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贺涛 来源：《科学新闻》 发布时间：2009-12-10 11:48:38 选择字号：小 中 大 

 

分别出自卫生部和绿色和平组织的两项针对超市蔬果农药残留情况的调查，结果却大相径庭，在这

一事关健康的食品安全问题上，我们该相信谁 

 

“看到卫生部的回应，我们蛮惊讶的，也很高兴。至少说明卫生部在关注这个事情。”坐在国际环

保组织绿色和平北京联络处阳光充足的会客厅里，罗媛楠讲述的声音也蕴含着感染力。 

 

11月18日，卫生部通过中国广播网发布说明：针对绿色和平第三期《蔬果安全状况监测》中提到的

北京四家大型连锁超市水果含违规农药的问题，卫生部会同农业部、国家质量监督检疫总局和北京市政

府调查核实，绿色和平所监测的蔬果均不存在安全性问题。 

 

作为绿色和平食品与农业项目主任，同时又是第三期《蔬果安全状况监测》的主要参与者，罗媛楠

对卫生部的否定表态反倒有些兴奋。她认为：“尽管大家的理解不太一样，但有了这样的讨论，才能慢

慢解决问题。” 

 

从超市采样 

 

今年6月27日上午，罗媛楠来到位于朝阳区建国路的沃尔玛超市，在水果售卖区，她信手装了些苹

果、桃子和油桃，没有刻意地挑选。结完账后，她去服务台开了发票，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发票装好。罗

媛楠形容自己在购买水果的过程中就像一个普通消费者一样。 

 

回到位于朝外大街吉庆里的绿色和平办公室，罗媛楠和同事给没拆包装、标签完好的水果拍了照，

然后将包装除去，重新用密封食品袋封装起来，马上空运寄往位于青岛的实验室进行盲检。那是国内一

家的独立食品检测商业实验室，主营项目包括农药残留检测。 

 

由于不少农药具有挥发性，为了使测试结果尽量准确，罗媛楠把前期的时间压得非常紧凑。她说：

“一般是很早采样（超市购买），下午送到实验室，实验室接到后马上进行处理。” 

 

从23日~27日，罗媛楠及其同事用上述方法，分次分批从沃尔玛、家乐福、易初莲花和华润万家等

四家大型连锁超市购买了甜瓜、苹果、桃子、油桃和樱桃等5种夏季时令水果，并委托第三方实验室检

测。 

 

7月16日，绿色和平在其网站发布了调查结果，即前述的第三期《蔬果安全状况监测》，指出京城

四家大型连锁超市销售的上述五种水果共含17种农药，甚至含有违规使用的农药。 

 

这并不是绿色和平对果蔬农药残留问题的第一次关注。实际上，在去年12月和今年2月，绿色和平

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多家超市和农贸市场，共购买了45个当地常见的蔬菜和水果样品进行农药残留的

检测。检测结果显示混合农药残留问题严重。 

 

第三期《蔬果安全状况监测》发布后，绿色和平多次主动联系超市方面，希望它们能加强对农药残

留的监测，并定期公布农药残留检测结果。“超市是消费者购买食物的直接终端，它们应当承担起作为

销售终端应有的责任。”罗媛楠说。 

 

但是，工作进展得并不顺利，罗媛楠说：“超市方面大多认为工商质检等主管部门都没说话，超市

本身就没有这个责任。” 

 

随后，卫生部组织的调查在很大程度上推翻了绿色和平的第三期《蔬果安全状况监测》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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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的调查更靠谱？ 

 

相隔4个月的两项调查，在结论中有几处对立的地方。 

 

首先是对农药残留的严重程度认定不同。 

 

绿色和平的表述是“违规农药残留严重”；而卫生部则依据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量》

（GB 2763-2005）的规定，认为绿色和平方面给出的所有样品的农药残留量检出值均未超过国家标准限

量值的规定。并进一步指出，绿色和平委托的检验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不规范，检验报告中没有给出监

测样品判定标准，其中，58个监测值中除29个远低于国家标准限量值外，其余29个还低于检测方法的检

出限，按照标准检验方法，检测结果应为未检出。 

 

罗媛楠坦陈：“我们监测报告没有给出定量数据，而是定性的。”但她同时表示，农药并不是过了

某一个量才很危险，科学研究指出长期接触小剂量的农药也可能会对人体造成危害，比如癌症等疾病，

所以她们不想强调量和标准的问题。 

 

山西省农业科学院研究员乔雄梧告诉《科学新闻》，只要使用了农药，要避免农药残留似乎是不可

能的。但“只要不超过规定的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是可以保证日常食品安全的”。 

 

与此同时，罗媛楠特别指出绿色和平的检测结果表明，每个水果样品上都发现了多种农药，当这些

农药混合在一起的时候，很有可能会产生额外的作用。绿色和平组织还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

“农药鸡尾酒”，并曾有过“京沪穗居民日饮一杯‘农药鸡尾酒’”的骇人表述。罗媛楠推测说：“由

多种农药组成的‘鸡尾酒’的健康威胁可能远远超过这些农药各自产生影响的总和。” 

 

中国目前有600多种农药活性成分，2万多个产品，在一种农作物使用多种农药的情况是存在的。据

乔雄梧介绍，根据目前世界各国的研究，不同农药之间的叠加效应是存在的，但是多数研究限于具有相

同作用机理的农药成分。如果作用机理不同，即使同一种农产品中有多种残留，也不能确定有大的叠加

作用。合理的农药混用，可以扩大使用范围或者兼治几种有害生物，可以提高工效；有的混用甚至可以

增加药效并减轻抗药性发展、减少药害等农药的副作用，减少用药。 

 

其次，两项调查结果对于检出农药的毒性认定也有很大分歧。 

 

绿色和平的调查指出从水果样品中检出多菌灵、腐霉利、氟硅唑、氰戊菊酯、氯氰菊酯、乙酰甲胺

磷和氯菊酯共7种国际权威机构认定为致癌及有潜在致癌危害的农药；而卫生部调查认为，绿色和平监

测报告中的17种被检出农药均为国内外常规农业生产或贮存过程中允许使用的品种，没有发现国家明令

禁止的高毒和禁用农药品种。同时在检出的农药毒性问题上，根据国际肿瘤研究所和美国环保署的评价

分级结果，绿色和平认为的所谓“致癌”农药均未列入“人类致癌物”名单。 

 

对此，罗媛楠认为是由于双方在参照标准上的不一致造成的。绿色和平是参照非政府组织——英国

农药行动网络编制的致癌以及可能致癌农药清单得出的结果。据称这一清单综合了国际肿瘤研究所、美

国环保署和欧盟等的研究数据与文件。 

 

乔雄梧则认为绿色和平的说法不严谨。“有潜在致癌危害不等于就会造成危害，对毒性的认定我本

人还是倾向于卫生部的说法。关于毒性的认定，由于研究进展和评价标准的差异，国际上仍有许多不一

致的地方，我本人倾向于世界卫生组织的评价结果。” 

 

告别农药？ 

 

绿色和平在其网站上发表的欢迎卫生部回应的声明中指出，种植农作物过程中使用的大量农药，造

成了食品的农药残留问题，只有逐步减少并最终不使用农药才可能从根本上解决这一问题。 

 

在绿色和平看来，有很多方式可以同样有效和更安全地减少农药使用，例如发展生态农业、有机农

更多>>  



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业以及生物防治等，这些方式对农业的可持续发展更有利。 

 

那么，我们真的能告别农药吗？ 

 

乔雄梧的答案是否定的。他表示，如果不采取农药控制，农作物产量将得不到保证。对于大田作

物，不使用农药要损失30%~50%的产量，对于经济作物像蔬菜、瓜果，不使用农药，农产品损失率更

高。 

 

上世纪末，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曾对农药使用的前景进行了预测，认为20年内农药仍然是作物生产必

不可少的生产资料。新世纪近十年过去了，农药使用不但没有减少，还在增加，只是品种结构发生了变

化。所以，“30年内替代农药需要革命性的技术和产品，这些我们现在还没看到，完全替代，我本人认

为可能来不及。”乔雄梧说。 

 

罗媛楠也承认，一下子把所有农药停了是不可能的。但是，“大家都认为农药使用量没办法减，也

没有人愿意去尝试，就拖着这个事情。等到有一天必须有个超级农药才能控制虫害，那就晚了！” 

 

与罗媛楠的观点相反，致力于与食品安全密切相关的农药残留、农药合理使用及生物农药开发研究

的乔雄梧认为，现在农药准入的毒性标准越来越严格，因此，毒性较大的农药会越来越少。 

 

不过，绿色和平的努力最近收到了一些成效。有的超市愿意逐步建立所售卖农产品的可追溯系统，

这是农药监测系统重要的一环。罗媛楠表示：“现在还不方便透露具体细节，绿色和平在12月底会发布

一个指南，把各家超市的措施公布出来。” 

 

罗媛楠解释道：“我们希望逐步把农药的使用量降下来，这个过程中超市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它

们有足够的资源和更大的责任来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 

 

为了实现不使用农药的终极目标，绿色和平做了诸多努力，甚至不惜语出惊人，夸大农药残留的严

重性。对此，罗媛楠辩解说：“我们掌握的话语权太少了，为了让更多的人意识到环境保护这个话题的

重要性和紧迫性，有时会借助一些有意思的传播方式。” 

 

乔雄梧则认为，非政府组织对食品安全的关注是个好事，希望引起政府和公众的重视也可理解，但

是，农药残留涉及到的食品安全是个很专业的问题，如果不能说明白了，很可能引起误解。 

 

因此，“处理这类问题，一是要更专业、严谨，二是要遵从规范，把好事办好。”乔雄梧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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