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农业生产过程当中，相关种植人员为了防止农产品受到病
虫害影响，往往会在种植过程当中使用一些具有较高毒性的杀虫
类农药，这对农产品自身的食用安全性产生了严重影响，也威胁
了人们的饮食安全。对此，为了更好地保障人们的生命健康，需
要针对农产品农药残留进行准确检测。而随着我国科学技术的快
速发展，相关的农药残留检测技术水平也得到了显著提升。气相
色谱质谱联用仪有着气相色谱高分离的应用特点，而且还具有极
快的检测速度和较高的准确率，因此在农药残留检测工作当中也
得到了有效应用，可以全面提升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一、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概述

气相色谱法在实际使用过程当中虽然具有较高的应用价值，
但其定性能力相对较差，因此应联合质谱法进行使用。与此同
时，气相质谱法具有较强的定性能力，但由于具有较高的进样纯
度要求，而且还有着复杂的定量分析过程，因此需要与气相色谱
法进行联合使用，从而使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得到有效提高。具体
来说，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不仅具有较高的鉴别度，而且还能够
实现高分离，可在多组分混合物当中定性鉴定未知组分时进行应
用，从而对各分子含量进行明确。由此可以看出，气相色谱质谱
联用仪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需要相关研究人员进一步加强该类
联用技术的研究工作。

（一）工作原理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可对气相色谱所具有的高效分离性能

进行利用，从而实现相关混合物的分离检测，与此同时还能够对
质谱法的强鉴定性能进行利用，准确对相关分子结构进行定性分
析。实际检测过程为，在分离待检测有机物后，可以使其经过色
谱柱的分离进入到离子源当中，进而表现为离子状态。该类离子
在通过相关检测器后，可向质谱质量分析器当中进入。对于总离
子流检测仪器进行分析，其可以对某些离子流信号进行截流，并
根据强度时间变化过程曲线，对相关混合物的总离子流色谱图进
行绘制。在色谱图当中，其峰值可为质谱图的制作提供依据，并
对色谱峰的性质进行推断。各个色谱峰的相关指标都可作为定量
分析的具体参数，包括最高值和持续时间等。氦气的电离电位相
对较强，因此可以将其作为载气，并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当中
进行有效使用。通过实际分析可以发现，该类气体的电离电位可
以达到 24.6eV，因此具有较大的电离难度，当气流速度不稳定
时，也同样不会影响到色谱图基线。除此之外，氦气由于自身的
相对分子量比较低，因此可以分离于各类分子，避免对后续的质
谱峰产生影响。

（二）结构组成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在市场当中的型号相对较多，而不同

型号之间功能也有着相应的差异，其具体结构组成主要包含以下
几个部分。首先，为了保证相关待检测的混合物物质能够在气相
色谱柱内进行分离，需要对气相真空系统进行应用，并要合理设
置进样系统，在二者的配合作用下，可以使检测效率得到有效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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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其次，应在样品电离过程当中应用离子源。再次，在气相色
谱质谱联用仪当中，还需要包含相关的检测系统和质量分析器，
从而对物质结构进行分析。最后，为了确保分析工作的有效开
展，需要合理配备数据的采集和分析系统，并要设置仪器控制站。

二、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在农药残留检测中的应用

随着我国农业的快速发展，对农产品的生产安全性也提出了
更高要求。在人们日常生活当中，农产品作为重要的基础物资，
与人们的生活品质高低具有密切联系。而在农产品种植过程当中
往往需要对农药进行使用，一旦农药使用不正确，将会导致农药
残留超标，进而影响了相关农作物的食用安全性，也危害了人体
健康。对此，相关部门需要采取有效对策，合理优化农产品检测
工作，改善相关的检测技术和检测仪器，具体可将气相色谱质谱
联用仪在实际检测工作当中进行应用，从而有效提升农药残留检
测结果的准确性，提升检测水平。

（一）应用方法
在农药残留检测工作开展过程当中，对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

进行应用，需要在检测设备当中合理配置惰性源，从而使农药残
留物和相关化合物之间的反应得到加快。在应用气相色谱质谱联
用仪分析农药残留物时，共包括两种采集机制，分别为离子检测
模式和全扫描模式，其中全扫描模式可测试待检测范围内的相关
分子，但容易降低仪器性能，减缓反应速度。而通过离子检测模
式的应用，则可对具有明显特征的有效离子进行采集，从而使检
测速度和灵敏度得到提升。

（二）SCAN法和SIM法
SCAN法主要是指全扫描模式，其可以定性分析相关未知物

质，并通过数据采集来对未知物质所具有的分子组成和结构等进
行确定，同时还能够完成定量分析过程。SIM法则主要是指离子
检测模式，其可以准确定量分析相关已知物质或混合物中杂质，
具有较高的定量分析灵敏度。具体分析此两种方法，首先，全扫
描模式虽然可以定性分析相关未知的农药残留物，但在进行定量
分析时，需要确保农药残留量相对较高，从而完成具体的检测过
程。所以在对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进行应用时，如果采用全扫描
模式则应该将其用于检测具有较大农药残留量的相关样品。而离
子检测模式在实际应用过程当中，相关检测人员应首先采用全扫
描模式，定性分析相关农药残留样品，从而明确其残留物质的具
体种类，之后则可以通过离子检测模式来定量检测残留物当中的
特定物质，由于该模式具有较高的定量检测灵敏度，因此可在一
些样品农药残留量相对较低的检测工作当中进行应用，从而提升
定量分析的准确性。

（三）定性分析
全扫描模式应在具有较高农药残留量的情况下进行使用，并

需要将检测结果对比谱库，从而定性相关残留物质。而该种方法
在理论上具有可行性，但对一般检测而言并不适用。因此在对全
扫描方法进行使用时，应对大浓度农药标准样品进行检测，并对



照谱库中的具体内容，从而对相关标准品的峰值时间进行确定。
而在实际农业生产过程当中，相关农作物样品的农药残留量往往
相对比较微小，如果采用全扫描模式，无法对其残留物的性质和
程度进行明确。在此情况下，便可通过离子检测模式来对相关数
据进行采集，从而方便检测工作的开展。

三、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在农药残留检测中的应用前景和注

意事项

（一）应用前景
随着我国农业的快速发展，对农药残留检测技术的开发和研

究也不断加大力度，这使相关检测方法的准确性和灵敏度都得到
了有效提高。而通过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可以准确定性和定量检
测相关农药残留，并能够使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得到有效提高。除
此之外，在应用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时，相关操作十分简单和快
速，可以确保农药残留检测工作的有效开展，因此该类联用技术
具有良好的应用前景，在农药残留检测工作当中有着广泛的应用
范围。

（二）注意事项
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具有较高的精密度，也是重要的实验

室仪器，不仅具有昂贵的价格，而且还有着较高的维修费用。因
此在农药残留检测工作当中，对该类仪器进行使用，需要制定出
完善的维修保养制度，定期对仪器进行保养，使仪器的使用寿命
得到延长。首先，相关工作人员需要定期开展气路检查工作，一
旦发现在氧气补给井方面出现缺陷问题，需要及时进行更换。其
次，如果相关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长时间未使用，在进行开机时
需要对侧板进行长推，并确保侧板吸稳。而且在开机以后禁止马
上进行调谐，而是应确保其处于真空状态一段时间后，方能进行
调谐处理，通常应维持 4 小时以上。最后，为了使气相色谱质谱
联用仪的检测结果准确性得到提升，应在进行全扫描时对样品浓
度进行增加。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也
得到了明显提升，食品安全意识也在不断提高当中，因此对农产
品的农药残留问题也加大了关注度。而现如今，我国在农药残留
检测技术方面已加大了开发和研究力度，这使相关检测技术得到
了快速发展，其中气相色谱质谱联用仪更是具有显著优势的一项
检测技术，其不仅具有高效分离特性，而且还有着高精准性能，
可以全面提升农药残留检测准确性，解决相关农产品生产安全问
题，保障人们的饮食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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