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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农产品的安全性，需要运用相应的技术，对农
药残留情况进行检测，如果检测所得的结果超出相关的规
范标准的规定要求，则说明残留过量，对于这种农产品需
要进行处理，不得流入市场。想要保证农产品农药残留检
测结果的准确性，并提高检测作业效率，就必须选择适宜
的检测技术，并对其应用要点加以掌握。本文就农产品农
药残留检测技术的应用要点进行分析探讨。

一、农产品农药残留主要检测内容
农产品是农业生产中所有物品的统称，包含各类粮食

作物。食用菌、果蔬、水产品以及林业产品等等。在农产
品的生产过程中，为降低病虫害的发生机率，并减轻草害
的影响，会使用一些高效、低毒或是无毒的化学农药，当
农药的用量超过规范标准中给出的限值时，便可能在农产
品上造成残留。因此，需要对农产品的农药残留情况进行
检测，主要的检测内容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有机磷类
此类农药对人体的危害性相对较大，是农残检测的重

要内容之一。在农产品生产中，常用的有机磷类农药为磷
酸酯类，该农药在病虫草害的防治中效果显著，对人畜的
危害从轻微毒性到剧毒不等，严重时会导致血胆碱酯酶的
活性大幅度下降，中枢神经出现紊乱等。故此，必须对该
农药的残留情况进行检测。

（二）有机氮类
这是一种新型的农药，在虫害的防治中效果较好，由

于该农药对害虫具有选择性，并且对人畜的毒性较低，从
而在农产品生产中得到广泛使用。虽然有机氮类农药残留
的毒性较低，但若是残留量超限，则会使食用者出现头
晕、头疼、乏力、肢体麻木，严重时可能会陷入昏迷状态。

二、农产品农药检测的特点、流程及常用方法
（一）检测特点
农产品农药残留是一项较为重要的工作，与食品安全

密切相关，此项工作具有如下特点：
1.基础性。农产品以水果和蔬菜为主，它们的本质都

是植物，这些植物的生长发育阶段，需要大量的养分作为
支撑，但土壤并不能为植物提供所需的养分，对此要通过
喷施肥料来满足植物对养分的需求。同时植物生长过程
中，会受到各种病虫害的威胁，一旦大面积发生病虫害，
便会导致减产，为避免该问题的发生，要喷施农药。植物
吸收养分时，会将农药一并吸入，当农药用量过大时，便
可能在植物体内形成残留。基于这一前提，对农产品进行
农药残留检测时，要利用相应的方法将其中的农药提取出
来，经过净化后，消除干扰物质，再以仪器设备，分析计
算农药的成分和残留量，以获取最终的检测结果。

2.多样性。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的多样性主要体现在
检测方法上。目前，可用于检测农产品农药残留的方法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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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多，比较常见的有萃取法，包括固相萃取、加速溶剂萃
取、基质分散萃取等；色谱法，可细分为气相色谱和液相
色谱两类。除此之外，还有比较先进的酶测定法、生物传
感器法等。不同的检测方法具有不同的特点，适用范围也
有所差别，故此在实际检测任务中，要结合需求选取最为
适宜的检测方法，以此来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

3.特殊性。农药在农作物种植过程中具有不可或缺的
作用，防治病虫害需要使用农药、种子处理需要使用农
药、去除杂草需要使用农药。当农药的用量、浓度超过现
行规范标准的规定要求后，便可能引起残留现象。而残留
在农作物体内的农药，会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达到一定
程度后，容易引发疾病，危及人们的生命安全。所以必须
控制农药残留，由此使得农药残留检测具有了特殊性。

（二）检测流程
了解并掌握农产品的检测流程，能够帮助检测人员高

效、高质量完成检测工作任务，尽管检测方法的种类不
同，但检测的基本流程却基本相同，具体如下：按照待
检农产品的详细情况，合理确定检测量，以随机的方式
选择检测样品，通过多个位置选择的方法，保证检测的可
靠性及准确性；依据现行规范标准的规定要求，对随机选
择的样品做相应处理，借助各种仪器设备，将样品粉碎、
分解，为后续检测提供便利条件；检测前用振荡等方法，
提取农产品上的农药，并剔除可能影响检测结果的干扰物
质，这样可以使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得到保障；农产品检测
完毕后，对检测结果如实记录，按相关规范标准中给出的
规定要求，判断农产品的农药残留情况，在规范允许范围
内为合格，超出为不合格。

（三）常用的检测方法
1.萃取法。该方法的主要作用是提取待检测样品中的

农药残留物质，常被用于检测准确阶段，是一项预处理技
术，其种类较多，如固相萃取、加速溶剂萃取、基质分散
萃取等等。在实际检测中应用较多的是基质分散，这是一
种快速分离方法，在残留物组分分离处理中的应用效果较
好，通过填料混合后，制成淋洗。萃取过程中，必须控制
好裂解、净化操作，以免引起农药残留物丢失，影响检测
结果的准确性。萃取法能够对多种水果和蔬菜上残留的杀
虫剂等物质进行萃取，具有良好的净化效果，回收率相对
较高，可以达到 70% ～ 105%。

2.色谱法。在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中，色谱法是最为
常用的方法，如气相色谱、液相色谱等。该方法最为突出
的特点是适应性强，对于水果、蔬菜等农产品中残留的数
十种农药均能有效检测，回收率最高能够达到 108.5%，准
确性非常高。使用该方法检测农产品的农药残留时，需要
先对样品做预处理，包括提取、净化、浓缩等，随后借助
毛细管柱完成分离，再用各种仪器，如火焰光度检测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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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子捕获检测器等，以分组的方式完成样品检测，进而得
到相应的检测结果。若是采用液相色谱，则需要用到荧光
检测器等仪器。

3.酶测定法。该方法简称ELISA，检测原理为抗原抗
体，较为突出的特点是能够定向检测，安全性和灵敏度比
较高，操作简单、便捷，检测过程中不需要使用价格昂贵
的仪器设备，费用低，具有良好的经济性。常用的ELISA
有IgM抗体测量、双抗体夹心等方法，业内专家经过研究
后发现，该方法能够对水果中的苹果、橘子测定股磷酸，
前者的回收率能够达到 110.5%，后者为 112.7%。需要指出
的一点是，ELISA每个试剂盒仅能检测一种药剂，无法满
足分组检测的要求，故此该方法常被用于农产品农药残留
的初步额定阶段。

4.传感器法。该方法主要是借助生物传感器完成检
测，需要结合电极，识别生物的DNA，分析样品中的农
药残留情况。生物传感器是一种比较先进的设备，它在检
测过程中的应用，是检测速度得到大幅度提升，比较常见
的有微生物传感器、免疫传感器等，在实际应用中，后者
的作用更加显著，实验研究结果表明，免疫传感器能够在
不借助其他媒介的情况下，测定有机磷点位。通过酶反应
可以检测出农药残留中的特定物质，回收率最高能够达到
120.5%。

三、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技术的应用要点
在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中，较为常用的技术有以下几

种：预处理技术、色谱检测法、光谱检测法、生物测定
法、速测仪及速测卡等。下面分别对这些技术在农药残留
检测中的应用要点进行分析。

（一）预处理技术的应用
在对农产品进行农药残留检测的过程中，为进一步提

升检测效率，并使检测所得的结果更加准确，在检测正式
开始前，应当对样品进行相应处理。此时需要使用一些预
处理技术，具体包括提取技术、净化技术等。

1.提取技术。在应用该技术对样品进行提取时，应当
了解其基本的技术原则，以此来确保技术的应用效果。由
于农药能够在有机溶剂当中被溶解，所以检测人员可以利
用相应的试剂，如乙酸、乙醇等，加入到样品当中，借助
辅助设备，完成对样品中农药的提取，为后续的检测工作
提供条件。

2.净化技术。采集到的样品中不可避免会存在各种杂
质，由此会对检测结果的准确性造成影响。所以在检测工
作开始前，需要运用净化技术将样品中的杂质去除干净。
在实验室检测中，应用较为广泛的净化技术为萃取，通过
该方法，能够将样品与杂质有效分离，得到无杂质的样
品，这样能够使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得到保障。

（二）色谱检测技术的应用
这是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中应用最为广泛的一种方

法，通过对样品中的流动相与固定相进行处理，达到分离
的效果，进而完成检测。在有机磷农药检测中，色谱检测
技术的应用效果较好，对检测所得的色谱图中的峰值进行
观察，可以判断出农药的种类及其含量。需要注意的，该
检测技术在应用时是以有机溶剂作为萃取剂，所以应当确
保检测的农药为有机类。

（三）光谱检测技术的应用
光谱检测分析法的基础为分子和原子，该方法归属于

化学检测的范畴，在有机磷农药检测中的应用效果较好。
有机磷农药中还原产物与显色剂之间进行化学反应后，能
够生成电磁波，依据这个电磁波可以完成定性和定量检

测。需要注意的是，在应用该技术对农产品中的有机磷农
药残留进行检测使，如果功能团相同，则可确保检测结果
准确。

（四）生物测定技术的应用
生物测定是一种较为成熟的检测技术，可以进行定性

和定量分析，在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中的应用较为广泛。
常用的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免疫分析法，另一种是酶抑制
法。

1.免疫分析法。这种方法比较常用的有两种，一种是
酶免疫，另一种是放射免疫，前者在农药残留检测中的应
用效果较好，可以通过抗体本身所具备的对抗原特性进行
识别，并按照反应过程，达到检测的目的，整个检测过程
速度较快，检测效率高，结果准确。

2.酶抑制法。该检测方法的基础为酶抑制剂，当酶受
到抑制时，蛋白部分的性质并未发生转变，这样一来会造
成酶失活。酶抑制法在有机磷类、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检测
中的应用效果较好。

（五）速测仪与速测卡的应用
1.速测仪。这是一种较为先进的检测技术，具体是指

通过专用的仪器完成农药残留检测，速度快、结果准确性
高是该技术的突出特点。在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中，对速
测仪进行应用，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检测出样品中的有
机磷类农药的含量。

2.速测卡。这是一种能够对农药残留进行快速检测的
试纸，它以胆碱酯酶制成，该物质对农药具有较高的敏感
度，能够快速检测出农产品中的有机磷类和氨基甲酸酯类
农药的残留情况。使用简单，便于携带，适用于现场检测。

四、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与人们的健康密切相

关，为此，必须对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工作予以高度重
视，选择合理可行的检测技术，并掌握相关的应用要点，
以此来确保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未来，要加大对农药残留
检测技术的研究力度，除对现有的技术进行改进和完善之
外，还应研发一些新的技术，从而更好地为农产品检测服
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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