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安全 Food safety

20

药残留快速检测技术在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的应用研究

蒲  燕

新源县农业技术推广站，新疆伊犁  835800

前言

最近几年，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频发，严重影

响了市场的稳定性，危害了人们的生命安全，透支着人

们对食品安全的信任度，为了减少问题农产品流入市场，

保护人们的生命健康，要提升农产品市场准入标准，才

能减少农产品质量安全方面的负面消息。农产品质量安

全给人们敲响了警钟，唯有清肃农产品市场，建立安全

稳定的农产品市场环境，才能推动社会经济的发展，例

如轰动市场的毒生姜事件 \ 毒豆芽事件，无一在社会层

面掀起层层风暴，影响极其恶劣，让人们身心俱疲，但

是做好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检测工作的主要责任在检测

部门，检测部门只有加大检查，合理应用快速检测技术，

才能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维护农产品市场稳定。

1  农产品农药残留的危害和农残检测的重要性 

1.1  农残的危害 

1.1.1  危害神经 

农药的使用已经是十分普遍的，部分农产品在种植

过程中会使用大量的农药，且在农产品运输过程中为了

保鲜，也会应用一些化学试剂，农药虽然在农作物生长

过程中会挥发部分，但是仍旧会有残留，部分农产品的

农残会超标，而却未能检测出来，农残超标的农产品流

入市场后，经人食用会影响人的神经系统，长期食用这

种农残超标的农产品会导致中枢神经受损，严重的可能

会引起人神经痉挛、坏死等问题。例如：农产品中的磷

农药超标，就会引发人神经慢性中毒 [1]。 

1.1.2  致癌 

农产品质量安全是整个社会所关注的问题，农残超

标的农产品会致癌，结合相关数据来看农药的致癌性较

高，大量使用化学农药，会导致农作物残留超标，经人

食用后就会危害人体健康，长期食用有害的农产品可能

会引发癌症。 

1.1.3  损坏肝脏 

肝脏是人体排毒的重要器官，长期食用农药超标的

农产品会影响人体肝脏排毒，导致人体肝脏受损，最终

会导致人体肝脏病变，引发各种肝脏疾病，让人苦不堪言。 

1.1.4  导致疾病突变 

超标农残农产品对人体的损害是长期性的，甚至有

可能影响到下一代，部分农药中有一定的遗传毒性，人

在长期食用农残超标的农产品后，体内的诱变物质大量

积聚，导致基因突变，进而遗传给下一代，不仅可能会

提升后代的畸形率，也可能会导致男性出现不育的严重

问题，也会损坏女性生育系统。 

1.2  农产品农残检测的重要性 

1.2.1  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安全 

做好农产品农残检测是保证农产品质量安全的关键，

在新时期人们对食品安全问题更加重视，为了食用和购

买到放心的农产品，很多人都在自己的阳台上种上了蔬

菜，但是这远远不能解决实际生活需求，农产品是人类

生活的必需品，只有保证其质量安全，才能促进人类的

长远发展，如果出现质量安全问题，必然会祸及自身。

借助农残快速检测技术，不断提升农产品农残检测的质

量，不断完善现有的农产品农残检测设备和设施，可以

保证农产品农残检测质量和水平，减少问题产品流向市

场，及时发现问题农产品，保证了产品的安全，保障了

消费者的人身安全 [2]。

1.2.2  为农产品安全管理提供依据 

当下，现代化农业生产模式逐渐形成，农业得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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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的发展，农作物种植规模得到了明显的提升，农产

品的种类也明显增多，导致农业管理难度增大，为了应

对复杂化的农业病虫害，保证农业增收，不得不使用一

定的农药防害，才能保证农产品的质量。在实际的生产中，

农户为了保证农作物的生长，降低农业虫害，不得不喷

洒一些农药，所以面对这种趋势，要做好农产品农残检

测工作，通过高效的农产品农残检测，可以更为客观地

了解到农产品的总体质量，借助检测数据可以不断完善

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系统，让农产品安全管理工作的开

展有了依据。

2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常见的农药残留检测技术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为了满足检测工作的需求，

提升检测效率，常用的农残快检技术主要分为生化检测

技术、生物检测技术、化学检测技术，但是实际的农产

品质量安全检测中，酶抑制率法、免疫分析法和生物传

感器法的应用效果最佳，且应用范围也较为广泛。

2.1  酶抑制率法

酶作为生物体中最常见的催化剂，具有高效、可转

移的基本特点，酶抑制率法正是借助酶的特征而广泛应

用的一种检测方法，可以高效地检测出农产品中农残。

在一定的环境下，内含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的农药可以

抑制酶的活性，其抑制率和农药的浓度成正比，抑制率

越高，证明农药的残留越大，农药浓度也越高；酶遇到

乙酰胆碱会产生水解反应，水解反应后所产生的物质遇

到显色剂会出现新的反应，并反映出黄色物质，通过计

算和测定吸光度可以分析出抑制率，进而了解到农药浓

度 [3]。对抑制率进行化学分析后，可以了解到农产品中

的农药残留是否超标，利用酶抑制率法对农药残留进行

分析，可以得出具体的数值，检测结果精准有效，且十

分的高效，能大大提升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的质量。借

助酶抑制率法，生产了很多相关农残检测仪器，例如，

RP 系列检测仪器、TJ 系列检测仪器，都可以有效应用到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这一项技术的应用十分成熟，

随着农产品检测工作难度的增加，检测工作量的增大，

运用这一方法可以提升检测效率，将其应用在农贸市场、

农产品生产基地等检测工作中，可以高效地完成检测工

作，减少了检测工作的难度，这一方法已经成为农产品

质量安全检测工作的关键技术。

2.2  免疫分析法 

免疫分析法也是最常见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技术

之一，它是借助抗原和抗体的不同性质而产生的反应实

现对农残的检测的，特异性、可逆性是抗原和抗体的基

本特点，结合后会发生反应，然后将抗体作为检测器，

通过定量、定性的检测分析其中的化合物等物质，进而

就可以了解到农产品中存在的残留物质是否超标 [4]。结

合这一方法原理，为了满足基本的检测工作，我国已经

针对多种农药建立了分析系统，例如，除草剂，运用免

疫分析法可以检测农产品中是否含有除草剂。不同于其

他的检测技术，免疫分析法更加高效，可以更高效地检

测出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十分灵敏高效，且整个检测

流程也相对较为简单，可以满足大批量农产品的样品检

测，且不受环境的限制，一般在室内和室外均可以展开

检查。免疫分析法由于优势明显，在农产品农残检测中

的应用较为广泛，但是由于免疫分析法的抗体制备方法

较难，且一种抗体只能检测一种农药，大大降低了其应

用范围。

2.3  生物传感器法 

生物传感器法是生物检测之一，它是借助抗原、细胞、

抗体、酶等物质活性实现检测的，并要将这些物质活性

作为传感介质，通过传感识别后，和检测成分发生特性反

应的一种方法。在检测过程中，借助换能器可以将生物反

应转化成复合物，并有可能会有发色、发光的特质，检测

者通过反映出来的电磁信号、频率信号、电压情况等，可

以对定量定型检测样品的残留进行检测。生物传感器法由

于其成本低廉，可以重复利用的优点，在农产品农药残

留检测中的应用较为广泛，同时也可以取得良好的检测

效果，这一技术在农产品质检技术中有着重要的地位。

3  基层农产品质检中农残快速检测技术的应用问题

在实际的基层农产品质检中，农残快速检测技术的

应用也存在一定问题，不仅影响了检测精准性，也降低

了检测的效率，大大降低了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工

作的效率，主要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3.1  试剂稳定性不足

在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要有效应用快速检

测技术，就要保证试剂的稳定性，试剂不能受外界因素

的影响，否则会影响检测的精准性。试剂的应用是不可

缺少的，例如，化学药剂，部分试剂容易受到外界环境

的影响，继而就降低了其稳定性，最终也就会影响到检

测结果 [5]。如，在使用酶抑制率法时，会提取一定的酶

制剂，为了满足检测工作，一般要提前提取，在酶制剂

提取后会和空气短时间地接触，酶就会和空气产生一定

的反应，降低了酶的性能，进而就会影响到检测结果。 

3.2  测试易出现假阳性 

测试结果有可能会出现假阳性，在农药快速检测的

过程中，受到外界因素的影响可能会出现假阳性问题，

尤其是对部分蔬菜进行检测时，如胡萝卜，在检测时酶

反应过量，就会影响检测结果。例如：在检测过程中，

如果操作不及时，导致酶分解物和显色剂的结合过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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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会影响到检测结果，大大降低了检测结果的精准性，

产生这种问题的原因是物质的特殊反应而造成的，所以

在实际操作中要注意这一问题，可以通过多次检测对结

果进行纠正。

4  提高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快速检测水平的对策 

4.1  完善农产品检测体系 

为了更好地应用快速检测技术，保证农产品质量安

全检测效果，要提出一些辅助措施保证各项快速检测技

术的应用，因此相关部门应该尽快完善农产品检测体系，

借助完善、科学的检测制度，保证快速检测技术的应用。

一方面，基层乡镇单位，要尽快建设相应的乡镇检测中心，

借助检测中心和检测实验室确保各项快速检测技术的应

用和推广，通过科学可行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体系保

证工作的开展。同时积极建立相关资格检测证书，提升

检测单位的权威性，重视检测技术的应用，促进农产品

质量检测工作的顺利开展。 

4.2  更新农产品检测设施 

在实际的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除了要运用到基

本的检测技术，还要完善的检测设施予以配合，才能确

保检测水平，且农产品种类、总量庞大，以往的检测设

施已经无法满足检测工作的需求，所以要重视检测设施

的更新。结合现有快速检测技术，积极引入新的检测设施，

同时立足检测工作的具体现状，配备完善的检测设施，

例如，农残检测器等，为了做好检测工作，必要时结合

现有技术要求可以引入新的检测设备，最大程度地提升

检测工作的水平。

4.3  重视检测人才的引进

结合当前农产品检测工作的需求，要重视快速检测

技术人员的引进，只有建设强大的技术人才队伍，才能

保证新技术的应用。一方面，要重视相关技术人才的引

进，扩宽人才引进渠道，向社会公开招聘掌握快速检测

技术的人才，同时依靠完善的人才入职考核制度，对新

进技术人才进行技能考核；另一方面，要重视现有检测

技术人员的培训工作，通过各种灵活的培训方式，提升

人才检测技能，如技术培训、检测要点培训等，检测技

术人员也要积极学习新技术，学习新设备的应用方法，

在实践中积累快速检测工作的相关经验，只有提升自身

的检测技能，才能做好农产品质量检测工作。此外，为

了激活检测技术团队的活力，要适当提升技术人员的待

遇，通过合理的薪酬待遇和宽松人性化的环境留住人才，

避免人才断层问题的出现。 

4.4  加强农产品质检机构间的信息共享 

当下，科技带动了相关检测技术的进步，让检测工

作的开展有了更加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可以借助信息技

术提升农产品质检工作的质量，通过信息技术建立农产

品质检信息网络平台，进一步加强各质检机构的联动性。

通过信息联动，完善农产品质检数据库，为农产品质检

标准的制定和优化提供参考，同时做好农产品质检信息

的联动，可以确保产品质量追溯系统的建立。 

4.5  重视资金投入 

为了做好农产品农残检测，要加大相关资金的投入，

当前很多基层检测机构的资金匮乏，无法维持正常的检测

活动，地区政府部门应该追加资金，建立农产品检测专项

资金，为农产品农残检测提供资金支持，同时做好相应的

资金监督，确保资金可以应用于农产品质量检测中。

4.6  提升检测精准性

由于基层农产品农残检测过程中，其结果的精准性

有待提升，要做好对检测假阳性结果原因的分析，通过

全力排查，了解导致检测结果不精准的原因，然后进行

二次检测，在第二次检测过程中要规范操作，避免因为

酶反应时间过长而引起的假阳性问题。一般出现假阳性

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因为酶反应过程中出现了次生物质，

二是因为在检测取样过程中样品本身有了化学反应。为

了提高检测结果的精准性，可以采用固定化酶的方法，

排除样品色谱问题，如结果还是如此，要从生物质的角

度进行分析，明确原因后用掩蔽剂处理样品，减少酶对

检测结果的影响。 

5  结束语

综上所述，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事关民生，要重视

快速检测技术的应用，全面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的

效率，才能满足人们对农产品的高要求，进而才能保证

人们的生命安全，促进农产品市场的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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