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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验推广
SHIYANTUIGUANG

目前粮食安全问题，成为社会激烈探讨的重点话题。它关系
着人们社会文明生态的方方面面，直接危及人们的身体健康，这
对整个社会稳定、和谐发展都带来重要的影响。自古以来，粮食
引发的社会性问题，在整个人类发展过程中，都处于至关重要的
矛盾源泉。随着当今社会经济不断提升，越来越多农产品在生产
中农药残留含量严重超标。因此，为了降低农药残留物质，相关
部门需要加强检测力度，提高检测技术水平，严格采取食品安全
管理策略，以确保食品安全质量的提升，从而保障社会稳定发展。

一、农产品质量安全及控制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目前的农产品生产中，由于农产品质量存在安全隐患，成

为消费者生命健康的重要决定性因素。以重庆为例，通过目前针
对城区大气评价标准中，重庆的空气质量采用GB-3095-1996 作
为国家二级标准。通过对全市 76 个农田进行大气污染物评判分
析，根据研究表明，空气平均浓度以SO2 作为主要污染源头，监
测标准已经超过 14.5％左右。其中根据当地市区农田灌溉的水质
污染物进行分析，大部分监测超标率已经严重超标，其中包括pH
值、Hg等等污染物质范围已经严重污染到了农田生态环境。另
外，从 1996—2000 年，根据结果表明，重庆连续有 49 个蔬菜基
地人员对蔬菜进行检测，都有出现严重超标的现象。例如，重金
属超标蔬菜主要有：生菜、辣椒、四季豆等等人们日用食物，这
样一来，直接影响了人们日常需求的产品安全和质量，降低了人
们的生命安全性，严重威胁到人们的身体健康。

农产品是人们生活必需品。在生产过程中，相关生产基地不
得忽视其食品安全及质量的重要性。为此，相关政府需要控制农
产品生产过程中对肥料入手的效率，减少肥料的使用，才能大大
提高农产品的安全质量。然而，在社会发展的今天，还是会存在
一部分黑心企业，在种植农产品过程中，受到利益的驱使，不得
不使用肥料，使得农产品安全性能无法得到保障。因此，政府必
须大力增强宣传力度，提高农民合理使用肥料的意识，避免农药
过度使用，使得农作物无法正常生长，残留更多的农药，影响农
产品质量和安全。

二、农药残留技术分析和对策
为了提高农产品质量和安全保障，确保检测结果的精准性，

当地相关部分需要对样本进行分析和检测，利用不同的检测手
段，提取其中的一部分有机溶剂，对农产品进行检测和分析。其
中，针对农药残留技术的分析有不同方法，例如：经典检测法、
气相色谱法、液相色谱法、色质联用法以及一些比较常用且快速
的方法等等。首先，作为检测农药残留经常运用到的“经典检测
法”，是在农药残留检测过程中比较常见，应用程度较为广泛的
一种方法。在很多的检测试验中，都得以充分证实它的优势和作
用，从而获取良好的检测效果。因此，为了保障重庆地区的农产
品生产质量和安全，当地相关部门需要针对农药残留的问题采用
以上不同的检测方法。然而，由于许多检测机构不能全面开展检
测工作，导致重庆部分地区农作物安全和质量问题日益显著。为
此，要想提高农产品和安全质量问题，必须依靠精准、系统化全
方位的检测手段才得以完成。

而运用经典检测法，如果从适用范围来讲，选择“气相色
谱法”检测农产品农药残留是个不错的决定。由于它的使适用性
强、灵敏性高、稳定性强等等，可以精确检测一些农产品中的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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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农产品生产中，需要对质量安全进行监督。农产品质量关系到人们的健康安全。通过对农产品中农药残留进行检测，其中农药物对农业产品质

量和安全带来一定的挑战。本文以重庆为例，针对农药残留检测技术对农产品实现安全控制，进一步做出了简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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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成分。这种方法，在目前的农药残留检测水平中已经趋于成
熟，该方法在一次性分析不同农药定量过程中，可以通过高效设
备的应用，提高检测范围和检测水平。随着这种方法的实施，越
来越多的相关农产品生产基地已经逐步运用于不同的食品产品检
测工作中，进一步为农产品的安全和质量提供了重要的技术保
障，避免农药物的影响，降低农产品售卖效率，从而拉低了重庆
当地农业生产经济水平，限制了农产品经济的发展。

三、农业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措施
（一）加强部门联系，整合技术资源，保障资源共享
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不仅涉及多个部门环节，由于一些

管理部门之间的分割较为明显，不利于各个部门之间共同协调联
系。因此为了避免资源浪费，工作效率低下，各个部门应当加强
网络资源整合，提高职能监督水平，防止管理工作的重复性。同
时，有些工作技术人员业务能力较差，工作待遇较低，最终无法
适应工作形式，造成一种工作上的恶循环。因此，就需要加强部
门联系，才能提高农产品质量，整合技术水平和实现资源共享。

（二）政府应加强制度建设，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
近年来，重庆农产品安全与质量问题虽然加强了这方面的工

作力度，然而平均标准依旧还处于全国落后状态，与我们理想的
目标距离还差很多。归究其原因，由于媒体宣传作用，将一些普
遍存在的问题都公之于众，导致部分农户在生产农产品过程中，
屈服于媒体的压力，不得不调整生产体系。例如，一些农户在购
买农药上，出现生产假药，无法真正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再加
上，农民法律意识的缺乏，过度滥用农药，也在一定程度上，给
农产品安全和质量的发展带来一定的风险。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土壤对农产品的产品和质量具有重要的影响。因

此，在面对一些生产问题上，农民缺乏对土壤施肥的正确认知，
使得在施肥过程中，大量滥用农药化学物，致使农作物生产质量
下降。因此，当地政府需要总结其原因，强化职能，紧密联系当
地相关部门，采用一系列措施，确保农产品质量和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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