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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高等院校中药和药用植物类专业系列教材：中药材安全与监控》共10章。
第1章为绪论，阐述了中药材安全问题的概念、历史与现状以及中药材安全与监控的研究内容与任务
。
第2章为中药材安全体系，包括中药材安全控制与管理的标准体系、监督管理体系、评价与认证体系
、法律体系、相关的农业生产体系等。
第3、4、5章主要介绍中药材内源性和外源性有害物质。
第6、7、8、9章分别就中药材安全性评价、中药材安全标准、中药材的生产管理规范与安全监控以及
中药材生产安全认证等内容进行详细阐述。
第10章重点介绍了中药材农药残留、重金属和有害生物污染及药材内源性有害物质的检测方法。
《中药材安全与监控（高等院校中药和药用植物类专业系列教材）》主要是为设置中药学、中药资源
学及药用植物学或相近专业的农林和中医药高等院校的学生作为教材和教学参考书而编写。
同时亦可供有关中药材生产和中药资源开发利用及其他经济植物研究和生产的专业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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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土壤污染与健康　　喷洒农药，约70％落人土壤，农药拌种、药剂直接用于土壤处理等，土
壤是农药进入环境的主要载体。
大规模地将化学废弃物，包括农药生产过程中废渣埋入土壤，造成土壤污染，威胁人体健康。
　　（4）食品污染与健康　　食品在生产、加工、运输、贮存、销售、烹调和食用过程中，皆可受
到农药的意外污染，严重时可引起食用者发生急性中毒。
对于植物性食品，农药或附着于植物体表，或吸入到体内，造成农药残留，其残留浓度较低。
而动物性食品，通过食物链将环境中的农药富集于动物体内形成农药残留，其残留量较高，但一般不
致引起农药急性中毒。
食品农药残留是人们接触农药的主要途径，接触人群广泛，接触时间长。
对食品的农药残留，各国及世界卫生组织皆有相应的规定，并进行广泛的监测。
此项工作也是我国卫生防疫系统的一项经常性工作，我国曾广泛施用过大量有机氯农药，致使一段时
间内食品中的DDT、六六六超过了允许残留量，造成了出口的困难，现在情况不断改善。
　　3.1.4.2 农药在土壤中的迁移与分布　　农药在田间大面积反复施用，污染土壤。
不论采取何种方式使用农药，黏附在植物上的药量约占30％，大部分落于土壤。
使用除草剂及应用浸种、拌种、毒谷等施药，土壤污染更为严重。
此外，雨水挟带农药及洗涤植株体表的农药也进入土壤。
　　农药在土壤中的移动一般通过流动与扩散两种作用。
流动作用系由外力造成，如农田土壤翻耕引起农药移位，地表径流和土壤水渗滤淋溶引起农药转移等
。
扩散作用则与土壤性质有关，土壤含水量、土壤比重、孔隙度、温度及吸附作用等均影响其扩散。
　　土壤的吸附作用对农药行为影响较为重要。
在土壤的无机颗粒中，以直径小于0.002mm的黏粒表面积最大，对农药吸附力强；土壤有机质中以腐
殖质为主体，是不定形胶体，其巨大的表面积使之在土壤与农药相互作用中占重要地位。
农药通过3种机理被吸附而固定于土壤中：物理吸附；化学吸附（包括离子吸附、质子化作用、氢键
结合等）；配位作用。
农药亦可通过非吸附机理被固定。
例如，农药被土壤中微生物同化而留存于其细胞内，当土壤形成有机—无机复合体时，可能将农药包
含其中而免受外界影响。
　　农药进入土壤生态系统后，会发生非生物降解，这是消除土壤中残留农药的重要途径，其主要降
解过程包括化学水解、光化学分解及氧化还原等。
其次是生物降解途径，土壤中单细胞藻类参与降解过程。
在农药的降解过程中，生物因素很重要，生物降解可以将农药分子分解为无机物，且速度较快。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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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高等院校中药和药用植物类专业系列教材：中药材安全与监控》对中药材安全及监控所涉及的
各个方面进行了比较全面和深入的总结，并对许多相关问题进行了阐述。
同时借鉴了有关食品、农业生产、国外有关管理法规和规范来完善和提高中药材的安全管理，如绿色
农业、有机农业、无公害农业等新型农业理论和技术，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安全控制体系
（HACCP）等食品相关安全生产认证体系等，对于改进和提高中药材生产技术、提高中药材安全水
平具有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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