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韭菜，别名丰本、草钟乳、起阳草、懒人菜、长生

韭、壮阳草、扁菜等，属百合科多年生草本植物，具特

殊强烈气味，是我国重要的葱蒜类蔬菜之一。韭菜在各

地种植广泛，栽培面积较大，深受百姓喜爱，同时，韭

菜含有丰富的膳食纤维，可以促进肠道蠕动，预防大肠

癌的发生，同时又能减少对胆固醇的吸收，起到预防和

治疗动脉硬化、冠心病等疾病的作用。

一、甘谷县韭菜生产现状
甘谷县韭菜种植面积 3.9 万亩，总产量 16.8 万吨，

总产值 1657 万元，是全省甚至整个西北地区最大的冬

春季节韭菜供应基地。栽培区域主要集中在磐安镇，礼

辛镇、新兴镇有少量种植。近年来，紧紧围绕农业增

效、农民增收这一目标，进一步优化种植结构、完善种

植制度，推广高效栽培模式和无公害生产技术，韭菜生

产已形成区域化种植、基地化生产、规模化管理、组织

化经营的产业发展格局，成为甘谷县农业的拳头产品之

一。栽培品种主要有平韭、黑韭、汉中冬韭、韭宝、久

星及雪韭系列等，品种五花八门。一些韭菜种植户根据

地方的用种习惯及个人爱好，自选自留，自繁自育，使

得地方品种出现严重混杂与退化，致使韭菜产品性状参

差不齐，商品属性差。目前引进的品种缺乏规范的引种

试验及示范推广程序。近年来，由于连茬栽培及大棚生

态环境，使韭菜的病虫害逐年加重，随着气温回升韭菜

病虫害进入高发期。在盲目追求产量和质量的同时，菜

农加大了用药浓度和用药频率，蔬菜农药残留超标情况

开始增多，各地在韭菜农药残留检测中有机磷超标多有

发生，韭菜和以韭菜为原料的制品中农药残留超标是亟

待解决的问题。为解决我县特色农产品韭菜种植，销售

瓶颈问题，保障本县特色农产品韭菜高质量发展，提升

市场竞争力，通过项目的实施推广，示范带动全县种植

户科学规范化种植，减少农药残留，提高甘谷韭菜的质

量、效益和市场竞争力，不断提高“甘谷韭菜”的知名

度，增加韭菜产品附加值，扩大市场占有份额，带动农

民增收。

二、材料与方法
（一）前期标准样采购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NY/T761-

2008），对韭菜中有机磷类农药残留的测定，采购 6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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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磷农药标准品，然后进行标准溶液的配置，将标准样

品（购买的耗材）按照一定的浓度梯度进行稀释，用丙

酮作溶剂，逐一配制成 100mg/mL的单一农药标准储备

液，上级测定，绘制标准图谱。

（二）采集样品

随机对本县韭菜生产基地（磐安镇三十铺、燕家、

张家沟、礼辛镇尉坪）韭菜在 5月、7月、9月进行

取样，采集方法按照NY/T789-2004《农药残留分析样

本的采集方法》规定执行，共计采集样品120份。按照

GB/8855抽取蔬菜样品，取可食用部分，将其切碎，充分

混匀放入打浆机中粉碎，制成待测样品。放入-20～ -6℃

条件下保存，备用。样品标记采用基地缩写加月加数字记

录，如三十铺5月1日样品为铺3-1，燕家为燕3-1，张家

沟为张3-1，尉坪为尉3-1。

（三）提取

准确的称取蔬菜样品 25.0g——加入 50mL乙腈溶

剂——匀浆机中高速匀浆 2min——将溶液用滤纸过

滤——滤液收集到装有 5 ～ 7g氯化钠的 100mL具塞量

筒中——收集滤液 40 ～ 50mL剧烈震荡 1min静置 30min

分层，使乙腈相和水相分层。

（四）净化

从具塞量筒中吸取 10mL乙腈溶液放入 150m烧杯

中，将烧杯恒温水浴 80℃蒸发近干，加入 2mL丙酮，

放入刻度离心管用 3mL丙酮洗三次在氮吹仪上氮吹定容

至 5.0mL，移入 2mL进样瓶中待测。

（五）测定

按照NY/T761-2008（蔬菜和水果中有机磷、有机

氯、拟除虫菊酯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多残留的测定）进

行测定，敌敌畏、氧乐果、甲拌磷、毒死蜱、甲基对硫

磷、三䂳磷等 6种有机磷农药。

（六）判定依据

根据GB2763-201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

最大残留限量》标准进行判定，如表 1，6种有机磷农

药标准限量值，如超过此限量值则为超标，如果该检测

项目没有判定标准，则检测结果不进行判定。

表 1  韭菜的标准限量值

农药名称 标准值（mg/kg）

敌敌畏 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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氧乐果 0.02

甲拌磷 0.01

毒死蜱 0.02

甲基对硫磷 0.02

三䂳磷 0.05

（七）检测仪器

GC6890N气相色谱仪等。

三、结果与分析
有机磷农药品种多，药效高、用途广、易分解，是

当前农药中发展较快的品种，其中氧化乐果、敌敌畏、

甲拌磷等杀虫效果好，成本低，但都属剧毒农药，自

2007 年 1月 1日已被国家全面禁用。从表 2可知，不

同种植基地农药残留情况有所不同，主要在磐安镇三十

铺、燕家种基地采集的样品检出有机磷农药，检出率分

别为 10%和 5%，其余两种植基地种植采集样品未检出

有机磷农药。

表 2  不同基地采集样品数与检出数情况

生产基地 样品个数 检出样品数 检出率%

磐安镇三十铺 40 4 10

磐安镇燕家 40 2 5

磐安镇张家沟 20 0 0

礼辛镇尉坪 20 0 0

通过表 3可知，检出有机磷农药的样品主要残留农

药为毒死蜱，根据GB2763-2021 标准，其含量均未超出

最大残留限量，主要残留量在 7月样品中，分布在磐安

镇三十铺与燕家韭菜种植基地，毒死蜱是具有触杀、胃

毒作用的一种广谱性有机磷杀虫、杀螨剂，其中毒死蜱

在韭菜的最大限量 0.02mg/kg。它广泛用用叶菜类和果

菜类蔬菜的病虫害防治，对地下害虫韭蛆有杀灭作用，

由于韭蛆生活在地下，用药后无法及时看到虫体死亡，

一些菜农为了保证防治效果，采取超量、多次使用化学

农药、有时甚至会选用甲并磷、甲胺磷、对硫磷等高毒

长残留杀虫剂防治韭蛆。

表 3  检出韭菜样品中不同农药检测结果

检出样品 敌敌畏 氧乐果 甲拌磷 毒死蜱 丙溴磷 三䂳磷

铺 5-6 0 0 0 0.012 0 0

铺 7-14 0 0 0 0.015 0 0

铺 7-17 0 0 0 0.010 0 0

铺 7-20 0 0 0 0.016 0 0

燕 7-24 0 0 0 0.011 0 0

燕 7-29 0 0 0 0.018 0 0

四、当前韭菜农药残留困析
（一）农药使用不当

大多数菜农为了提高防治效果，常常随意增加用药

剂量和用药次数，并且经常以灌根的方式进行防治，无

形中造成了不必要的浪费，而且提高了害虫的抗药性，

造成了韭菜农药残留超标。

（二）不遵守农药安全间隔期

韭菜种植上准许使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化学农药，但

在施药 15d后才能上市，而部分菜农在农药使用后未达

到安全间隔期就采收上市销售，并且韭菜属于连续性采

收的农作物，生长周期比较短。

（三）违规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

部分菜农违规使用高毒、高残留农药，使用之后杀

灭害虫效果明显，并且还能促进根系发育，施药后的

韭菜叶子肥厚、颜色油绿，如甲胺磷、甲拌磷、水胺硫

磷等。同时，相比其他杀虫剂，高毒、高残留农药价格

低廉。

五、韭菜病虫害综合防治措施
韭菜病、虫、草害较多，其中病害主要是灰霉病和

疫病，虫害主要包括韭蛆、斑潜蝇、蓟马等。

（一）农业防治

1.加强田间管理为了防止病菌蔓延和幼虫虫害，在

韭菜收割后应立即集中掩埋或焚烧残留的韭菜病叶和老

叶。在陆地韭菜萌发和春季大棚种植前，用工具剔开簇

心土晒根、晒土 1周左右。

2.轮作倒茬当种植韭菜 3a以上时，应及时于非百合

科作物蔬菜轮作倒茬，避免长期连年种植。在一定程度

上，不同刀次的韭菜，随着刀次的增加，其可溶性糖、

叶绿素、粗纤维、VC等含量均呈下降的趋势，而实施

轮作倒茬，可以有效防止和减轻韭蛆和其他病虫害的

发生。

3.合理施肥韭菜非常喜肥，但过度使用会引起偏氮

徒长，从而导致抗病性降低。由于未腐熟的农家肥和韭

菜残叶是多种害虫的主要越冬场所，因此施肥所使用的

生物肥和有机肥必须腐熟后使用，尽量不施禽畜粪和

未腐熟的有机肥，多施草木灰等肥料。在具体施肥过程

中，为了有效避免韭菜发生干尖的现象，应避免过多使

用生理酸性肥料，尽量以生物肥和有机肥料代替化肥

使用。

4.合理灌溉对于韭蛆发生严重的田块，大棚韭菜在

冬季土壤结冻前、春季化冻后进行冬灌和春灌，露地韭

菜在春、秋两季韭蛆发生时连续浇水淹没根系两三天。

为了有效保持土壤水分的相对稳定，应适时适量灌溉，

特别是在冬季要防止湿度过大。对于露地栽培的韭菜，

要防止地面低洼积水和田间积水，做好雨季的排涝，避

免大水漫灌。

（二）生物防治

生物农药具有不易产生抗药性、污染环境小、无毒

等特点，对于降低韭菜中农药残留量具有重要意义。在

具体实施过程中，为了有效防止韭蛆成虫，可以使用草

木灰、天然除虫菊素、云菊 5%、苦参碱等植物源及微

生物源类杀虫剂；在韭蛆发生期，可以使用Bt乳油 250

倍液或植物杀虫剂 1%苦参碱醇 2000 倍液灌根。

（三）物理防治

为了达到杀死害虫、大幅度减少农药用量、减轻环

境污染的目的，可以采用物理防治的方法。一是利用

黄板诱杀韭蛆成虫，要求黄板略高出韭菜高度即可，

黄板设置以 375 块/公顷为宜；二是采用杀虫谱广、效

力高的杀虫灯；三是利用糖酒液诱杀，为了有效诱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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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蝇类害虫，将糖、醋、酒、水和 90%敌百虫晶体以

3∶3∶1∶10∶0.6 的比例配成溶液，每亩放置 1～3

盆，随时添加，保持不干，诱杀种蝇类害虫；四是设置

防虫网，为了最大限度地防止害虫危害，可以采用防虫

网有效隔离葱须鳞蛾、韭蛆成虫、斑潜蝇等害虫。

（四）化学防治

根据无公害韭菜种植标准和施用化学农药规定，菜

农使用的农药必须在韭菜体内和环境中低残留、易分

解，并且要严格执行高毒、剧毒、高残留和具有“三

致”作用农药的禁用规定。使用低度、中度农药时也要

严格控制农药的使用次数、使用浓度和使用量，严格控

制农药的安全间隔期；在使用农药混剂时，安全间隔期

和使用次数应以某一单剂的安全间隔期最大和使用次数

最小为宜。

1.防治韭蛆。在成虫羽化盛期（4月中下旬、6月上

中旬、7月中下旬、8—10 月中旬），上午 9 ～ 10 时，

用 10％菊马乳油 2000 倍液，或 20％溴氰菊酯乳油 2000

倍液，或 2.5％功夫乳油 2000 ～ 4000 倍液喷雾。在幼

虫为害盛期（5月上旬、6月中旬、7月中下旬、10月

中下旬），如发现叶尖变黄变软，并逐渐向地面倒伏

时，用 48％乐斯本乳油 2000 倍液，或 75％辛硫磷乳油

500 倍液，或 90％晶体敌百虫 1000 倍液，或 20％韭蛆

净 1000 倍液灌根。

2.防治潜叶蝇。在产卵盛期至幼虫孵化初期，

喷 2.5%溴氰菊酯、20%氰戊菊酯或其他菊酯类农药

1500 ～ 2000 倍液。

3.灰霉病。头刀韭菜生长中期，二、三刀韭菜生长

前期进行防治。即 12月中旬、2月上中旬、3月上中

旬，当病株率为l%～ 5％时就要立即适时用药。主要采

取喷雾和烟雾相结合的办法，才能完全有效控制此病，

达到最佳防效。每刀韭菜生长期喷雾和烟雾防治各一

次。喷雾时水温达到 15～ 20℃，亩喷药液量 30kg。

（1） 喷 雾 法： ① 50 ％ 速 克 灵 可 湿 性 粉 剂

l000～ 1500 倍；② 50％农利灵可湿性粉剂l000～ 1500

倍；③ 50％扑海因可湿性粉剂 1000～1500 倍；④ 80％

多菌灵可湿性粉剂 600 倍；⑤ 70%甲基托布津可湿性粉

剂 500 倍；⑥ 40％施佳乐悬浮剂 1000 倍。喷雾时每刀

收获后越早越好。

（2）烟雾法：大棚中于傍晚日落后均匀点燃烟雾

剂，烟雾微粒弥散扩展到棚室所有空间、土壤、植株，

不仅能起高效杀菌防病效果.而且烟雾微粒可吸附空气

中的水气，创造韭菜生长叶片干燥环境，施药后必须密

封棚室。① 10％速克灵烟雾剂 200 ～ 250g ／亩（次）；

② 45％百菌清烟剂 250g ／亩（次）、③烟雾弹（集速

克灵，百菌清优势于一体）200 ～ 350g ／亩（次）。

4.疫病。培育健壮的根株，收割茬次不易太多，精

细整地防积水。夏季养根子期间，遇到雨涝容易发病。

所以在防治上要及时排除积水，加强中耕为主，发现

中心病株及时用药防治。常用的药剂：40%三乙磷酸铝

150 ～ 200 倍 液、 或 50%甲 霜 酮 600 倍 液、58%甲 霜

灵、锰锌或 64%的杀毒矾 400 倍液、或 72.2%普力克

水剂 800 倍液、或 60%琥.乙磷铝 500 倍液，隔 10d一

次，连防 2～ 3次。

六、提高韭菜农药残留防控技术的建议
防治韭菜的病虫害，除了及时识别其初期症状，搞

好化学防治外，最主要的要搞好田间管理，采取农业

综合防治手段。如选用抗病品种，选择排灌方便的地

块，施足充分腐熟的有机粪肥，增施磷、钾肥。注意

与葱、蒜类、茄子、青椒、番茄等茄科类蔬菜作物轮

作 2～ 3a。深挖排水沟和支沟，做到沟沟相通，雨住田

干，浇水科学，选晴天浇水，不能大水漫灌，有了病株

时，要控制浇水，保护地栽培一定要放风排湿。加强雨

季的田间管理，及时清理烂叶杂草，雨季控制浇水，注

意及时排涝。每降一场雨，要及时进行“涝浇园”，降

低土壤温度，减轻病害的发生。对倒伏或有倒伏趋势的

韭菜要进行搭架支撑等合理处理。

提高菜农种植技术水平，强化安全用药宣传、科学

知识普及和规范用药培训，提高广大菜农的科学文化知

识，引导他们合理使用农药。在化学防治之前，引导他

们应根据病虫害发生实际情况，在最佳防治时期按农药

推荐用量用药，不得随意增加农药使用次数，不得随意

增加农药用量，从源头上提高韭菜农药残留防治水平，

切实提高农民安全合理使用农药的技术水平和自觉性。

应进一步加大农药监管力度，高度重视农药残留治

理工作，实施高毒农药定点经营和农药经营备案制度，

坚持日常监管与专项整治相结合，行政执法与引导相结

合，在生产环节由农业农村局抓好农药使用关，在市场

流通上由市场监管局抓好产品安全入市关，对农药生

产、销售等各个环节进行管理。同时，加强对本地韭菜

生产基地监督检查，对上市韭菜进行质量检测。

普及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认识，加大舆论宣传力

度，提高消费者食品安全意识，在市场购买时，对于那

些叶片肥厚、个头粗壮、颜色油绿的韭菜要提高警惕，

预防在生产环节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甲拌磷农药。同

时，对于已经购买的韭菜，由于目前在韭菜上使用的农

药多为有机磷农药易溶于水，因此，要用淡盐水浸泡

30min左右，并用流动的清水进行冲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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