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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 验推广
SHIYANTUIGUANG

在实际的农产品生产过程中，通常情况下，农民为了达到增
加经济收益的目的，会借助农药实现农产品产量增加的目的。但
是农产品的使用很大程度会影响农产品的质量。通过相应的检测
技术，对农产品质量情况进行进一步了解，对我国农产品以及农
业经济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所以，对检测技术在农产品
质量安全管理中应用的研究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检测技术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中应用的意义
（一）当前基层农业发展的需要
现阶段，我国农业发展的速度处于比较快的状态，越来越多

的人倾向于农产品的购买以及使用。市场当中对农产品的需求量
逐渐上升，面对急速上升的需求，农产品生产者更应当加强对农
产品质量的控制，所以农产品质量管理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与
此同时，检测技术属于农产品安全质量管理过程中的关键部分，
为农产品安全质量提供了重要依据。同时，基层的农产品生产者
也可以以此为依据，采取相应措施，进行农产品质量的提升。所
以，检测技术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中的应用，切合了当前基层
农业发展的需要。

（二）确保农产品质量安全的有效途径
对于发达国家而言，农户的生产规模通常比较大，相应的集

约化程度与国内相比也非常高，相应的监管部门为了实现高效的
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采取了非常严格地监管方式，尤其是在农
机的使用方面，要求非常高。与此同时，由于农产品从收获到出
手，存在一定的时间差，此时间差就为监管部门的检测提供了帮
助。但是，对于我国的发展而言，大多数农户的生产意识都非常
差，在实际的生产过程中，过多的使用农药导致农产品毒性比较
大，在这种情况下，检测技术在农产品安全管理当中的作用就显
得十分重要。

二、检测技术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中的应用现状
现阶段，随着市场农产品需求的不断加大，农产品质量安

全受到的关注也越来越多。政府部门开始积极地开展相应的监管
体系的完善以及规范，为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作提供了良好条
件。在安全监测方面通过日报、周报等方式对农产品的质量监测
工作状况进行相应的总结，以及风险评估。在完善的检测仪器以
及高效的检测技术下，有效实现了对果蔬中氨基甲酸酯类农药、
有机磷等物质进行高效检测的目标。此过程中应用的检测原理
为：氨基甲酸脂类农药、有机磷等物质能够对胆碱酯酶活性产生
抑制作用而影响显色反应的速度，在显色反应不同的情况下，对
果蔬中的农药残毒量进行相应的控制。

与此同时，通过对分光光度计的使用，高效的检测吸光度在
不同条件下的实际情况，根据具体的情况反映出抑制率，通过这
种原理，达到对农产品内有无氨基甲酸脂类农药、有机磷等物质
的高效、准确的判断。现阶段，通常情况下样品的获得地点在超
市、农贸市场、批发市场和农产品生产基地，样品的检测场所为
实验室内。

三、检测技术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中的具体应用步骤
（一）准备环节
在实际地对农产品进行质量检测之前，应当提前准备好相

应的检测仪器以及溶液，以对果蔬的农药残留检测为例，应当提
前将农残速测仪以及缓冲液、乙酰胆碱酯酶液、显色剂和底物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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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随着我国各个方面的不断发展进步，食品质量成为人们日常生活当中的关注点，尤其是农产品。对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管理不仅能够有效满足人

们的实际需求，而且也加速了农产品的发展。在实际的农产品质量管理中，检测技术属于应用效率比较高的技术。本文主要阐述了检测技术在农产品质量安

全管理中应用的意义以及现状，详细阐述了检测技术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中的具体应用步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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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剂进行适当的调试，时间检测过程中的试剂盒可以直接在市
场当中进行购买，也可以按照实际的使用说明书进行合理地配
制。通常情况下，实际应当被保存于冰箱之中，温度应当控制在
0 ～ 4℃，使用其你应当使其处于常温，用之前需要摇匀，在应
用过后应当及时放入冰箱。对于检测仪器而言，应当先通电源，
然后进行预热以及自检。在仪器启动以后，要进行大约 10s的自
检，以及半个小时左右的预热，在这种情况下，检测结果将更加
准确。

（二）校准和空白测量
在实际的实验进行过程中，应当对仪器以及相关的建设溶

液进行进一步的校准，具体可以通过空白测量进行高效的校测。
例如，在实际的果蔬农残相关设备的校准过程中，将色皿进行妥
善安置，适当添加缓冲溶液，在充分摇匀后，使其置于比色槽内
部，进行颜色对比。然后将产生两个吸光度值，参考试剂盒使用
指南，若两个数值之间相差超过 0.1，则结果有效，若并未超过
0.1 则结果无效，要想进一步实现检测结果的准确性与科学性的提
升，需要重新配置空白样进行测量。若在多次测量后，此数值仍
然小于 0.1，可以适当增加显色时间，若结果仍然达不到要求，则
可能使用试剂无效。

（三）检测报告
当检测完成后，应当按照相应的检测日期、检测单位、检

测人以及审核人信息的实际情况，如实填写检测报告，为检测报
告单的完整性与准确性提供保证，通过接测结果与实际结果的比
对，进行相应的叙述，例如，在果蔬农残检测过程中，检测结
束后，若抑制率在 50%以上，代表被检测样品中有大量农药的
残留，样品属于阳性结果，此结果的样品需要进行两次以上的复
检。在实际的复检过程中，可以选择不同的方式，通常情况下，
被选择的较多的方法有气相色谱、高效液相色谱法、按照多次检
测的结果进行合理判定。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随着农业经济水平的不断上升，市场当中农产

品的需求也越来越多，在此过程中，加大多农产品质量安全的管
理显得非常重要，高效的技术检测，不仅能为农产品质量检测提
供可量化的保证，而且对于农产品生产者而言，也能够带来更大
的经济收益。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加大对检测技术应用的重视程
度，为农产品的质量检测提供高质量结果，为提升农产品质量提
供技术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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