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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
们对于农业生产活动的要求也越来
越全面。除了高产以外，环保和健
康的标准同样被重视起来。近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
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以
下简称“意见”)，意见提出，将高
毒农药禁用范围逐步扩大到所有食
用农产品。因此，有大批量农药被
禁用。

一、所有食用农产品不得用高

毒农药

意见指出，我国食品安全形势
不断好转，但同时表示仍面临不少
困难和挑战，包括微生物和重金属
污染、农药兽药残留超标、添加剂
使用不规范、制假售假等问题时有
发生。

意见分别制定了2020年与2035

年目标，从制定标准、严格监管、
实行最严厉处罚、坚持最严肃问责
等多个方面切实加强食品安全工
作。值得注意的是，意见提出，将
高毒农药禁用范围逐步扩大到所有
食用农产品。在具体淘汰步骤上，
意见要求，5年内分期分批淘汰现
存的10种高毒农药。

高毒农药作为农药中的重要品
种，防治效果显著，但使用稍有不
当，就会带来质量安全风险。据不
完全统计，目前禁用、限用的高毒

农药已超过60种，包括甲拌磷、涕
灭威、水胺硫磷等。

下面这些农药将全面禁止使用

1、农业部第199号公告：六六
六，滴滴涕，毒杀芬，二溴氯丙
烷，杀虫脒，二溴乙烷，除草醚，
艾氏剂，狄氏剂，汞制剂，砷、铅
类，敌枯双，氟乙酰胺，甘氟，毒
鼠强，氟乙酸钠，毒鼠硅以上18种
农药全面禁止销售和使用。

2、农业部第322号公告：甲胺
磷，甲基对硫磷，对硫磷，久效磷

和磷胺5种高毒农药全面禁止销售
和使用。

3、农业部第1586号公告：苯线
磷、地虫硫磷、甲基硫环磷、磷化
钙、磷化镁、磷化锌、硫线磷、蝇
毒磷、治螟磷、特丁硫磷等10种农
药全面禁止销售和使用。

4、农业部第2032号公告：氯磺
隆、胺苯磺隆、甲磺隆、福美胂、
福美甲胂等 5种农药全面禁止使
用。

5、农业部第2445号公告：决定
对2，4-滴丁酯、百草枯、三氯杀

螨醇、氟苯虫酰胺、克百威、甲拌
磷、甲基异柳磷、磷化铝等农药采
取进一步禁限用管理措施。

二、全面禁用农药数量不断增加

而根据新华社日前的消息，规
范农药市场的行动，仍在不间断地
进行着：

对此，农业部种植业管理司司
长曾衍德表示，高毒农药虽然风险
较大，但其在防治地下害虫等方面
的效果很好，目前现有的其他农药
还不能起到同样效果。要想防控高
毒农药所带来的各种风险，又要起
到强有力的防虫作用，这本身是一
大矛盾。

而解决该矛盾主要有两条思
路：一是在现有农药中筛选一批可
替代高毒农药的产品，二是鼓励生
产企业和科研机构开展低毒高效化
学农药研发。

替代高毒农药有哪些？

2，4-D丁酯、百草枯替代产
品：氯氟吡氧乙酸、噻吩磺隆、麦
草畏、烟嘧磺隆、乙草胺、灭草
松、氟磺胺草醚、乳氟禾草灵、嗪
草酮、扑草净、乙羧氟草醚、二甲
四氯钠、苯磺隆、苄嘧磺隆、2，4
-D异辛酯、2，4-D二甲胺盐等。

三氯杀螨醇替代产品：阿维菌
素、炔螨特、哒螨灵、螺螨酯、唑

螨酯、二甲基二硫醚等。
氟苯虫酰胺替代产品：阿维菌

素、茚虫威、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
酸盐、杀虫单、杀虫双、毒死蜱、
乙酰甲胺磷、苏云金杆菌、三唑
磷、氯虫苯甲酰胺等。

甲基异柳磷、克百威、甲拌磷
替代产品：

防治地下害虫的替代产品：二
嗪磷、敌百虫、辛硫磷、毒死蜱、丁硫
克百威、氯氰菊酯、吡虫啉等。

防治线虫的替代产品：噻唑
膦、硫酰氟、威百亩、阿维菌素、
淡紫拟青霉、厚孢轮枝菌、棉隆、
氰氨化钙、丁硫克百威。

防治甘蔗蔗螟和蔗龟的替代产
品：毒死蜱、敌百虫、氯虫苯甲酰
胺和杀虫单、杀虫双和辛硫磷、噻虫
胺、吡虫啉、噻虫嗪及联苯菊酯等。

可以预见，未来农药产品更新
换代趋势不可抵挡，且速度越来越
快。

在国家政策方面，也给予生物
化学农药、微生物农药、植物源农
药等登记资料进行减免，天敌生物
免于登记，并鼓励企业优化产品结
构，加快生物农药、低毒低风险农
药的产业化进程，为淘汰高毒高风
险农药提供更多的替代产品，逐步
建立绿色农药和特色小宗作物用药
登记的绿色通道。

（农视网）

警惕！这些农药再次被“亮红灯”
看看有几种你正在用

我国杂交稻年种植面积约1600

万公顷，年约需商品杂交稻种子
2 . 4亿公斤，年种子生产面积在15

万公顷左右。不过，现下“箱式制
种”的主流模式，因无法实现制种
的混播混收，严重依赖人工，而导
致了种子生产的“缺口”。日前，
笔者从湖南杂交水稻研究中心获
悉，历经6年，该中心曹孟良研究
员团队率先提出了杂交稻制种混播
混收策略，将工程雌性不育恢复系
应用于机械化制种，成功解决了雌
性不育水稻不能繁殖的难题。日
前，曹孟良课题组与四川农业大学
水稻研究所李平教授课题组合作的
相关研究结果，在线发表于《水
稻》。

这一技术的关键，是将水稻雌
性可育基因、花粉失活基因、荧光
筛选标记基因等3基因的连锁“表
达盒”，通过转基因技术，导入雌
性不育水稻中。杂合的转基因水稻
在自交结实后，通过光电分选，可
获得纯合的雌性不育水稻，用于杂
交稻机械化制种。而另一部分携带
转基因的杂合种子，则能用于雌性
不育水稻的繁殖。由此，成功解决
了雌性不育水稻不能繁殖的技术难
题，并实现了杂交稻种子生产的混
播混收。“我们利用了转基因技术
‘中转’，但最终产出的是非转基
因杂交稻种子。”曹孟良强调。

2011年，中国工程院院士袁隆
平团队启动了第三代杂交水稻育种
技术的研究，获得了以“遗传工程
雄性不育系”为遗传工具的杂交水
稻育种技术。“利用袁院士的工程
雄性不育系，结合工程雌性不育
系，最终育成了适合机械化制种的
第三代杂交稻。”曹孟良说。这也
意味着，我国有望实现杂交稻大规
模机械化制种。

(俞慧友)

杂交水稻有望实现

大规模机械化制种
近日，山东农业大学园艺科

学与工程学院史庆华课题组在环
境科学T o p期刊E n v i r o n m e n t a l
Po l l u t i o n发表研究论文，报道了
一种利用外源褪黑素及激活内源
褪黑素合成关键基因COMT1增强
蔬菜植物农药代谢活性，缩短田
间用药安全期和降低农药残留的
新方法。

该研究发现，外源褪黑素处
理可显著降低喷施农药后番茄、

生菜、小白菜、菠菜、芹菜、黄
瓜和甜瓜等蔬菜作物的农药残留
量。过表达褪黑素合成关键基因
咖啡酸-O-甲基转移酶基因可显
著提高番茄内源褪黑素含量，降
低番茄的农药残留量。进一步研
究发现，褪黑素增强番茄农药代
谢的主要调控机制一方面是增强
了植物内源谷胱甘肽的合成和循
环利用 ;另一方面褪黑素可促使更
多的谷胱甘肽用于谷胱甘肽-S-转

移酶介导的异源毒性物质降解。
这说明褪黑素在调控谷胱甘肽用
于植物适应“毒性物质诱导的活
性氧解毒”和“有毒物质降解”
之 间 的 竞 争 平 衡 上 具 有 重 要 作
用。该研究结果为靶向激活植物
GST解毒代谢相关通路，提高农
作物对农药和其它污染物解毒能
力提供了新的调控途径。

通过嫁接试验，该研究发现
超表达COMT 1番茄作为砧木能

促 进 接 穗 番 茄 果实的 褪 黑 素 积
累 ， 并 降 低 了 农 药 残 留 量 。 该
结 果 为 生 物 技术在蔬菜 砧 木 育
种 及 嫁 接 中 的 应 用 提 供 了 新 的
思路。

该研究首次报道了褪黑素在植
物农药代谢中的作用，并揭示了相
关调控机制。据了解，审稿专家一
致认为该研究为降低作物农药残留
提供了一条新途径。

(张军)

山东农业大学发现褪黑素降低蔬菜农残新功能

1、柑橘类水果保鲜剂：橙
子、橘子、芦柑等水果，经常使用
碳酸氢钠作为保鲜剂。碳酸氢钠是
白色晶体或白色粉末，无臭、咸
味。碳酸氢钠没有直接杀菌作用，
它的作用在于它溶于水呈碱性反
应，可使水的PH值达到7 . 66-8 . 6。
水果在一定时间内经碳酸氢钠处
理，果面PH值升高，可以抑制喜
微酸环境的青霉菌和绿霉菌的生
长、繁殖，减少微生物的致病因
素，同时碱液在洗果时，清洗了果
面的残留污物和所携带的病菌，减
少了贮藏环境中霉菌的密度和数
量，也间接减轻了腐烂率。碳酸氢
钠还可以作为一种碱性洗涤剂用于
淋洗果菜，一般无法穿透水果果
皮。

2、梨类水果保鲜剂：梨常用
的保鲜剂是虎皮灵(乙氧基喹啉)，
属于抗氧化水果保鲜剂。难溶于
水，易溶于乙醇。虎皮灵可以很好
地防治鸭梨贮藏中的生理病害———
黑皮病的发生。鸭梨的黑皮病极易
在冷藏条件下发生，影响果实外
观，严重时病斑连成片，使整个果

皮呈黑褐色，降低商品价值，缩短
果实贮藏期。目前常用的保鲜方法
是用虎皮灵药纸、包装箱来控制黑
皮病。就是用虎皮灵配成 2 0 0 0 -
4000mg/kg的药液，直接把药液喷
到包装纸上，制成保鲜纸。

3、苹果类水果保鲜剂：苹果
保鲜时常用的保鲜剂叫做甲基托布
津。原药为无色结晶，不溶于水，
可溶于有机溶剂，对酸、碱稳定。
该药为苯骈咪唑类广谱性杀菌剂。
常用于苹果，也可以用于香蕉、柑

橘、菠萝、哈密瓜、甘薯等的防腐
贮存。一般采用浸蘸或涂布处理。
另外，本剂对人、畜、蜜蜂、鱼类
毒性低，对作物也较安全，还可用
来防治果蔬上的菌核病、灰霉病、
白粉病等多种真菌性病害。

4、桃子类水果保鲜剂：桃子
味道甜美，柔软多汁，成熟时皮薄
肉嫩，在桃子贮藏期间，常常因为
褐腐病而引起桃子大量腐烂。通常
使用的保鲜方法是防腐保鲜法，用
质量分数为0 . 1%的苯菌灵悬浮液在

40℃的温度条件下浸泡25分钟，可
起到预防桃子腐烂的作用。

草莓类水果保鲜剂：草莓因鲜
艳的颜色、可口的味道、特殊的口
感深受人们喜爱，它含水量高，皮
薄，极易受损伤而腐烂变质，因此
不耐贮藏和运输，通常贮藏期为1-
2天，严重限制了销售和加工。草
莓采后的硬度决定了果实贮藏时间
的长短。一般草莓采后硬度下降很
快，高二氧化碳、低氧气和气调均
可不同程度地保持硬度。因此，通
常采取用0 . 5%乳酸钙或0 . 5%乳酸钙
+1%柠檬酸浸果防腐保鲜方法，或
者脱乙酰甲壳涂膜的涂膜保鲜法来
保持果实的硬度。

水果保鲜剂的主要成分是涂膜
保鲜剂，也叫涂被保鲜剂，通常是
用蜡、天然树脂、脂类、明胶、淀
粉等造膜物质制成的适当浓度的水
溶液或者乳液。采用浸渍、涂抹、
喷布等方法施于果蔬的表面，风干
后形成一层薄薄的透明被膜，以达
到抑制果蔬呼吸作用的目的，都是
有一定的危害的，使用的时候要多
加注意。 （刘军林）

不同的水果要选择不同的保鲜剂


	03-PDF 版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