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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书书

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Ｂ和附录Ｄ为规范性附录，附录Ａ和附录Ｃ为资料性附录。

本标准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负责起草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上海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本标准参加起草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广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华人民共和国辽宁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山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华人民共和国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孙敦伟、蒋海宁、翟翠萍、陈伟、牛增元、梁鸣。

本标准系首次发布的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

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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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口农药检验规程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进口农药的报检申报材料、抽样、登记资料的备案、检验、合格评定、检验证书复议有

效期限和检验留样保存期限。

本标准适用于进口农药的包装与标签的查验、抽样、登记资料的备案、理化性能和安全性能的检验、

合格评定以及复议。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６０５　商品农药采样方法

ＧＢ１２４７５—２００６　农药贮运、销售和使用的防毒规程

ＧＢ／Ｔ１５０００．４　标准样品工作导则（４）　标准样品证书和标签的内容

ＧＢ／Ｔ１５０００．８　标准样品工作导则（８）　有证标准样品的使用

ＧＢ２０８１３　农药产品标签通则

农药规范发展和使用手册（ＦＡＯ／ＷＨＯ，第一版）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允许偏差；

　　公差　狋狅犾犲狉犪狀犮犲

有效成分含量发生偏差的允许限度。在一些国家被称为检定限值。

３．２

　　标签　犾犪犫犲犾

在直接与农药和其外包装（如果有的话）接触的容器上的文字或图案信息。

３．３

　　标示内容　犾犪犫犲犾犾犲犱

农药标签上的强制性标示内容、允许免除标示内容和推荐性标示内容。

３．４

　　强制性标示内容　狀犲犮犲狊狊犪狉狔犾犪犫犲犾犾犲犱

法规或标准中要求商品农药标签必须标示的基本内容。

３．５

　　日期标识　犱犪狋犲

生产日期、有效期或保质期或保存期。

３．６

　　批　犾狅狋；犫犪狋犮犺

分为商品批和生产批。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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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６．１

　　商品批　犾狅狋

按一定采样方案进行采样的物料总量，它可由若干交货批、生产批或采样单元组成。

３．６．２

　　生产批　犫犪狋犮犺

一定量的物料，这可以是一个采样单元，或者假定其制造或生产条件相同而归在一起的若干个采样

单元。

通过一系列操作生产出来的有一定数量的（均质）产品。

３．７

　　批号　犾狅狋狀狌犿犫犲狉；犫犪狋犮犺狀狌犿犫犲狉

对于同一批次的产品，由生产或加工者用批号标示。

批号编制的原则是：

ａ）　对周期性生产流程的工艺，将生产、加工和存放条件相同的一个工艺周期生产得到的物料视为

一批；

ｂ）　对连续性生产流程的工艺，视一个班次生产得到的物料为一批。

３．８

　　有证标准样品　犮犲狉狋犻犳犻犲犱狉犲犳犲狉犲狀犮犲犿犪狋犲狉犻犪犾；犆犚犕

附有证书的标准样品，其一种或多种特性值用建立了溯源性的程序确定，使之可溯源到准确实现的

用于表示该特性值的计量单位，而且每个标准值都附有给定置信水平的不确定度。

有证标准样品来源：有效成分的生产商，或出售标准物质的标准机构或公司。

３．９

　　合格评定程序　犮狅狀犳狅狉犿犻狋狔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狆狉狅犮犲犱狌狉犲狊

对被检样品，按规定的技术法规、标准和认可规格进行合格评定的有关规则和程序。

３．１０

　　合格评定　犮狅狀犳狅狉犿犻狋狔犪狊狊犲狊狊犿犲狀狋

与产品、过程、体系、个人或机构有关的规定要求得到满足的证实。

４　报检申报材料

进口农药报检时，需提供：

合同或定购单、装箱单、发票、提货单、海关报关单、农药登记证、进口农药登记证明（为一证一批）、

登记认可的标签中英文样本和国外厂检证的副本。

５　抽样

５．１　抽样前的查验

在抽样前，应首先进行标识和包装的查验和审核。经查验，符合标签规定要求的农药，再按标准规

定实施扦取样品；不符合标签规定要求或包装破损的农药，应暂缓实施扦取样品。

５．２　标签／标识和包装的查验

５．２．１　进口农药外包装上应具有：符合其备案登记时的、完整清晰的、包含ＧＢ／Ｔ１６０５和ＧＢ２０８１３中

所规定应明示要素的标签标识。并且，应包装完好无损。

５．２．２　授权检验机构在取样前，应认真查验外包装上的标签及标签中应具有的诸要素（参见附录Ａ）。

５．２．３　对于无标签或标签不明晰、不完整的进口农药，授权检验机构在取样前应及时取证，并按国家相

关法律法规予以查封及处理。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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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　抽样的实施

５．３．１　农药是有毒化学品，采样中要注意安全事项。

５．３．２　采样的一般原则：

ａ）　根据实际情况，可采取批次采样或（和）随机采样原则；

ｂ）　采样实施前，样品要均匀；

ｃ）　采样的件数，应符合ＧＢ／Ｔ１６０５规定要求；

ｄ）　采样中，要确保所采样品的代表性；

ｅ）　样品份数，要满足检验样、仲裁样和存（留）样的规定要求；

ｆ）　采样记录，应按ＧＢ／Ｔ１６０５中要求。

５．４　抽取样品的包装和标识

５．４．１　包装

抽取样品装入符合要求的样品瓶（袋）后，应进行密封，样品瓶（袋）外表面应整洁，便于标识直接粘

贴在样品瓶（袋）的表面。

５．４．２　标识

标识应直接粘贴在样品瓶（袋）的表面。标识内容至少应包括：

ａ）　产品名称；

ｂ）　生产日期或（和）批号；

ｃ）　采样日期；

ｄ）　采样人员签名。

６　登记资料的备案

６．１　对于用于法定强制检验商品的品质规格，应与其备案登记时的品质规格相一致。

６．２　作为农药官方检验合格评定的重要依据，所有农药进口／生产商，均应在首次进口该农药时，向检

验机构提供最新、有效备案认可的品质相关资料副本，以作为官方检验合格评定的依据；如遇更新，应及

时提供新的有效副本。

６．３　检验机构相关部门，应建立包括以下资料的档案：

ａ）　有效的农药登记证明；

ｂ） 登记认可的标签中英文样本；

ｃ） 产品规格和相关检验依据；

ｄ） 安全性数据手册（ＭＳＤＳ）；

ｅ） 国外的厂检证（ＣＯＡ）；

ｆ） 满足ＧＢ／Ｔ１５０００．８要素的有证标准样品（ＣＲＭ）。

７　检验

７．１　检验项目

必检项目：外观查验，包装和标签检验，登记规格审核，以及有效成分检测。

选检项目：理化性能和安全性能检验。

７．２　标准样品

应采用有证标准样品（ＣＲＭｓ），以确保测量的可靠性和溯源性（详见附录Ｂ）。

７．３　检验标准

７．３．１　检验标准种类

大体可分为四种类型：有效成分的鉴别和含量测试、理化性能测试（含取样方法）和杂质测试（如：

ＣＩＰＡＣＭＴ方法）、纯品制备（如：ＣＩＰＡＣＰＰ方法），以及试剂配制（如：ＣＩＰＡＣＲＥ方法）。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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７．３．２　有效成分含量检验方法

优先采用ＣＩＰＡＣ方法和登记证备案认可的方法，以使检验结果符合登记规格。

７．３．３　理化性能检验方法

以ＣＩＰＡＣＭＴ方法（参见附录Ｃ）、国家标准或备案登记品质规格中的认可方法为准。

８　合格评定

８．１　合格评定依据：

ａ）　登记备案认可规格、农药登记证和标签标识规格的一致；

ｂ）　检验适用标准；

ｃ）　制剂：ＦＡＯ／ＷＨＯ允许公差范围；（详见附录Ｄ）

ｄ）　原药：不低于登记／标示规格。

８．２　评定语：

ａ）　“合格”或“不合格”；

ｂ）　“本批货物的……符合／不符合登记规格（农药登记证号：……）”。

９　检验证书复议有效期限和检验样品保存期限

合格证书的复议有效期和检验样品保存期限为：自出具证书之日起１８０ｄ；

不合格证书的复议有效期和检验样品保存期限为：自出具证书之日起３６０ｄ。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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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犃

（资料性附录）

农药标签应标注的基本内容

犃．１　基本内容

犃．１．１　产品的名称、含量及剂型。

犃．１．２　产品的批准证号指农药登记证号（或临时农药登记证号）。

犃．１．３　批号。

犃．１．４　净含量。

犃．１．５　产品的质量保证期。

犃．１．６　生产者的名称和地址。

犃．１．７　毒性标识。

犃．１．８　农药类别的特征颜色标志带。

注：毒性标识，在我国ＧＢ３７９６中为强制性条款，因此：

１）　在中外文标签中为强制性检测项目；

２）　在进出口农药的外文标签中，因各国法规的差异，表述方式会有差异（见 Ａ．３）。但在相关的“安全性手册

（ＭＳＤＳ）”中必有详细描述。

犃．２　质量保证期的识别

可有三种表达形式：

ａ）　注明生产日期（或批号）和质量保证期；

ｂ）　注明产品批号和有效日期；

ｃ）　注明产品批号和失效日期。

注：分装产品的标签上应分别注明产品的生产日期和分装日期，其质量保证期执行生产企业规定的质量保证期。

犃．３　毒性标志

犃．３．１　按 ＷＨＯ农药毒性分级（ＴｈｅＷＨＯ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ｂｙｈａｚａｒｄａｎｄ

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ｔｏ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８—１９９９．ＷＨＯ，Ｇｅｎｅｖａ．１９９８），为５级：

ａ）　Ⅰａ　　 （剧毒，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ｂ）　Ⅰｂ （高毒，Ｈｉｇｈｌｙ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ｃ）　Ⅱ （中等毒，Ｍｏｄｅｒａｔｅｌｙ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ｄ）　Ⅲ （低毒，Ｓｌｉｇｈｔｌｙｈａｚａｒｄｏｕｓ）；

ｅ）　Ｕ （微毒，Ｕｎｌｉｋｅｌｙｔｏ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ｃｕｔｅｈａｚａｒｄ）。

犃．３．２　按ＧＢ１２４７５—２００６中表１规定，农药毒性分级为５级：

ａ）　Ⅰａ级　（剧毒）；

ｂ）　Ⅰｂ级 （高毒）；

ｃ）　Ⅱ级 （中等毒）；

ｄ）　Ⅲ级 （低毒）；

ｅ）　Ⅳ级 （微毒）。

注１：ＷＨＯ的农药毒性分级和ＧＢ１２４７５—２００６的农药毒性分级，虽均为５级，但两者分级的ＬＤ５０范围并不等同。

注２：上述两种农药毒性分级体系，均与按联合国《化学品分类及标记全球协调制度（ＧＨＳ）》危险性分类所制定的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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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Ｂ２０５９２—２００６《化学品分类、警示标签和警示性说明　安全规范　急性毒性》中的急性毒性危害分类（５个

类别），同为五级分类。但在ＬＤ５０／ＬＣ５０值范围上并不等同。

犃．３．３　按欧盟ＥＵ指令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７９／８３１／ＥＥＣ和９２／３２／ＥＥＣ中分类法，农药急性毒性表示如下：

ａ）　Ｔｔ　　　　极毒（Ｖｅｒｙｔｏｘｉｃ）；

ｂ） Ｔ 有毒（Ｔｏｘｉｃ）；

ｃ） Ｘｈ 有害的（Ｈａｒｍｆｕｌ）；

ｄ） Ｘｉ 刺激的（Ｉｒｒｉｔａｎｔ）；

ｅ） Ｎ 危害环境（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ｆｏｒ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ｆ） （无表述） 无需表述（Ｎｏｎｅｒｅｑｕｉｒｅｄ）。

注：按欧盟ＥＵ指令 Ｄｉｒｅｃｔｉｖｅ６７／５４８／ＥＥＣ中，化学危害性符号（ｃｈｅｍｉｃａｌｈａｚａｒｄｓｙｍｂｏｌ）和（或）代号（ｃｏｄｅ），共

１４个符号和１３个代号：

ａ）　Ｅ　　　　 爆炸物（Ｅｘｐｌｏｓｉｖｅｓ）；

ｂ） Ｆ＋ 极易燃的（Ｅｘｔｒｅｍｅｌｙｆｌａｍｍａｂｌｅ）；

ｃ） Ｔ＋ 极毒（Ｖｅｒｙｔｏｘｉｃ）；

ｄ） Ｘｈ 有害的（Ｈａｒｍｆｕｌ）；

ｅ） Ｘｉ 刺激物（Ｉｒｒｉｔａｎｔｓ）；

ｆ） Ｃａｒｃ． 致癌物（Ｃａｒｃｉｎｏｇｅｎｓ）；

ｇ） Ｒｅｐｒ． 生殖有毒（Ｔｏｘｉｃｆｏｒｒｅｐｒｏｄｕｃｔｉｏｎ）；

ｈ） Ｎ 危害环境的（Ｄａｎｇｅｒｏｕｓｆｏｒｔｈｅ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ｉ） Ｏ 氧化剂（Ｏｘｉｄｉｚｉｎｇａｇｅｎｔ）；

ｊ） Ｆ 高易燃的（Ｈｉｇｈｌｙｆｌａｍｍａｂｌｅ）；

ｋ） Ｔ 有毒的（Ｔｏｘｉｃ）；

ｌ） Ｃ 腐蚀性的（Ｃｏｒｒｏｓｉｖｅ）；

ｍ）Ｓｅｎｓｉｔｉｚｅｒｓ 致敏物；

ｎ） Ｍｕｔ． 致突变物（Ｍｕｔａｇｅｎｓ）。

犃．３．４　按美国环保署（ＥＰＡ）文件“ＥＰＡ３５Ｂ０３００１０８／２００３”中分为四类：

ａ）　Ⅰ类（ＣａｔｅｇｏｒｙⅠ）　　危险（Ｄａｎｇｅｒ）；

ｂ） Ⅱ类（ＣａｔｅｇｏｒｙⅡ） 警告（Ｗａｒｎｉｎｇ）；

ｃ） Ⅲ类（ＣａｔｅｇｏｒｙⅢ） 注意（Ｃａｕｔｉｏｎ）；

ｄ） Ⅳ类（ＣａｔｅｇｏｒｙⅣ） 注意／表示与否随意（Ｃａｕｔｉｏｎ／Ｏｐｔｉｏｎａｌ）。

犃．４　我国的农药类别特征色标带

ａ）　除草剂为“绿色”；

ｂ）　杀虫（螨、软体动物）剂为“红色”；

ｃ）　杀菌（线虫）剂为“黑色”；

ｄ）　植物生长调节剂为“深黄色”；

ｅ）　杀鼠剂为“蓝色”。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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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犅

（规范性附录）

有证标准样品

犅．１　有证标准样品提供和使用的依据

《农药规范发展和应用手册》中附件Ｂ、ＧＢ／Ｔ１５０００．８、ＧＢ／Ｔ１５０００．４。

犅．２　有证标准样品的来源和提供

有证标准样品的供应有两个来源：该有效成分的生产商，或出售标准样品的标准机构或公司。

按《农药规范发展和应用手册》进行官方检验，进口／生产该农药的登记公司，有义务应提供有证标

准样品供官方检验。

犅．３　有证标准样品证书和标签的内容

有证标准样品（ＣＲＭｓ）证书和标签的内容，应符合《农药规范发展和应用手册》和ＧＢ／Ｔ１５０００．４中

要求。

犅．３．１　有证标准样品证书的内容

ＣＲＭ证书中应明示：

———标准样品的名称；

———标准样品的生产者或研制单位；

———该标准样品的编号和批号；

———建议的存储条件。

犅．３．２　有证标准样品标签的内容

ＣＲＭ标签上应明示：

———标准样品的名称；

———标准样品的生产者或研制单位；

———标准样品的编号和批号；

———相关的健康和安全警示。

注：标准值不强制性要求明示，以防止在没有研究证书中信息的情况下使用标准样品。

７

犛犖／犜２４２１—２０１０

食品伙伴网http://www.foodmate.net



附　录　犆

（资料性附录）

犆犐犘犃犆方法中常用的“犕犜方法”分类汇总（卷犃—犓）

犆．１　安全性能试验

犆．１．１　闪点（Ｆｌａｓｈｐｏｉｎｔ）　　　　　　　　　　　　　 ＭＴ１２　　　　　　　　　　

ａ）　Ａｂｅｌ方法 ＭＴ１２．１ Ｖｏｌ．Ｆ／ｐ．３１

ｂ）　Ｔａｇ闭杯测试仪 ＭＴ１２．２ Ｖｏｌ．Ｆ／ｐ．３７

ｃ）　ＰｅｎｓｋｙＭａｒｔｅｎｓ闭杯测试仪 ＭＴ１２．３ Ｖｏｌ．Ｆ／ｐ．４０

犆．１．２　冷冻混合物（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Ｍｉｘｔｕｒｅｓ） ＭＴ１４

ａ）　（５±１）℃ ＭＴ１４．１ Ｖｏｌ．Ｆ／ｐ．４４

ｂ）　（１０±１）℃ ＭＴ１４．２ Ｖｏｌ．Ｆ／ｐ．４４

犆．１．３　冰点，凝固点（Ｆｒｅｅｚ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ＭＴ１ Ｖｏｌ．Ｆ／ｐ．３

犆．１．４　二硫代氨基甲酸盐（酯）类自发 ＭＴ８４．１ Ｖｏｌ．Ｆ／ｐ．２１８

着火的点火评估试验

犆．１．５　熔点（Ｍｅｌｔｉｎｇｐｏｉｎｔ） ＭＴ２ Ｖｏｌ．Ｆ／ｐ．５

犆．１．６　无机油矿物油的倾点（Ｐｏｕｒｐｏｉｎｔ） ＭＴ１３９ Ｖｏｌ．Ｆ／ｐ．３３１

犆．２　贮存稳定性

犆．２．１　液体制剂在０℃下的稳定性 ＭＴ３９

ａ）　乳化浓溶液和溶液 ＭＴ３９．１ Ｖｏｌ．Ｆ／ｐ．１２８

ｂ）　水溶液 ＭＴ３９．２ Ｖｏｌ．Ｆ／ｐ．１２９

犆．２．２　加速贮存稳定性测试 ＭＴ４６

ａ）　一般方法 ＭＴ４６．１ Ｖｏｌ．Ｆ／ｐ．１４９

ｂ）　特殊方法 ＭＴ４６．２ Ｖｏｌ．Ｆ／ｐ．１５１

ｃ）　相结合的方法 ＭＴ４６．３ Ｖｏｌ．Ｊ／ｐ．１２８

犆．３　相关杂质

犆．３．１　水分测试 ＭＴ３０

ａ）　ＫａｒｌＦｉｓｃｈｅｒ方法 ＭＴ３０．１ Ｖｏｌ．Ｆ／ｐ．９１

ｂ）　Ｄｅａｎ和Ｓｔａｒｋ方法（甲苯蒸馏法） ＭＴ３０．２ Ｖｏｌ．Ｆ／ｐ．９３

ｃ）　非水“快速”法（Ｆｒｅｅｗａｔｅｒ“ｓｐｅｅｄｙ”ｍｅｔｈｏｄ） ＭＴ３０．３ Ｖｏｌ．Ｆ／ｐ．９４

ｄ）　丙酮溶液中的水 ＭＴ３０．４ Ｖｏｌ．Ｆ／ｐ．９５

ｅ）　使用无吡啶试剂的ＫａｒｌＦｉｓｃｈｅｒ方法 ＭＴ３０．５ Ｖｏｌ．Ｊ／ｐ．１２０

犆．３．２　溶解物

ａ）　丙酮中的溶解物 ＭＴ５

１）　热溶解 ＭＴ５．１ Ｖｏｌ．Ｆ／ｐ．２１

２）　室温下溶解 ＭＴ５．２ Ｖｏｌ．Ｆ／ｐ．２２

ｂ）　三氯甲烷中的溶解物 ＭＴ８７

１）　热溶液 ＭＴ８７．１ Ｖｏｌ．Ｆ／ｐ．２２１

２）　冷溶液 ＭＴ８７．２ Ｖｏｌ．Ｆ／ｐ．２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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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正己烷中的溶解性 ＭＴ６ Ｖｏｌ．Ｆ／ｐ．２２

ｄ）　有机溶剂中溶解性 ＭＴ１８１ Ｖｏｌ．Ｈ／ｐ．３１４

ｅ）　甲苯中溶解的物质 ＭＴ９０ Ｖｏｌ．Ｆ／ｐ．２２２

ｆ）　二硝基化合物在碱中不溶的盐和物质的溶解性 ＭＴ１０８

１）　铵盐 ＭＴ１０８．１ Ｖｏｌ．Ｆ／ｐ．２６２

２）　钠盐 ＭＴ１０８．２ Ｖｏｌ．Ｆ／ｐ．２６２

３）　三乙醇铵盐 ＭＴ１０８．３ Ｖｏｌ．Ｆ／ｐ．２６３

ｇ）　水中溶解物 ＭＴ９ Ｖｏｌ．Ｆ／ｐ．２６

犆．３．３　不溶物

ａ）　在乙醇中的溶解性 ＭＴ７

１）　热溶液 ＭＴ７．１ Ｖｏｌ．Ｆ／ｐ．２３

２）　室温下溶液 ＭＴ７．２ Ｖｏｌ．Ｆ／ｐ．２４

ｂ）　在丙酮中不溶物 ＭＴ２７ Ｖｏｌ．Ｆ／ｐ．８８

ｃ）　在氢氧化钠中溶解性 ＭＴ７１

１）　苯氧基链烷酸类除草剂 ＭＴ７１．１ Ｖｏｌ．Ｆ／ｐ．２００

２）　甲氧基甲酚（ｃｒｅｓｏｌｓ） ＭＴ７１．２ Ｖｏｌ．Ｆ／ｐ．２００

３）　（腈类除草剂）溴苯腈 ＭＴ７１．３ Ｖｏｌ．Ｆ／ｐ．２０１

（ｂｒｏｍｏｘｙｎｉｌ）和碘苯腈（ｉｏｘｙｎｉｌ）

ｄ）　在三醇胺中溶解性 ＭＴ７６ Ｖｏｌ．Ｆ／ｐ．２０７

ｅ）　水中不溶物 ＭＴ１０ Ｖｏｌ．Ｆ／ｐ．２７

１）　样品的热溶液 ＭＴ１０．１

２）　样品的冷溶液 ＭＴ１０．２

３）　水不溶的粗粒物质 ＭＴ１０．３

４）　农药水溶液中不溶性物质 ＭＴ１０．４

ｆ）　二甲苯中不溶物 ＭＴ１１ Ｖｏｌ．Ｆ／ｐ．３０

ｇ）　煤油中不溶物 ＭＴ８ Ｖｏｌ．Ｆ／ｐ．２５

ｈ）　庚烷（Ｃ７）中不溶物 ＭＴ１０１ Ｖｏｌ．Ｆ／ｐ．２５５

ｉ）　二氯二氟甲烷中不溶物 ＭＴ１６ Ｖｏｌ．Ｆ／ｐ．５２

ｊ）　油不溶物 ＭＴ３５ Ｖｏｌ．Ｆ／ｐ．１０８

犆．３．４　在取代苯基脲除草剂杂质的测定和鉴别 ＭＴ１４２ Ｖｏｌ．Ｆ／ｐ．３３６

犆．４　物理性能

犆．４．１　密度

ａ）　堆积密度（松密度） ＭＴ１８６ Ｖｏｌ．Ｋ／ｐ．１５１

ｂ）　颗粒制剂的粉尘含量和表观密度 ＭＴ５８

１）　取样 ＭＴ５８．１ Ｖｏｌ．Ｆ／ｐ．１７３

２）　制样 ＭＴ５８．２ Ｖｏｌ．Ｆ／ｐ．１７３

３）　在无压力下堆积后的表观密度 ＭＴ５８．３ Ｖｏｌ．Ｆ／ｐ．１７５

ｃ）　颗粒物质的倾倒和堆积密度

（Ｐｏｕｒ＆ｔａｐｄｅｎｓｉｔｙ） ＭＴ１５９ Ｖｏｌ．Ｆ／ｐ．３９０

ｄ）　比重和密度（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ｇｒａｖｉｔｙ＆ｄｅｎｓｉｔｙ） ＭＴ３

１）　（液体）比重计方法

（Ｈｙｄｒｏｍｅｔｅｒｍｅｔｈｏｄ） ＭＴ３．１ Ｖｏｌ．Ｆ／ｐ．１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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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比重瓶法（Ｐｙｋｎｏｍｅｔｅｒｍｅｔｈｏｄ） ＭＴ３．２ Ｖｏｌ．Ｆ／ｐ．１３

３）　悬浮浓溶液的密度 ＭＴ３．３ Ｖｏｌ．Ｆ／ｐ．１８

４）　粉末的堆积密度 ＭＴ３３ Ｖｏｌ．Ｆ／ｐ．１０４

５）　水分散颗粒的堆积密度 ＭＴ１６９ Ｖｏｌ．Ｆ／ｐ．４１８

犆．４．２　表面性能

ａ）　润湿性评估 ＭＴ５３

１）　标准型的润湿时间 ＭＴ５３．１ Ｖｏｌ．Ｆ／ｐ．１６０

２）　叶表面的润湿 ＭＴ５３．２ Ｖｏｌ．Ｆ／ｐ．１６２

３）　分散粉末的润湿 ＭＴ５３．３ Ｖｏｌ．Ｆ／ｐ．１６４

ｂ）　起泡性 ＭＴ４７

１）　起泡持久性 ＭＴ４７．１ Ｖｏｌ．Ｆ／ｐ．１５２

２）　悬浮液起泡性测试 ＭＴ４７．２ Ｖｏｌ．Ｆ／ｐ．１５２

ｃ）　粘度（Ｖｉｓｃｏｓｉｔｙ） ＭＴ２２

１）　透明和不透明油的粘度（以ＣＧＳ单位） ＭＴ２２．１ Ｖｏｌ．Ｆ／ｐ．７５

２）　雷德伍德（Ｒｅｄｗｏｏｄ）（粘度计法） ＭＴ２２．２ Ｖｏｌ．Ｆ／ｐ．８１

３）　矿物油的粘度 ＭＴ２２．３ Ｖｏｌ．Ｆ／ｐ．８３

犆．４．３　挥发性能

中性油的挥发性 ＭＴ５６

１）　初步检定 ＭＴ５６．１ Ｖｏｌ．Ｆ／ｐ．１７０

２）　完全方法 ＭＴ５６．２ Ｖｏｌ．Ｆ／ｐ．１７０

犆．４．４　颗粒、破碎、粘着性能

ａ）　筛分析

１）　干筛分———粉尘 ＭＴ５９．１ Ｖｏｌ．Ｆ／ｐ．１７７

２）　干筛分———颗粒产品 ＭＴ５９．２ Ｖｏｌ．Ｆ／ｐ．１７９

３）　干筛分———水分散颗粒 ＭＴ１７０ Ｖｏｌ．Ｆ／ｐ．４２０

４）　颗粒物质的筛选试验 ＭＴ５９．４ Ｖｏｌ．Ｆ／ｐ．１８０

５）　湿筛分 ＭＴ５９．３ Ｖｏｌ．Ｆ／ｐ．１７９

６）　使用循环水的湿筛分 ＭＴ１８２ Ｖｏｌ．Ｊ／ｐ．１３５

７）　湿筛分———水分散颗粒 ＭＴ１６７ Ｖｏｌ．Ｆ／ｐ．４１６

８）　湿筛分———水分散颗粒 ＭＴ１８５ Ｖｏｌ．Ｆ／ｐ．１４９

ｂ）　起尘性

１）　颗粒产品的起尘性 ＭＴ１７１ Ｖｏｌ．Ｆ／ｐ．４２５

２）　加速贮存后的粉尘性能测试 ＭＴ３４ Ｖｏｌ．Ｆ／ｐ．１０７

ｃ）　磨擦性能

１）　颗粒的耐磨性 ＭＴ１７８ Ｖｏｌ．Ｈ／ｐ．３０２

２）　分散颗粒的耐磨性 ＭＴ１７８．２ Ｖｏｌ．Ｋ／ｐ．１４０

ｄ）　对种子的粘着性能

１）　用于种子处理粉末剂的种子粘附试验 ＭＴ８３ Ｖｏｌ．Ｆ／ｐ．２１６

２）　液体种子处理制剂的种子间分布不均匀性 ＭＴ１７５ Ｖｏｌ．Ｆ／ｐ．４３８

测定

３）　种子处理粉剂的滞留试验 ＭＴ１４７ Ｖｏｌ．Ｆ／ｐ．３４６

（Ｒｅｔｅｎｔｉｏｎｔｅｓ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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犆．４．５　分散性能

ａ）　分散性

１）　悬乳液（ｓｕｓｐｏｅｍｕｌｓｉｏｎｓ， ＭＴ１８０ Ｖｏｌ．Ｈ／ｐ．３１０

包裹微囊型乳液）的分散稳定性

２）　分散液、悬浮浓溶液的自发行为 ＭＴ１６０ Ｖｏｌ．Ｆ／ｐ．３９１

（Ｓｐｏｎｔａｎｅｉｔｙ）

３）　水分散颗粒的自发行为 ＭＴ１７４ Ｖｏｌ．Ｆ／ｐ．４３５

ｂ）　分散度

１）　激光衍射法的粒径（分布）分析法 ＭＴ１８７ Ｖｏｌ．Ｋ／ｐ．１５３

２）　铜和硫化合物的粒径（分析） ＭＴ４２

●　无载体的制剂 ＭＴ４２．１ Ｖｏｌ．Ｆ／ｐ．１３３

●　含载体的制剂 ＭＴ４２．２ Ｖｏｌ．Ｆ／ｐ．１３８

３）　ＤＤＴ分散粉末的粒径分布 ＭＴ４３ Ｖｏｌ．Ｆ／ｐ．１４０

ｃ）　悬浮性

１）　用水稀释形成悬浮液的制剂的悬浮性 ＭＴ１８４ Ｖｏｌ．Ｋ／ｐ．１４２

２）　水性悬浮浓溶液的悬浮性 ＭＴ１６１ Ｖｏｌ．Ｆ／ｐ．３９４

３）　水分散颗粒的悬浮性 ＭＴ１６８ Ｖｏｌ．Ｆ／ｐ．４１７

４）　水分散粉末的悬浮性 ＭＴ１５＆ ＭＴ１７７

●　ＣＩＰＡＣ方法 ＭＴ１５．１ Ｖｏｌ．Ｆ／ｐ．４５

●　ＡＩＤ方法 ＭＴ１５．２ Ｖｏｌ．Ｆ／ｐ．４８

●　简化的ＣＩＰＡＣ方法 ＭＴ１７７ Ｖｏｌ．Ｆ／ｐ．４４５

ｄ）　分散稳定性

１）　悬乳液（Ｓｕｓｐｏｅｍｕｌｓｉｏｎｓ）的分散稳定性 ＭＴ１８０ Ｖｏｌ．Ｈ／ｐ．３１０

２）　水溶性颗粒的溶解度和溶液稳定性 ＭＴ１７９ Ｖｏｌ．Ｈ／ｐ．３０７

ｅ）　乳化稳定性

１）　稀乳液稳定性 ＭＴ２０ Ｖｏｌ．Ｆ／ｐ．７１

２）　比色法测定稀乳液的稳定性 ＭＴ１７３ Ｖｏｌ．Ｆ／ｐ．４３１

３）　除草剂水溶液的稀释稳定性 ＭＴ４１ Ｖｏｌ．Ｆ／ｐ．１３１

４）　可乳化浓溶液的溶液特性 ＭＴ３６

●　当被稀释时５％（体积分数）油相 ＭＴ３６．１ Ｖｏｌ．Ｆ／ｐ．１０８

●　水乳液的分散稳定性 ＭＴ３６．２ Ｖｏｌ．Ｆ／ｐ．１１２

●　乳液特性和再乳化特性 ＭＴ３６．３ Ｖｏｌ．Ｋ／ｐ．１３７

●　稀乳液稳定性的比色测定 ＭＴ１７３ Ｖｏｌ．Ｆ／ｐ．４３１

●　稀乳液稳定性的测定 ＭＴ１８３ Ｖｏｌ．Ｊ／ｐ．１３８

———使用农用化学乳液测试仪（ＡＥＴ）

５）　低温稳定性 ＭＴ３９

●　乳化浓溶液和溶液 ＭＴ３９．１ Ｖｏｌ．Ｆ／ｐ．１２８

●　水溶液 ＭＴ３９．２ Ｖｏｌ．Ｆ／ｐ．１２９

●　液体制剂 ＭＴ３９．３ Ｖｏｌ．Ｊ／ｐ．１２６

６）　乳化浓溶液的油含量 ＭＴ１４６ Ｖｏｌ．Ｆ／ｐ．３４５

ｆ）　油产品的稳定性

１）　稀油产品的稳定性 ＭＴ５５

（即，石油制剂水稀释溶液的稳定性，包括含有ＤＮＯＣ［Ｄｉｎｉｔｒｏｃｒｅｓｏｌ，４６二硝基（邻）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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酚］和焦油产品的制剂）

●　石油和焦油产品 ＭＴ５５．１ Ｖｏｌ．Ｆ／ｐ．１６７

●　石油制剂和包括ＤＮＯＣ的产品 ＭＴ５５．２ Ｖｏｌ．Ｆ／ｐ．１６８

●　用于果园的石油制剂 ＭＴ５５．３ Ｖｏｌ．Ｆ／ｐ．１６８

●　用于暖房的石油制剂 ＭＴ５５．４ Ｖｏｌ．Ｆ／ｐ．１６８

２）　稀焦油和石油产品的稳定性 ＭＴ４９

●　焦油可混溶的和原料乳剂型 ＭＴ４９．１ Ｖｏｌ．Ｆ／ｐ．１５５

●　石油可混溶型 ＭＴ４９．２ Ｖｏｌ．Ｆ／ｐ．１５６

３）　稀石油—焦油和石油产品的稳定性 ＭＴ５２

（仅）可混溶型 ＭＴ５２．１ Ｖｏｌ．Ｆ／ｐ．１５９

４）　未被稀释的石油制剂稳定性， ＭＴ５４ Ｖｏｌ．Ｆ／ｐ．１６７

包括那些含有ＤＮＯＣ和焦油的产品

５）　未被稀释的焦油产品稳定性 ＭＴ４８

●　可混溶型 ＭＴ４８．１ Ｖｏｌ．Ｆ／ｐ．１５４

●　原料乳剂型 ＭＴ４８．２ Ｖｏｌ．Ｆ／ｐ．１５４

６）　未被稀释的焦油—石油和石油产品的稳定性 ＭＴ５１

（仅）可混溶型 ＭＴ５１．１ Ｖｏｌ．Ｆ／ｐ．１５８

犆．４．６　流动性能

ａ）　可流动性

１）　粉末的流动性 ＭＴ４４ Ｖｏｌ．Ｆ／ｐ．１４５

２）　水分散颗粒的流动件 ＭＴ１７２ Ｖｏｌ．Ｆ／ｐ．４３０

ｂ）　可倾倒性

１）　悬浮浓溶液的倾倒性（Ｐｏｕｒａｂｉｌｉｔｙ） ＭＴ１４８ Ｖｏｌ．Ｆ／ｐ．３４８

２）　增订方法 ＭＴ１４８．１ Ｖｏｌ．Ｊ／ｐ．１３３

犆．４．７　溶液和溶解

ａ）　酸度和碱度

１）　游离酸度和碱度 ＭＴ３１

●　甲基红指示剂法 ＭＴ３１．１ Ｖｏｌ．Ｆ／ｐ．９６

●　电极法 ＭＴ３１．２ Ｖｏｌ．Ｆ／ｐ．９８

●　石油产品的酸度 ＭＴ３１．３ Ｖｏｌ．Ｆ／ｐ．９９

２）　溶解性碱度 ＭＴ８１ Ｖｏｌ．Ｆ／ｐ．２１５

３）　苯氧基链烷酸酯的游离酸度 ＭＴ６６ Ｖｏｌ．Ｆ／ｐ．１９３

４）　脲除草剂中游离胺 ＭＴ１４１ Ｖｏｌ．Ｆ／ｐ．３３０

５）　二硝基化合物的无机酸度 ＭＴ１６９ Ｖｏｌ．Ｆ／ｐ．２６３

ｂ）　ｐＨ范围

ｐＨ值测定 ＭＴ７５

１）　一般方法 ＭＴ７５．１ Ｖｏｌ．Ｆ／ｐ．２０５

２）　水分散体系的ｐＨ ＭＴ７５．２ Ｖｏｌ．Ｆ／ｐ．２０６

３）　被稀释和未被稀释水溶液的ｐＨ ＭＴ７５．３ Ｖｏｌ．Ｊ／ｐ．１３１

ｃ）　与油互溶性

●　与烃类油（ｈｙｄｒｏｃａｒｂｏｎｏｉｌ）的互溶性 ＭＴ２３ Ｖｏｌ．Ｆ／ｐ．８５

ｄ）　水溶性袋的溶解

●　水溶性袋的溶解速率 ＭＴ１７６ Ｖｏｌ．Ｆ／ｐ．４４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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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　溶解度和溶液稳定性

１）　稀乳液稳定性 ＭＴ２０ Ｖｏｌ．Ｆ／ｐ．７１

２）　比色法测定稀乳液稳定性 ＭＴ１７３ Ｖｏｌ．Ｆ／ｐ．４３１

３）　除草剂水溶液的稀释稳定性 ＭＴ４１ Ｖｏｌ．Ｆ／ｐ．１３１

４）　水溶液颗粒的溶解度和溶液稳定性 ＭＴ１７９ Ｖｏｌ．Ｈ／ｐ．３０７

ｆ）　“游离的”有效成分

１）　有效成分分离（Ｉｓｏｌａｔｉｏｎ） ＭＴ３７

●　用丙酮萃取 ＭＴ３７．１ Ｖｏｌ．Ｆ／ｐ．１１５

●　用石油溶剂油萃取 ＭＴ３７．２ Ｖｏｌ．Ｆ／ｐ．１１５

２）　可萃取酸的测定 ＭＴ１２６ Ｖｏｌ．Ｆ／ｐ．２８８

犆．５　通用项目

犆．５．１　酸洗试验 ＭＴ７９ Ｖｏｌ．Ｆ／ｐ．２１０

犆．５．２　缓冲溶液

ａ）　氨氯化铵（ＮＨ３ＮＨ４Ｃｌ）缓冲溶液（ｐＨ＝１０） ＭＴ１０７ Ｖｏｌ．Ｆ／ｐ．２６１

ｂ）　磷酸盐缓冲溶液 ＭＴ１９ Ｖｏｌ．Ｆ／ｐ．６９

犆．５．３　电导率测定 ＭＴ３２ Ｖｏｌ．Ｆ／ｐ．１０３

犆．５．４　可萃取酸的熔点 ＭＴ１２７ Ｖｏｌ．Ｆ／ｐ．２９１

犆．５．５　油脂萃取装置 ＭＴ６７ Ｖｏｌ．Ｆ／ｐ．１３４

犆．５．６　水的硬度 ＭＴ７３ Ｖｏｌ．Ｆ／ｐ．２０１

犆．５．７　碘化物试验 ＭＴ１１８ Ｖｏｌ．Ｆ／ｐ．２８３

犆．５．８　铁的测定 ＭＴ９５ Ｖｏｌ．Ｆ／ｐ．２３６

犆．５．９　铅的测定 ＭＴ９２

ａ）　双硫腙一般方法 ＭＴ９２．１ Ｖｏｌ．Ｆ／ｐ．２２４

ｂ）　双硫腙方法Ｂ ＭＴ９２．２ Ｖｏｌ．Ｆ／ｐ．２２９

犆．５．１０　干燥失重 ＭＴ１７

ａ）　炉干燥（６０℃下） ＭＴ１７．１ Ｖｏｌ．Ｆ／ｐ．５５

ｂ）　真空干燥（４５℃下，２４ｈ） ＭＴ１７．２ Ｖｏｌ．Ｆ／ｐ．５６

ｃ）　炉干燥（１００℃恒量） ＭＴ１７．３ Ｖｏｌ．Ｆ／ｐ．５７

ｄ）　真空干燥（室温下） ＭＴ１７．４ Ｖｏｌ．Ｆ／ｐ．５７

犆．５．１１　锰的测定 ＭＴ９３

ａ）　铋酸盐（如，ＮａＢｉＯ３）法 ＭＴ９３．１ Ｖｏｌ．Ｆ／ｐ．２３２

ｂ）　ＥＤＴＡ法 ＭＴ９３．２ Ｖｏｌ．Ｆ／ｐ．２３４

犆．５．１２　磷酸盐的测试 ＭＴ１２０ Ｖｏｌ．Ｆ／ｐ．２８５

犆．５．１３　低沸点产品的蒸发残渣 ＭＴ８０．１ Ｖｏｌ．Ｆ／ｐ．２１３

甲氧基甲酚的蒸发残渣 ＭＴ８０．２ Ｖｏｌ．Ｆ／ｐ．２１４

犆．５．１４　除草剂的分离和鉴别 ＭＴ９７ Ｖｏｌ．Ｆ／ｐ．２４１

犆．５．１５　硅酸盐（酯）试验 ＭＴ１２１ Ｖｏｌ．Ｆ／ｐ．２８７

犆．５．１６　溶解的氯化物 ＭＴ８２ Ｖｏｌ．Ｆ／ｐ．２１５

犆．５．１７　硫酸化灰分，一般方法 ＭＴ２９ Ｖｏｌ．Ｆ／ｐ．９１

犆．５．１８　中和（Ｎｅｕｔｒａｌｉｔｙ） ＭＴ７４ Ｖｏｌ．Ｆ／ｐ．２０４

犆．５．１９　中性油馏程测试 ＭＴ６１ Ｖｏｌ．Ｆ／ｐ．１８２

犆．５．２０　有机氯 ＭＴ３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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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钾二甲苯法 ＭＴ３８．１ Ｖｏｌ．Ｆ／ｐ．１１８

ｂ）　Ｓｔｅｐａｎｏｖ方法 ＭＴ３８．２ Ｖｏｌ．Ｆ／ｐ．１２０

ｃ）　总氯的半微量测定法 ＭＴ３８．３ Ｖｏｌ．Ｆ／ｐ．１２１

犆．５．２１　氯化物测试 ＭＴ１１７ Ｖｏｌ．Ｆ／ｐ．２８２

犆．５．２２　总氯化物 ＭＴ１００ Ｖｏｌ．Ｆ／ｐ．２５４

犆．５．２３　水溶性 ＭＴ１５７

ａ）　初步测试 ＭＴ１５７．１ Ｖｏｌ．Ｆ／ｐ．３７９

ｂ）　柱洗脱方法（溶解度＜１０
－２
ｇ／Ｌ） ＭＴ１５７．２ Ｖｏｌ．Ｆ／ｐ．３８０

ｃ）　烧瓶法（溶解度＞１０
－２
ｇ／Ｌ） ＭＴ１５７．３ Ｖｏｌ．Ｆ／ｐ．３８４

犆．５．２４　水溶性铜的测定 ＭＴ９８

ａ）　用浴铜灵（２，９二甲基４，７二苯基１，１０菲罗啉）ＭＴ９８．１ Ｖｏｌ．Ｆ／ｐ．２４６

比色法

ｂ）　原子吸收法 ＭＴ９８．２ Ｖｏｌ．Ｆ／ｐ．２４８

犆．５．２５　标准水 ＭＴ１８

ａ）　ＣＩＰＡＣ标准水ＡＧ的制备 ＭＴ１８．１ Ｖｏｌ．Ｆ／ｐ．５９

ｂ）　被盐化水Ｈ和Ｊ的制备 ＭＴ１８．２ Ｖｏｌ．Ｆ／ｐ．６３

ｃ）　非ＣＩＰＡＣ标准水 ＭＴ１８．３ Ｖｏｌ．Ｆ／ｐ．６４

ｄ）　要求硬度的标准水制备 ＭＴ１８．４ Ｖｏｌ．Ｆ／ｐ．６６

ｅ）　制备原料溶液的简化方法（程序） ＭＴ１８．５ Ｖｏｌ．Ｈ／ｐ．３０２

犆．５．２６　砷的测定 ＭＴ９９ Ｖｏｌ．Ｆ／ｐ．２５１

犆．６　取样方法

犆．６．１　水分散颗粒的取样 ＭＴ１６６ Ｖｏｌ．Ｆ／ｐ．４５１

犆．６．２　颗粒制剂的粉尘含量和表观密度 ＭＴ５８

ａ）　取样 ＭＴ５８．１ Ｖｏｌ．Ｆ／ｐ．１７３

ｂ）　样品的制备 ＭＴ５８．２ Ｖｏｌ．Ｆ／ｐ．１７３

犆．６．３　ＦＡＯ／ＷＨＯ导则（Ｍａｎｕａｌ）中附录Ａ的取样（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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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犇

（规范性附录）

农药制剂和母药（犜犓）的允许公差

表犇．１　农药制剂和母药（犜犓）的允许公差

标示含量（ｇ／ｋｇ或ｇ／Ｌ）

在（２０±２）℃下
允许公差

≤２５

２５（不包括２５）～１００

１００（不包括１００）～２５０

２５０（不包括２５０）～５００

＞５００

±１５％（标示含量的），对于“均匀的”制剂（如：ＥＣ，ＳＣ，ＳＬ等），或

±２５％（标示含量的），对于“不均匀的”制剂（如：ＧＲ，ＷＧ等）

±１０％（标示含量的）

±６％（标示含量的）

±５％（标示含量的）

±２５ｇ／ｋｇ或ｇ／Ｌ

　　注１：原药（ＴＣ）的有效成分含量检测，无允许公差，应：不低于……ｇ／ｋｇ（标示含量）。

注２：ＥＣ（乳油）、ＳＣ（悬浮剂）、ＳＬ（水溶剂）、ＧＲ（颗粒剂）、ＷＧ（水分散性粒剂），均为原药和农药制剂的国际作物

生命协会代码（ＣｒｏｐＬｉｆｅ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Ｃｏｄｅｓｆｏｒ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Ｆｏｒｍｕｌａｔｅｄ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犛犖／犜２４２１—２０１０

食品伙伴网http://www.foodmate.net



书书书

犛犖／犜２４２１—２０１０

参　考　文　献

　　［１］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２１６号．中华人民共和国农药管理条例．

［２］　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ＦＡＯ 和 ＷＨＯ 农药规范发展和使用手册．ＦＡＯ ＆

ＷＨＯ２００２．

Ｍａｎｕａｌｏｎ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ａｎｄＵｓｅｏｆＦＡＯａｎｄＷＨＯＳｐｅｃ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ＦｉｒｓｔＥｄｉ

ｔｉｏｎ［ＯＬ］．ＦＡＯ，Ｒｏｍｅ．２００２．［ｔｅｘｔａ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ＡＧ／ＡＧＰ／ＡＧＰＰ／Ｐｅｓｔｉｃｉｄ／］

［３］　联合国粮农组织．农药贮存管理手册．ＦＡＯ１９９６．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ｔｏｒａｇｅａｎｄＳｔｏｃｋＣｏｎｔｒｏｌＭａｎｕａｌ，ＦＡＯ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ＤｉｓｐｏｓａｌＳｅｒｉｅｓ３，Ｒｏｍｅ，１９９６

［ｔｅｘｔａ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ＡＧ／ＡＧＰ／ＡＧＰＰ／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Ｄｉｓｐｏｓａｌ／ｉｎｄｅｘｅｎ．ｈｔｍ］

［４］　联合国粮农组织．农药标签规范准则．ＦＡＯ１９９５．

Ｒｅｖｉｓｅｄ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ｏｎｇｏｏｄｌａｂｅｌｌｉｎｇｐｒａｃｔｉｃｅｆｏｒ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ＦＡＯ，Ｒｏｍｅ．１９９５．［ｔｅｘｔａｔ：

ｈｔｔｐ：／／ｗｗｗ．ｆａｏ．ｏｒｇ／ＡＧ／ＡＧＰ／ＡＧＰＰ／Ｐｅｓｔｉｃｉｄ／］

［５］　ＴｈｅＷＨＯｒｅｃｏｍｍｅｎｄｅｄ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ｏｆ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ｂｙｈａｚａｒｄａｎｄｇｕｉｄｅｌｉｎｅｓｔｏｃｌａｓ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

１９９８—１９９９［ＯＬ］．ＷＨＯ，Ｇｅｎｅｖａ．１９９８．［ｔｅｘｔａｔ：ｈｔｔｐ：／／ｗｗｗ．ｗｈｏ．ｉｎｔ／ｐｃｓ＿ａｃｔ．ｈｔｍ］

０
１
０
２—

１
２
４
２
犜
／
犖
犛

书号：１５５０６６·２２０６８３

定价： 　　２１．００ 元

食品伙伴网http://www.foodmate.ne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