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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食品安全检测技术在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中的运用

康新丽
温宿县农业检验检测中心 新疆 阿克苏 843100

摘� 要：农药残留是农药使用后残留在生物体和农产品里的微量农药，会对身体带来严重威胁。伴随着农产品的

多元化，一些企业思考自己的经济收益，忽略了农产品里的农药残留难题，这对大家形成了严重的健康威胁。运用食

品安全检测技术检验农产品里的农药残留，可以确保各种产品品质符合规定，保障人民身心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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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近些年，高效农药种类五花八门，在农产品和环境

下的残留比较低。世界各国对农药较大残留限量的规定

已逐渐做到，对农药残留的无损检测技术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要用高灵敏的检测仪器开展微量或超微量检验。

1 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的意义

大家都知道，农药有利于植物的生长，在农业中应

用农药是不可缺少的。农药不但可以提升农作物生产

量，还能够避免粮食作物遭受病害侵袭。在农业和栽种

中，假如农药错误操作或过多，也会导致农产品中农药

残留超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危害农产品的品质。当我们

服用高农药残留的农产品时，农药会残留在体内并长期

积累，给人们带来很多威协，乃至食物中毒事件，这将

会严重危害人们的健康及生命安全。因而，加强对农产

品中农药残留的检测极其重要。现阶段，政府部门和第

三方检测都加强了对农产品农药残留的检测。根据前沿

的无损检测技术，能够快速发觉农产品中农药残留含

量，强化对食品安全的控制，严禁不符合要求的农产品

流入市场，确保居民健康[1]。

2 农产品农药残留超标的原因和风险分析

农药残留在农产品中比较常见，因为农产品和农药

的类型不一样，具体残留差别很大。由于农药毒副作用

大，可能在人体内长期性残留，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长期用农药化学物质超标农产品，即便不会产生重大安

全事故，但各种中毒的表现事情司空见惯，引起病症。

现阶段，有机磷类、氨基甲酸酯和拟除虫菊酯农药经常

出现，是农药残留的主要成分，都是农产品农业生产者

的不二之选。对各类农药的快速检测方式展开了各个方

面的分析与探讨。

3 食品安全检测技术的应用现状

为了确保食品卫生安全，必须严格检验农产品中存

不存在农药成份超标准。现阶段农药残留无损检测技术

相对完善，检验结果精确，确保了市场中农产品的安全

性。禽产品是许多人日常生活很多消费农产品，应十分

重视肉制品安全性。一些饲料在禽类身体内残留时间比

较长，这些药物最终都会进到消费者体内会带来严重后

果。现阶段检测试剂盒技术主要运用于饲料检验，操作

简便，价格低廉。该感应器响应时间快，反应速度快，

为食品安全检测带来了必需辅助。近些年，因为食品安

全检测数量的增加，对检验速度与精密度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传感器快速检测满足现阶段的检测规定[2]。

4 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中常用的食品安全检测技术

4.1  仪器检测技术
4.1.1  气相色谱仪法
气象色谱归属于柱色谱，分成填充柱和毛细管色谱

柱二种。前面一种关键固定于相对应玻璃或金属软管

内，具体管公称直径保持在2～6mm；后面一种可以分
为中空柱和填充柱。空心毛细管色谱柱直接把固定液涂

抹在公称直径为0.1～0.5mm玻璃或毛细血管内腔上，添
充毛细管色谱柱是近几年发生的新式高效液相色谱柱。

气相色谱主要运用于分离出来繁杂样品中的化学物质，

里有一条比较长的流动性管路，便是气相色谱柱。不同

类型的样品放到气相色谱柱中，其自身和特性有非常大

的差别，与特定固定相有着不同的功效，由不一样速度

气旋推动。气相色谱能够全方位检验农产品里的农药残

留，具体检验准确度高，是当前使用次数最高方式。气

相色谱分析关键检验农产品里的酚类化合物农药和有机

磷类农药。

4.1.2  高效高效液相色谱法
高效液相色谱充足采用液态做为流动相，使用高压

注浆将自动不同类型的有机溶剂进一步充分融合，引入

高效液相色谱柱，实现对农产品中农药残留的检测。这

类检测方式最具代表性的特征就是“三高一广一快”，

其中“三高”主要是指高压、高效率、高灵敏。高压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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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相和液态，根据高效液相色谱柱时压力显著。为了

确保在短期内快速根据高效液相色谱柱，载液应持续充

压。工作效率高根本原因是具体分离出来实际效果高，

能选固定相和流动相去完成分离出来；高灵敏主要表现

在紫外检测器可高达0.01 ng，气相可以达到μL量级；
“一广”是它本身的应用范围，70%以上化学物质都能够
这个方法检测出，特别是耐热性差。“一快”主要表现

在具体速度更快，载液流动速度快，气相结束时间一般

最多不超过30 min。
4.2  化学检测技术
该方法主要通过复原、溶解等反映来测试农产品里

的农药残留。在实际应用中，相关负责人要用暗紫色显

色液对待测样品开展上色，之后在上色位置滴进适量催

化剂载体液，静放5～10 min观查实际效果。这时，假
如上色一部分退色，表明现阶段检测样品存有农药残留

超标难题。工作原理是磷酸酯、硫酸铵胺等农药残留与

催化剂载体触碰之后产生化学反应，随后水解反应形成

硫酸铵和醛类。这时，水解产物进一步与着色水溶液反

映，可引起样品上色区域内的色调退色。显而易见，该

无损检测技术具备操作模式简易、现场采样短的优势，

可以满足多种多样农产品样品同步检测的需求。但另一

方面，该无损检测技术仅适用于有机磷类农药残留的检

测，且易受环境要素影响，在使用过程中存在一定的局

限，难以保证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公信力[3]。

4.3  快速检测技术——抑制酶技术
农药残留快速检测技术中，主要包括测定法、免疫

测定法、人脸检测法及抑止酶技术法，其中抑止酶技术

法具有很高的实际意义，能够快速检测农产品里的农药

残留。下边，小编简单介绍一下这项技术的实际应用和

检测操作步骤。最先，搞好药物存放工作中。因为酶、

铬黑T和磷酸化非常容易霉变无效，为了确保检测质量，
需要保证酶活性和纯净度符合检测规定，这个时候就需

要检验人员留意日常的储放。药物一般冷冻在0-5℃，液
态药物还可以放里面，但是防止冰。配置好一点的水溶

液必须独立储存，便于应用后马上放进。次之，药品提

前准备。使用这个萃取液制取实验试剂封闭液。配置过

程中要持续校准pH值，按照要求添加蒸溜水和药物，控
制环境温度，药物酶实验试剂需在常温下应用。总之一

句话，样品优先选择。以蔬菜检测为例子，必须要先清

除卷叶、枯枝，从表层到果实1-2cm获取果实，控制获取
量。假如蔬菜水果里面含有胡萝卜素等黑色素，需要对

整株开展浸取，避免很多黑色素浸取危害检验结果。如

果有条件试验室可以选择活性碳深层脱色处理，也可以

降低黑色素对渗沥液的干扰，离心式后从这当中获取发

酵液进行检验。实验表明，葱、姜、蒜、箩卜、西红柿

等汁水里面含有绿色植物次生矿物化学物质。进而影响

酶，因此假阳一般因为基质效应的干扰而出现。在对待

这种样品的过程当中，还要获取整棵绿色植物，防止遭

受次生矿物物质危害。最终，应用加样器和实验试剂。

一般来说，汲取酶、铬黑T、磷酸化的加样器都要贴了相
对应标签，与获取实验试剂一一对应，坚持不懈“只出

不进”。实验试剂从试剂瓶里倒出来，不能倒回，以防

环境污染原实验试剂。值得关注的是，检查员必须严格

把控处理时间，防止出现控制值太高小一点状况。因此

要确保设备的可靠性，挑选常温下的萃取液和药物，装

进去后快速检测磷酸化，不可以拖拉；为解决样品吸光

值值强的难题，需要把酶和其它药品平稳到室内温度，

避免样品影响主要品质。样品检验负偏差不大，在-10%
范围之内，归属于容许范畴。一般主要原因是人为因素

错误操作。酶溶解磷酸化的合成速度极快，假如实际操

作不熟悉会引发偏差，造成抑制率为负[4]。

4.4  微波萃取法与超声波萃取法
针对微波辅助萃取法，该技术关键通过利用高频电

磁波，对萃取介质开展透过，为此让其应用于被萃取物

的细胞外液，并通过微波加热转换后的热能，对细胞

内进行快速升温，使之内部结构工作压力不断增长，直

到超出植物细胞承载力水平，促使体细胞在破损后排出

相关成分，从而在低温下融解于萃取媒体，重新进行分

离出来以获得萃取化学物质，运用该检测技术呈现出来

的检测实际效果，具有较好的高效性。而对于超声波萃

取原理，该技术偏重于运用超声波技术，依靠超声波自

已的透过能力和渗入水平，完成对食物中残余化学物质

的高效获取。食品类农残检测工作中运用该技术的过程

当中，超声波萃取原理合理填补了传统式萃取技术的缺

陷。并且该技术对食品里的化合物检测更加精确。在农

残剖析工作上具有较好应用价值，且在自己运作模式推

动下，适合于提升食品类里的化肥检测高效率工作中。

5 提高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结果精准性及有效性的

策略

5.1  提升食品企业的检测水平
食品企业在食品卫生安全检测里的参与度，取决于

食品卫生安全检测工作中的效果，然而这一方面我们国

家的食品企业显著比不上海外资本主义国家。纵览欧

美国家里的食品卫生安全检测管理体系，就会发现食品

企业的内在检测归属于关键步骤，这一举动可保证根据

根源优良掌控食品安全事件。具体而言，一方面规定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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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类在出厂前通过工艺流程严格的安全质量检测，全部

无法达到规范的食材商品没法在出厂投放市场；另一方

面，食品企业必须对食品产品加工原材料做好检测，防

止一切高耗能、低质量原材料资金投入生产过程中，从

源头上掌控食品类产品品质。但是，纯靠公司主动检测

无法保障食品安全，因此政府部门必须做好对食品企业

的监督检查工作，与此同时开通举报渠道，鼓励更多群

众加入到食品企业制造的监督检查工作中[5]。

5.2  严格规范抽样样品及样品制备
①抽样样品。具体取样环节中需充分保证其本身抽

样检查具有一定的象征性，严格控制物理化学有关指标

值，保证各种微生物菌种处在平稳情况；取样前必须

综合型查验常用工具的洁净度等级，防止有害物一同带

上进到样品中；取样后该提议选择洁净的样品袋开展盛

装，充分结合有关标准及要求做好消毒处理，确保其本

身原态化。②样品制取。样品制取品质直接决定最后检

测结论精确性，需自始至终确保检测样品品质符合相关

技术规范。

5.3  选取合适的仪器和试剂
仪器设备和实验试剂做为具体检测的前提确保，其

本身质量可靠性立即事关最后检测质量可靠性，需充分

结合在我国有关技术规范及要求，开展选择有关检测仪

器设备，确保检测精确性，按时做好仪器设备校验工作

中，使其一直处于优良运行状态。

5.4  优化检测环境，控制检测误差
农业产品农残检测核心在于确保其品质符合相关技

术规范，给人们提供可靠、有营养的食物，具体操作中选

择精确性检测方法与仪器设备，观测数据与标准标值存有

误差，需积极主动把握其本身规律性，降低具体误差，需

充足提升检测自然环境，确保其温度湿度处在有效范围之

内，要采取合理化的举措防止具体检测相对误差。

5.5  减小检测结果差异
样品发生比较小负数偏差并且在-10%之内是容许标

值，主要是由操作误差造成。酶分解底物的合成速度很

快，检测工作人员技术不熟悉就会形成人为因素偏差，

导致抑制率为负数。检测结论失效很有可能由下列要素

导致：从冰箱取下实验试剂后，没有达到室内温度便检

测；对比检测时间与样品检测时长间隔很长，出现较大

温差。

5.6  加强食品安全应急处置机制建设
通过建设食品卫生安全应急处置机制，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控制减少食品安全事件，防止给社会带来不利危

害与伤害。这个时候就需要每个区域都重视食品卫生

安全应急处置机制建设规划，构建完善的部门，并且对

工作职责和岗位职责充足确立，进一步增强食品卫生安

全监管力度，并有效结合义务体系及其绩效管理体系，

对每一个人员的岗位职责开展确立，防止推卸责任义务

的情况发生。相关部门还应该全力支持食品卫生安全检

测工作中，给予现行政策、资金等全方面的适用，并不

断创新检测实验仪器，高度重视优秀技术的应用，提升

检测的总体水平。有关部门还一定要充分发挥监督的作

用，保证食品类检测工作高效开展[6]。

6 结束语

总得来说，我们国家的食品卫生安全检测技术趋向

多元化，为农业产品农业残余检测相关工作的开展带来

了实践基础。在实际的农残检测环节中，相关负责人可

根据成本费、时长、检测精密度等服务，开展有机化学

检测法、相色谱检测法等技术方式的选择合适的。与此

同时，有关部门也应当充分发挥宏观经济适用功效，正

确引导农业生产者、生产企业及广大群众共同努力到食

品安全的维护中，不断推动食品卫生安全检测技术的实

施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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