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建筑发展 
第 4 卷◆第 2 期◆版本 1.0◆2020 年 

文章类型：论文 刊号（ISSN）：2425-0082 

Copyright  c  This word is licensed under a Commons Attibution-Non 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29 

Building Development 

浅谈食品检测中的农药残留检测 
 
邵雪鹏  叶广水 
浙江九安检测科技有限公司 
DOI:10.32629/bd.v4i2.3085 
 
[摘  要] 当前社会对食品安全的关注程度正在不断地提高,在进行食品生产的过程中,需要应用先进的检测技术对食品安全进行检测,在进行食

品检测的过程中,应用农药残留检测技术可以对食品中可能存在的一些农药残留污染进行检查,并且及时地进行解决,才能保证食品在流通的过

程中更加安全。在应用检测技术时,需要对检测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的分析,并且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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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食品中农药残留对人体的危害 

含磷农药残留带来的危害。有机磷农药通过食物进入到人体内后,会

引发呼吸道感染、肠胃及皮肤组织中毒等临床现象,能够导致人体自身免

疫能力下降,降低血液中胆碱酯酶的活性,从而抑制人体本身对乙酰胆碱

的分解效率。此外,还会产生心跳异常加快、瞳孔变小、汗液分泌旺盛及

全身抽搐等更强烈的病态反应。若长时期食用有机磷农药超标的食物,会

导致体内的有机磷农药积累,伤害人体的中枢神经系统,降低白细胞吞噬

细菌的能力,使肝功能变差、血糖升高,严重者还会引发细胞癌变、导致中

毒病情不断恶化。 

含氯农药残留带来的危害。有机氯农药对人体的伤害为慢性中毒,其

通过食物进入人体内后,会随着肠道的吸收作用积留在肝脏和脂肪较多的

组织中。当人体内有机氯农药的含量超过10mg每千克体重时,就会产生中

毒现象。有机氯在人体内会损害肾脏、肝脏、神经中枢等,引起贫血、白

细胞增多等症状。长期食用有机氯农药超标的食物,会引发头晕恶心、容

易疲劳等反应。 

2 食品中农药残留的检测技术分析 

2.1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是在发展柱层析的基础上形成的新型仪器方法,是较为成熟

的检测技术方法。它能够实现易于操作、见效快、具有灵敏度高等的功效,

并且得到普遍采用。对不易察觉的微量农药及其代谢物、降解物都可以检

测出来,在检测农药残留方面非常准确、有效。 

2.2高效液相色谱法 

农药的构成就是有机化合物,这种有机化合物的特点就是不易挥发、分

子量大、稳定和极性较强。采用气相色谱分析法不易检测到受热易分解或活

性缺失的物质,液相色谱法可以弥补这一不足。高效液相色谱法采用的方法

就是利用固定相和流动相在分配系数上的差异来达到分子间的分离,和气相

色谱法的作用原理相同,但适用性比气相色谱法更广。这种方法可以完成所

有化合物的分析,可以弥补气相色谱法上的不足,但它在灵敏度和检测种类

上跟不上气相色谱法,所以超高效液相色谱法可以针对这些问题不断改变。 

2.3免疫分析法 

在农药残留检测的过程中,主要是对其存在的微量和痕量因素进行分

析,所以要检测出农药残留中定性和定量的问题就必须要有灵敏度高的检

测技术,同时不仅仅能对某一品种农药进行检测还可以完成多个品种农药

残留的检测,实现高效能。免疫分析法就可以实现这一目标。免疫分析法

最大的优点就是具有灵敏度高、在分析容量及成本上较低、安全性能好等

方面,它的操作方法就是把抗体作为检测器对样品中的有机化合物、酶等

物质进行定性定量分析。21世纪以后,免疫分析法的技术应用越来越广泛,

并且在世界范围内推广开来。由于它的成本低、操作过程简单,又可以当

场完成,非常适用于农药残留检测领域。然而,免疫分析法存在的问题是在

多个品种农药残留检测方面还不足,而且在研发免疫分析法上花费的时间

长费用高。 

2.4免疫亲和色谱技术 

免疫亲和色谱技术克服了免疫分析方法中只能检测单个品种农药的局

限性,进一步结合了免疫分析法与色谱技术的优点而形成的一种分析方法。

它以免疫分析的原理为基础采用色谱分析法中的差速迁移理论把样品中的

分子进行分离净化。它最重要的特点就是可以实现自由选择。通过把液相

色谱技术与免疫分析法两者进行结合,能够起到使整个分析方法简单化的

作用,使农药残留检测的效率更高了。另外,这两种方法的综合运用能够降

低结构相似的农药和代谢产物的交叉反应,进而避免假阳性的发生几率。 

2.5电化学分析方法 

电化学分析方法的特点就是能够迅速、有效、准确地找出微量和痕量

元素,并对其进行分析。它采用的原理就是把测定物质的浓度变成一种电

学参量同时利用电化学反应进行测量和分析。它的优势是分析的范围更广,

更能够普及开来。 

2.6酶抑制法 

酶抑制法能够检测出富含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等化合物的农产品,这

是从它杀虫的原理中找出检测方法。这两种农药可以抑制乙酰胆碱酯酶的

生成,在样品提取液中如果酶活性无法生成,就意味着有机磷或氨基甲酸

酯存留在里面。这种检测方法具有见效快的特点。 

2.7蛋白质组分析技术 

这种分析技术其主要目的就是采用蛋白质组找出转基因植物与非转

基因植物的不同点,再针对这些不同点用质谱技术做进一步分析,算出这

些不同蛋白的具体数据。此外,转基因植物中的外源基因,也是食品安全要

检测的内容。 

3 结语 

随着我国食品检测技术的不断发展,人们对于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也逐

渐增强。这就要求我国检测部门不断提高自身的检测水平,采用先进的检测

方式以及检测设备加强食品安全检测。我国政府也应当制定一系列的规章制

度,完善食品安全法律规范,逐渐提高食品制造商的安全意识和法律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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