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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１１—２０２０«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１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农业农村部种植业管理司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农业农村部农药检定所.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折冬梅、张丽英、陶岭梅、陶传江、刘然、李重九、马晓东、孟宇晰、闫艺舟、于雪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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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施用人员单位暴露量测试方法

１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农药施用人员单位暴露量测试的方法和数据处理等的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为农药登记而进行的农药施用人员单位暴露量测试.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NY/T７８８农作物中农药残留试验准则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３１
暴露量　exposure
施用人员在特定场景中通过不同途径接触农药有效成分的量.

３２
单位暴露量　unitexposure,UE
施用单位质量农药有效成分时,施用人员所接触的农药有效成分的量.

３３
全身法　wholebodydosimetry
通过检测农药施用人员实验服上和部分皮肤上的农药量,获得经皮暴露量的一种方法.

３４
空气浓度法　methodofairconcentrationsofpesticides
通过检测农药施用过程中空气中农药的浓度,获得吸入暴露量的一种方法.

４　试验目的

在农药配制和施药过程中,分别采用全身法和空气浓度法进行试验,获得农药经皮暴露量和吸入暴露

量,并计算农药经皮单位暴露量和吸入单位暴露量,为农药施用人员健康风险评估提供基础数据.

５　试验方法

５１　试验要求

５１１　试验场所

５１１１　数量

对需考虑环境条件影响的暴露场景,在进行单位暴露量测试时应选择不同区域的试验场所.所选试

验场所应能覆盖我国不同农业生产区的气候及耕作特点等因素.每个暴露场景的单位暴露量测试场所不

少于３个省份,至少选择一个南方省份、一个北方省份.采用３个试验场所的,每省份试验次数不少于７
个;采用４个试验场所的,每省份试验次数不少于６个;采用５个试验场所的,每省试验次数不少于５个.
特殊作物和农药可根据实际情况适当调整.

对不需要考虑环境条件影响的暴露场景,可根据实际情况安排试验场所,试验次数一般不少于２１个.
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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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中,同一施用人员不宜重复参与,同一施药器械不宜重复使用.

５１１２　面积

每个试验场所的面积一般需满足常规施药情况下,单次施药时间不低于１h.应注意各施药区域不

发生重叠,避免因污染而影响试验结果.

５１１３　环境条件

选择风速小于３m/s、气温低于４０℃的环境条件开展试验.避免在高温、高湿、雨、雾等恶劣条件下

试验.

５１２　施用人员

施用人员选择农民或职业施用人员,要求身体健康,熟悉相应施用方法或熟练操作相应施药器械.禁

止儿童、孕妇或哺乳期妇女等特殊人群参加试验.
所有施用人员必须在充分了解试验基本要求和可能危害的前提下,自愿参加试验.施用人员在试验

过程中应严格遵循操作要求,身体出现任何不适,应立即停止试验.

５２　材料及设备

５２１　经皮暴露试验材料

经皮暴露试验材料主要为实验服,包括内、外两层服装,内、外帽子,口罩,内、外手套,袜子等,基本要

求如下:

a)　内层服装:采用含棉量大于７０％、白色、薄的长袖上衣(圆领,袖口、领口收紧)和长裤;

b) 外层服装:一般采用含棉量大于７０％、白色、厚的长袖上衣(圆领,袖口、领口收紧)和长裤;

c) 内帽子:采用２０cm ×４０cm,８层医用白色纱布;

d) 外帽子:采用带帽檐的棉质单层白色帽子;

e) 口罩:采用医用纱布口罩;

f) 内手套:采用含棉量大于７０％的白色薄作业手套;

g) 外手套:采用含棉量大于７０％的白色厚线手套;

h) 袜子:采用含棉量大于７０％的白色袜子;

i) 擦拭纱布:采用医用白色纱布.

５２２　吸入暴露试验设备和材料

吸入暴露试验设备和材料主要包括空气采样器(由空气采样泵和空气采样管组成)和吸附剂.吸附剂

与空气采样器配套使用,放置于空气采样器相应的开口型管道末端.吸附剂材料的种类应在试验之前测

试确定,保证试验过程中对所施农药有良好的吸附性,并易于洗脱、测定.

５２３　其他设备

其他设备包括相关暴露场景的施药器械(如背负式手动喷雾器、背负式电动喷雾器、喷粉器等)、环
境条件测量设备(温度计、湿度计、风速仪等)、分析仪器(色谱或色谱质谱联用仪)以及样品储存和处理设

备等.

５３　试验准备

５３１　设备的检查和校准

所有试验中使用的设备,应在试验之前分别按照要求进行检查和校准.保证试验过程中设备正常、稳
定、准确运行.

５３２　实验服和设备的穿戴

５３２１　 施用人员清洗干净面部、颈部和手部后,在远离试验区或与试验区隔离的地点穿戴实验服和

设备.

５３２２　施用过程中应尽量减少药剂接触皮肤.实验服穿着要求为:内帽子长的一端戴在脑后;内层上

衣的下边在内、外层裤子之间;外层上衣下边在外层裤子的外面;当喷小于８０cm 高度作物时,外手套在外

层上衣袖口内;当喷高于８０cm 高度的作物时,外手套在外层上衣袖口外;内手套一直保持在外层上衣袖

口内;外层裤子裤脚在鞋面上.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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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３２３　每位施用人员需佩带空气采样器.空气采样泵导管的进气端连接空气采样管.空气采样泵系

于腰间,空气采样管的末端置于施用人员胸前,靠近呼吸区域.

５３２４　试验开始前,试验人员应检查并确认施用人员正确穿戴实验服和设备.

５４　配药

试验人员调节好空气采样泵的流速,配药开始时,开启空气采样泵并记录时间,整个配药过程中应保

持空气采样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配药人员根据农药的推荐使用方法进行稀释或搅拌等操作,使农药达

到可以直接使用的状态.配药结束后,试验人员关闭空气采样泵并记录时间.

５５　施药

试验人员调节好空气采样泵的流速,施药开始时,开启空气采样泵并记录时间,整个施药过程中应保

持空气采样器处于正常工作状态.施药人员根据农药的推荐使用方法施药.施药结束后,试验人员关闭

空气采样泵并记录时间.

５６　环境条件记录

试验开始时、过程中和结束时,应记录温度、相对湿度、风速、风向及施药方向与风向的关系等.

５７　试样采集

５７１　一般要求

施用结束,由试验人员采集试样.不同试样之间避免污染.取不同试样必须更换干净的一次性手套.
保证容器、包装的清洁.采样过程中容器等不应重复使用.

５７２　采样顺序

采样顺序依次为:空气采样管,帽子,口罩,手套,手部清洗,面部和颈部擦拭,袜子,衣裤.

５７３　吸入暴露试样采集

取出空气采样管,封住两端,装入容器中,密封.

５７４　经皮暴露试样采集

５７４１　帽子、口罩、手套的收集

取下内、外帽子,口罩,内、外手套,分别装入不同的容器中,密封.

５７４２　手部皮肤的清洗及样品收集

试验人员用４００mL含表面活性剂的溶液(如００１％气溶胶 OT水溶液,OT化学名称:丁二酸二异

辛酯磺酸钠,CAS号:５７７Ｇ１１Ｇ７)在适当的容器上方淋洗施用人员的双手,施用人员在淋洗过程中不断搓洗

双手,之后在这４００mL洗手溶液中继续搓洗双手至少３０s,再用１００mL含表面活性剂的溶液清洗双手

至少５s.试验人员将洗手溶液装入容器中,密封.

５７４３　面部和颈部皮肤的擦拭及样品收集

试验人员用４mL含表面活性剂的溶液浸湿的纱布分别擦拭施用人员的面部和颈部皮肤各２次.擦

拭完毕后,将擦拭面部和颈部的纱布分别装入不同的容器中,密封.

５７４４　衣裤分割及收集

试验人员收集施用人员的袜子,装入容器中,密封.施用人员的衣裤按图１所示方法,先内后外的顺

序,分别进行分割,装入不同的容器中,密封.

５８　现场添加 回收试验

５８１　一般要求

应设现场添加 回收试验,用于评估试验期间样品在试验现场、运输和储存等过程中的稳定性.对于

在同一省份进行的试验,如环境条件一致,可仅做一次现场添加 回收试验.
现场添加 回收试验应在远离试验区或与试验区隔离的相同地点进行,避免药剂对试验结果的干扰.
试验期间,外层衣物不得被覆盖,内层衣物需用干净的外层衣物覆盖,模拟试验场景.
现场添加 回收试样的采集、运输和储存与施用人员试样的处理过程相同.

５８２　添加时间及暴露情景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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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标引序号说明:

　１———前胸;

　２———后背;

　３———上臂;

　４———前臂;

　５———大腿;

　６———小腿;

图１　衣裤分割方法

衣服、帽子、手套等在试验开始时添加标准溶液,并随后暴露于现场环境,试验结束时采集,并立即装

入容器中,密封.
洗手液样品在手部清洗时添加标准溶液,并立即装入容器中,密封.
面部、颈部擦拭纱布在擦拭面部、颈部皮肤时添加标准溶液,并立即装入容器中,密封.

５８３　空气采样器参数

空气采样器参数设置与施用人员的相同,连接加入标准溶液的空气采样管,空气采样泵的运行时间与

农药施用的时间相同.

５８４　样品添加浓度

每个试验地点、每种材料、每个浓度设２个重复,推荐浓度如下:

a)　内层衣服(尺寸:３０cm×３０cm):１０×和１００×LOQ(LimitofQuantitation,定量限);

b) 外层衣服(尺寸:３０cm×３０cm):１００×和１０００×LOQ;

c) 内帽子:１０×和１００×LOQ;

d) 外帽子:１００×和１０００×LOQ;

e) 内手套:１０×和１００×LOQ;

f) 外手套:１００×和１０００×LOQ;

g) 手部清洗(溶液体积:５０mL):１０×和１００×LOQ;

h) 面部、颈部擦拭物:２０×和２００×LOQ;

i) 空气过滤样品:１０×和１００×LOQ.
如有必要,可以根据情况增加某种试验材料的添加浓度组或重复数.
现场添加 回收试验应同时设空白对照.

５９　样品保存

试验样品在运输和储存期间,应互相分开,单独搬运和处理.不同试样之间避免污染.保证容器、包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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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的清洁.运输过程中,试验样品保存温度不高于４℃.
对试验样品进行核对后,分别把每位施用人员的所有试验样品密封,保存在低于－１８ ℃条件

下,待测.

５１０　样品分析

５１０１　一般要求

根据农药的理化性质,选择合适的检测设备和分析方法,分析方法的定量限、正确度、精密度等应符合

NY/T７８８的相应规定.
每位施用人员的各部分试验样品应全部进行提取、检测.

５１０２　试样分析

空气采样器中的吸附剂材料取出后先记录重量,再分段分析.
实验服、洗手溶液、空气采样器中的吸附剂材料等用适当的分析方法进行测量,确定含量.

６　数据处理

６１　UE计算方法

UE 计算方法见公式(１).

UE＝
Exposure

Amounthandled
(１)

式中:

UE　　　　　　 ———单位暴露量,单位为毫克每千克(mg/kg);

Exposure ———有效成分的暴露量,单位为毫克(mg);

Amounthandled ———有效成分的施用量,单位为千克(kg).

６２　数据统计

根据数据特征选择适当统计方法,求得农药经皮单位暴露量和吸入单位暴露量,并明确９５％置信

区间.

７　试验报告

试验报告至少应包括以下内容:

a)　试验项目名称及编号、试验备案信息、试验单位名称和地址及联系方式、试验委托方名称和地址

及联系方式等;

b) 试验开始时间和完成时间,试验项目负责人、质量保证人员等的签字及日期;

c) 遵循的试验准则和质量管理体系,质量保证声明等;

d) 试验摘要:试验方法、过程、结果和结论等;

e) 试验相关人员,包括试验人员、施用人员、样品检测人员等;

f) 有效成分基本信息,包括有效成分的中英文通用名、美国化学文摘号(CAS号)、化学名称、分子

式、结构式、相对分子量、外观、溶解度、稳定性等;被试物基本信息,包括名称、代码(如有)、含量、
剂型、样品批号、外观、重量、生产日期、有效日期、来样日期、封样编号、生产企业名称和地址、储
存条件等;对照物基本信息,包括通用名称、化学名称、外观、纯度、来源、批号、生产日期、有效日

期、接受日期、储存条件等;

g) 试验仪器设备(名称、型号、主要参数、生产厂家)、试剂(名称、规格、生产厂家)和材料等;

h) 试验场所基本信息(地址、面积、地形、作物种植情况、近期用药情况等),试验当天的环境条件等;

i) 试验准备,施用过程、操作等的描述,各项操作开始和结束时间,施用量和面积等;

j) 试验样品的采集、运输和储存等情况;

k) 试验样品的处理、分析情况,分析方法的定量限、正确度、精密度等;

l) 数据的统计和分析方法;

m) 试验变更、偏离情况或其他特殊情况;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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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 试验结果:以文字和表格逐项进行汇总;

o) 试验结论:经皮和吸入单位暴露量值,相关问题的讨论和评价;

p) 原始记录保存情况的说明等.

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