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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质量安全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重点，相关的部

门也建立了系统化规范化的监管体系。其中农残速测技术

便是广泛应用的一项技术。相关部门专门建立了检测室，

配备了检测仪器，为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提供技术支持。

但是在实际的应用中，仪器设备的精确度不足，试剂不稳

定等等影响到了该技术的应用效率。因此在未来发展中相

关部门还应当加强研究，注重一些新设备新技术的引进，

做好对人员的培训，充分发挥该技术的应用价值。

1.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中农残速测技术的应用分析

1.1 果蔬检测速测技术应用

果蔬速测主要检测瓜果蔬菜中是否含有有机磷类和

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包括实验室检测法和现场检测法。

实验室检测法主要是在农贸市场、批发市场农产基地等

采取样品通过抽样检测的方法进行农药速检。现场检测

主要是携带农残检测和深入到农贸市场超市等地进行实

地取材检测。检测结果如果抑制率低于 50%，那么呈现

为阴性可以确定样本中并不含有该类农药或计量比较少。

超过 50% 结果为阳性可以确定样本中含有大剂量的有机

磷或氨基甲酸酯一类的农药，也可以通过反复的检测来

确定最终结果。

1.2 农残速测技术的具体应用

农残速测技术的应用原理是农药中的有机磷，氨基

甲酸酯类农药能够抑制乙酰胆碱酯酶的催化作用，通过

确定该酶的活性来确定被抑制的程度，进而可以得知农

产品中农药的残留情况。该技术应用到缓冲溶液，乙酰

胆碱酯酶溶液，显色剂，底物 4 种试剂。使用前需要将

这些溶液储存在 0~4℃的冰箱内，使用前需要摇晃均匀，

在常温下进行，使用结束后再放回冰箱。

正式检测前要将检测仪器电源接通进行预热和自检。

预热时间在 30 分钟以内。对检测的样本要提前进行处

理，将样本切成一厘米左右的块状放入到三角瓶中，加

入 10 毫升的缓冲液，震荡提取观察液体的颜色。如果颜

色比较浅或者没有颜色，可以取出液体准备检测工作。

主要采取对照实验，空白对照测试，在反应瓶中加入酶

缓冲液和显色剂，静置 15 分钟后加入底物进行测试。而

样品检测主要是加入酶样品提取液和显色剂，静置 15 分

钟后，加入底部摇匀测试。然后将它们带入到比色皿中。

启动仪器进行检测和对比。

2.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中农残速测技术的应用缺陷

2.1 检测试剂不稳定

农残速测技术检测中常用的试剂有水剂，干粉试剂

等等，这些检测试剂的稳定性比较差，对保存环境有着

较高的要求，容易失活。而且每次检测需要的试剂规格

为 5 毫升，每次使用的剂量不大，剩余试剂搁置时间长，

难以发挥出应有的检测效果，造成严重的浪费，也会影

响到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科学性。

2.2 检测设备容易出故障

目前一些检测适中，所使用的检测设备精度不高，

灵敏度准确度较低，在实际的检测工作中，这些设备很

容易出现故障，导致数据并不精确，影响了农产品质量

检测的工作效率。速测仪的特点是不能具体获知某种农

药超标及含量值多少，只能简单的判定其合格还是不合

格，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2.3 假阳性检测情况较为严重

在农残速测技术检验的过程中经常会出现一些假阳

性的情况。主要是瓜果蔬菜的颜色较重或有辛辣的味道，

会影响到检测试剂的效果，这也是目前农残速测技术的

一大缺点。例如葱，姜，蒜，辣椒等农产品，使用农残

速测检测技术会出现假阳性的检测结果。这主要是由于

他们的特殊气味影响到了检测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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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检测人员的素质参差不齐

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中检测人员的综合素质

也影响到了农残速测技术的应用效果。一些检测实验室并

未配备专业的工作人员，只是对它们进行了简单的岗前培

训，便上岗就业使用仪器进行检测他们的专业程度不足，

经验不足，在工作中难免会存在一些失误，影响到检测结

果的科学性。还有部分工作人员缺乏职业道德，具有较大

的随意性，态度比较散漫，样品制作不合格，检验过程也

存在诸多误区，导致最终结果与实际结果存在较大的差距。

3.农残速测技术的发展措施

3.1 提高仪器设备的精密性

为了提高农残速测技术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的

应用效率，检测部门就需要正视农残速测技术中存在的

诸多缺陷。加大资金的投入，引进一些先进的仪器设备，

提高速测仪的稳定性。还需要制定统一的标准，确保使

用仪器型号的统一性，才能保证结果的统一姓，减少其

中的误差。还需要做好对检测仪器的日常检查和保养工

作，定期调试，及时发现仪器设备存在的隐患或故障问

题，避免对检测工作带来一定影响。及时更换检测仪器，

提高仪器精度，从而确保检测工作的稳定性和精确性。

3.2 提高试剂的稳定性

试剂关系到检测结果的科学性和稳定性，因此相关

部门还需要加强对设计质量的严格管理和约束，规范农

残速测技术的生产市场，并与相关研究单位合作加强试

剂的研发，确保其符合农残速测技术的要求，在应用过

程中，试剂的稳定性也能很好的保证检测结果的稳定性，

提高农产品质量检测的效率。

3.3 提高对假阳性的关注

在检测工作中容易出现假阳性的问题，因此需要提

高对假阳性的关注加强管理。在检测时要关注一些特殊

的瓜果蔬菜。采取固定酶的方式，能够减少瓜果蔬菜特

殊性对检测结果的影响。如果影响依旧存在，则考虑使

用其他的方案来进行检测，从而减少假阳性的情况。当

然还需要做好对整个过程的监督管理，避免由于人为失

误等因素造成假阳性现象。

3.4 做好对检测人员的培训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工作中对工作人员也提出了较

高的要求，为了确保农残速测技术的合理应用，还需要

引进一些专业人才，做好对检测人员的培训和考核。做

好岗前的考核和培训工作选择一些高素质人才，其次在

岗期间也需要开展相关检测技能和知识的培训课程，拓

展他们的知识面，转变他们的思想，提高他们的综合素

质。定期开展考核工作，将日常表现和最终考核与他们

的绩效相挂钩，从而端正检测人员的工作态度，减少人

为因素的影响。通过有效的培训能够提高检测人员的综

合素质，构建一支专业的检测团队，为农产品质量安全

管理提供人才支持。

3.5 建立三级联动检测机制

地方政府可以建立三级联动检测机制，引导县、乡、

企业三级联动，构建一个全面的检测体系，拓展农产品

质量安全管理的范围，也能提高农残速测技术的应用效

果。首先，县政府可根据实际情况制定统一标准落实到

乡政府和农业企业中，加强对乡镇农产品部门并完善网

点配套的设施。通过基层的有效配合，建立一个基层网

络，加强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工作。其次各农产品

生产企业，大型蔬果超市，农贸市场也。积极配合政府

的各项政策和措施开展自我检测工作，确保其符合政府

制定的标准后才可进行售卖。通过多方联动保障基层农

产品检测的全面性，排除农产品市场中的一系列风险问

题，保障农产品的安全。

4.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关系到人们的身体健

康，地方政府也需要提高重视程度，督促相关部门加强

农村品质质量检测工作的管理，提高对农残速测技术缺

陷的重视程度。引进先进设备，提高试剂稳定性，并做

好对人才的培养工作，从多个方面入手提高农残速测技

术检测效果。当然还需要建立一个三级联动检测机制，

确保县政府乡政府与企业的有效沟通联系，从基层入手

加强检测，设置多个网点并加强联系，拓展检测范围，

发挥农残速测技术的优势，及时排查其中的风险问题，

规范农产品的市场秩序，保障人们的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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