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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对我国中药材污染现状的分析
,

围绕生产绿色中药材
,

阐述了加强中药材的病虫害防治及其

污染控制的设想 �提出了当前需要加 大研究力度的一些课题
,

目的是确保 中药材符合质童标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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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中药现代化对传统医药发展的八字方针

是
� “
安全

、

有效
、

稳定
、

可控
” 。

衡量中药材质量的

标准除其自身的有效成分外
,

还包括化学农药
、

重金

属和微生物等污染的程度
。

我国中药材中的农药残

留及重金属等污染
,

是造成中药材质量下降的重要

因素
,

并成为制约中药走 向国际市场的主要障

碍川
。

本文围绕生产绿色中药材问题作一探讨
。

� 我国中药材污染的现状

从现有文献来看
,

中药材中普遍存在农药残留
,

有的还相当严重
。

上海中医药大学曾对全国各地

��� 多种中药的农药残留量进行过普查
,

结果显示
�

全部样品均有六六六 � �� � � 残留
,

除吉林龙胆草
、

福建阳春砂等少数样品外
,

多有滴滴涕 � � � � � 残

留
。

一些生药的重金属含量也远远超过 � �� 和国

际粮农组织 � ��� �规定的基线值
。

�
�

� 中药材污染途径 中药材被污染的途径有 �

条
� � 直接污染

。

即种植过程中
,

将农药直接喷洒于

土壤中或直接喷洒到植株的茎
、

叶
、

花
、

果上
,

被植物

吸收造成的污染
,

如有机磷
、

有机抓
、

峡喃丹等 � � 间

接污染
。

即环境对药材的污染
,

药材生长土壤的基

础污染
,

水源
、

大气的污染等是一些高残留性农药污

染的主要原因 ��食物链造成的污染
。

由于环境的

污染
,

食物链也被污染和破坏
,

动物类中药材可以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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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物链的蓄积作用而被污染
。

如地龙的污染等
。

�
�

�
�

� 农药残留 从目前中药材生产的实际情况

看
,

造成农药污染的主要原因
�
一是农药品种使用不

当
。

如大量施用有机抓
、

有机磷这两类高毒
、

高残留

的农药
。

该类农药在人体内具有浓缩
、

累计及胚胎

转移现象
,

其在土壤中的残留期也较长 � 二是滥用
、

误用农药问题严重 �� 
。

大多数中药材产于老
、

少
、

边
、

穷地区
,

生产零星分散
,

农民缺乏相关的技术知

识 �三是采收时间不当
,

一些药材产区
,

在施用农药

后不久 �农药的降解期未过
,

如一些内吸性农药 �就

开始采收
。

�
�

�
�

� 重金属的污染 鉴于在中药材中检测到的

砷
、

汞
、

铅
、

锅等重金属元素的含量
,

常常超出我国和

国际的限量标准
,

从而导致相应中药中这几种有毒

有害元素随之增加
。

主要因素
�
一是由于长期单一

连续使用含砷
、

汞
、

铅
、

锡等的化肥和农药
,

使土壤中

其含量增加 �二是对土壤选择不严
。

在我国有些地

区的自然环境中某一种或几种重金属元素的含量较

高
,

有的地区土壤和水是由于被工业
“

三废
”

�废气
、

废水
、

废渣 �污染
,

引起土壤和水中这几种重金属元

素含量增高
。

�
�

�
�

� 微生物污染 由于土壤中微生物的数量多
,

根
、

茎
、

叶
、

花
、

果实和矿物类中药材的表面多带有土

壤和空气中的微生物
。

有些中药材是在生产
、

加工

和储藏等各个阶段
,

被某些微生物污染的
。

一些中

成药中含有的某些微生物也源于此
。

�
�

� 中药材污染的特点 根据文献报道及近几年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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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样品的检测结果
,

可 以看出中药材农药污染有以

下特点
� � 中药材中农药残留污染具有普遍性

,

几乎

在所有样品中都检出 � � 种植药材比野生药材中农
药残留量高 �’〕� � 同一地区的同种药材

、

同一药材

的不同部位农药残留量有较大的差异川 ��有机磷

和氨基甲酸醋类农药检出率较低 � � 中成药中农药

残留量相对较低
。

�
�

� 中药材污染的危害

�
�

�
�

� 破坏生态环境 长期单一连续使用化学农

药防治中药材病虫害
,

造成水
、

土
、

空气中农药残留
,

污染环境
,

有益经济昆虫大量死亡
,

害虫抗药性加

剧
,

生态遭到严重破坏
,

更为严重的是不加限制和选

择地使用化学农药
,

致使中药材体内农药残留量加

大
。

�
�

�
�

� 引起人体病变 检测证实
�
大部分样品中均

含有可导致人体肝脏肿大
、

肝细胞变性
、

中枢神经和

骨髓损伤的有机氛类农药残留
。

重金属毒物可给人

体的免疫系统
、

神经系统
、

生殖系统等造成伤害
,

且

人体内有害元素会随浓度的增加
,

形成蓄积中毒
。

�
�

�
�

� 影响国际声誉 在涉及中药类商品的国际

贸易中
,

按其国际市场用途可分为 �个主要方面
�
一

是植物药原料 �二是功能食品或食品添加剂 �三是化

妆品等的原料
。

我国以药品形式出口的该类商品很

少
,

仅局限于东南亚的华人社会
。 ���� 年以后中药

类商品的出口量呈逐年递减之势
,

原因是多方面的
,

但农药残留量和重金属等超标是重要原因之一
。

我

国中药及其他产品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已有因重金

属
、

农药残留量超标和其他因素等被查扣的事件报

道
。

�〕�� � 年美国加州卫生厅抽验 ��� 种由我国进

口的中成药
,

有 ��� 种混有西药
、

化学物质和重金属

含量超标及含有毒性物质的污染问题
。

西藏的奇正

藏药在国内有较好的销量
,

但是因重金属超标
,

广交

会上几乎没有出口成交
。

中药重金属含量过高
、

农

药残留量超标
、

有效成分缺失等问题
,

不仅严重影响

了中药材向欧美发达国家的出口
,

也使我国国际声

誉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

� 中药材的病虫害防治与污染控制

�
�

� 制定相应的法律
、

法规及质量标准 安全是一

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

中药产品中的农药残留是影响

安全性的主要因素之一
。

在中药产品的生产过程

中
,

必须制订出相应的农药使用限量标准
,

才能使其

安全性得到有效保证
。

国家有关部门已组织力量
,

首先对全国范围内各种药材的农药残留量进行普

查
,

然后根据普查结果
,

参照 �� � 和 � � � 及我国对

蔬菜
、

茶叶等作物的农药允许残留量
,

制定常用
、

大

宗中药材品种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
。

在此基础上
,

再制定出中成药的农药最大允许残留量 � �� � �
,

使

中成药的农残量依法可控
。

�� � � 年 � 月 � 日国家

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颁布实施了《药用植物及制剂

进出口绿色行业标准》〔
’〕

。 “

中药材生产质量管理

规范 � ���� �试行 �
”

也已经于 ��� � 年 � 月 � 日起

施行
,

这为从源头上抓好中药产品农药残留问题奠

定了法律基础
。

另外
,

我国现行药典记载了多种中

药材的农药残留测定方法
,

并作出了具体的含量限

定标准
,

如规定甘草
、

黄茂等品种含有机氛农药残留

量六六六不得超过千万分之二
、

滴滴涕不得超过千

万分之二
,

五抓硝基苯不得超过千万分之一
。

这些

法律
、

法规与质量标准的制定
,

有利于全面控制中药

产品生产的各个环节
,

真正达到控制中药产品农药

残留含量的目的
,

以确保人民用药的安全和有效
。

�
�

� 应用无污染新技术

�
�

�
�

� 生物防治 世界环境保护与发展大会保护

环境宣言中指出
,

到 �自服� 年要在全球范围内控制化

学农药的销售和使用
。

所以
,

国际上提倡用生物防

治的方法控制病虫害
。

生物防治是用生物或生物代谢及生物技术获得

的生物产物
,

�如抗生素 �
,

生物农药或天敌来治理

有害生物
。

这些生物或天敌
,

一般对有害生物选择

性强
、

毒性大 �而对高等动物毒性小
,

对环境污染少
,

一般不造成公害
。

�
�

�
�

�
�

� 生物农药 使用生物农药既能有效地防

治病虫害
,

又能保护生态
,

不伤天敌
,

对人
、

畜无毒
,

害虫不易产生抗药性
,

更不会影响中药材的品质
,

有

利于可持续发展和绿色中药材的生产
。

目前生产上

常用的生物农药品种有三类
� � 生物杀虫剂

。

包括

阿维菌素 � �� � �� �� �� �� 等 �� 种 � � 昆虫病毒制剂
。

包括梨豆夜蛾核型多角体病毒 � ��� �等近 �� 种 � �
生物杀菌剂

。

包括多抓霉素 � �� ��� �� �等 �� 种 �‘〕
。

�
�

�
�

�
�

� 植物性农药 植物性农药是非常庞大的

生物农药类群
,

也是 目前国内外人们极为重视的第

�代农药的来源
,

其类型之多
、

性质之特殊
,

足以应

付各类有害生物
。

因此
,

植物性农药将在生物防治

中扮演重要的角色
。

我国地域辽阔
,

具有丰富的天敌资源
,

已知具

有杀虫作用的植物至少有 ��� 均 多种
,

其中许多是中

草药
,

均可进行综合开发利用
。

�
�

�
�

�
�

� 加强抗病虫害品种的研究 现代生物科

学技术的发展
,

为防治病虫害
、

减少农药污染提供了

有力的武器
。

如果利用现代生物技术培育出品质好且能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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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方面的研究
。

内容涉及各种类型的农药
,

如有机抓
、

有机磷
、

氨基甲酸醋等
,

和多种药品
,

如中药材
、

饮

片
、

中成药与粉针剂等
。

研究最多的农药如六六六
、

� ��
、

五氯硝基苯
、

艾氏剂等
,

还有很多金属元素如

�爵
、

���� 等〔’
·

’“〕
。

科技工作者的探索使中药农药

残留和重金属含量的研究向前跨了一大步
,

为我国

��� 的制定和全面实施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

然而
,

面对现实
,

尚需进一步重视并加强下列课题的研究
�

� 对危害药用植物特别是贵重药材病虫害情况及防
治措施的研究 �� 中药材种植

、

加工
、

运输和贮藏等

各个环节病虫害的全面防治 � � 对农药合理
、

安全使

用知识的普及工作 � �对不同药用植物和药材中的
农药残留分析方法及测试新技术的研究提高 � � 在

对各类常用中药材
、

中成药农药残留和有毒金属状

况
,

全面普查基础上建立测定方法和含量限度标准 �

�根据药用植物自身的特点
,

全面开展以生物防治

研究
、

植物性农药研究为基本手段的无污染新技术
、

新方法的研究 �� 寻找最佳减毒途径等的研究等
。

通过广大药学科技工作者对中药材病虫害防治

和污染控制的进一步研究
,

并及时推广研究成果 �以

及 ���  全面推行 G A P 及其认证
,

我国必将生产出

大量优质
、

安全
、

稳定
、

无污染的
“

绿色中药材
” ,

促

进中药的现代化和国际化
,

促使中药以高品质进入

国际市场
,

参与市场竞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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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虫害的品种
,

就可以从根本上杜绝农药的污染
。

目前我国已成功选育出抗虫棉
,

已经利用转几丁质

酶基因
,

获取抗纹枯病和稻瘟病水稻
,

该技术可以在

中药材上进行实验研究
。

新霉素磷酸转移酶基因
,

也被成功地转人拘祀细胞核基因组中并得到表达
,

为防治拘祀黑果病打下了基础
。

2

.

2

.

2 大力发展有机中药材的生产 有机食品被

称为
“

纯而又纯
”

的食品
,

生产加工过程中绝对禁止

使用农药
、

化肥
、

激素
、

转基因等人工合成物质
,

更强

调环境的安全性
,

突出人类和自然的持续与协调发

展
。

国内已有机草药
、

生物药品的生产
。

2

.

3 全面加大 G A P 的实施与认证力度 全面推行
c A P 并实施认证

,

是生产绿色中药材的关键‘7 j
。

2

.

3

.

1 建立绿色中药材生产基地 产地应选择空

气清新
、

水质纯净
、

土壤未受污染
,

具有 良好农业生

态环境的地区
,

尽量避开繁华都市
、

工业区和交通要

道
,

多选择在边远省区
、

农村等
。

最好选择生地
,

以

避免土壤经多年种植中遗留的农药
,

影响所种植药

材的质量
。

应注意降低土壤农药残留本底
,

即通过

优选一些植物能将土壤中的农药和重金属蓄积在体

内
,

然后将这些植物移走
,

使土壤中农药残留降低下

来
。

2. 3

.

2 制订农药使用的 SO P 规定中药材生产可

限制使用的化学农药种类
、

毒性分级
、

施用时间及方

法
、

最小有效用量及最后一次施药距采收间隔期
。

科学合理地使用农药
,

禁止使用高毒
、

高残留农药
。

2

.

3

.

3 建议国家设立绿色中药材发展中心并建立

管理网络 负责绿色中药材基地建设
、

生产监督管

理
、

产品检测
、

技术指导及绿色中药材评审工作
。

由

绿色中药材发展中心确定绿色中药专用标志
,

并作

为商标注册
,

统一管理
。

加强大中型中成药生产企

业与绿色中药材生产基地的联合
,

用绿色中药材保

证名牌中成药和国家新药的质量
。

拉开绿色与非绿

色药材的价格差
,

保护生产者的利益
。

2

.

3

.

4 加强与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 如加人有

机农业国际联盟 (IF OA M )
,

学习 国外先进经验
,

推

动中药出口
。

3 加强控制中药材污染的研究

国际上从 1970 年起开始研究药材农药残留量

问题
,

1
98

0 年 fl 月
,

w H O 在我国召开关于药用植

物的标准化与应用的国际性会议
,

在制定植物药一

般检验方法和质量标准时
,

已提出将测定农药残留

量单独列为检测项目
。

20 世纪 80 年代初
,

我国科学工作者开始了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