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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检测中农药残留检测技术分析
刘　朋　翟　淼　王方方

汤阴县产品质量检验检测中心　河南安阳　456150

摘　要：在食品生产加工的过程中需要通过农药残留检测的方式，对农药的浓度进行测定，判断其是否满足食用要

求，农药残留检测是食品检测的重要组成部分，应提高农药残留检测技术的效率和质量。本文通过对食品农药残留

的危害及检测技术的必要性进行阐述，分析食品检测中农药残留检测技术的内容，并且就食品农药残留检测技术应

用中存在的问题进行研究，从而探讨加强食品检测中农药残留检测技术应用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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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1

目前我国农业的市场规模正在不断扩大，生产方式

也呈现出一种产业化的发展特点。在加强农业中各种病

虫害的诊治防护上，农药检测是不可或缺的。然而，由

于目前相关农业管理部门对农药检测工作落实不到位，

务农人员使用农药的不规范操作，使一些农作物上带有

大量的农药化学残留，如若用这些农作物进行加工后制

成的食品被消费者大量购买和食用，将会对人们的身体

健康造成极大的危害，严重的话甚至可能会直接导致人

员死亡。为此，在农药检测、加工食品中的农药化学残

留的工作过程中，相关专业技术人员必须一定要严格把

关监控，为人们的身体健康生产提供安全的保障。

1 食品中农药残留现状

农作物的生长发育过程中，或多或少都会受病虫害

和杂草影响。因此，人们常会采取一些措施，如对农作

物进行药物喷洒来防止农作物被病虫和杂草侵袭。换句

话说，农药是目前防止农作物受侵害的最有力武器。然

而，在我国农民群众文化水平普遍偏低，不能根据科学

的剂量使用农药，缺乏规范的指导，且没有经过系统化

学习，因而导致农药喷洒剂量超标，农药大量残留于农

作物上，进而对消费者的身体健康状况带来严重危害。

因此，食品农药残留检测成为农作物生产环节中关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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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步，而如何提高检测技术，就成为眼下相关部门最重

要的任务[1]。

2 食品中农药残留的危害

2.1	对人体的损害

农药对人体的损害主要集中在肝、肾和中枢神经系

统上，其不仅能引起肝和神经细胞的变性，还会对患者

造成不同程度的贫血困扰。人类如果长时间接触农药可

能出现头昏、恶心、呕吐等症状。近年来，喝农药自杀

的案例比比皆是，这更说明农药本身对人体损伤极大。

2.2有机氯农药的危害

一般情况下来说，有机氯农药自带大量毒素，误

食含有过量有机氯农药的食品会对消费者身体造成持

久影响。有机氯农药误食到消费者身体中，便会被肠

胃有效吸收，伴随血液循环侵入各器官，食用量超标，

会引起消费者身体病变，对肝、肾及心脏等各器官造

成恶劣影响。

2.3有机磷的危害

磷、钠和钾是许多大型农作物发芽生长所必需的重

要能量元素，所以农药生产者通常会使用大量的富含磷

和钾元素的生物农药刺激作物发芽生长，提升农作物的

生产量。这会导致许多农产品加工食物的有机磷含量过

高，对农产品经济质量发展造成严重影响。食品中的有

机磷含量严重超标，会对脑和人体造成伤害，引发人体

呼吸道、皮肤、肠胃免疫系统的紊乱[2]。

3 食品检测中农药残留检测技术的具体应用

3.1气相色谱技术的具体应用

在对食品中的农药残留含量进行检测时，气相色谱

技术的应用范围更广，具备良好的发展前景。与传统的

检测技术相比较，气相色谱技术可对食品中的农药降解

物和代谢物进行有效地检测，还可与其他类型的技术进

行综合应用。例如气质联用技术是将质谱仪器与气相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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谱仪器组合应用，对有机物进行定性和定量分析	。气质

联用技术在应用时，具备更强的分离效果，且提取速度

比较快，分析能力更强，技术的应用特点更加明显，可

对环境中的气体进行有效的检测，但需重点关注仪器的

密封性能，否则会影响最终的检测结果。从整体角度来

看，气相色谱技术在我国具备更好的研发环境，可进行

大规模的推广和使用[3]。

3.2分光光度法

分光光度法利用显色反应原理，显色程度越明显，

农药残留含量越多。目前常用的农药中，通常含有氨基

甲酸酯和有机磷等成分，这些成分对于农产品中的一些

酶存在抑制作用。可根据反应后的底物颜色显色程度，

对农药残留量进行准确分析。在传统的分光光度法基础

上，技术人员已经实现了显色纸片法的快速检测。这种

方法简便可行，对操作人员的能力要求也相对较低，应

用较广。但这种技术也存在一定的短板，其难以准确分

析农药的具体成分，对不含有机磷或氨基甲酸酯的新型

农药缺乏敏感性，由于其是基于特异性检测进行，因此

当外界环境参数变化后，容易导致检测结果出现“假阳

性”或“假阴性”。

3.3高效液相色谱法

有机化合物具有超强的发挥性，且分子量极大。农

药中携带着大量的有机化合物，相比气相色谱分析法，

高效液相色谱法在检测受热易分解的物质及农产品时，

结果更为精准，可以有效提高检测速度。具体来说，通

过应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可以影响分析流动相与固定相

在分配系数上的差异，通过高效分离检测食品残留农药

含量及其具体系数，这种方法的操作过程极其便利，具

有普用性[4]。

3.4电化学分析方法

电化学物理分析方法具有微量分析灵敏准确、测量

快速有效的特点。该电化学物理分析方法依据电化学电

池中的各种电化学反应，通过介电转化被动体测定介电

物质的化学浓度，测量和计算分析其在电学中的参数含

量。它应用潜力大，有助于不断提高化学分析的应用范

围。例如电位化学分析法、电化学分析传感器法、极谱

快速扫描分析法等。电化学分析方法能够简便、快速准

确地检测出日常饮用食品中可能也会存在的各种化学污

染问题。例如，电位快速扫描分析法是通过快速准确测

量饮用食品内部电极上的化学电位，快速准确分析饮用

食品水溶液中各种化学物质的具体化学产物浓度，从而

快速准确得出其中各种化学物质的具体化学含量的技术。

电化学传感器检测法是能够快速准确地监测各种饮用食

品的具体化学成分，具备较好灵感性、稳定性、强抗化

学感染性。

3.5免疫分析技术

免疫分析技术是利用标记毒物的方法进行检测，工

作人员需要对待测农药进行筛选和标记工作，通过抗体

的方式生成不同的复合物，从而测定食品中含有的农药

含量。在免疫分析技术的应用过程中，工作人员需要对

溶液进行合理的配制，确定农药的抗体和抗原，将其固

定在相应的凝胶中，通过介质扩散的方式实现对残留物

的检测，方便后续工作人员的记录。免疫分析技术可以

分为放射免疫和酶免疫两种形式，被广泛应用于有机磷

等农药的检测中，但是需要注意样品数量，避免假阳性

的现象发生[5]。

3.6微波萃取与超声波萃取技术的具体应用

微波辅助萃取技术主要利用高频的电磁波，穿透萃

取的媒质，使其能作用于被萃取对象的内环境。利用微

波转化后的热能，实现细胞内部的快速加温，增加内部

的压力，直至超过了细胞壁的荷载程度。确保细胞破裂

后的有效成分能充分流出，在低温环境下溶解于萃取的

媒介，再次进行分离，获取相应的物质。这项技术在应

用时具备更高的实效性。超声波萃取技术主要利用超声

波的穿透和渗透能力，对食品中的材料物质进行快速提

取。这项技术在应用的过程中，可弥补传统萃取技术的

应用缺陷，对食品中的化学物质进行精确地检测，也可

保证农药残留浓度分析结果的准确性。

4 加强食品检测中农药残留检测技术的措施

4.1加强样品处理工作

在食品农药残留检测技术的应用过程中，样品处理

作为其中的关键要点，有关部门需要加强在这方面的管

理工作，根据食品的特点以及检测技术的类型，进行有

效的前期处理工作，注意样品的存放位置，如果需要冷

藏，需要控制好冷藏时间，同时严格按照检测方法的要

求对其进行处理，包括将样品剪切成不同的大小，或者

将样品放置到汁液中。只有保证样品处理的合理性，才

能提高检测结果的精确性。

4.2加强检测过程的管控

在农药残留检测技术的应用中，相关人员应该加强

在资料上的收集和分析工作，明确检测技术需要用到的

设备和材料，同时对可能存在的隐患问题进行处理，加

强不同部门员工的沟通和交流，提前对检测方案进行规

划设计。同时，在检测技术的应用中，可能会存在不同

的数据和信息，需要由专门的工作人员进行记录，为后

续的工作提供相应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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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结束语

食品安全对现代人类的发展至关重要，在进行管理

时需要建立完整的食品安全监测体系，从多个角度来提

高食品安全性，除此之外还需要将各种现代化的检测方

式应用于其中，保障食品在接受检查时，能够帮助工作

人员了解食品中超标的重金属状况，使现代化的食品安

全得到有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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