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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全球蜂蜜样本中新烟碱农药
          残留调查”一文的认识和解析

新烟碱农药是目前世界上应用范围最广的一类

农药，被植物吸收后传递到植物各个组织，包括花朵，

从而污染花粉和花蜜，以及植物产生的其他液体物

质。蜜蜂等传粉昆虫在采集花蜜和花粉的过程中，

会接触到暴露在空气中或者植物表面的残留杀虫剂，

杀虫剂通过作用于昆虫的乙酰胆碱受体，释放乙酰

胆碱受体抑制剂，阻碍昆虫神经传导，影响昆虫正

常生理行为，最终导致昆虫麻痹死亡。

新烟碱农药不仅会对传粉者个体造成影响，蜜

蜂采集归巢后，杀虫剂还会污染整个蜂群，影响蜜

蜂的行为、营养物质代谢及免疫系统，最终会影响

整个生态系统功能。目前，许多国家对这些农药的

应用产生了质疑，法国实施了禁用令，并提出替代

品的建议。关于新烟碱农药的应用模式和对生物影

响的研究在不断增加和深入，近期，《科学》杂志

刊登了一篇全球范围蜂蜜中的新烟碱农药残留状况

的文章，作者检测和分析了来自世界不同地区共 198
个蜂蜜样本中的新烟碱农药的残留情况。样品来自

各大洲，除了南极洲和一些孤岛。实验测定指标为 5
个常用新烟碱农药：啶虫脒、噻虫胺、吡虫啉、噻虫啉、

噻虫嗪，结果发现南美洲的农药残留样本比例最高

86%，欧洲 79%，北美最低 57%。供检测的 198 个样

品中，至少有一种新烟碱农药残留的样品占总数的

75%，两种或以上成分的占 45%，含有 4 种到 5 种成

分的占 10%。多重农药污染主要发生在北美洲、亚

洲和欧洲，重复污染较低的是南美洲和大洋洲。发生

频率最高的新烟碱农药是吡虫啉，占样品的 51%，

最低的是噻虫胺，占 16%，处于平均浓度偏高的是

啶虫脒和噻虫啉。吡虫啉应用集中在非洲和南美洲，

噻虫啉在欧洲，啶虫脒在亚洲，噻虫嗪在大洋洲和

北美洲，这也反映出不同地区的用药类型。

尽管检测的样品中的 75% 至少含有一种新烟碱

农药，但根据目前 EU 和 U.S. 的规定，残留浓度都

没有达到规定的人类食用的最大限度。所有阳性样本

中的 5 种农药的总浓度平均是 1.8 ng/g，而欧盟针对

啶虫脒、吡虫啉、噻虫啉规定的在食物和饲料产品

中的最大残留浓度是 50 ng/g，噻虫胺和噻虫嗪是 10 
ng/g。因此，目前来看，食用这种残留浓度不会对人

类健康产生伤害。

有研究表明杀虫剂在蜜蜂体内经过 20 min 即可

代谢 70%，代谢物可能会随着蜜蜂的代谢而消失，

也可能由于蜜蜂自身免疫功能不足而对蜜蜂的行为

和生理造成不良影响。与蜜蜂相比，人类的代谢能

力和免疫系统要强大几百甚至上千倍，蜂蜜中检测

的残留量不足以引起人们对蜂产品食用的恐慌。人

类食用的蜂产品剂量为保健剂量，食用量小，加上

强大的代谢系统，不会对健康产生影响。此外，该

文章取样数量有限，由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蜜蜂主

要用于农作物授粉，多数样品可能来源于暴露于农

作物生产区甚至是用药区的蜜蜂产品，故检测到的

有农药残留的样品比例偏高，而我国目前蜜蜂主要

以生产蜂产品为主，且蜜粉资源以山区较为丰富，

山区新烟碱类农药使用少，产品被污染的概率也低。

尽管作者检测到的蜂蜜中农药残留浓度对人类

健康影响微不足道，但文章提供的实验数据也给我

们以警示，如果持续增加新烟碱类农药的使用数量

和浓度，使传粉者长期暴露或者接触高浓度的新烟

碱农药，会直接影响传粉者的数量和传粉质量，最

终导致农业发展、植物多样性和生态环境受到威胁。

此研究关于世界范围的新烟碱残留现状的描述对决

策者考虑应用新烟碱农药的利、弊很有帮助，同时，

针对新烟碱类农药对蜜蜂及其他传粉者影响的研究

主要是室内急性亚致死实验，缺乏田间实际应用浓

度及农药混合应用浓度对传粉者慢性致死的研究，

作者在附件中提供的检测蜂蜜中发现的新烟碱药物

的常用组合清单为研究人员未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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