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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我国是农产品生产大国,近年来由于病虫害的影响,农业生产过程中施用农药较多,导致农药残留过量。农药残留是我

国农产品存在的主要问题,随着科技发展,农药检测技术水平不断提高,农药检测技术逐渐向简单、快速和高效方向发展,在提高

检测效率的同时,也增强了农药检测质量。对农产品进行技术检测可以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和身体健康,增强农产品的市场

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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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残留农药检测工作的发展应该与科技的发展同

步,关注农产品残留农药检测问题的重要意义,在于可以提

高农产品的生产质量,增加农产品的经济效益有促进作用,

我国的国土广大,且农产品的生产过程也不同,农作物生长

采取的种植手段也不同,在农药的喷洒过程不合理施用农药

对于农产品的质量会造成不利影响,农产品残留农药的检测

是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的首要步骤,对生命负责的同时还能

促进农村的经济发展。 

1 农产品多种残留农药的影响 

为了保证农业生产中作物产量及质量,使用农药是必要

的,但是农药的不合理使用对作物、土壤及人类健康产生不

良影响。主要体现在破坏自然的生态系统,可能会对人们的

身体造成危害等等。所以残留农药的检测工作是保证农业可

持续发展的重点任务。虽然我国对于农药的使用有着明确的

规定,但是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农民往往喷洒过多的农药导

致了农产品上存在残留农药,一旦生物食用了有残留的农作

物对生命健康乃至于整个生物链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农药

在生物体内残留时间久,不易排出,造成生物本体受损。农药

残留量一旦超标,对于种植农作物的土地及环境也会造成严

重的影响,首先是污染了土壤,如果周围存在水源,很可能造

成整片水域的污染,并且污染的土地对后续农作物的生产非

常不利,农民为了保证产量可能还会过度的使用农药,这样

对土地的污染变本加厉,陷入恶性循环。如果人长期生长在

破坏的生态系统中,严重危害生命健康。因此农产品农药残

留的分析与研究对保障生命健康及生态安全具有重要的意

义。 

2 农产品农药残留物检测技术 

2.1 样品检测前处理技术 

在科学技术不发达的情况下,相关检测部门对农产品的

农药残留检测的样品处理方法主要有柱层析、离心法和索氏

提取法。随着科技发展,农产品样品农药检测提取技术也取

得了快速发展,随着色相谱的出现,加速容积提取法迅速应

用于农药残留样品的提取和农药残留分析上。这种方法检测

速度快、效果好,全程自动化程度高,符合现代农产品农药检

测需求,也是科技发展的必然趋势。加速容积提取农产品样

品时方法比较简化,同时提取质量高,处理更加便捷。 

2.2 农产品检测处理技术 

科技快速发展后,气象色谱法应用越来越广泛,其可以

快速且高效的分离农产品农药残留物质,对于农药残留的气

体和挥发物能快速分离,并保证分离质量。气象色谱法主要

使用的是毛细管柱方法来进行农药残留物分离,改变了传统

的填充柱方法的弊端。但是毛细管柱方法对稳定性差和沸点

高的农药处理的不是特别理想。气象色谱法需要利用农药残

留物衍生化法进行分离处理后,再进行气象色谱分离检测。

因为气象色谱法不能自己分离农产品的农药,衍生化法主要

是提高农产品农药残留的稳定性,同时降低沸点,之后再利

用气象色谱法进行分离检测。总而言之,毛细管柱对农药残

留的分析速度比较快,分析能力比较强,且节约时间和成本,

避免了固定液和装填色谱柱的麻烦。 

另外,液相色谱法主要是对农药残留物不稳定且高沸点

的残留物进行分析的一种农产品检测技术,它能准确测量农

药残留并对农药残留稳定性进行分析。利用 HPLC 农药残留

分析时主要先做反向色谱,以甲醇作为水溶剂,之后通过反

向色谱与GC进行对比,加强HPLC的流动性,为后期对农药残

留物检测做基础。超临界流体色谱分析法具备分析不稳定农

药残留物的特点,还具备 HPLC 的优点,它可以同时使用两种

检测仪器,即 LC 和 GC 检测仪器。超临界流体色谱检测法对

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主要是利用的硫化物化学发光检测仪

器,这种发光检测仪器可以提高超临界流体色谱分析技术的

精确性和稳定性,检测结果 高可以达到 PG 级。临界流体色

谱法的优点比较多,检测时间和成本都比较节约,所以是比

较有吸引力和发展前景的农药残留检测技术。 

2.3 农产品检测残留处理技术 

农产品农药检测结果主要有两种,检测指标低于检测下

限,没有检测出农药,或农药呈阴性；检测结果在检测下限之

上,检测出农药残留,或农药呈阳性。对于阴性的检测结果只

需要日常的检测手段来保证和确认即可,而阳性检测结果的

确认手段相对复杂,首先要保证被检测的农产品的农药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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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与第一次相同,以保障第二次确认结果的准确和唯一性。

其次,对农产品农药残留呈阳性的确认方法主要有添加法、

质谱确证法、条件改变法等。添加法可以分为样品添加法和

基质添加法,其中基质添加法主要是在农产品样本中添加相

应和可以稀释样品的标样,以达到 大限度去除基质部分对

农药残留时间的影响,目的是降低农药残留的误判几率。条

件改变法主要是通过条件改变和双柱确认的流速、流量和梯

度、升温等来确认农药残留。 

3 农产品多种残留农药的检测方法比较 

农药残留的生物测定技术是指通过对食用农药的生物

进行观察得出的一种残留农药的检测方法。一般选择一种生

物作为试验的品种,让生物食用农产品,通过对生物表现的

记录分析农产品残留农药的程度,为测定材料,以其接触待

测样品后的中毒程度来表示该样品中的农药残留,这种方法

试验起来非常简单快捷,但是对生物的选择要求比较高,在

后续检测的过程中不能细致的分析农药的品种,对于改善农

产品的农药选择意义不大。 

3.1气相色谱法是以气体流动为依据进行色谱的分析过

程,这种方法在当前我国农药检测过程中使用较为广泛,且

检测的结果也具有一定的可靠性,检测过程效率高。这种方

法使用的主要检测仪器包括离子化检测器、微池电子捕获检

测器、对含磷、含硫化合物的反应有着很高灵敏度的火焰光

度检测器、升级的脉冲火焰光度检测器、对含氮、磷化合物

的产品有着很高灵敏度的氮磷检测器等。 

3.2高效液相色谱法一般以一定的有机溶剂作流动相分

析,这种有机溶剂一般使用甲醇、乙腈等,在对农作物中的农

药残留进行检测的过程中使用 c18 反相保证检测的继续进

行。检测仪器一般对于紫外线的吸收有着很强的能力、还包

含着二极管矩阵。这种方法在检测的过程中可以对农药的化

学组成进行一定的分离,从而确定农作物残留农药所包含的

各种元素,对于那些气化非常不容易的农药也有着很强的分

解能力,还可以保证容易分解的农药含量,可以保证检测的

顺利进行,结果较为准确。 

3.3 色谱仪—质谱联机检测法,是结合了上述色谱与质

谱的优点进行升级组合的高效的残留农药的检测方法,对于

农产品残留农药有着很强的分解能力,同时有着很高的灵敏

度,能准确的得出残留农药品种的检测结果。 

3.4毛细管电泳法是具有比色谱检测更精确的检测能力,

通常会使用微型的毛细管并配合着比较高的电压进行残留

农药的检测,可以处理比较难分离的农药,且检测的速度很

快,对于生态系统也不会存在过多的破坏,技术比较成熟。 

3.5免疫分析法在农民对于本身生产农作物的自检过程

是非常普遍的,通过利用一种生物化学检测器可以对农产品

进行大范围的检测,对于检测的环境没有很高的要求,检测

的速度较快,且检测的结果比较可靠,成本低廉,当前的应用

也非常广泛。 

3.6 快速检测方法包括了酶抑制法,这是一种利用有机

化合物与残留的农药进行反应的一种检测方法,适用于农药

中含有有机磷与氨基甲酸酯类化合物的残留物检测。速测灵

法这是一种使残留的农药在金属离子催化剂的作用下分析

检测的一种方法,通过对分解的结果进行判断农作物的农药

残留,一般用于含有有机磷农药与包含甲胺磷、对硫磷的农

药等等。 

4 结语 

综上所述,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在很大程度上威胁着人

民的生命健康,同时也是制约我国农产品出口贸易的重要因

素之一。因此研究农作物中的农药残留检测技术对于提升我

国的农业发展水平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只有加强农产品技

术检测,面对科技带来的挑战,提升农产品技术检测中技术

和科技含量,提高农产品检测和分析的准确性,才能保证农

产品的质量安全,保证人们的身体健康,促进农业健康发展

以及农业经济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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