内样品检测结果
WHO�分类解释：
Ia�=�剧毒 ;�Ib�=�高毒 ;�II�=�中等毒性 ;�III�=�轻微毒性 ;�U�=�在日常使用中出现急性中毒的可能性小 ;�O�=�已淘
汰农药，没有分类 ;��*�=�没有列出
欧盟 MRL�“-“:��欧盟 MRL 规定的食品分类中无法找到对应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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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品牌 样品名称
残留农药
数量

残留农药
残留量 

(mg/kg) 欧盟MRL 是否在中药
材上禁用

WHO 
分类

12 同仁堂（北京） 金银花 11

毒死蜱 0.01 0.5 　 II

氟虫腈 0.05 0.005 是 II

吡虫啉 0.21 0.05 　 II

甲基硫菌灵 0.12 0.1 　 U

高效氟氯氰菊酯 0.02 1 　 II

氯氰菊酯 0.12 0.1 　 II
氰戊菊酯和顺式氰戊菊
酯 (总量，RS-/SR) 0.04 0.05 　 II

13 同仁堂（北京） 贡菊 25

啶虫脒 0.31 0.1 　 *

多菌灵/苯菌灵（总量） 0.28 0.1 　 U

毒死蜱 0.11 0.5 　 II

灭蝇胺 0.08 0.05 　 III

乙霉威 0.22 0.05 　 U

苯醚甲环唑� 0.01 20 　 II

烯酰吗啉 0.31 0.05 　 U

氟虫腈 0.02 0.005 是 II

氟铃脲 0.04 0.01 　 U

吡虫啉 0.11 0.05 　 II

异菌脲 0.26 0.1 　 III

甲霜灵� 0.23 0.1 　 II

腈菌唑 0.01 0.05 　 II

恶霜灵� 0.15 0.02 　 II

咪鲜胺 0.02 0.2 　 II

霜霉威� 2.2 0.2 　 U

克螨特 0.07 0.02 　 III

吡唑醚菌酯 0.01 0.05 　 *

哒螨灵� 0.07 0.05 　 II

嘧霉胺� 1.8 0.1 　 III

戊唑醇 0.03 50 　 II

联苯菊酯 0.08 0.1 　 II

氯氰菊酯 0.05 0.1 　 II

硫丹总量 0.2 0.1 　 II

腐霉利� 0.07 0.1 　 U

14 同仁堂（北京） 石斛 16 三唑酮和三唑醇 0.07 0.2 　 II

序号 品牌 样品名称
残留农药
数量

残留农药
残留量 

(mg/kg) 欧盟MRL 是否在中药
材上禁用

WHO 
分类

14 同仁堂（北京） 石斛 16

丙环唑 0.05 0.1 　 II

吡虫啉 0.01 0.05 　 II

啶虫脒 0.02 0.1 　 *

噻嗪酮 0.02 0.05 　 III

多菌灵/苯菌灵（总量） 0.08 0.1 　 U

异菌脲 0.03 0.1 　 III

戊唑醇 0.08 50 　 II

毒死蜱 0.06 0.1 　 II

氟吡菌胺 0.03 0.02 　 U

烯酰吗啉 0.09 0.05 　 U

甲基硫菌灵 0.11 0.1 　 U

腈菌唑 0.01 0.05 　 II

苯醚甲环唑 0.03 20 　 II

霜霉威 0.31 0.2 　 U

甲氰菊酯 0.05 0.02 　 II

15 同仁堂（北京） 三七花 39

啶虫脒 0.01 0.1 　 *

双甲脒 0.02 0.1 　 II

腈嘧菌酯 0.66 50 　 U

啶酰菌胺 1.4 0.5 　 U

噻嗪酮 0.03 0.05 　 III

多菌灵/苯菌灵（总量） 7.5 0.1 　 U

灭幼脲 0.03 　 　 *

毒死蜱 0.07 0.5 　 II

嘧菌环胺 0.03 0.05 　 *

乙霉威 1.6 0.05 　 U

苯醚甲环唑� 3.9 20 　 II

烯酰吗啉 6.2 0.05 　 U

烯唑醇 0.67 0.05 　 II

氟硅唑 3 0.05 　 II

己唑醇 0.05 0.05 　 III

氟铃脲 0.02 0.01 　 U

吡虫啉 0.03 0.05 　 II

异菌脲 8.8 0.1 　 I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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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品牌 样品名称
残留农药
数量

残留农药
残留量 

(mg/kg) 欧盟MRL 是否在中药
材上禁用

WHO 
分类

15 同仁堂（北京） 三七花 39

甲霜灵� 2.5 0.1 　 II

甲胺磷 0.14 0.05 是 Ib

腈菌唑 3.2 0.05 　 II

恶霜灵� 2.4 0.02 　 II

戊菌唑 0.1 0.1 　 III

辛硫磷 0.01 0.1 　 II

咪鲜胺 1.4 0.2 　 II

霜霉威� 2.2 0.2 　 U

克螨特 0.02 0.02 　 III

丙环唑 4.9 0.1 　 II

吡唑醚菌酯 1.2 0.05 　 *

哒螨灵� 0.01 0.05 　 II

嘧霉胺� 18.3 0.1 　 III

戊唑醇 7.5 50 　 II

甲基硫菌灵 51.6 0.1 　 U

三唑酮和三唑醇 2.5 0.2 　 II

肟菌酯 1.4 0.05 　 U

氟氯氰菊酯 0.21 0.1 　 Ib

高效氟氯氰菊酯 0.14 1 　 II

氯氰菊酯 0.98 0.1 　 II

五氯硝基苯 0.18 0.1 　 u

16 同仁堂（北京） 北沙参 10

多菌灵/苯菌灵（总量） 0.15 0.1 　 U

烯酰吗啉 0.02 0.05 　 U

异菌脲 0.05 0.1 　 III

腈菌唑 0.02 0.05 　 II

甲拌磷（总量） 0.02 0.05 是 Ia

霜霉威� 0.04 0.2 　 U

丙环唑 0.01 0.1 　 II

嘧霉胺� 0.1 0.1 　 III

戊唑醇 0.02 50 　 II

甲基硫菌灵 0.22 0.1 　 U

17 同仁堂（北京） 板蓝根 3
多菌灵/苯菌灵（总量） 0.03 0.1 　 U

嘧霉胺� 0.03 0.1 　 III

序号 品牌 样品名称
残留农药
数量

残留农药
残留量 

(mg/kg) 欧盟MRL 是否在中药
材上禁用

WHO 
分类

17 同仁堂（北京） 板蓝根 3 甲基硫菌灵 0.03 0.1 　 U

18 同仁堂（北京） 桔梗 3

多菌灵/苯菌灵（总量） 0.02 0.1 　 U

嘧霉胺� 0.02 0.1 　 III

甲基硫菌灵 0.01 0.1 　 U

19 同仁堂（香港） 金银花 12

啶虫脒 0.27 0.1 　 *

多菌灵/苯菌灵（总量） 0.07 0.1 　 U

克百威 (总量 ) 0.02 0.05 是 Ib

毒死蜱 0.02 0.5 　 II

氧乐果 0.01 0.1 　 Ib

吡虫啉 0.16 0.05 　 II

腈菌唑 0.01 0.05 　 II

甲基硫菌灵 0.1 0.1 　 U

三唑醇 0.01 0.2 　 II

联苯菊酯 0.02 0.1 　 II

高效氟氯氰菊酯 0.12 1 　 II

氯氰菊酯 0.14 0.1 　 II

20 同仁堂（香港） 当归头片 1 甲拌磷（总量） 1.5 0.05 是 Ia

21 同仁堂（香港） 板蓝根 未测出 　 　 　 　 　

22 同仁堂（香港） 桔梗 未测出 　 　 　 　 　

23 同仁堂（香港） 生甘草圆片 1 氟乐灵 0.03 0.05 　 U

24 同仁堂（香港） 田七粉 31

腈嘧菌酯 0.07 50 　 U

啶酰菌胺 0.16 0.5 　 U

多菌灵/苯菌灵（总量） 0.12 0.1 　 U

毒死蜱 0.04 0.5 　 II

乙霉威 0.01 0.05 　 U

苯醚甲环唑� 0.42 20 　 II

烯酰吗啉 0.79 0.05 　 U

烯唑醇 0.02 0.05 　 II

灭线磷 0.13 0.02 是 Ia

氟硅唑 0.05 0.05 　 II

己唑醇 0.01 0.05 　 III

吡虫啉 0.01 0.05 　 II

异菌脲 0.34 0.1 　 III



3736

序号 品牌 样品名称
残留农药
数量

残留农药
残留量 

(mg/kg) 欧盟MRL 是否在中药
材上禁用

WHO 
分类

24 同仁堂（香港） 田七粉 31

甲霜灵� 0.07 0.1 　 II

腈菌唑 0.04 0.05 　 II

恶霜灵� 0.1 0.02 　 II

霜霉威� 0.04 0.2 　 U

苯胺灵 0.12 0.1 　 *

丙环唑 0.02 0.1 　 II

吡唑醚菌酯 0.05 0.05 　 *

嘧霉胺� 0.06 0.1 　 III

戊唑醇 0.09 50 　 II

甲基硫菌灵 0.62 0.1 　 U

三唑酮和三唑醇 0.16 0.2 　 II

高效氟氯氰菊酯 0.02 1 　 II

恶唑菌酮 0.04 0.05 　 U

三氟氯氰菊酯 0.02 0.01 　 *

五氯苯胺 0.02 0.01 　 *

五氯苯 0.01 0.01 　 *

腐霉利� 1.9 0.1 　 U

五氯硝基苯 0.31 0.1 　 u

25 同仁堂（香港） 枸杞子王 12

啶虫脒 1 0.15 　 *

双甲脒（总量） 0.03 0.05 　 II

多菌灵/苯菌灵（总量） 0.13 0.3 　 U

克百威 (总量 ) 0.09 0.01 是 Ib

吡虫啉 0.43 0.5 　 II

克螨特 0.09 2 　 III

哒螨灵� 0.01 0.3 　 II

三唑酮和三唑醇 0.09 1 　 II

高效氟氯氰菊酯 0.04 0.1 　 II

氯氰菊酯 0.2 0.5 　 II

甲氰菊酯 0.05 0.01 　 II
氰戊菊酯和顺式氰戊菊
酯 (总量，RS-/SR) 0.05 0.02 　 II

26 云南白药 贡菊 28

阿维菌素（总量） 0.04 0.02 　 *

啶虫脒 1.9 0.1 　 *

高产菌株 0.04 0.02 　 *

序号 品牌 样品名称
残留农药
数量

残留农药
残留量 

(mg/kg) 欧盟MRL 是否在中药
材上禁用

WHO 
分类

26 云南白药 贡菊 28

多菌灵/苯菌灵（总量） 2 0.1 　 U

氟啶脲 0.04 0.01 　 U

毒死蜱 0.06 0.5 　 II

乙霉威 0.03 0.05 　 U

苯醚甲环唑� 0.33 20 　 II

乐果 0.03 0.1 　 II

烯酰吗啉 2.6 0.05 　 U

吡虫啉 0.08 0.05 　 II

异菌脲 0.75 0.1 　 III

甲霜灵� 0.2 0.1 　 II

甲胺磷 0.03 0.05 是 Ib

腈菌唑 0.05 0.05 　 II

恶霜灵� 0.32 0.02 　 II

咪鲜胺 0.22 0.2 　 II

霜霉威� 4.1 0.2 　 U

克螨特 0.09 0.02 　 III

丙环唑 0.06 0.1 　 II

吡唑醚菌酯 0.08 0.05 　 *

哒螨灵� 0.58 0.05 　 II

嘧霉胺� 2.9 0.1 　 III

甲基硫菌灵 3.9 0.1 　 U

三唑酮和三唑醇 0.46 0.2 　 II

氯氰菊酯 0.06 0.1 　 II

硫丹总量 1.1 0.1 　 II

腐霉利� 0.62 0.1 　 U

27 云南白药 金银花 21

阿维菌素（总量） 0.01 0.02 　 *

啶虫脒 0.04 0.1 　 *

高产菌株 0.01 0.02 　 *

多菌灵/苯菌灵（总量） 1.3 0.1 　 U

克百威 (总量 ) 0.02 0.05 是 Ib

毒死蜱 0.03 0.5 　 II

苯醚甲环唑� 0.01 20 　 II

烯酰吗啉 0.01 0.05 　 U



3938

序号 品牌 样品名称
残留农药
数量

残留农药
残留量 

(mg/kg) 欧盟MRL 是否在中药
材上禁用

WHO 
分类

27 云南白药 金银花 21

氟硅唑 0.02 0.05 　 II

氟铃脲 0.02 0.01 　 U

吡虫啉 0.16 0.05 　 II

灭多威 0.04 0.1 　 Ib

辛硫磷 0.02 0.1 　 II

霜霉威� 0.32 0.2 　 U

哒螨灵� 0.18 0.05 　 II

甲基硫菌灵 11.3 0.1 　 U

三唑酮和三唑醇 0.08 0.2 　 II

高效氟氯氰菊酯 1 1 　 II

氯氰菊酯 1.2 0.1 　 II

甲氰菊酯 0.04 0.02 　 II

醚菌酯 0.02 0.1 　 *

28 云南白药 甘草 2
多菌灵/苯菌灵（总量） 0.04 0.1 　 U

霜霉威� 0.16 0.2 　 U

29 云南白药 红花 3

多菌灵/苯菌灵（总量） 0.01 0.1 　 U

霜霉威� 0.03 0.2 　 U

三唑酮和三唑醇 0.02 0.2 　 II

30 云南白药 当归 2
霜霉威� 0.02 0.2 　 U

甲拌磷（总量） 1.8 0.05 是 Ia

31 云南白药 花旗参 2
腐霉利� 0.02 0.1 　 U

五氯硝基苯 0.07 0.1 　 U

32 云南白药 百合 5

多菌灵/苯菌灵（总量） 0.06 - 　 U

毒死蜱 0.07 - 　 II

咪鲜胺 0.06 - 　 II

甲基硫菌灵 0.06 - 　 U

腐霉利� 0.05 - 　 U

33 云南白药 麦冬 1 多效唑 0.06 0.02 　 II

34 云南白药 胖大海 未测出 　 　 　 　 　

35 云南白药 枸杞 13

啶虫脒 0.45 0.15 　 *

双甲脒 0.02 0.05 　 II

多菌灵/苯菌灵（总量） 0.02 0.3 　 U

克百威 (总量 ) 0.06 0.01 是 Ib

毒死蜱 0.05 0.5 　 II

序号 品牌 样品名称
残留农药
数量

残留农药
残留量 

(mg/kg) 欧盟MRL 是否在中药
材上禁用

WHO 
分类

35 云南白药 枸杞 13

四螨嗪 0.02 0.3 　 III

苯醚甲环唑� 0.03 2 　 II

吡虫啉 0.12 0.5 　 II

克螨特 0.31 2 　 III

哒螨灵� 0.04 0.3 　 II

甲基硫菌灵 0.19 1 　 U

高效氟氯氰菊酯 0.04 0.1 　 II
氰戊菊酯和顺式氰戊菊
酯 (总量，RS-/SR) 0.04 0.02 　 II

36 特安呐 三七花 34

三唑酮和三唑醇 1.24 0.2 　 II

丙环唑 1.36 0.1 　 II

乙霉威 0.28 0.05 　 U

克百威 (总量 ) 0.02 0.05 是 Ib

双甲脒 0.01 0.1 　 II

吡唑醚菌酯 1.5 0.05 　 *

吡虫啉 0.63 0.05 　 II

咪鲜胺 0.12 0.2 　 II

嘧霉胺� 14.8 0.1 　 III

恶霜灵� 1.28 0.02 　 II

噻嗪酮 0.01 0.05 　 III

噻菌灵 0.13 0.1 　 *

多菌灵/苯菌灵（总量） 11.4 0.1 　 U

己唑醇 0.06 0.05 　 III

异菌脲 9.26 0.1 　 III

戊唑醇 6.41 50 　 II

毒死蜱 0.37 0.5 　 II

氟啶脲 0.06 0.01 　 U

氟硅唑 1.28 0.05 　 II

烯酰吗啉 5.51 0.05 　 U

甲拌磷 0.77 0.05 是 *

甲霜灵 1.04 0.1 　 II

肟菌酯 0.05 0.05 　 U

腈嘧菌酯 0.71 50 　 U

腈菌唑 7.22 0.05 　 II



4140

序号 品牌 样品名称
残留农药
数量

残留农药
残留量 

(mg/kg) 欧盟MRL 是否在中药
材上禁用

WHO 
分类

36 特安呐 三七花 34

苯醚甲环唑 4.74 20 　 II

辛硫磷 0.51 0.1 　 II

霜霉威 13.9 0.2 　 U

恶唑菌酮 2.3 2 　 U

高效氟氯氰菊酯 0.36 1 　 II

五氯硝基苯 0.49 0.1 　 U

氟氯氰菊酯 0.09 0.1 　 Ib

氯氰菊酯 0.1 0.1 　 II

腐霉利 15.5 0.1 　 U

37 特安呐 三七粉 19

三唑酮和三唑醇 0.09 0.2 　 II

丙环唑 0.02 0.1 　 II

乙霉威 0.04 0.05 　 U

吡虫啉 0.01 0.05 　 II

嘧霉胺� 0.13 0.1 　 III

恶霜灵� 0.02 0.02 　 II

多菌灵/苯菌灵（总量） 0.14 0.1 　 U

异菌脲 0.05 0.1 　 III

戊唑醇 0.04 50 　 II

氟硅唑 0.05 0.05 　 II

灭线磷 0.04 0.02 是 Ia

烯酰吗啉 0.2 0.05 　 U

甲基硫菌灵 0.31 0.1 　 U

甲霜灵 0.02 0.1 　 II

腈菌唑 0.04 0.05 　 II

苯醚甲环唑 0.32 20 　 II

霜霉威 0.15 0.2 　 U

五氯硝基苯 0.02 0.1 　 U

腐霉利 0.92 0.1 　 U

38 采芝林 田七 15

三唑酮和三唑醇 0.13 0.2 　 II

丙环唑 0.01 0.1 　 II

吡唑醚菌酯 0.02 0.05 　 *

啶酰菌胺 0.01 0.5 　 U

嘧霉胺� 0.04 0.1 　 III

序号 品牌 样品名称
残留农药
数量

残留农药
残留量 

(mg/kg) 欧盟MRL 是否在中药
材上禁用

WHO 
分类

38 采芝林 田七 15

恶霜灵� 0.02 0.02 　 II

多菌灵和苯菌灵 0.02 0.1 　 U

异菌脲 0.05 0.1 　 III

戊唑醇 0.01 50 　 II

烯酰吗啉 0.05 0.05 　 U

甲基硫菌灵 0.03 0.1 　 U

苯醚甲环唑 0.02 20 　 II

五氯硝基苯 0.03 0.1 　 U

氯硝胺 0.05 0.01 　 U

腐霉利 0.09 0.1 　 U

39 采芝林 麦冬 1 多效唑 0.04 0.02 　 II

40 采芝林 当归 1 甲拌磷 4 0.05 是 Ia

41 采芝林 北沙参 3

三唑磷 0.02 0.02 　 Ib

氯菊酯 0.07 0.1 　 II

胺菊酯 0.05 0.01 　 U

42 采芝林 生地黄 未测出 　 　 　 　 　

43 胡庆余堂 贡菊 21

啶虫脒 0.94 0.1 　 *

多菌灵/苯菌灵（总量） 0.5 0.1 　 U

毒死蜱 0.06 0.5 　 II

乙霉威 0.01 0.05 　 U

苯醚甲环唑� 0.03 20 　 II

烯酰吗啉 0.56 0.05 　 U

吡虫啉 0.27 0.05 　 II

异菌脲 0.03 0.1 　 III

甲霜灵� 0.05 0.1 　 II

腈菌唑 0.03 0.05 　 II

霜霉威� 0.51 0.2 　 U

克螨特 0.04 0.02 　 III

哒螨灵� 0.77 0.05 　 II

嘧霉胺� 0.48 0.1 　 III

甲基硫菌灵 1.6 0.1 　 U

三唑酮和三唑醇 0.44 0.2 　 II

联苯菊酯 0.33 0.1 　 II



4342

序号 品牌 样品名称
残留农药
数量

残留农药
残留量 

(mg/kg) 欧盟MRL 是否在中药
材上禁用

WHO 
分类

43 胡庆余堂 贡菊 21

百菌清 0.07 0.1 　 U

氯氰菊酯 0.57 0.1 　 II

硫丹总量 1.6 0.1 　 II

腐霉利� 0.56 0.1 　 U

44 胡庆余堂 金银花 18

阿维菌素 0.02 0.02 　 *

啶虫脒 0.14 0.1 　 *

多菌灵/苯菌灵（总量） 0.32 0.1 　 U

克百威 (总量 ) 0.01 0.05 是 Ib

甲氨基阿维菌素（总量） 0.02 0.02 　 *

氟硅唑 0.07 0.05 　 II

己唑醇 0.04 0.05 　 III

氟铃脲 0.04 0.01 　 U

吡虫啉 0.01 0.05 　 II

灭多威（总量） 0.04 0.1 　 Ib

辛硫磷 0.02 0.1 　 II

霜霉威� 0.02 0.2 　 U

哒螨灵� 0.01 0.05 　 II

戊唑醇 0.03 50 　 II

甲基硫菌灵 0.38 0.1 　 U

三唑酮和三唑醇 0.006 0.2 　 II

高效氟氯氰菊酯 0.19 1 　 II

氯氰菊酯 0.21 0.1 　 II

45 胡庆余堂 三七粉 21

腈嘧菌酯 0.01 50 　 U

啶酰菌胺 0.03 0.5 　 U

多菌灵/苯菌灵（总量） 0.05 0.1 　 U

毒死蜱 0.02 0.5 　 II

乙霉威 0.01 0.05 　 U

苯醚甲环唑� 0.08 20 　 II

烯酰吗啉 0.15 0.05 　 U

氟硅唑 0.02 0.05 　 II

异菌脲 0.12 0.1 　 III

腈菌唑 0.01 0.05 　 II

恶霜灵� 0.03 0.02 　 II

霜霉威� 0.02 0.2 　 U

序号 品牌 样品名称
残留农药
数量

残留农药
残留量 

(mg/kg) 欧盟MRL 是否在中药
材上禁用

WHO 
分类

45 胡庆余堂 三七粉 21

丙环唑 0.02 0.1 　 II

吡唑醚菌酯 0.01 0.05 　 *

嘧霉胺� 0.06 0.1 　 III

戊唑醇 0.05 50 　 II

甲基硫菌灵 0.33 0.1 　 U

三唑醇 0.08 0.2 　 II

丁草胺 0.03 0.01 　 U

腐霉利� 0.5 0.1 　 U

五氯硝基苯 0.04 0.1 　 u

46 胡庆余堂 枸杞 15

啶虫脒 0.77 0.15 　 *

多菌灵/苯菌灵（总量） 0.08 0.3 　 U

克百威 (总量 ) 0.04 0.01 是 Ib

毒死蜱 0.08 0.5 　 II

四螨嗪 0.03 0.3 　 III

苯醚甲环唑� 0.08 2 　 II

吡虫啉 0.13 0.5 　 II

咪鲜胺 0.01 0.05 　 II

克螨特 0.06 2 　 III

丙环唑 0.1 0.05 　 II

哒螨灵� 0.03 0.3 　 II

甲基硫菌灵 0.5 1 　 U

高效氟氯氰菊酯 0.16 0.1 　 II

氯氰菊酯 0.16 0.5 　 II

氰戊菊酯和顺式氰戊菊
酯 (总量，RS-/SR) 0.05 0.02 　 II

47 胡庆余堂 百合

4 啶虫脒 0.01 - 　 *

多菌灵/苯菌灵（总量） 0.02 - 　 U

烯酰吗啉 0.1 - 　 U

丙环唑 0.02 - 　 II

48 胡庆余堂 麦冬 1 丙环唑 0.01 0.1 　 II

49 胡庆余堂 当归 1 甲拌磷（总量） 0.18 0.05 是 Ia

50 胡庆余堂 甘草 未测出 　 　 　 　 　

51 胡庆余堂 黄芪 未测出 　 　 　 　 　

52 天士力 当归 2 甲拌磷（总量） 0.08 0.05 是 Ia



4544

序号 品牌 样品名称
残留农药
数量

残留农药
残留量 

(mg/kg) 欧盟MRL 是否在中药
材上禁用

WHO 
分类

52 天士力 当归 2 三唑磷� 0.11 0.02 　 Ib

53 天士力 枸杞子 13

N-(2,4- 二甲基苯基 )
甲酰胺

0.03 0.01 　 　

啶虫脒 3.5 0.15 　 *

多菌灵/苯菌灵（总量） 0.39 0.3 　 U

克百威 (总量 ) 0.2 0.01 是 Ib

苯醚甲环唑� 0.02 2 　 II

吡虫啉 0.75 0.5 　 II

克螨特 0.06 2 　 III

哒螨灵� 0.03 0.3 　 II

甲基硫菌灵 0.12 1 　 U

三唑醇 0.12 1 　 II

高效氟氯氰菊酯 0.03 0.1 　 II

氯氰菊酯 0.12 0.5 　 II

丙溴磷 0.02 10 　 II

54 九芝堂 百合 未测出 　 　 　 　 　

55 九芝堂 黄芪 未测出 　 　 　 　 　

56 宏济堂 金银花 20

啶虫脒 0.28 0.1 　 *

多菌灵/苯菌灵（总量） 0.28 0.1 　 U

克百威 (总量 ) 0.04 0.05 是 Ib

毒死蜱 0.05 0.5 　 II

氧乐果 0.34 0.1 　 Ib

甲氨基阿维菌素（总量） 0.03 0.02 　 *

氟虫腈 0.05 0.005 是 II

吡虫啉 0.08 0.05 　 II

异丙威 0.01 0.01 　 II

腈菌唑 0.02 0.05 　 II

辛硫磷 0.01 0.1 　 II

噻虫嗪 0.02 0.1 　 *

甲基硫菌灵 0.3 0.1 　 U

三唑酮和三唑醇 0.11 0.2 　 II

联苯菊酯 0.05 0.1 　 II

高效氟氯氰菊酯 0.42 1 　 II

氯氰菊酯 0.37 0.1 　 II

序号 品牌 样品名称
残留农药
数量

残留农药
残留量 

(mg/kg) 欧盟MRL 是否在中药
材上禁用

WHO 
分类

56 宏济堂 金银花 20
氰戊菊酯和顺式氰戊菊
酯 (总量，RS-/SR) 0.15 0.05 　 II

甲基异柳磷 0.03 0.01 　 O

57 宏济堂 大青叶 1 霜霉威� 0.04 0.2 　 U

58 宏济堂 板蓝根 未测出 　 　 　 　 　

59 宏济堂 桔梗 未测出 　 　 　 　 　

60 宏济堂 生白术 6

多菌灵/苯菌灵（总量） 0.02 0.1 　 U

烯酰吗啉 0.01 0.05 　 U

甲拌磷（总量） 0.51 0.05 是 Ia

霜霉威� 0.15 0.2 　 U

稻瘟灵 0.05 0.01 　 II

五氯硝基苯 0.08 0.1 　 u

61 张仲景 贡菊 35

阿维菌素（总量） 0.04 0.02 　 *

啶虫脒 0.83 0.1 　 *

高产菌株 0.04 0.02 　 *

噻嗪酮 0.02 0.05 　 III

多菌灵/苯菌灵（总量） 0.66 0.1 　 U

氟啶脲 0.02 0.01 　 U

毒死蜱 0.28 0.5 　 II

灭蝇胺 0.17 0.05 　 III

乙霉威 0.19 0.05 　 U

苯醚甲环唑� 0.11 20 　 II

烯酰吗啉 3.4 0.05 　 U

氟虫腈 0.01 0.005 是 II

氟硅唑 0.02 0.05 　 II

吡虫啉 0.1 0.05 　 II

异菌脲 5.2 0.1 　 III

甲霜灵� 1.4 0.1 　 II

腈菌唑 0.03 0.05 　 II

恶霜灵� 0.02 0.02 　 II

咪鲜胺 0.23 0.2 　 II

霜霉威� 2.4 0.2 　 U

克螨特 0.24 0.02 　 III



4746

序号 品牌 样品名称
残留农药
数量

残留农药
残留量 

(mg/kg) 欧盟MRL 是否在中药
材上禁用

WHO 
分类

61 张仲景 贡菊 35

丙环唑 0.04 0.1 　 II

吡唑醚菌酯 0.02 0.05 　 *

哒螨灵� 0.05 0.05 　 II

嘧霉胺� 1.8 0.1 　 III

戊唑醇 0.15 50 　 II

虫酰肼 0.06 0.1 　 U

三唑酮和三唑醇 0.03 0.2 　 II

百菌清 0.14 0.1 　 U

氯氰菊酯 0.44 0.1 　 II

硫丹总量 0.17 0.1 　 II

甲氰菊酯 0.12 0.02 　 II

腐霉利� 1.4 0.1 　 U

丙溴磷 0.35 0.1 　 II

敌稗 0.16 0.1 　 II

62 张仲景 生地黄 未测出 　 　 　 　 　

63 张仲景 沙参 2
甲拌磷（总量） 0.06 0.05 是 Ia

滴滴伊�p,p’ 0.01 0.5 是 II

64 张仲景 当归 3

氯苯胺灵 0.02 0.1 　 U

甲拌磷（总量） 0.53 0.05 是 Ia

胡椒基丁醚 0.01 0.01 　 U

65 张仲景 新郑枣 5

杀扑磷 0.15 0.02 　 Ib

克螨特 0.01 4 　 III

哒螨灵� 0.04 0.5 　 II

联苯菊酯 0.06 0.2 　 II

三氯杀螨醇 0.04 0.02 　 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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