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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产品检测中快速检测技术的应用探究

【摘要】近年来，人们对农产品的需求量日益增大。农产品的质量安全也得到了更多的关注。过去的农产品检测技术耗

时较长，存在一定的局限性。而快速检测技术则能够有效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效率。因此，掌握快速检测技术在农产品

检测中的应用策略，能够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本文首先分析了农产品快速检测的优势和意义，其次阐述了农产品快速检测

技术的原理以及应用现状，再次，指出快速检测技术在农产品检测领域中的应用路径，最后，提出改进农产品快速检测的技

术的应用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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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了提高食品安全，提升食品安全监管能力，政府

部门和有关公司投入了大量资源，开展农业监测系统的

建设，希望通过监测技术的合理化应用，对农业实施评

估。但传统的农产品检验技术成本较高，生命周期较长，

无法适应实际的农业检验需求，根据这种实际，部分省

市有计划地把快速检验技术引进食品安全领域，逐渐构

建起成熟的食品检验、管理制度。

1  农产品快速检测的重要性

在农产品的栽培实践中，为了使生产、品质等目标

得以顺利实现，栽培技术人员需要把肥料、除草剂、除

虫药等运用起来。如果栽培技术人员采用不科学合理的

应用方式，或者不能控制使用率，则极易出现农产品品

牌竞争力药物存在问题。而且，有些工作人员在长途运

送农产品时，会采取一些保鲜手段，一些具有添加剂成

分的抗氧化剂和色素等产品就会被使用。这些抗氧化剂

和色素如果被消费者长期食用，就会在人体内产生农药

残留或者重金属超标等情况，对消费者的生命健康安全

造成极大威胁，同样也不利于农产品市场的长久稳定发

展。因此，为了保护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合法权益，必

须采取一定措施，将农产品尤其是果蔬、水果等人们每

天都会食用的产品的质量控制在合理的范围之内，保障

人体健康安全。我国地大物博，农产品来自世界各地，

由于不同种类的农产品所使用的农药和种植技术不同，

会涉及到多种类型的农药残留检测技术，目前，仅仅依

靠传统的检测技术，已经不能满足多样化农药产品的检

测需求。 而快速检测技术相比过去的检测技术，具有检

测时间短、检测结果准确的优势，目前已经成为农产品

检测的重要手段。

2  农产品快速检测技术原理及现状

2.1  农产品快速检测技术原理

现阶段的食品快速检验技术一般可区分为生化检验

方法和生物检验方法，两类的检验方式因技术机理而有

所不同，实际的操作条件也不同。生化测试技术一般是

根据食品中的化学物质开展测试，在测定过程中，将化

学制剂与食品产生水解、络合及其抗氧化反应，经比较

化学反应后样品与标准的比色卡，可进行对农产品中有

机磷农药残留 , 特别是亚硝酸盐等对人类危害程度较重

的物质的测定。生物领域的检验技术 , 往往会运用到生

物传感法和免疫学方法等。在采用农业快速检验技术测

定农作物中的细菌或真菌数量的时候 , 也可以采用双酶

联合免疫吸附法 , 这个方法的最大优点 , 是可以精确检

测出沙门氏菌和大肠杆菌的浓度。如果需要检测肉类产

品，就可以借助生物芯片 检测其中的化学成分和病毒。

2.2  农产品快速检测技术现状

随着技术手段的日趋完善，中国特色农业产品快速

测定方式也逐渐丰富，检验技术人员已能够按照中国农

业产品品牌竞争力的检验基本条件，针对性采用生化比

色法、高分子生物检测技术、蛋白酶抑制测试法、生物

学感应器、生物学芯片等快速测定技术手段，在短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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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实现对农产品农药含量、有色重金属浓度，以及人

体的激素含量等。目前，最常见的快速检测技术需要使

用检测试剂盒，与传统的农产品检验技术相比。利用这

种试剂盒进行检验，具有便捷性好、检测时间短的优点，

适用于现场检测，能够有效提升农产品的质量水平，对

于提升农产品的安全性有着重要的作用。

3  快速检测技术在农产品检测中的应用

3.1  利用生物敏感性进行农药残留物检测

利用生物敏感对农产品的农药残余物实施监测，重

点是将待检验的农产品喂予蝇类、螟蛉等活体生物学，

以进一步观测和记录此类活体生物学在饮用农产品后的

生物学反应，并通过对所使用活体生物学的致死比例以

及发病频率观测农产品中农药的实际微生物含量，从而

分辨农产品质量情况是否是安全。运用生物敏感性对农

产品的农药残留物加以测定，虽然可以更有效判断农产

品中是不是出现了农药残留超标迹象，但是却没有得到

更多的详细数据信息，也没有调查出在农产品中农药残

留的具体类别。

3.2  采用免疫分析技术进行农产品检测

利用生物知识中抗原、抗体彼此相互融合，从而形

成某种生物化学反应的实验方法，通过观测抗原、抗体

相互融合后所引起的生物反应，从而判断果蔬农作物中

实际农药残留量，也是在食品安全检验中介绍的，利用

免疫分析技术开展果蔬农作物品牌竞争力检验。该种检

验方式简便，结果的精确度也较高。尽管这种检测方式

十分先进，但是前期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以供机械设备

的采购和检测人员的培养等方面。另外一个制约因素是，

生物化学反应中的抗原比较单一，所以能够用这种方式

检测的农产品的种类比较单一，所以，要想将此种检测

方式大规模推广适用是不现实的。

通常，利用免疫学分析方法开展的蔬菜种植品牌竞

争力检验，一般包括酶免疫分析方法和酶联免疫吸收分

析方法，而利用酶联免疫学分析方法又可进而分成直观

法和间接法两种。首先，直接方法是将农药抗体涂抹到

相关载体之上如微孔板等，接着把具有酶标记的农药抗

原体和等待检测的农产品按照比例进行混合，之后能够

与微孔板等载体发生一系列反应。等待一定时间之后，

需要将没有被固态抗体所吸收的物质处理干净，最后，

借助反应底物和显色剂，待产物完全显示后，通过标准

曲线算出待检验蔬菜种植品牌竞争力中的剩余农药含量。

间接方法是将足够量的抗原体固化在媒介上，再利用待

检验蔬菜农产品与包被抗原体之间的互相对抗，与介质

中的定量抗体紧密结合，在经历了特定孵化时间之后，

先将未吸收的产物清除完毕，然后用酶标后的二抗体和

原先的抗原抗体复合所进行的特殊性融合化学反应，将

尚未融合的酶标抗体清除完毕后，添加底物和着色剂，

待混合液完全显示后通过标准曲线算出待检验蔬菜农产

品中的剩余有机农药含量。

3.3  运用酶抑制技术进行农产品检测

目前，在栽培蔬菜农作物的过程中，农民经常采用

有机磷农药，以提高蔬菜农作物产量，酶抑制技术根据

所使用的酶的不同，最终得出的结果也不一样。如果使

用的是动物身上获取到的胆碱酯酶，将其和有机磷农药

进行反应，就会得到一种黄色物质；当使用的是从植物

中获取到的脂酶，将其和有机磷农药进行反应，就会得

到一种紫红色的物质。农药残留量可以通过观察颜色的

深浅和产出物质量的多少进行判定。这种方法成本较低，

且能够对农药进行大面积的检测。

当使用酶抑制技术对果蔬农作物的有机磷农药进行

化学残留物测定时，因为在各种 pH 值环境条件下对酶物

质的反应不同，因而需要及时确定待测试果蔬农作物的

pH 值，以避免因待测试果蔬农作物自身 pH 值的不同而造

成测定结果缺乏正确性，从而保证了酶抑制技术在测定

有机磷农药农产品过程中的正确性。另外，使用酶抑制

技术测定蔬菜农作物中的有机磷农药，对检验员专业知

识的要求较少，整个检验步骤简便，很容易在基层蔬菜

农业检验领域大范围推行。但该种检验方式面临着蔬菜

食品安全检验盲点，仅仅对检出的蔬菜食品中的有机磷

和氨基酸钾磷脂类农药进行定性检验，而无法定性鉴别

蔬菜食品中残存农药的数量及其具体残留量。最后，由

于酶抑制技术在测定农产品时所利用的酶控制源、显色

剂，甚至底物等多种化学物质都具有较强特异性，对整

个测定过程序控制的要求也较多，因此很易在部分农产

品测定过程中受到外界影响，结果产生了伪阳性甚至假

阴性的检测结果，从而影响了农产品中农药残留测定结

论的准确度和科学性。

4  农产品快速检测技术推广应用的策略

4.1  完善快速检测体系

目前，有关快速测量技术方面的制度规定等还没有

健全，如国家不能严格规范仪器设备和试剂盒的生产标

准等，从而造成有很大的偏差存在于测量过程中。针对

此类情况，有关主管部门需对快速监测系统加以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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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制定规范形式严格规范监测设备和技术手段，有效引

导监测人员，使得监测精度得以提高。检测技术人员依

靠快速检测技术的基本原理和主要类型，从实践中制定

有效的、科学的快速检测技术方案，有效提高农产品的

检测效率。考虑到这一点，检测技术人员应根据不同类

型的农产品和不同的检测元素，进行合理的生物和化学

方法检测，以确保快速检测方法符合标准。同时，在农

产品检测的实际过程中，检测技术人员必须根据不同检

测技术的特点，明确快速检测技术的应用要点和注意事

项，提高快速检测技术应用的有效性。例如，在试剂盒

的应用中，必须在控制试剂盒使用条件和减少其他因素

干扰的同时准备好待测样品。

4.2  严格制定检测标准

为了保证农产品检测的顺利进行，充分发挥早期检

测技术的优势，相关部门和检测人员必须根据农产品检

测需求的原理和特点，建立完善的快速检测技术体系。

快速测试技术。在实际操作中，检测机构和人员必须严

格遵守国家检测标准，制定快速检测技术应用计划，确

保早期检测技术的合理有效应用。与此同时，建立了一

个标准化的农产品快速检测系统。通过该系统的实施和

优化，农业检查系统得到整合，检查员和检查技术得到

有效整合，以确保效率和影响。快速检测技术在农产品

检测中的合理应用。为了使得农产品快速检验过程、结

论的真实性得以保障，必须把具体的检验规范编写出来。

出台的规范要清楚界定各类快捷检验技术的应用条件、

实现过程等各方面信息，切实增强农产品快捷检验的规

范化与实效性。

4.3  提升人员能力水平

经验表明，测试技术人员的水平和专业素养直接影

响着快速测试技术的应用效果。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

检测机构必须有针对性地进行技术队伍的建设、改进和

管理，以保证检测技术的有效合理应用。快速测试，特

别是，检验机构必须根据农产品检验的实际要求，系统

地引进技术人员，通过人才引进提高检验队伍的专业水

平，并有效地响应要求。随着农产品快速检测技术的发展，

检测机构应从快速检测技术的角度出发，制定有针对性

的培训计划，通过培训活动，有效提高技术人员应用快

速检测技术的能力。为了激发技术人员参与农产品检测

的积极性和主动性，检测机构必须做好评价工作，并根

据评价结果，制定技术人员的聘用和报酬提高方案，已

逐步形成一支成熟稳定的技术队伍。就现阶段情况而言，

虽然部分基层地方政府已经把农业快速检验的科技队伍

建立了起来，但部分工作人员却不具有较高水平的技术，

从而造成了容易产生很大的检验差错，这也会严重影响

到对农产品的监管效果。因此针对此类情形，地方有关

监管部门必须高度重视农业专业技术人才队伍的建立工

作。一方面，要把专业技能水平较高的优秀人才吸纳起来，

使得检验团队综合能力得以进一步充实。另一方面，还

要建立长效培养制度，系统地培养现有的检验人才，把

快速检验技能的特点、范围、操作要领等作为培养的重点，

从而使得检验人才的综合能力得以进一步提升。

5  结束语

为不断提高农业品牌实力与效率，促进农业食品安

全的稳定提高，构建良好的市场秩序。本文以发展快捷

检验技术为研究重点，依托农业快捷检验技术基本原理、

目前科技进展情况，着重研究农业快捷检验的科技发展

基本思路，并在此基础上，提出针对性的农业快捷检验

技术运用方法，以逐步提高农业检验有效性，并兼顾农

业检验成本和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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