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标准问题

为何屡成

农产品加工业

“恐慌”源头？

一段时间以来，有关农产

品农药残留问题不断产生纷

争。 此前的“立顿”茶叶农药风

波，“药袋”苹果事件等，暴露

出农产品加工业的一些共性

问题。 频繁发生的食品安全标

准之争，暴露出我国食品安全

监管存在的标准质量不高、滞

后的问题。

专家认为，葡萄酒行业出

现的问题是我国食品行业中

存在诸多问题的一个缩影。

“如果一个行业的相关标准公

正、明确，其他人就难以找出

该行业存在的漏洞，更不会在

社会上引起莫名恐慌。 ”孙玉

海说。

中国酒业协会葡萄酒分

会秘书长王祖明表示，葡萄酒

中农药残留单列标准应及时

制定，不应缺失。

国家质检总局食品生产

监督司副司长毕玉安表示：

“国家正在对食品安全标准不

断完善。 建议相关部门及行业

协会抓紧制定我国葡萄酒农

药残留标准，并加强对农药使

用的监管，使行业发展更加规

范。 ”

卫生部食品安全与卫生

监督局局长苏志认为，由于受

食品产业发展水平、风险评估

能力等因素制约，现行食品安

全标准还存在一些突出问题，

尽管标准总体数量多，但标准

间存在矛盾、交叉、重复，个别

重要标准或重要指标缺失，部

分标准科学性和合理性有待

提高，标准宣传贯彻执行有待

加强。

（据新华社北京 8月 16日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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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残留引发“红酒恐慌”

都是葡萄惹的祸

□新华社“新华视点”记者 王猛

日前，一则关于张裕葡萄酒检出“农残致癌”的报道，让这家百年历史的中国

葡萄酒企业遭遇信任危机。 这是继此前某黄酒品牌“菌落超标”风波后，再次陷入

食品质量安全风波的酒类企业。

葡萄酒中有农药残留是否违禁？“国标”又是如何规定？ 标准问题为何屡成农

产品加工业“恐慌”源头？ 记者对此进行了追踪调查。

日前，某杂志将国内三家葡萄酒企业的 10

款产品送经国家食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检测。

结果显示， 各款葡萄酒均检出多菌灵或甲霜灵

农药残留。 其中，张裕葡萄酒农药残留值最高。

由于上述农药具有导致肝癌的风险， 并且多菌

灵为美国禁用的农药品种， 因此这一消息在市

场上引起了震动。

此后中国酒业协会及张裕集团回应， 之前

送检的 10款国产葡萄酒农药含量均极其微量，

农残量远低于欧盟葡萄酒及国家食品的标准，

不会对人体健康构成任何影

响。

在这份由国家食品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出具

的检测报告中记

者看到，此次检测

共包括控制葡萄

霉菌性病的多菌

灵及甲霜灵等 10

项农药检测指标。

其中，只有多菌灵

及甲霜灵被检测

出微量含有，而敌

百虫等其余 8 项

指标均显示“未检

出”。

张裕集团表

示，按照此次检测

结果中杀菌剂含量计算，哪怕

每天喝 123 瓶葡萄酒，也不会

对身体造成危害。

葡萄种植专家、山东省酿酒葡萄科

研所研究员朱林表示，在我国酿酒葡萄

主产区， 夏秋多雨季节容易导致葡萄真菌病害

发生。因此，使用农药防治病害是普遍采用的方

法，因而农药残留不可避免。

国家食品安全风险评估中心研究员严卫星

说：“不管国内还是国际， 在整个农业生产过程

中都会使用农药，这是现代化农业的需要。农药

残留只要在标准允许范围之内， 不会对人体健

康产生危害。 ”

正值“农残”风波风口浪尖，记者连续几天

到京城沃尔玛、 家乐福、 易初莲花超市调查走

访，发现张裕等国产品牌葡萄酒开始搞促销，有

的“买一送一”，然而市场反应冷淡。

正在选购葡萄酒的北京市民周树新表示，

他在网上看到了有关国产酒农药残留的消息。

“还是希望主管部门对红酒标准有个明确说法，

才敢放心买。 ”

中国对于葡萄酒中的农药残留到底如何规

定？记者调查发现，我国当前并没有单列葡萄酒

国标，而是参照国家食品的通用标准。业内专家

指出，葡萄酒标准的重要参照值，就是葡萄的农

药残留指标。

记者从卫生部食品安全与卫生监督局了解

到， 国家批准使用的农药多菌灵与甲霜灵广泛

使用于谷类、蔬菜、水果等农产品。目前，我国葡

萄酒行业参照国家 GB2763《食品中农药最大残

留限量》 中的标准以及欧盟的葡萄酒限量标准

执行， 其中国标规定多菌灵和甲霜灵最大残留

限量分别为 3mg／kg和 1mg／kg。

然而， 在农业等部门制定的水果（包含葡

萄）30 种农药的限量标准中， 规定的农药残留

种类和农药含量与“国标”有差别。其中，涉及葡

萄农药残留的《无公害食品———落叶浆果类果

品农药残留标准》规定，多菌灵和甲霜灵最大残

留限量分别为 0.5ｍg／kg和 1mg／kg。

这表明， 当前国家对于葡萄农药残留的标

准存在重叠现象。按照现有规定，相关行业和企

业参照卫生部制定的“国标”。然而，农业部门的

标准也未被废止。但两者

关于多菌灵和甲霜灵等最大

残留值的规定差距明显，“就低不就

高”的标准，也让消费者心生忧虑。

国内一家知名葡萄酒企业的总

工程师表示， 由于葡萄田间管理不

规范， 导致杀虫剂、 杀菌剂等农药过量使

用，葡萄 4 个月的生长周期，大致会喷七八

种农药， 这造成部分酿酒葡萄果实中农药

残留量过高， 给我国葡萄酒的质量安全带

来重重隐患。

朱林等专家表示， 目前我国还没有专

门针对葡萄酒的农药残留标准。 相比之下，

欧盟、 美国和日本都早已制定了严格的葡

萄酒行业标准， 他们有关葡萄与葡萄酒的

农药残留限量标准达 132种。

欧盟日前出台最新规定，从今年 8 月 1

日起，要求欧盟范围内生产的有机葡萄酒，

都改换成新的专有商标， 葡萄在生产过程

中不打农药，生产加工过程完全可追踪，这

将成为未来葡萄酒业的发展趋势。

知名红酒被曝农药残留

葡萄酒“国标”就低不就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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