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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中多效唑残留的膳食暴露与风险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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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多效唑是蔬菜种植中常用的延缓类生长调节剂。为明确蔬菜中多效唑残留的膳食摄入风险，开展了马铃薯、番茄和茄子

3 个蔬菜品种的规范残留试验和市场抽样监测，并基于以上数据对蔬菜中多效唑残留进行了膳食摄入慢性风险和急性风险评估，提出

了蔬菜中多效唑的推荐MRL值。结果表明，蔬菜中多效唑的国家估计每日摄入量为0.040~0.21 µg/(kg bw·d)，仅占ADI的0.04%~0.21%，

国家估计短期摄入量为 0.070~0.95µg/(kg bw·d)，仅占 ARfD 的 0.07%~0.95%，基于规范残留试验和市场监测得到的评估结果相一致，

蔬菜中多效唑残留对我国各类人群的膳食摄入慢性风险极低，急性风险水平虽在不同人群和不同蔬菜品种中有差异，但整体风险也非

常低，均在可接受范围内；蔬菜中多效唑残留的建议 MRL 值为 0.5 mg/kg，该值对我国各类人群多效唑暴露的保护水平为 12.5~50 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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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Paclobutrazol is a common growth retardant used in vegetable cultivation. In order to understand the risk associated with 

dietary intake of paclobutrazol residue in vegetables, a supervised residue trial as well as monitoring of the market for potato, tomato, and 

eggplant was conducted. Chronic risk assessment and acute risk assessment techniques for paclobutrazol residue in vegetables were developed 

based on the above experimental data, and the recommended maximum residue limit (MRL) for paclobutrazol in vegetables was proposed. The 

assessment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national estimated daily intake (NEDI) values of paclobutrazol in vegetables was in the range of 0.040~0.21 

µg/(kg bw·d) for all groups of Chinese residents, accounting only for 0.04%~0.21% of the acceptable daily intake (ADI). The national estimated 

short-term daily intake (NESTI) was between 0.070~0.95 µg/(kg bw·d), accounting only for 0.07%~0.95% of the acute reference dose (ARfD). 

The assessment result for the supervised trials was consistent with the results from market monitoring. The chronic dietary intake of 

paclobutrazol residue in vegetables was very low for all groups of Chinese residents. Despite the variation between the different groups of 

people and different types of vegetables, the acute risk levels of paclobutrazol residue in vegetables was very low and within an acceptable range. 

The chronic and acute risk levels were both within an acceptable limit. The recommended paclobutrazol MRL in vegetables was 0.5 mg/kg, 

which was 12.5~50 times as much as the paclobutrazol exposure levels in all groups of Chinese resid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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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段之一，但与其相关的食品安全问题也日益增多，

担忧。其中，多效唑就是一种在我国农业生产中广泛

使用的植物生长调节剂。多效唑（paclobutrazol）又名

氯丁唑，是一种高效低毒的三唑类生长延缓剂，它能

够降低赤霉素和吲哚乙酸的含量，增加乙烯的释放量，

提高抗倒伏、抗旱等抗逆性，增加产量，改善作物品

质[1]。目前多效唑在我国的登记作物包括水稻（育秧

苗和直播苗）、小麦（冬小麦）、大豆、花生、油菜、

观赏菊花和南方水果（荔枝、荔枝树、苹果和龙眼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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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登记情况与实际生产应用情况有很大差别[2]。例

如多效唑的登记作物中并无蔬菜品种，但实际调研和

市场监测的数据表明，多效唑在我国蔬菜栽培中使用

广泛，尤其是马铃薯、番茄、茄子等茄果类蔬菜。而

多项研究也表明，多效唑应用在马铃薯、番茄和茄子

等蔬菜生产中能缩短节间，增加座果，刺激幼果膨大，

提高产量，增加收益[3~5]。 

虽然我国也按照自身的登记管理规范对多效唑

进行了评估，但未见有公开的多效唑膳食暴露与风险

评估报告，加之我国并未在任何蔬菜品种上登记使用

多效唑，因此相应的残留试验和市场监测数据就更为

匮乏，更没有制定多效唑在蔬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

（MRL）。本文对马铃薯、番茄和茄子进行了两年一

地的多效唑规范残留试验和市场抽样监测，结合国内

外可以获得的多效唑毒理学数据、国内人群的膳食数

据和@risk 定量风险评估专用软件，采用农药残留国

家估计膳食摄入量和理论最大膳食摄入量评估方法，

对我国各类人群蔬菜中的多效唑膳食摄入风险进行了

评估。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蔬菜中多效唑的最大残留限

量（MRL）建议值，并对其安全性进行了评估。 

1  材料与方法 

1.1  田间残留试验设计 

田间试验均根据 NY/T788-2004《农药登记试验准

则》和《农药登记残留田间试验标准操作规程 SOP》

规范进行。马铃薯试验于 2012-2013 年在云南省嵩明

县进行，设高（375 mg/L）、中（225 mg/L）、低（150 

mg/L）3 个处理浓度和空白对照区，共 4 个处理小区，

每个处理设 3 次重复，每小区 30 m
2，于马铃薯初花

期施药 1 次；番茄试验于 2013~2014 年在云南省安宁

市进行，设高（200 mg/L）、中（100 mg/L）、低（50 mg/L）

3 个处理浓度和空白对照区，共 4 个处理小区，每个

处理设 3 次重复，每小区 30 m
2，2013 年试验于番茄

初花期施药 1 次，2014 年试验低浓度施药 3 次、中浓

度施药 2 次、高浓度施药 1 次，所有施药均在番茄结

果前完成，每次施药间隔 7 d 以上；茄子试验于

2013~2014 年在云南省嵩明县进行，设高（300 mg/L）、

中（200 mg/L）、低（100 mg/L）3 个处理浓度和空白

对照区，共 4 个处理小区，每个处理设 3 次重复，每

小区 30 m
2，2013 年试验于茄子初花期施药 1 次，2014

年试验低浓度施药 3 次、中浓度施药 2 次、高浓度施

药 1 次，所有施药均在茄子结果前完成，每次施药间

隔 7 天以上。以上试验施药方式均采用叶面喷施。分

别于作物正常采收期、采收期前 14 d、采收期后 14 d

采集样品进行残留监测。供试药品为 15%多效唑可湿

性粉剂，四川省兰月科技有限公司生产。 

1.2  抽样方法 

按照 NY/T 789-2004《农药残留分析样本的采样

方法》和 NY/T 2103-2011《蔬菜抽样技术规范》规定

执行。马铃薯、番茄和茄子产品的多效唑残留市场监

测于 2013~2014 年进行，样品采自云南玉溪、楚雄、

大理、曲靖、红河等州市农产品批发市场、农贸市场

和超市。其中马铃薯样品 64 个，产地包括云南、贵州

和广西；番茄样品 65 个，产地包括云南、山东、海南

和广西；茄子样品 80 个，产地包括云南、河北、湖北

和陕西。 

1.3  检测方法 

按照国家标准 GB/T 20769-2008《水果和蔬菜中

450 种农药及相关化学品残留量的测定 液相色谱—

串联质谱法》的方法测定多效唑残留，检出限 0.1 

µg/kg。 

1.4  风险评估方法 

1.4.1  基于规范残留试验数据的膳食摄入风险

评估 

1.4.1.1  长期膳食摄入和慢性风险评估 

用公式（1）计算国家估算每日摄入量[6]
 

bw

FPSTMRSTMR
NEDI

iii ])([ 


或        （1） 

式（1）中，NEDI 为国家估算每日摄入量，单位 µg/kg bw/d；

STMRi值为第 i 类初级食用农产品的规范试验残留中值，单位

mg/kg；STMR-Pi 为第 i 类加工食用农产品的规范试验残留中

值，单位 mg/kg；Fi为第 i 类食用农产品的消费量，单位 kg/d；

bw 为人群平均体重，单位 kg。 

多效唑的慢性摄入风险用国家估算每日摄入量

占 ADI 的百分比表示，用公式（2）计算[7]
 

%100% 
ADI

NEDI
ADI                   （2） 

式（2）中，ADI 为每日允许摄入量，单位 mg/kg bw/d，

本文中多效唑的 ADI 值采用 JMPR（农药残留联席会议）2010

年确定的 0.1 mg/kg bw/d；%ADI 为占 ADI 的百分比。 

当 %ADI≤100% 时，表示慢性风险可以接

受，%ADI 越小，风险越小；当%ADI>100%时，表示

有不可接受的慢性风险，%ADI 越大，风险越大[8]。 

1.4.1.2  短期膳食摄入和急性风险评估 

JMPR 根据评估产品的具体情况分为情形 1、情



现代食品科技 Modern Food Science and Technology 2016, Vol.32, No.2 

338 

形 2a、情形 2b、情形 3 共 4 种情景来计算农药短期膳

食摄入量，本文评估的产品涉及 2 种情景。马铃薯、

番茄在所有人群以及茄子在一般人群的评估符合下列

情景，即产品的单个重量高于 25 g，但小于个体每顿

饭对该食品的最大消耗量，混合样本残留数据不能反

映该产品在一顿饭消耗的残留水平，所食用的产品可

能含有比混合样本更高的残留，这种情景下用公式（3）

计算国家估计短期膳食摄入量，用公式（5）计算安全

界限[6]；而茄子在儿童（≤6 岁）中的评估适用如下情

景，即产品的单个重量大于大份餐，该产品的一餐量

可能含有高于混合样本的残留水平，该情景下用公式

（4）计算国家估计短期摄入量，用公式（6）计算安

全界限[6]。两种情景均用公式（7）计算急性风险[7]。 

bw

)PHR(HR)ULP(v)PHR(HRU
NESTI

ee 


或或                                         （3） 

bw

v)PHR(HRLP
NESTI




或           （4） 

式（3）式（4）中，NESTI 为国家估计短期摄入量，单位

µg/kg bw/d；LP 为可涵盖 97.5%食用者每天消耗的该类食品的

量，单位 g/d；HR 为可食部分的混合样本中的最高残留量，单

位 mg/kg；HR-P 为加工农产品的最高残留量，单位 mg/kg；Ue

为单个食品重量（可食部分计），单位 g；v 为变异因子，表示

同一批产品中不同个体或同一个体中不同部位的残留变异，定

义为 97.5 百分位点残留量与平均残留量的比值，参照 JMPR 建

议取默认值 3[9]。 

ee ULPvU

bwARfD
SM




                    （5） 

vLP

bwARfD
SM




                        （6） 

%
ARfD

NESTI
ARfD% 100                   （7） 

式（5）、（6）、（7）中，ARfD 为急性参考剂量，单位

mg/kg bw/d，本文中多效唑的 ARfD 值采用欧盟 2011 年确定的

0.1 mg/kg bw/d[10]；%ARfD 表示占急性参考剂量的百分比；SM

表示安全界限，单位 mg/kg。 

当 %ARfD≤100% 时，表示急性风险可以接

受，%ARfD 越小，风险越小；当%ARfD>100%时，表

示有不可接受的急性风险，%ARfD 越大，风险越大。

当产品的多效唑残留量在安全界限以内时，急性风险

可以接受；反之，则有不可接受的急性风险[7]。 

1.4.2  基于市场抽样监测数据的膳食摄入风险

评估 

基于市场监测数据的膳食摄入风险评估的计算

公式与基于规范残留试验数据的评估类似，只是在

NEDI 计算中用市场产品残留监测数据的平均值代替

STMRi（或 STMR-Pi），在 NESTI 计算中用市场产品

残留监测数据的 97.5 百分位点值代替 HR（或 HR-P）
[11]。 

利用@risk 定量风险评估专用软件对监测得到的

马铃薯、番茄和茄子中多效唑的残留数据进行处理。

在数据处理时假设监测的每个样品在其生产过程中都

曾使用过多效唑，产品也都存在多效唑残留，因此，

所有的未检出样品也都是有残留的，其残留量分别在

0 至检出限之间随机取值。同时，利用@risk 的模拟抽

样功能，进行了 10000 次的模拟抽样，拟合出马铃薯、

番茄和茄子中的多效唑残留分布，并根据残留分布计

算残留的平均值和 97.5 百分位点值。 

1.4.3  蔬菜中多效唑的推荐 MRL 值评价 

以多效唑在蔬菜中的推荐 MRL 值作为农药残留

浓度，用公式（8）计算出各类人群通过蔬菜摄入的多

效唑暴露量（mg/kg bw/d），以每日暴露量占 ADI 的

百分数%ADI 来表示风险的大小，将农药暴露量占

ADI 的百分数取倒数，称为安全系数[12]。 

bw

消费量农药残留浓度
暴露量


           （8） 

当%ADI≤100%，即安全系数≥1 时，表示 MRL

值可以接受，%ADI 越小，即安全系数越大，MRL 值

的保护水平越高。 

2  结果与讨论 

2.1  基于规范残留试验数据的膳食摄入风险

评估 

表 1 多效唑在 3种蔬菜上的规范残留试验结果 

Table 1 Results from supervised trials of paclobutrazol in three 

types of vegetables 

作物 
施药剂量 

/(mg/L) 

施药 

次数 

间隔期* 

/d 

规范残留试验 

中值STMR 

/(mg/kg) 

最高残留 

量HR 

/(mg/kg) 

马铃薯 225 1 32 0.022 0.023 

番茄 100 2 45 0.0059 0.0066 

茄子 200 2 38 0.0027 0.0045 

注：*间隔期指从末次施药到正常采收期的天数。 

规范残留试验中值和最高残留量是按农药最大

允许使用方式使用后在可食部分的代表性残留量，本

文的残留试验施药浓度是按推荐施用低浓度、推荐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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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浓度（最大允许使用方式）和推荐施用高浓度的

1.5~2 倍浓度来设计的，但因目前多效唑在蔬菜上的

应用还没有相关的规范，因此 3 种作物的规范残留试

验中值和最高残留量均采用终残留较高的处理方式下

得到的残留值。结果表明，多效唑在 3 种蔬菜作物上

的规范残留试验中值（STMR）为 0.0027~0.022 mg/kg，

最高残留量（HR）为 0.0045~0.023 mg/kg（表 1）。 

考虑到多效唑在蔬菜种植上虽主要用于马铃薯、

番茄和茄子等茄果类品种，但在其它品种上也偶有使

用，加之实际生产中农药使用的规范性相对较差，因

此按照最大风险原则，假设所有的蔬菜都使用了多效

唑，蔬菜中的残留量采用残留试验中最高的 STMR 值

0.022 mg/kg 来进行长期膳食摄入的慢性风险评估。结

果显示，我国各类人群蔬菜中多效唑的国家估计每日

摄入量（NEDI）为 0.10~0.21 µg/kg bw/d，仅占 ADI

的 0.1%~0.21%，说明多效唑的慢性膳食摄入风险很低

（表 2）。 

短期膳食摄入的结果显示，马铃薯、番茄和茄子

3 个蔬菜品种消费带来的多效唑短期膳食摄入量

（NESTI）在 0.07~0.95 µg/kg bw/d，其中马铃薯对 6

岁以下儿童带来的多效唑短期摄入量最高，番茄对一

般人群带来的多效唑短期摄入量最低。虽然不同蔬菜

品种以及儿童与成人之间多效唑的国家估计短期摄入

量有明显差异，但值都很低，仅占 ARfD 的

0.07%~0.95%，说明急性风险也很低，而且基于规范

残留试验获得的多效唑残留水平均远低于各品种在一

般人群和儿童中的安全界限（表 3）。 

表 2 蔬菜中多效唑长期膳食摄入和慢性风险评估 

Table 2 Long-term dietary intake and chronic risk assessment of paclobutrazol residue in vegetables 

年龄 
平均体重

bw[13]/kg 

蔬菜消 

量[13]/kg 

基于残留试验  基于市场监测 

国家估计每日摄入 

量NEDI/(µg/kg bw/d) 

占每日允许摄入量 

的百分比%ADI/% 

国家估计每日摄入 

量NEDI/(µg/kg bw/d) 

占每日允许摄入量的

百分比%ADI/% 

2~10 12.7~30.4 0.12~0.20 0.15~0.21 0.15~0.21  0.058~0.084 0.058~0.084 

11~17 34.0~53.9 0.23~0.25 0.10~0.15 0.10~0.15  0.040~0.058 0.040~0.058 

18~59 55.2~60.8 0.28~0.30 0.11 0.11  0.042~0.044 0.042~0.044 

≥60 51.4~57.8 0.24~0.27 0.10 0.10  0.041 0.041 

表 3 蔬菜中多效唑短期膳食摄入和急性风险评估 

Table 3 Short-term dietary intake and acute risk assessment of paclobutrazol residue in vegetables 

农产品 人群 
体重bw 

/kg 

大份餐LP[15] 

/(g/kg bw/d) 

单位重

Ue
[16]/g 

安全 

界限SM 

/(mg/kg) 

基于残留试验  基于市场监测 

国家估计短期 

摄入量NESTI 

/(µg/kg bw/d) 

占急性参考 

剂量百分比 

%ARfD/% 

国家估计短期 

摄入量NESTI 

/[µg/(kg bw·d)] 

占急性参考

剂量百分比 

%ARfD/% 

马铃薯 
一般人群 63.0[14] 12.24 156.2 5.81 0.40 0.40  0.34 0.34 

儿童(≤6岁) 15.5[13] 21.10 156.2 2.42 0.95 0.95  0.82 0.82 

番茄 
一般人群 63.0 7.41 120.6 8.90 0.070 0.070  0.11 0.11 

儿童(≤6岁) 15.5 11.40 120.6 3.71 0.18 0.18  0.27 0.27 

茄子 
一般人群 63.0 7.27 268.0 6.34 0.071 0.071  0.12 0.12 

儿童(≤6岁) 15.5 13.79 268.0 2.42 0.19 0.19  0.30 0.30 

2.2  基于市场监测数据的膳食摄入风险评估 

根据市场抽样监测得到的马铃薯、番茄和茄子中

多效唑的残留结果，利用@risk 拟合得到马铃薯、番

茄和茄子中多效唑的残留分布，结果如图 1 所示。马

铃薯、番茄和茄子中多效唑残留的均值分别为 0.0086 

mg/kg、0.0067 mg/kg 和 0.0041 mg/kg，97.5 百分位点

值分别为 0.020 mg/kg、0.010 mg/kg 和 0.0073 mg/kg

（图 1）。 

虽然目前多效唑主要应用于马铃薯、番茄和茄子

等茄果类蔬菜，但在其他蔬菜品种中也偶有使用。本

文按照最大风险原则，假设所有蔬菜在生产过程中均

使用了多效唑，并在产品中有残留，因此在进行长期

膳食摄入和慢性风险评估时，市场产品残留监测数据

的平均值采用 3 个监测品种中残留量最高的马铃薯的

残留均值。结果表明，我国各类人群蔬菜中多效唑国

家估计每日摄入量在 0.040~0.084 µg/kg bw/d 之间，仅

占 ADI 的 0.040%~0.084%（表 2），表明我国各类人

群多效唑的慢性膳食摄入风险非常低。 

国家估计短期摄入量和急性风险评估采用 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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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分位点值进行计算。结果表明，多效唑的国家估计

短期摄入量为 0.11-0.82 µg/kg bw/d，仅占 ARfD 的

0.11%~0.82%（表 3）。结果与基于规范残留试验得到

的评估结果相一致，虽然不同品种的评估结果有差异，

且多效唑对儿童（≤6 岁）的风险普遍高于一般人群，

但总体来说多效唑的急性膳食摄入风险非常低。各蔬

菜品种97.5百分位点的多效唑残留量也均远低于安全

界限。 

2.3  蔬菜中多效唑的推荐 MRL 值及其风险分

析 

 

 

 

图 1 基于市场监测数据的蔬菜中多效唑残留量的模拟分布 

Fig.1 Simulated distribution of paclobutrazol residue in vegetables 

based on market monitoring 

注：a-马铃薯，b-番茄，c-茄子。 

目前我国仅对苹果、荔枝、花生仁、油菜籽、菜

籽油、稻谷和小麦等 7 种作物和食品制定了多效唑

MRL 值，除油菜籽的 MRL 为 0.2 mg/kg 外，其余均

为 0.5 mg/kg
[17]。欧盟规定苹果、香蕉、芒果、柑橘等

水果中多效唑的 MRL 为 0.5 mg/kg，日本和韩国也规

定苹果中多效唑的 MRL 为 0.5 mg/kg，而澳大利亚则

规定芒果和枇杷中的多效唑 MRL 为 1 mg/kg
[17]。根据

规范残留试验数据及市场监测结果，参照国内外标准

并结合我国实际，建议蔬菜中多效唑的最大残留限量

（MRL）为 0.5 mg/kg（表 4）。 

以 0.5 mg/kg 作为蔬菜中多效唑的残留浓度计算

各类人群的多效唑暴露量，结果表明各类人群蔬菜中

多效唑的暴露量为 0.0020~0.0080 mg/kg，仅占 ADI

的 2.0%~8.0%，安全系数在 12.50~50.00 之间，说明蔬

菜中多效唑的MRL值设定为0.5 mg/kg其风险水平是

完全可以接受的，对各类人群的保护水平达 12.5-50

倍（表 4）。 

表 4 蔬菜中多效唑推荐 MRL值风险分析 

Table 4 Risk analysis of recommended paclobutrazol MRL in vegetables 

年龄 
平均体重

bw/kg 

蔬菜消费量

/kg 

推荐MRL 

/(mg/kg) 

暴露量 

/[mg/(kg bw·d)] 

%ADI 

/% 
安全系数 分析结论 

2~10 12.7~30.4 0.12~0.20 

0.5 

0.0020~0.0080 2.0~8.0 12.50~50.00 可以接受 

11~17 34.0~53.9 0.23~0.25 0.0021~0.0037 2.1~3.7 27.03~47.62 可以接受 

18~59 55.2~60.8 0.28~0.30 0.0023~0.0027 2.3~2.7 37.04~43.48 可以接受 

≥60 51.4~57.8 0.24~0.27 0.0021~0.0027 2.1~2.7 37.04~47.62 可以接受 

2.4  风险评估的不确定性因素分析 

虽然多效唑主要在马铃薯、番茄和茄子等茄果类

蔬菜中应用，但也不排除在其它蔬菜品种生产中使用，

而我们仅进行了以上 3 个蔬菜品种的规范残留试验和

市场抽样监测。为了弥补残留数据的不确定性，在对

蔬菜中多效唑残留进行长期膳食摄入风险评估中采用

了最大风险原则，即假设所有的蔬菜在种植过程中都

使用了多效唑，基于规范残留试验和市场监测数据的

国家估计每日摄入量均采用最高的STMR值和残留均

值计算。因此，本文对于蔬菜中多效唑的慢性膳食摄

入风险评估是偏于保守的，但由于偏于保守的评估结

果仍显示蔬菜中多效唑的慢性风险极低，因此对最终

结论无影响。另一方面，我们在进行多效唑长期膳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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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入和慢性风险评估时采用的各类人群平均体重和蔬

菜消费量来源于卫生部在 2002 年开展的中国居民营

养与健康状况调查，这是目前可以获得的最新最权威

的中国居民膳食情况和身体条件的数据。但自 2002

年以来，我国居民的身体条件和膳食结构肯定发生了

一定的变化，但蔬菜中多效唑的长期膳食摄入评估采

用的食物消耗量是所有蔬菜的总量，而可能存在多效

唑残留的只是其中的部分品种，因此完全可以抵消因

消费量改变而造成低估风险的可能，对最终评估结果

无影响。此外，目前我国尚缺乏可用于短期膳食摄入

风险评估的大份餐调查数据，本文采用全球环境监测

系统/食品污染监测与评估计划（GEMS/Food）提供的

大份餐数据中最大的用于蔬菜中多效唑的短期膳食摄

入风险评估。因此，本文选用的大份餐数据与中国居

民的实际情况可能会有所差异，且可能是偏于高估的，

但基于此大份餐数据得到的蔬菜中多效唑的急性风险

也非常低，因此对最终评估结果基本无影响。 

3  结论 

3.1  蔬菜中多效唑残留在我国各类人群中的慢性风

险和急性风险水平都是非常低的，国家估计每日摄入

量为0.10~0.21 µg/kg bw/d 和0.040~0.084 µg/kg bw/d，

仅占 ADI 的 0.1%~0.21%和 0.040%~0.084%，国家估

计短期摄入量仅为 0.07~0.95 µg/kg bw/d 和 0.11~0.82 

µg/kg bw/d ， 只 占 ARfD 的 0.07%~0.95% 和

0.11%~0.82%，虽然在不同人群和品种之间有差异，

且蔬菜中多效唑残留对儿童（≤6 岁）的急性风险要

大于对普通人群，但总体来说风险水平都很低；规范

残留试验和市场监测得到的多效唑残留水平也远低于

安全界限；根据试验结果并参照国内外相关标准，建

议蔬菜中多效唑的最大残留限量（MRL）设定为 0.5 

mg/kg，该值对我国各类人群蔬菜中多效唑残留暴露

量均在可接受范围，保护水平达 12.5~50 倍。 

3.2  综上所述，只要按照规范使用，蔬菜中多效唑的

残留风险均在可接受范围内。因此应尽快制定多效唑

在相应蔬菜品种中的使用规程，规范多效唑在蔬菜生

产上的应用，对其的风险管理应着重于对滥用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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