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玫瑰鲜花饼中四种阿维菌素类药物残留水平
分析及慢性膳食风险评估

黄玉媛1，徐　幸2, *，段吉燕1，张　燕2，字杰军2

（1.大理大学公共卫生学院，云南大理 671000；
2.大理州质量技术监督综合检测中心，云南大理 671000）

摘　要：为了解玫瑰鲜花饼中是否存在药物残留情况，以及是否存在慢性膳食摄入风险情况。本文通过检测玫瑰鲜

花饼中四种阿维菌素类药物的残留情况，对其药物残留进行水平分析，评估其慢性膳食摄入风险。四种药物分别

是阿维菌素、多拉菌素、乙酰氨基阿维菌素、伊维菌素。共收集了 43种玫瑰鲜花饼样品，采用优化的

QuEChERS方法对样品进行前处理，并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来测定这 4种化合物的残留水平，对它们进行

慢性膳食摄入风险评估及风险排序。结果表明，四种阿维菌素类药物标线的判定系数均大于 0.99，检出限的范围

为 0.1~0.7 µg/kg，回收率范围为 94.97%~102.09%，四种目标化合物只有阿维菌素被检出，检出率是 79%，残留量

范围为 1.89~4.58 µg/kg。对四种药物进行食品安全指数分析（IFS），阿维菌素为 1.3×10−3、多拉菌素为 1.0×10−4、
乙酰氨基阿维菌素为 1.7×10−6、伊维菌素为 1.2×10−5；对四种目标化合物进行风险评估，并进行风险排序，四种药

物总分均低于 50，说明目前鲜花饼中阿维菌素类药物的残留水平不高，风险较低。建议将其纳入食用玫瑰种植过

程中农药登记名单并制定相应限量标准。

关键词：膳食摄入风险评估，阿维菌素类药物，农药残留，玫瑰鲜花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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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Four Avermectin Drugs Residual Levels in Rose Flower
Cakes and Chronic Dietary Risk Assess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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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o understand whether there was a drug residue in the rose flower cake, and whether there was a risk of chronic
dietary intake. In this paper, the residues of four avermectins in rose flower cake were detected, the residual levels of drug
residues were analyzed, and the risk of chronic dietary intake was evaluated. The four drugs were avermectin, doramectin,
acetylamineavermectin  and  ivermectin.  A  total  of  43  rose  flower  cake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nd  the  optimized
QuEChERS method was used to pre-treat the samples. The residue levels of the four compounds were determined b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and  their  chronic  dietary  intake  risk  assessment  and  risk
rank were performed. Results show that the four kinds of abamectin drugs line of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were greater than
0.99, the detection limit of the range of 0.1~0.7 µg/kg, recovery range of 94.97%~102.09%. Only avermectin was detected
in  the  4  target  compounds,  the  detection  rate  was  79%,  and  residual  range  of  1.89~4.58  µg/kg.  The  food  safety  index
analysis (IFS) of the four drugs was 1.3×10−3 for avermectin, 1.0×10−4 for doramectin, 1.7×10−6 for acetylavermectin,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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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10−5  for  ivermectin.  Risk assessment on four kinds of target  compounds,  and to the risk of ordering,  total  four drugs
were less than 50. This indicated that the residual level of avermectins in rose flower cakes was not high at present, and the
risk was low.  It  was suggested that  it  should be included in  the registration list  of  pesticides  and the corresponding limit
standards should be established.

Key words：risk assessment of dietary intake；avermectin drugs；pesticide residues；rose flower cakes

云南作为中国的旅游大省，一直以来以其优美

秀丽的自然景色闻名遐迩。同时云南也有着“亚洲

花都”的美誉[1]，是全国最大的鲜花供应地，占据着全

国 80%的鲜花市场。玫瑰鲜花饼是云南的一大特色

美食，随着云南旅游业的飞速发展，玫瑰鲜花饼成为

了云南的一张旅游名片，在全国乃至全世界都有了一

定知名度，成为了热门的走亲访友伴手礼之一。在玫

瑰的生长培育过程中，可能会存在各种病虫灾害，以

白粉病、黑斑病和霜霉病为主，虫害以蚜虫、蓟马和

红蜘蛛为主，这些病虫灾害都给玫瑰生长带来很大影

响。为了应对病虫害，保证玫瑰花的产量，花农们会

不得不给玫瑰使用一些农药。然而，在种植过程中使

用的农药种类多、用药量大、施药次数多等问题可能

会导致食用玫瑰中残留农药[2−7]，从而使得玫瑰鲜花

饼也具有农药残留产生的风险。在食用玫瑰的种植

过程中，为了对抗病虫害，有时会使用到阿维菌素类

药物来进行防治。而阿维菌素的残留会对人体神经

系统及内脏等多方面产生损害[8−9]。伊维菌素、乙酰

氨基阿维菌素、多拉菌素都是由阿维菌素衍生而

来[10−11]。因此，本文主要研究玫瑰鲜花饼中阿维菌

素、伊维菌素、乙酰氨基阿维菌素和多拉菌素的农药

残留风险评估。

检索国内外文献和限量标准，目前国家标准、

CAC[12] 及欧盟[13] 中都没有对食用玫瑰以及玫瑰鲜

花饼的农药残留做出限量要求；关于食用玫瑰及鲜花

饼的相关农药残留检验及慢性膳食摄入风险评估相

关文献极少。Bian等[14] 对食用玫瑰的种植、加工和

浸泡过程进行了 18种农药及其代谢产物的分析。

说明了食用玫瑰花中具有部分的农药残留，对人体健

康造成一定影响，但是 18种农药并不包括本文研究

的四种阿维菌素类药物，且他们研究的是食用玫瑰作

为花茶饮用时的农药迁移率，并未涉及到玫瑰鲜花

饼。检索国外文献，并未检索出有关于玫瑰鲜花饼的

研究，关于食用玫瑰的相关文献也十分有限。以往对

于单一品种蔬菜[15−17]、蔬菜类[18−21]、水果[22−24]、稻

米[25] 和茶叶[26−27] 等食品中农药残留风险评估的研

究较多，但是关于玫瑰鲜花饼的农药残留以及风险评

估的研究极少。

为了解玫瑰鲜花饼是否存在慢性膳食摄入风

险，对健康是否造成影响，展开玫瑰鲜花饼中的四种

阿维菌素类药物残留的风险评估是很有必要的。对

玫瑰鲜花饼进行农药残留的风险评估工作，是当前保

障玫瑰鲜花饼的安全质量的主要手段之一。本文拟

建立一个能够快速检测玫瑰鲜花饼中农药残留的实

验方法，通过采用 QuEChERS（Quick, Easy, Cheap,
Effective, Rugged and Safe）方法结合高效液相色谱-
串联质谱仪对玫瑰鲜花饼样品进行 4种阿维菌素类

药物残留水平进行系统分析[28−29]，从而计算慢性膳食

摄入风险值（%ADI），对这 4种目标化合物进行风险

排序，为玫瑰鲜花饼中农药残留限量的制定提供数据

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仪器

玫瑰鲜花饼样品　共计 43种，采购于市售玫瑰

鲜花饼；甲醇中 4种阿维菌素类药物混合标准溶液：

阿维菌素、多拉菌素、乙酰氨基阿维菌素、伊维菌素

100 mg/L  、乙二胺 -N-丙基硅烷（PSA）粒径 40~
60 µm、十八烷基硅烷（C18）吸附剂 粒径 40~60 µm、

0.22 μm有机相滤头　上海安谱实验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甲酸（色谱纯）、氯化钠（分析纯）　Acros公司；

乙腈　色谱纯，德国默克公司。

LC-2030高效液相色谱仪　日本岛津公司；

QTRAP 4500 串联质谱仪　AB SCIEX公司；8888
0018型涡旋振荡器　Thermo公司；Direct-Q3超纯

水机　密理博公司；AL204型电子天平　梅特勒托

利多公司；TG16-WS台式高速离心机　湖南湘仪实

验室仪器开发有限公司。 

1.2　实验方法 

1.2.1   标准储备液配制　用移液枪准确吸取 40 µL
的 4种阿维菌素类药物混合标准溶液（溶剂为甲醇）

于玻璃瓶中，然后准确吸取 3.96 mL乙腈溶液，使其

定容到 4 mL，配制成 1 mg/L的混标溶液，涡旋备用。 

1.2.2   样品前处理　参考 GB 23200.121-2021《植物

源性食品中 331种农药及其代谢物残留的测定》方

法[28]，称取 2 g均质的鲜花饼样品于 50 mL离心管

中，加入 5 mL纯水，加氯化钠 5 g涡旋振荡 1 min，
加入 10 mL乙腈涡旋振荡 1 min，以转速 5000 r/min
离心 5 min，取上清液 2 mL于 10 mL离心管中，添加

50 mg的 C18 吸附剂，振荡 1 min，以转速 5000 r/min
离心 5 min。将上清液采用 0.22 μm有机相滤头过

滤，得到待检测液，供 HPLC-MS/MS测定。 

1.2.3   仪器分析条件　 

1.2.3.1   液相条件　流动相：A为 0.1%体积浓度的

甲酸水溶液[29]，B为乙腈。色谱柱：Endeavorsil C18

柱（规格 50 mm×2.1 mm，粒径 1.8 µm）。液相色谱

洗脱条件见表 1；流速：0.30 mL/min，进样量：1 µL；
柱温：4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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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2   质谱条件　采用 ESI源离子源，喷雾电压

为 5500 eV，离子源温度为 110 ℃，脱溶剂气温度为

400 ℃；多重反应监测模式（MRM）条件见表 2。
 
 

表 2    多重反应监测模式下 4种阿维菌素类药物的保留时
间、监测离子对和碰撞能量

Table 2    Retention times, monitored ion pairs and collision
energy for four avermectins in MRM mode

序号
化合物 保留时间

（min）
母离子/

子离子（m/z）
碰撞能量

（eV）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1 阿维菌素 abamectin 2.05
890.5>305.2* 30
890.5>567.1 30

2 多拉菌素 doramectin 2.22
916.5>331.3* 30
916.5>593.5 20

3 乙酰氨基阿维菌素 eprinomectin 1.83
914.5>186.1* 45
914.5>330.1 45

4 伊维菌素 ivermectin 2.59
892.5>569.3* 20
892.5>307.2 20

注：*为定量离子。
  

1.2.4   方法验证　 

1.2.4.1   标准曲线绘制及定量限、检出限的测定　用

乙腈定容配制好的 1 mg/L的阿维菌素类药物混合

标准溶液，分别配制成质量浓度为 1、5、10、20、50、

75、100 µg/L的标准曲线，供液相色谱-串联质谱联

用仪测定。以目标物的质量浓度为横坐标，目标物的

峰面积为纵坐标来绘制标准曲线。分别以定量离子

3倍信噪比和 10倍信噪比得到 4种目标物的检出限

（LODs）和定量限（LOQs）[30]。同时，用没有检出农药

残留的玫瑰鲜花饼按照 1.2.2样品前处理的方法进

行处理，用得到的净化溶液当作溶剂来定容配制好的

1 mg/L的阿维菌素类药物混合标准溶液，同样分别

配制成质量浓度为 1、5、10、20、50、75、100 µg/L

的标准曲线，用于计算基质效应。 

1.2.4.2   添加回收实验　在样品中加入高、中、低浓

度水平的标准溶液，根据目标物在仪器上的响应值，

添加水平分别为 2.5、10、40 µg/kg，每个水平重复 6

次。按照 1.2.2的方法进行提取和进化，按照 1.2.3

的方法进行分析，计算加标回收率和相对标准偏差

（RSD%）。 

1.2.5   膳食摄入风险评估　膳食摄入风险评估是衡

量膳食安全性的重要指标，也是食品安全风险评估的

重要组成部分[31]。 

1.2.5.1   慢性膳食摄入风险评估　慢性膳食摄入风

险（%ADI）为每日摄入量（national  estimated  daily
intakes，NEDI）（µg/kg∙bw）除以每日允许摄入量（acc-
eptable  daily  intake，ADI）（mg/kg）。ADI参考 GB
2763-2021《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32]、GB 31650-
2019《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33]。当 %ADI≤
100%时，表示慢性健康风险可以接受；当 %ADI>
100%时，表示有不可接受的慢性风险，%ADI越大，

风险越大。

NEDI =
STMR×F

mb

式（1）

ADI =
NEDI
ADI

×100 式（2）

式中 ：STMR为玫瑰鲜花饼检测残留中值

（supervised trials median residue），mg/kg；F为日消

费量，g/d；mb 为标准人体质量（60 kg）。 

1.2.5.2   食品安全指数分析　评估农药残留摄入的

安全风险, 采用食品安全指数（index of food safety,
IFS）来评估对健康的危害程度[31]。IFS<1，表示该农

药为可接受安全风险，反之则为不可接受风险，计算

公式见式（3）、式（4）。

IFS =
EDIc× f
SIc×mb

式（3）

EDIc = Ri ×Ei ×Fi ×Pi 式（4）

式中：SIc是安全摄入量，即 ADI；f是安全摄入

量矫正因子，取值 1；Ri 为残留平均值，µg/kg；Ei 为可

使用部分因子；Fi 为估计摄入量，g/d；Pi 为加工处理

因子。 

1.2.5.3   风险排序　参考英国兽药残留委员会兽药

残留风险排序矩阵[34]，采用原赋值标准（表 3），进行

农药残留风险排序。农药使用频率（FOD）计算公式

见式（5）。农药残留风险得分（S）计算公式见式（6）。
农药残留风险与 S值的大小有关，S值越高，残留风险

越大。
  

表 3    玫瑰鲜花饼农药残留风险排序指标得分赋值标准
Table 3    Scoring criteria for risk ranking indicators of pesticide

residues in rose flower cakes

指标 毒性 毒效（mg/kg）
膳食比例

（%）
使用频率

（%）
高暴露人群

残留水平
（mg/kg）

指标值 低毒 >1×10−2 <2.5 <2.5 无 未检出

得分 2 0 0 0 0 1
指标值 中毒 1×10−4~1×10−2 2.5~20 2.5~20 不太可能 <1限量值

得分 3 1 1 1 1 2
指标值 高毒 1×10−6~1×10−4 20~50 20~50 很可能 ≥1限量值

得分 4 2 2 2 2 3

指标值 剧毒 <1×10−6 50~100 50~100 有或无
相关数据 ≥10限量值

得分 5 3 3 3 3 4
 

FOD = T/P×100 式（5）

S = (A+B)× (C+D+E+F) 式（6）

 

表 1    流动相洗脱条件

Table 1    Elution conditions of flow phase

时间（min） 流动相A（%） 流动相B（%）

0 2 98
0.5 2 98
3 2 98
3.1 30 70
6.5 30 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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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T为玫瑰花种植过程中使用农药的次数；

P为玫瑰花生长周期；A为毒性，参考经口半数致死

量（LD50）
[15]；B为毒效；C为膳食比例；D为使用频

率；E为高暴露人群；F为残留水平。 

1.3　数据处理

采用 HPLC-MS/MS检测目标化合物含量，数据

采集使用 AB SCIEX Analyst software软件，每个样

品进样 2次，数据的统计分析采用 WPS软件，处理

数据和绘图采用 Origin 2022。 

2　结果与分析 

2.1　HPLC-MS/MS仪器分析条件的结果

本文比较了水和乙腈、水和甲醇、0.1%甲酸水

溶液和乙腈这 3种不同流动相组成的分析效果。结

果表明，这几种化合物在 0.1%甲酸水溶液和乙腈流

动相体系中的峰形和响应值都较好，最终选择 0.1%
的甲酸水溶液和乙腈体系作为本研究的流动相。

采用不同的梯度洗脱程序进行分析比较，最终

确定了洗脱条件，不断优化离子对扫描条件，最终确

定离子对扫描条件见表 1。四种阿维菌素类药物混

标多反应监测（MRM）离子流图如图 1所示。

  
400000

300000

200000

强
度

 (c
ps

)

保留时间 (min)

100000

0
0 1 2 3 4 5 6

乙酰氨基阿维菌素

阿维菌素

多拉菌素

伊维菌素

图 1    四种阿维菌素类药物混标多反应监测离子流图
Fig.1    Multi-reaction monitoring ion flow diagram of four

avermectins
  

2.2　前处理条件的优化

采用 C18 和 PSA吸附剂作为前处理材料来净化

样品中的杂质，分析比较的 C18、PSA以及 C18 和

PSA混合三种不同吸附剂条件的效果，并且每种吸

附剂条件分别从 25、50、100、200 mg四种不同使用

量来进行分析比较，结果如图 2、图 3、图 4显示。

按不同条件的回收率中位数的大小进行比较，得出采

用 C18 的前处理条件总体回收率最高，添加了 PSA
吸附剂的回收率都比较低，且随着 PSA的添加量增

加，回收率逐渐降低，说明 PSA对阿维菌素类药物具

有吸附作用。从图 2中可以看出随着 C18 的使用量

增加，回收率先升高后降低，在 C18 使用量为 50 mg
时回收率是最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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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3    不同剂量的 PSA+C18 吸附剂对 4种阿维菌素类药物
回收率的影响

Fig.3    Effects of different doses of PSA+C18 adsorbent on
recovery of four avermect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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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不同剂量的 PSA吸附剂对 4种阿维菌素类药物
回收率的影响

Fig.4    Effects of different doses of PSA adsorbent on recovery
of four avermectins

  

2.3　方法验证 

2.3.1   基质效应　在样品中，除了被测目标物以外的

其他物质都视为基质。基质效应则是样品基质对于

目标化合物的干扰效应。本实验中，阿维菌素类药物

基质效应的计算方法为：基质配标的斜率与溶剂配标

斜率的比值[30]。用没有检出农药残留的玫瑰鲜花饼

经过前处理净化后的溶液作为溶剂来配制标准曲

线。结果表明，阿维菌素的基质效应为 1.023、多拉

菌素的基质效应为 1.026、乙酰氨基阿维菌素的基质

效应为 0.986、伊维菌素的基质效应为 0.973。4种

阿维菌素类药物在玫瑰鲜花饼样品的基质效应不太

明显。可见本实验中基质对于实验的影响不大。 

2.3.2   线性方程、检出限和定量限　各线性方程见

表 4，其中 X是阿维菌素类药物的质量浓度，Y是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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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不同剂量的 C18 吸附剂对 4种阿维菌素类药物
回收率的影响

Fig.2    Effects of different doses of C18 adsorbent on recovery of
four avermect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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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菌素类药物的峰面积。线性方程的判定系数（R2）

范围从 0.9973到 0.9991。方法检出限（LOD）为 3倍

信噪比的检测值，定量限（LOQ）为 10倍信噪比的检

测值，这 4种阿维菌素类药物 LOD的范围为 0.1~
0.7 µg/kg，LOQ的范围为 0.3~2.3 µg/kg。
 
 

表 4    线性方程、检出限和定量限
Table 4    Linear equation, LOD and LOQ of cephalosporins

化合物 线性方程 判定系数（R²） LOD
（µg/kg）

LOQ
（µg/kg）

阿维菌素 Y=1850.6X+2523.9 0.9991 0.3 1.0
多拉菌素 Y=930.72X+1885 0.9973 0.6 2.0

乙酰氨基阿维菌素 Y=7496.8X+14724 0.9990 0.1 0.3
伊维菌素 Y=1673.3X-958.55 0.9989 0.7 2.3

  

2.3.3   准确度和精密度　以准确度和精密度评价方

法的有效性，对 4种阿维菌素类药物在玫瑰鲜花饼

样品中，加标回收实验为高、中、低 3个浓度水平，每

个浓度重复检测 6次。检测结果减去样品中的本底

含量，计算所得结果见表 5，阿维菌素类药物的平均

回收率在 94.97%~102.09%范围，相对标准偏差

（RSD）为 3.12%~9.22%，准确度和精密度实验表明，

该分析方法满足实验要求。
 
 

表 5    玫瑰鲜花饼中阿维菌素类药物的回收率和
精密度（n=6）

Table 5    Recovery and precision of avermectins in rose
flower cake (n=6)

化合物

添加水平（µg/kg）

2.50 10.00 40.00

回收率
（%）

RSD
（%）

回收率
（%）

RSD
（%）

回收率
（%）

RSD
（%）

阿维菌素 99.67 3.67 100.03 8.72 98.94 3.32
多拉菌素 98.33 3.88 99.16 9.22 99.52 3.12

乙酰氨基阿维菌素 96.03 4.72 98.36 8.67 100.08 3.60
伊维菌素 94.97 5.76 102.09 6.48 99.96 3.30

  

2.4　玫瑰鲜花饼中农药残留的情况

本实验共采集了 43种玫瑰鲜花饼样品，采用本

文建立的方法进行检测，玫瑰鲜花饼中只检出了阿维

菌素，阿维菌素检出率为 79%，残留量范围为 1.89~
4.58 µg/kg。参照 GB 2763-2021规定的限量标准，

标准中最高限量是金银花中最大残留限量为 1 mg/kg，
最低限量是小麦中最大残留限量为 0.01 mg/kg，本文

检出的残留量低于标准中的最低限量值。 

2.5　膳食摄入风险评估 

2.5.1   慢性膳食摄入风险评估　根据 1.2.5的膳食评

估计算公式（1）、公式（2）进行膳食摄入风险评估。

鲜花饼属于糕点类，因此用糕点类的消费量来代替

鲜花饼的消费量。中国公民人均年糕点消费量是

7.3  kg[35]，平均到每天消费量为 20  g/d。参照 GB
2763-2021农残限量标准，阿维菌素ADI为 0.001 mg/
kg∙bw。代入公式计算得出 NEDI为 5.3×10−4  µg/

kg∙bw，%ADI为 53%。%ADI<100%，因此，该膳食

摄入风险可以接受。 

2.5.2   食品安全指数分析　根据 1.2.5.2的公式

（3）。计算出 4种目标化合物的 IFS值，因玫瑰鲜花

饼中未检出多拉菌素、乙酰氨基阿维菌素、伊维菌

素，故它们的残留水平 Ri用 1/2LOD来代替[22]，计算

结果如表 6所示，这四种化合物都不存在安全风

险。
 
 

表 6    4种阿维菌素类药物的食品安全指数分析
Table 6    Analysis of food safety index of 4 kinds of

avermectin drugs

化合物 ADI（mg/kg） EDI（mg/d） IFS

阿维菌素 0.001 8.0×10−5 1.3×10−3

多拉菌素 0.001 6.0×10−6 1.0×10−4

乙酰氨基阿维菌素 0.01 1.0×10−6 1.7×10−6

伊维菌素 0.01 7.0×10−6 1.2×10−5
 

2.5.3   风险排序　通过药物在线网站[36] 可以查询得

到阿维菌素类药物的毒性数据，毒效信息从国家标准

（GB 2763-2021、GB 31650-2019）中查得。按鲜花饼

摄入量占居民食物摄入量[37−38] 的比例算出膳食比例

为 1.5%左右。用公式（5）计算农药使用频率。本次

风险排序不研究暴露人群是否存在差异，所以把高暴

露水平赋值为 3分。结果如表 7所示，总分根据公

式（6）算出。根据农药残留风险得分将农药分成高、

中、低风险农药，得分要大于 100是高风险农药；在

50到 100之间是中风险农药；低于 50是低风险农

药。四种目标化合物都为低风险农药，排名第一的是

阿维菌素。
 
 

表 7    玫瑰鲜花饼中农药残留风险排序
Table 7    Risk ranking of pesticide residues in rose flower cake

农药 毒性毒效膳食比例使用频率高暴露人群残留水平总分排序

阿维菌素 2 1 0 1 3 2 18 1
多拉菌素 2 1 0 0 3 1 12 2
乙酰氨基
阿维菌素 2 1 0 0 3 1 8 3

伊维菌素 2 0 0 0 3 1 8 3
  

3　结论
本文以乙腈作为提取溶剂，采用 C18 净化处理玫

瑰鲜花饼样品，优化了方法和仪器条件，最终建立了

HPLC-MS/MS测定玫瑰鲜花饼中 4种阿维菌素类

药物的方法，并进行了方法验证。实验证明，本研究

建立的分析方法经过验证，各项参数都满足检测需

求，在实际样品中的应用效果较好。表明该分析方法

准确可靠，可用于对玫瑰鲜花饼中阿维菌素类药物的

监测分析。通过农残膳食摄入风险评估，本次检测

的 4种目标物的膳食摄入风险都在可接受范围内，

所检出的阿维菌素也处于低风险。由于目前国家标

准 GB 2763-2021《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中并

没有对食用玫瑰中的阿维菌素的最大残留限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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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规定，而在花农种植食用玫瑰花过程中，通常会使

用到阿维菌素用于防治食用玫瑰的病虫害，因此建议

将其纳入食用玫瑰种植过程中农药登记名单并制定

相应限量标准。本文对其它类型的阿维菌素类药物

也进行检测分析，对进一步了解市场上玫瑰鲜花饼中

阿维菌素类药物的残留情况具有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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