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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药残留高通量检测技术(第1卷植物源产品)(精)》由庞国芳等所著，本书分为两卷共11章。
第1～10章分别综述近20年10类不同食用农产品中农药残留样品制备技术和检测技术研究进展，重点介
绍作者团队近年来研究开发的10项同时测定400～500种农药残留的高通量样品制备技术和检测技术。
这些技术形成了一个可检测世界常用1000多种农药残留的高通量分析方法体系。
第11章介绍作者团队建立的世界常用1000多种农药化学污染物在GC-MS、GC-MS／MS和LC-MS／MS
等不同色谱一质谱条件下的数万份质谱参数数据库。

    《农药残留高通量检测技术(第1卷植物源产品)(精)》核心技术居国际农药残留分析领域的前沿，其
研究成果具有前瞻性、创新性和实用性。
可作为大学教学参考书，也可供从事食品安全、农业环境保护及农药开发利用等技术研究与应用的专
业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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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5.2.7国外农药残留限量 截止到2008年底，CAC共制定了197种农药在农产品及食品
中的2374个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值。
这些标准几乎涉及所有种植、养殖农产品及其加工制品。
农药残留限量法典标准数量是一个动态值，每年制订几十至几百个限量标准，同时还撤销部分现有的
限量标准。
 近年来，各国积极构建食品安全保障体系，不断制订、修订食品中MRL标准。
目前，美国共制定320多种农药的9600多项最大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并计划在10年内完成对现有残留限
量的再评价。
加拿大由卫生部负责制定农药残留限量的标准，由食品检验局负责农药的残留监控。
到目前为止，加拿大制定了150多种农药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
在欧盟，设置了相应的仲裁委员会、协会和专业委员会，负责制订、修改相应的法规和标准，包括建
议性标准和强制性标准，并且在监控、检测和管理体系方面建立了三级实验室（欧盟标准化实验室、
国家级实验室、州级实验室）。
欧盟所有成员国一般都遵循欧盟制定和发布的限量要求，成员国也可以在经过验证后设定更低的检出
限，其他成员国随后也遵循这一限量。
目前，欧盟共制定出了200多种农药活性物质在食品中的30 000多项农药MRL标准。
在日本，国家农林水产省和厚生劳动省分别制订农药的销售和使用的“农药管理法”和食品中农药残
留的“食品卫生法”，对农药建立登记制度，限制农药的销售和使用。
2003年日本通过了《食品安全基本法》，同年正式成立“食品安全委员会”，加大对食品安全的管理
力度。
日本对进口食品实行监测检查制度和强制检查制度，并由31个厚生劳动省检疫所实施。
2006年5月开始，日本实行农产品“肯定列表制度”，将原制度所涉及的130种农作物、229种农药
、9000个农药残留标准，扩展到135种农作物、724种农药和50 000个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几乎覆盖了我
国现在种植的所有农作物。
其他许多国家和区域性国际组织结合本国或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也都制定了各种农产品和食品中农兽
药最大残留限量。
随着分析技术的不断进步，世界各国对农产品和食品中要求检测的农兽药残留项目越来越多，要求也
越来越严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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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农药残留高通量检测技术(第1卷)》核心技术居国际农药残留分析领域的前沿，其研究成果具有前瞻
性、创新性和实用性。
可作为大学教学参考书，也可供从事食品安全、农业环境保护及农药开发利用等技术研究与应用的专
业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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