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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对农药微乳剂的定义及其组成、性质和外观形态进行了论述,并对微乳剂目前存在的诸如

药效、表面活性剂用量、添加极性溶剂以及微乳剂质量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详细的探讨,从药效、外

观、配方组成及稳定性等方面全面比较了微乳剂和水乳剂的优缺点,认为微乳剂具有较好的市场发

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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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cept o f pestic ide m icroem ulsion a long w ith its com po sitions, property and appearance

w ere d iscussed. A series o f factors in m icroem u lsion w ere explo red in de tai,l such as pesticide ef f icacy,

surfactants do sag e, add it ion o f po larity so lv ents, m icroem ulsion qua lity and so on. The advantag e and

d isadvantag e o f m icroem u lsion and em u lsion ( O /W ) w ere com parea l f rom the aspects o f the ir

b io log ica l ef f icacy, appearance, fo rm u lation and stab ility. In conc lusion, m icroem u lsion w as expected to

hav e a be tter m arke t deve lopm ent po tenti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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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药微乳剂 ( m icroem u lsion, M E )属于微乳分

散体系,该体系在微观结构上存在 3种类型: 水包

油、油包水和双连续结构, 但只有水包油型的农药

微乳剂对环境友好,具有应用价值,所以本文讨论

的范畴仅限于水包油型农药微乳剂。该剂型于

20世纪 70年代在国外出现,为透明单相的水基液

态剂型。微乳剂中用水部分取代了有机溶剂, 节

省了大量有机溶剂,大大减轻了对环境的压力, 对

于维护农业生态平衡具有重要意义, 符合农业可

持续发展的要求, 被誉为绿色农药制剂, 是替代乳

油的新剂型之一。

1 农药微乳剂的概念

5农药剂型名称及代码国家标准 6 ( G B /T

19378- 2003) 中将微乳剂界定为 /透明或半透明

的均一液体, 用水稀释后成微乳状液体的制

剂 0 [ 1]
。该定义只强调了用水稀释后成微乳液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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态, 而并未说明制剂组成、性质, 因而略显简单和

不足。黎金嘉对农药微乳剂的定义则更全面一

些: /水和与水不相溶的农药液体, 在表面活性剂

和助表面活性剂的作用下, 形成各向同性的、热力

学稳定的、外观是透明或半透明的、单相流动的分

散体系 0 [ 2]
。该定义不但说明了微乳剂剂型组成

为有效成分 (原油可不加有机溶剂直接配制, 原粉

加入适量的有机溶剂溶解, 下同 )、表面活性剂、助

表面活性剂和水,而且强调了以水作为连续相 (把

水放在首要位置 ) , 明确了农药微乳剂属于水包油

的微乳液范畴, 是水基化制剂。这与微乳液的定

义较接近。目前公认 的微乳 液的定义 是由

D anie lsson和 L indm an提出的, 即 /微乳液是一个

由水、油两亲性物质 (分子 )组成的、光学上各向同

性、热力学上稳定且经时稳定的外观透明或者近

乎透明的胶体分散体系, 微观上由表面活性剂界

面膜所包覆的一种或两种液体的微滴构成 0 [ 3]
。

但黎金嘉对农药微乳剂的定义略显不足的是没有

定义稀释液的状态 (农药微乳剂不同于一般微乳

液之处在于其可对水稀释, 存在着稀释液形态 ) ,

若与国标定义相结合, 则可形成较完整的农药微

乳剂定义。

农药微乳剂的定义明确了其性质为 /各向同

性的、热力学稳定 0的分散体系。微乳剂在表面活

性剂和助表面活性剂的作用下, 界面张力急剧降

低, 甚至出现瞬间负值, 形成稳定的界面膜, 油分

子向膜内渗透, 导致膜压增大到大于油-水界面张

力, 产生负界面张力。而负界面张力是不可能存

在的,为了达到体系平衡, 体系将自发扩张界面,

导致大量表面活性剂和助表面活性剂混合物吸附

于油-水界面上而使其体积浓度降低, 直至界面张

力恢复至零或微小的正值, 使分散质点分散度增

加, 最终形成更小的液滴,形成微乳液。当分散质

点在热运动下发生碰撞而聚结时, 分散质点变大

又会形成瞬间负界面张力, 使分散质点再次分散

变小,以增大界面积, 使负界面张力消除, 体系又

达到平衡。若微乳液滴有发生聚结的趋势, 则界

面面积缩小, 复又产生负界面张力,从而对抗液滴

聚结,保持微乳液的稳定性。因此, 微乳液是热力

学稳定体系, 分散质点不会聚结, 体系不会分层。

其中助表面活性剂的作用为: 降低界面张力; 增加

界面的柔性, 使界面易于弯曲; 调节亲水亲油平衡

( hydrophile- lipoph ile ba lance, HLB ) 值和界面的自

发弯曲,有效促进微乳液的自发形成。农药微乳

剂是自发形成的, 只要配方合适, 稍加搅动即可形

成,其形成与配方组成有关,而与制备方式无关。

微乳剂的外观为 /单相、透明或半透明的流动

液体0。由于微乳液的分散质点在 10 ~ 100 nm 之

间,远小于可见光的波长 ( 380 ~ 780 nm ) , 因此白

光能透过微乳液, 致使肉眼看上去微乳液的外观

是透明的单相分散体系, 但在微观上却为两相分

散体系, 存在着油珠分散质点。用激光光散射仪

可测定其油珠粒径大小及分布。农药微乳剂外观

有时呈各种颜色, 这是由于其能较强地选择性吸

收某一波长的光, 使该波长的透过光部分变弱, 从

而呈现某种颜色 (如淡黄色到红色 )。每种农药有

效成分都有自己的特征吸收波长, 农药微乳剂中

液滴对某一波长光的吸收主要取决于农药有效成

分的化学结构。

农药微乳剂及其稀释液外观为透明或半透

明,是使用者区分微乳剂与乳油最直观的视觉判

断,无需用仪器检测就能进行。 /单相 0意味着不

分层、无结晶、无液晶、无沉淀、无悬浮物, /流动 0
意味着不出现凝胶和粘稠。粘稠和不流动的农药

制剂常常给使用者带来不便, 因此在微乳剂中添

加增黏剂
[ 4 ]
是不必要的。一般来说, 在农药制剂

中添加增黏剂是为了提高制剂的稳定性, 如悬浮

剂、水乳剂等, 而微乳剂是热力学稳定体系, 无需

再添加增黏剂来提高其稳定性。

针对以上农药微乳剂的概念, 对照来看目前

我国农药市场上的微乳剂品种, 大多数还是比较

规范的, 的确属于微乳剂的范畴, 如阿维菌素

( abam ec tin)微乳剂、高效氯氰菊酯微乳剂 ( beta-

cype rm ethrin)、阿维#达微乳剂等等。但也有少数

品种并不属于微乳剂, 却冠以微乳剂的名称。下

面举几个典型的例子,予以辨析。

20%杀虫单 ( m ono sultap)微乳剂
[ 5]
。杀虫单

为水溶性钠盐, 完全溶于水, 在水中可形成真溶

液,液体制剂只能加工成水剂, 在制剂中不可能存

在油相, 即不可能在水溶液中发现分散质点 (油珠

颗粒 )。

30%吡虫啉 ( im idac loprid)微乳剂 (该品种已

获得农药临时登记 )
[ 6]
。吡虫啉一般溶于极性溶

剂,而不溶于非极性溶剂。但配制农药微乳剂时

一般采用非极性溶剂, 因极性溶剂一般与水互溶,

在水相中很容易析出有效成分结晶, 故通常不用

作农药微乳剂的溶剂。笔者配制的吡虫啉微乳剂

有效成分质量分数仅为 2. 5% , 而 30%的质量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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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则不太可能达到。 30%吡虫啉微乳剂应该是由

大量的极性溶剂组成, 因此该制剂称为可溶液

剂
[ 7]
应更为恰当。由于吡虫啉具有一定的水溶

性,以使用浓度稀释不会影响乳液稳定性, 但 20倍

稀释液的乳液不稳定, 将很快析出吡虫啉结晶。

20%氧乐果 ( om etho ate)无水微乳剂
[ 8]
。氧乐

果是一种溶于水的有机磷农药, 但在水相中又极

易分解。农药微乳剂其实质是一种分散体系, 必

须在体系中存在分散质点, 即通过物理化学的方

法能够测定其体系中的油珠颗粒, 而不是以分子

状态溶解于其中的溶液。所谓 /无水微乳剂 0即互

不相溶的两种液体借助助溶剂和表面活性剂而使

之互溶,该概念与农药微乳剂的概念有较大的差

异。另外, 互不相溶的两种液体不一定以一种分

散质点分散于另一种溶液中, 如配制油剂的溶剂

对有效成分的溶解度都较低, 有时必须加入助溶

剂才能完全溶解,而油剂属于真溶液。

2 农药微乳剂存在问题辨析

微乳剂在我国出现约有 20多年的历史, 但大

量推广应用仅有 5~ 6年的时间。一些专家以微

乳剂需添加较多的表面活性剂、极性溶剂的毒性

以及国外主要研究和推广水乳剂等为由, 认为不

应提倡微乳剂
[ 7, 9, 10 ]

。一种新剂型从发明到推广

应用需要一个过程, 从用户不认识到认可也需要

一定时间, 其间难免会出现各种问题,只要本着实

事求是的科学精神, 认真分析各种问题产生的原

因, 则有关问题将并不难以解决。

2. 1 药效问题

从理论上讲, 农药微乳剂有效成分分散度高,

有利于发挥药效和增强对有害生物靶标表面的渗

透。农药微乳剂因含有相当量的表面活性剂, 用

水稀释后其喷雾液表面张力得到有效降低, 可产

生较小的喷雾液滴, 使其在到达植物叶面后不易

发生反弹; 同时由于较低的表面张力,还使其在植

物表面更易附着、润湿、铺展和渗透。

国外有报道认为农药微乳剂的药效在相同剂

量下一般高于乳油。但也有人认为, 由于微乳剂

中表面活性剂的用量较多, 喷洒到生物体上后不

易破乳,高容量喷雾易导致药液流失等原因, 因而

微乳剂药效反而不及乳油
[ 11]
。但是后一种观点并

未经过相同剂量下同一种农药有效成分的药效对

比试验验证。笔者对相同剂量下同一种农药有效

成分的微乳剂与其他剂型进行的室内毒力测定和

田间药效试验结果显示, 微乳剂的室内毒力和田

间药效均高于乳油和可湿性粉剂
[ 12]
。室内毒力测

定结果表明, 3% 甲氨基阿维菌素 B1a苯甲酸盐

( em am ect in benzoa te )微乳剂对小菜蛾 P lutella

xy lo stella ( L. )的室内毒力是乳油的 1. 5倍, 10%

啶虫脒 ( ace tam iprid)微乳剂对麦蚜 Sitob ion avenae

的室内毒力比乳油高 26%。

但在生产应用中, 用户普遍反映农药微乳剂

的药效不及乳油。笔者认为其原因主要有以下两

方面:

农药微乳剂本身配方的问题。微乳剂作为一

种比较新的农药剂型, 且加工方便, 因此国内许多

农药企业争相投产微乳剂品种, 其中难免有些配

方不规范, 产品质量达不到要求, 甚至以次充好,

致使已投产的农药微乳剂品种总体科技含量不

高,配方不科学, 因而难以保证药效。

使用的技术问题。我国传统的常规喷雾方法

一般是要喷湿植株全株, 直到雾滴滴下为止。而

微乳剂含有比乳油更多的表面活性剂, 润湿性更

好,常规喷雾法会造成比乳油更大的药液流失, 达

不到有效的药剂沉积, 从而使得药效比不上乳油。

换言之, 即目前我国的喷雾方法无法发挥出微乳

剂的优越性。笔者建议在施用农药微乳剂时应采

用低容量或超低容量喷雾, 才能充分发挥微乳剂

有效成分分散度高的特性。

2. 2 表面活性剂用量问题

农药微乳剂中表面活性剂用量比乳油高, 这

是不争的事实。正是由于较高的表面活性剂用

量,才保证了农药微乳剂具有高于乳油的药效。

但有人认为微乳剂的表面活性剂用量一定比乳油

高 2~ 3倍
[ 10 ]

,这就有些言过其实。农药微乳剂中

表面活性剂用量因有效成分的不同而异, 如笔者

配制的 2. 5%吡虫啉、10%啶虫脒、3%甲氨基阿维

菌素 B1a苯甲酸盐、8%氟硅唑 ( f lusilazo le)等品种

的微乳剂,其表面活性剂用量 (质量分数, 下同 )均

低于 15% ,有些甚至与乳油的 10%持平。菊酯类

农药的表面活性剂用量为 17%~ 18% , 而其他大多

数农药品种的用量在 20%左右, 极个别性质较特

殊的有效成分, 如 5%烯唑醇 ( d in iconazo le)微乳剂

中表面活性剂用量也才达到 25%~ 28%。

目前使用的表面活性剂均为配制乳油的乳化

剂,若要进一步减少表面活性剂的用量, 还有待于

开发出高效的、微乳剂专用的表面活性剂。有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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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者以最新的表面活性剂烷基聚糖苷替代传统的

乙氧基化乳化剂, 以助表面活性剂油酸丙三酯代

替醇类,获得了具有较宽的透明温度范围和对环

境更友好的微乳剂
[ 13]
。

2. 3 在微乳剂中加入极性溶剂的问题

一个质量合格的微乳剂产品, 除了加入促进

形成微乳的助表面活性剂外 (有些农药有效成分

可以不加助表面活性剂也能形成微乳剂 ) , 一般不

应再添加极性有机溶剂如二甲基甲酰胺、二甲基

亚砜、N-甲基吡咯烷酮等。除了因这些极性有机

溶剂易促使有效成分很快析出结晶外, 还因为随

着大量极性溶剂的加入, 水所占的比例必定减少,

该制剂就成为了油包水型微乳剂, 而不是本文所

定义的水包油型微乳剂。

根据笔者的研究结果, 以乙醇作为助表面活

性剂毒性低, 成本低廉, 能有效提高微乳剂的浊

点, 可增大对原药的溶解, 降低微乳剂的黏度, 提

高制剂的流动性。在 5%啶虫脒微乳剂和 8%氟硅

唑微乳剂中, 以乙醇作为助表面活性剂比用其他

醇类电导活化能更高, 微乳剂更稳定
[ 14 ]
。

2. 4 国外对微乳剂的研究开发问题

尽管跨国农药公司尚未在我国进行农药微

乳剂的登记, 但国外很多公司也一直在开展微

乳剂剂型的相关研究。已报道的农药微乳剂品

种有: 有机 氯类的 硫丹 ( endo sulfan )
[ 15]

; 有机

磷类的 10% 二 嗪 磷 ( d iaz inon )
[ 16]
、毒 死 蜱

( chlo rpy rifo s)
[ 17]
、三唑磷 ( triazopho s)

[ 15]
、对氧磷

( parao xon )
[ 18]
、马拉硫 磷 ( m a la th ion )、对硫磷

( parathion )、乙拌磷 ( disulfo ton )
[ 19]

; 氨基甲酸

酯类的 10% 苯 氧 威 ( fenoxy carb )
[ 20]
、甲 萘 威

( carba ry l )
[ 21]

; 菊 酯 类 的 10% 氟 氰 戊 菊 酯

( f lucy thrina te)
[ 22]
、溴氰菊酯 ( de ltam ethrin )

[ 23 ]
、氯

氰菊酯 ( cyperm ethrin)
[ 24]
以及氯菊酯 ( perm ethrin)

和胺菊酯 ( tetram ethrin )混合微乳剂
[ 21 ]
、氯菊酯

和氯氰菊 酯 混 合微 乳 剂
[ 25]
、10% 苯 醚 菊 酯

( pheno thr in)微乳剂、10%苯醚菊酯 #右旋烯丙菊

酯 (d-a lle th rin)微乳剂
[ 26 ]

, 右旋烯丙菊酯、氯菊酯、

胺菊酯以及胡椒基丁醚混合微乳剂
[ 27, 28 ]

; 阿

维菌素
[ 15]

; 昆 虫 生 长调 节 剂 类 的烯 虫 乙 酯

( hy droprene)
[ 29 ]

;杀螨剂三氯杀螨醇 ( dico fo l)
[ 29]
、

30% 乐杀螨 ( b inapacry l) ; 杀菌剂氯苯嘧啶醇

( fenarim o l)
[ 30 ]

;除草剂类的氟乐灵 ( tr if lura lin )
[ 29 ]

微乳剂以及野燕枯 ( difenzoquat)和 2, 4-滴丁酯

( 2, 4-D buty late)混合微乳剂
[ 31 ]
等。此外, 水分驱

除剂碳化二亚胺与特殊的溶剂-乳化剂聚合体在缓

冲液中形成的结合物可用以制备稳定的双甲脒

( am itraz)和磺酰脲类微乳剂
[ 32]
。

国外在微乳剂研究方面卓有成效的农药公司

有:德国 H oechst公司, 法国 Rho ne-Pou lenc公司,

瑞士 C iba-G eigy公司, 日本北兴化学、三菱油化和

U be工业公司, 美国 Isp Inv estim ents公司等。这些

公司申请了大量的农药微乳剂专利, 如 DE 3624910、

DE 3707711、EP 371212、EP 388122、EP 432062、

EP 533057、EP 648414、U S 5106410、U S 4824663、

U S 5298529、U S 5338762、U S 5045311、W O 906681

等等
[ 19 ]
。

此外, 有些农药公司还公布了一些微乳剂的

专用乳化剂专利。如 1994年的美国专利
[ 33 ]
报道

了用两种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组合配制三唑类杀

菌剂微乳剂。H obbs公司申请的专利
[ 34]
中公开了

一种由脂肪醇环氧乙烷加合物、油溶性磺酸盐和

聚氧乙烯的混合物组成的微乳专用乳化剂。

1984年日本一家公司利用阴离子表面活性剂和非

离子表面活性剂混配得到除草、杀虫和杀菌剂的

微乳专用乳化剂。美国 H o rton公司也公开了制造

微乳剂的专用乳化剂
[ 19]
等等。

2. 5 农药微乳剂的质量问题

2. 5. 1 透明温度范围较窄  一般农药微乳剂以
非离子型表面活性剂配制, 在水溶液中存在着表

面活性剂对温度比较敏感
[ 35 ]
的浊点问题, 即透明

温度上限; 对有些不溶于常规有机溶剂的有效成

分,则存在着低温稳定性问题, 即透明温度下限。

一个质量优良的微乳剂应该具有较宽的透明温度

范围 ( - 5e ~ 60e ) , 才能保证其在 2年的有效期

内,在任何季节、任何时间均能保持微乳剂外观透

明。

2. 5. 2 乳液不稳定问题  在一定浓度范围内 [一

般要求大于表面活性剂的临界胶束浓度 ( critica l

m ice lle concentration, CM C )值 ] , 农药微乳剂应可

以以任何比例对水稀释, 乳液稳定, 外观保持清澈

透明。笔者研究发现, 大多数农药品种的微乳剂

乳液非常稳定, 但对一些有效成分理化性状较特

殊者, 如三唑类杀菌剂, 则乳液不稳定问题比较突

出。

乳液不稳定, 即微乳油珠在稀释后的微乳液

中很快破乳,析出结晶或油层, 乳液变浑浊或出现

悬浮物。在田间使用中, 微乳剂乳液不稳定会严

重影响药液在靶标上的沉积和粘着, 析出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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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可堵塞喷头,进而影响药效或产生药害。

目前已经发现乳液不稳定的农药微乳剂品

种有烯 唑 醇、三 唑 酮 ( triad im efon )、氟 铃 脲

( hexa f lum uron)
[ 36 ]
、戊唑醇 ( tebuconazo le)、氟虫腈

( f ipron il)、溴虫腈 ( ch lo rfenapy r)等。其中已完全

解决稳定性问题的微乳剂有三唑酮、氟铃脲; 解决

得较好的有烯唑醇、戊唑醇; 有待于解决或难以解

决的有溴虫腈 (包括 10%除尽悬浮剂 )、氟虫腈等。

2. 5. 3 微乳剂的用水问题  微乳剂以水为连续

相, 因此对水质的影响应给予充分重视。一般认

为配制微乳剂以蒸馏水为佳
[ 37 ]
。但在 5%烯唑醇

微乳剂中, 用自来水配制反而比用蒸馏水配制的

低温稳定性要好
[ 38]
。在 10%阿维 #哒微乳剂中,

用蒸馏水和 1 026 m g /L 硬水配制时阿维菌素的

分解率较高。根据笔者的研究结果, 用自来水配

制的某些微乳剂油珠粒径更小, 分布更窄, 微乳剂

更稳定
[ 14]
。

采用各种不同水质的水进行配制对微乳剂的

理化性状有一定的影响, 一个质量优良的微乳剂

配方,应综合考虑各种影响因素,使之有较宽的适

应性,在不同水质情况下配制的微乳剂理化性状

均应保持稳定。我国各地水质不一样, 若一味强

调用蒸馏水或去离子水配制, 不但会增加企业的

成本,而且较为不便。所以制剂工作者为企业研

制的微乳剂配方应适合当时当地最适宜的水质,

一般应首先考虑以自来水配制微乳剂。

农药微乳剂定义为水包油的微乳液, 所以应

达到一定的用水量, 一般水的质量分数应在 30%

以上
[ 39]
。若用水量太少,则成为油包水的微乳液,

和乳油没有什么区别, 对保护环境亦没有意义。

3 微乳剂与水乳剂的比较

微乳剂和水乳剂是液体制剂的两种分散体

系, 微乳剂是微乳液体系, 水乳剂是乳状液体系。

有人认为因微乳剂存在着诸多问题而应大力发展

水乳剂,限制微乳剂的发展
[ 9, 10]
。笔者则认为, 一

种新剂型的形成与发展, 不仅与其自身的特点有

关, 还应符合相应的国情, 应该本着实事求是的科

学态度,全面比较微乳剂与水乳剂的优缺点, 从而

作出正确的判断。

3. 1 药效
微乳剂油珠粒径为纳米级, 有效成分分散度

高,而水乳剂油珠粒径为微米级 (约 1 ~ 2 Lm )。

微乳剂粒径小, 易于对靶标产生渗透, 因此从药效

来看, 微乳剂应优于水乳剂。就目前的国情而言,

药效较好的剂型更易于被用户接受, 这也是微乳

剂目前在我国发展较快的原因之一。

3. 2 外观

微乳剂为透明或半透明的液体, 对水稀释后

的稀释液也是透明的, 流动性与乳油接近, 使用方

便;而水乳剂为乳白色的粘稠液体, 其稀释液与乳

油接近, 也是乳白色, 制剂较粘稠,倾倒性较差, 有

沾壁现象,易造成药液浪费, 使用上不如微乳剂方

便。

3. 3 配方组成

微乳剂主要由有效成分、表面活性剂、助表面

活性剂、水等组成, 而水乳剂主要由有效成分、表

面活性剂、增黏剂、水等组成。两者的区别为微乳

剂需添加助表面活性剂, 水乳剂则含有增黏剂。

另外, 微乳剂的表面活性剂用量较大, 而水乳剂用

量较少。有专家认为, 有些助表面活性剂与二甲

苯毒性相当
[ 9 ]

, 但事实上若以乙醇作为助表面活

性剂, 其毒性远小于二甲苯 [乙醇的急性毒性为微

毒级, LD 50 > 5 000 m g /kg, 而二甲苯的 LD 50值为

1 364 m g /kg (小鼠静脉 ) , 属于低毒 ]。

3. 4 经时稳定性

微乳剂为热力学稳定体系, 只要配方合适, 可

自动形成,且经时稳定; 而水乳剂为热力学不稳定

体系, 必须借助外力及增黏剂来增加制剂的稳定

性,提高其物理稳定性比微乳剂要困难。

3. 5 制剂加工工艺
微乳剂加工工艺简单, 可节约生产设备投资

(可以直接使用乳油的生产线 ) , 流动性好,易于包

装;水乳剂加工工艺比微乳剂复杂, 需要依靠剪切

机等外力的作用以形成均相的乳状液, 制剂较粘

稠,包装不便。

3. 6 原料成本

微乳剂的助表面活性剂和表面活性剂用量比

水乳剂的增黏剂和表面活性剂用量大, 原料成本

高于水乳剂。

3. 7 农药登记品种

截止 2004年, 在我国登记的农药微乳剂品

种有183个, 水乳剂品种为 118个; 到 2005年底,

登记的微乳剂品种为 263个, 水乳剂品种为

183个
[ 9]
。从农药登记的发展势头来看, 微乳剂要

快于水乳剂,具有较好的市场发展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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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纪要#

第 39届国际食品法典农药残留委员会 ( CCPR)会议在京召开

  2007年 5月 7日,第 39届国际食品法典农药

残留委员会 ( CCPR )会议在京召开。农业部范小

建副部长、世界卫生组织驻华代表贝汉卫先生出

席了开幕式并致辞。会议重点讨论了食品和饲料

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M RL s)的草案与建议草案、

食品与饮料法典分类修订建议草案、农药残留分

析方法目录修订建议草案、农药残留分析方法以

及制定 M RL s优先考虑的农药名单等内容。

本次会议是我国担任 CC PR主持国后首次组

织该委员会会议,由农业部农药检定所具体承办。

来自 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 200多名代表参加了会

议。联合国粮农组织及世界卫生组织官员、阿根

廷驻华大使、摩洛哥驻华大使、格鲁吉亚卫生部副

部长、国家工商总局副局长刘凡、国家食品药品监

管局副局长惠鲁生、国家标准委副主任张健伟及

外交部、科技部、商务部、卫生部、国家质量监督检

验检疫总局、国家环境保护总局等相关部委的领

导出席了开幕式。中国代表团由来自农业部、卫

生部、商务部、国家质检总局、国家食品药品监管

局等部门的代表组成。会议的召开对于推进我国

农产品农药残留标准建设、促进农产品质量安全

工作、保障老百姓饮食健康具有一定的促进作用,

同时对保障我国农产品进出口具有推动作用。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 CAC )是负责实施联合

国粮农组织 ( FAO )和世界卫生组织 (W HO )联合

食品标准计划的政府间国际组织, 被世界贸易组

织 (W TO )确认为 3个农产品及食品国际标准化

机构之一, 食品法典标准被认可为国际农产品及

食品贸易仲裁的依据。CCPR是 CAC下属的 10个

综合主题委员会之一, 也是 CAC重点关注的委员

会,其制定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几乎涉及所有的

种植、养殖农产品及其加工制品。我国于 2006年

申请成为 CCPR主持国, 秘书处设在农业部农药

检定所内。担任 CC PR主持国对于进一步提高我

国在国际食品法典农药残留限量制定中的参与

度,实现在国际规则制定中由被动执行到主动制

定的角色变化, 推进我国农业标准化建设, 保障农

产品安全等都将起到积极作用。

(潘灿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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