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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言
在检测农产品农药残留情况的过程中，主要以源头

控制为主，初级农产品属于药物残留的一项基本来源。
当前阶段，加强初级农产品农药检测技术探究力度，能
够将食品农药残留现象从根本上加以解决。从以往传统
农药检测工作可以看出，在多项因素的影响之下，难以
获取精准的检测数据，同时采取的检测方式比较单一，
从而加剧了检测重复性出现概率。

1 农药残留检测特征表现
所谓农药残留，一般是指应用农药以后，处于相应

时间段内尚未有效得到分解，逐渐积累和残留于农作物
以及各项生物生活条件下，其中表现为微量农药、各项 
有毒代谢物以及降解物等，农药残留是一项总体称呼。 
在检验农药残留期间，采取合理方式明确农药残留类型
以及具体含量，为人们提供良好的数据支持。其一，农药 
残留检测方式有着多样性特征。从目前现状看出，对农
药残留分析进行检测的方式有很多种，涉及到了传统检
测方式以及现代化检测方式，两者的检测类流程差不多，
均是提取样品、净化样品以及动态性检验样品。其二，
农药残留检测样品有着基础性特征。针对于各项植物而
言，生产期间吸取营养时体内将会残留诸多类型以及含
量较低的农药，检验农药残留的过程中，就需要采取溶
剂对样品内的农药加以提取，采取合理的净化方式将各
项干扰物彻底清除，借助新型仪器设备动态性检验样品
内农药残留结果。在检测期间该方面极为关键，形成了
农药残留样品处理的基础性。其三，农药残留有着特殊
性特征。当农药没有完全分解以及吸收的情况下，对其
使用以后将采取直接以及间接方式进入人们体内，长时
间积累人以及动物体内的话，将形成中毒现象，威胁到
自身安全。该项威胁有着长期和隐形现象，不容易被人
们察觉。所以，要想保护人们饮食健康，就必须依照标
准要求严格控制食品内的农药残留量，发挥出良好作用。

2 对于有机磷类农药残留危害性以及检测期间存在

问题的分析
2.1 对于有机磷类农药残留危害性的分析

有机磷农药是指磷酸酯类化合物以及硫代磷酸酯类

的化合物，前者呈现了油性形状，后者是白色晶体粉末。
乐果以及敌百虫是经常应用的有机磷农药。对这些类型
农药进行应用期间，除了可以有效预防植物病虫害的出
现之外，同时也对周围生态环境产生了不良的影响。在
农业种植以及生产期间使用的农药非常多，农产品内也
包含了诸多农药，人们选用有着农药残留的农产品将直
接威胁到人体自身健康。我国颁布了相关规定，明确要
求严格控制在农产品内的有机磷农药残留量，禁止超出
0.2mg/kg。不过通过分析农药残留检测结果来看，存在
着严峻的有机磷残留超标现象，相关部门务必加强对其
的重视程度。
2.2 农药残留检测期间存在的问题以及难点

结合相关探究表明，检测仪器内的速测仪光源出现
故障的概率极高，当产生了不良故障隐患以后，就要求
专业性强且经验丰富的人员动态性调整和改善该项设
备，降低故障隐患出现概率，促使设备处于稳定运行的
状态。需要明确认识到的一方面是，检验条件也直接影
响着检测数据的准确性。首先，检验试剂对检验结果有
着一定的影响，市场内试剂质量有高有低，包含的类型
诸多，不良试剂稳定性较低，生产厂家不管是对试剂生
产方式还是采取的保存方式都是不相同的，此种现象增
加了检测结果误差现象出现的概率。检测实际的形状表
现为两方面，分别是干粉试剂以及有机溶剂，两者对于
保存环境条件提出了严格要求，稳定性不佳，保质期非
常的短。最后，对检测物品的处理。处理期间涉及到了
准备相关检测物品，对该项物品加以提取以及净化处理。
在整个检测阶段中，一旦各项流程产生不良偏差以后，
将对检测数据产生不良影响，从中来看，在快速检测阶
段中不适合应用该项检测方式。

3 农药成本残留检测之前处理新技术
3.1 固相微萃取技术

固相微萃取属于一项新型前处理技术，在检测期间
不需要对样品实施溶液化处理，固相微萃取将特定结构
固定当固相提取器，此种类型的技术操作极为简便，价
格合理，所需的实验样品使用数量非常少，检测灵敏性
极高，样品内包含的挥发以及半挥发性成本能够借助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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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以及脱吸附技术达到富集目的。和以往传统类型的样
品处理技术相互比较来看优势非常高。目前在食品分析
领域内对该项技术应用极为广泛。
3.2 固相萃取技术

固相萃取技术主要是应用固态吸附剂对液体样品内
的目标物质以及杂质进行吸附，并且，利用洗脱溶剂洗
脱以及保留目标物质，将目标物质和样品其他成分相互
分离。此种方式操作简便，可以屏蔽杂质因素的影响，
确保人员自身安全，对农药残留品进行快速富集。
3.3 凝胶渗透色谱技术

凝胶渗透色谱技术属于一项快速净化技术，此方式
利用分子对固定相加以筛选，将分子量较少的部分精准
的分离出去，全面分析高分子同系物，凝聚渗透色谱技
术属于含脂类食物实施农药残留分析的最佳净化模式。
3.4 膜萃取技术

膜萃取技术把萃取阶段以及膜技术有效结合到一
起，以此达到萃取成分和样品有效分离的一项新型萃取
技术，此项技术的操作原理是应用膜材料全面分隔两相，
萃取相以及料液相在膜两侧加以流动，膜技术和液萃取
过程有效结合的新型分离技术。此种类型的技术有着选
择性以及富积率极高的特征，成本低，应用效果良好。

4 农药的分析检测及新技术研究
伴随着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人们生活水平逐渐提

升，市场方面对于果蔬菜提出了极高的需求量，农药检
测工作处于形式化状态，获取的检测数据准确性不高，
此种情况不符合实际检测情况，这就要求相关人员加强
监管力度，提升农产品检测的可行性。在检验期间，将
关注点落实于选取果蔬样品以及检验试剂等多方面，采
取抽样检验方式，结合不同样品自身性质选择与之相符
的检测技术，增强试验流程的规范性，将检测结果重点
进行记录，为后期进一步总结提供方便。
4.1 生物传感技术的应用

生物传感技术保险为采取抗体抗原等生物敏感点以
及化学物质等形成一定的化学反应，借助转换装置获取
该项反应的物理以及化学信号，以此确保样品物理性质
分析结果的准确性，实现检测目标。生物传感技术和其
他类型检测技术相互比较来看优势极高，对于设备仪器
尚无太高的要求，操作阶段极为简单，检测效率高，消
耗的资源较少，但是该项技术也有着一些缺陷存在，那
就是样品回收利用效率特别低，所以只可以在半定量检
测环节中加以应用。
4.2 农药分析检测新技术

4.2.1 色谱技术

物体包含了多种形态，对于液态以及固态来讲，两
者都有着不一样的分配系数，这是色谱技术的基本操作
运行原理。在开展试验作业期间，色谱技术详细记录农
药内的浓度转换为测量的信号，优势是工作效率高且灵
活性良好，分离能力非常强，因此在农药检测领域内得
到了普遍应用，发挥出了极佳的效果。

4.2.2 色谱连用技术

色谱技术本身有着较强的分离能力，不过从农药鉴
别方面看出，表面不是特别明显，这就需要加深色谱技
术和辨别能力极高技术之间的结合程度，以此达到农药
分析检测效率提高的目的。现阶段，色谱技术和质谱技
术有效结合应用极为广泛。
4.2.3 快速检测技术

除了以上论述的几种技术来讲，还包含了快速检测
技术，不过以上探究的技术所需设备类型颇多，投资成
本高，间隔时间较长，不适合应用于人员密集领域。所 
以，在该项领域内适合应用快速检测技术，获取的检测
数据较为迅速。
4.2.4 农药残留检测技术

气相色谱技术的优势是分离效率较高，有着极强的
选择性，不过从当前现状来看，气相色谱技术已经进行
了改进，通常是以毛细血管为主，和沸点极高以及稳定
性较差的农药相比较看出，气相色谱法难以动态性的展
开分离检测，应采取衍生化法提前处理，以此降低沸点，
拓展适用范围。
4.3 酶抑制技术

该项技术是形成于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初期，一般被
应用在了大型样品选择以及现场检测环节中，工作要点
是指酶处于相应湿温条件中催化有机物，当样品内包含
有机磷化合物的情况下，酶本身活性将会受到一定程度
的影响，难以将催化反应体现出来，该项反应和农药残
留的浓度呈现出了正比现象，在有效判断抑制程度高低
的基础上检验有机磷农药残留度。酶抑制技术检测结果
和酶类型有着密切的联系性，现阶段，丁酰胆碱酯酶以
及乙酰胆碱酯酶在有机磷检测环节中应用极为普遍，效
果极高。

5 在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期间应用化学检测技术的

发展趋势
结合实际探究来看，大多数农产品检测方式在样品

敏感度中有待提高，有的检测方式少不了成本较高检测
设备的大力支持。有的特殊检测手段则是采取特殊检测
仪器以及方式。对此，要想发挥出化学检测技术的优势，
关键在于依照不同检测方式的适用性以及优劣性加以分
析，遵循差异化原则改善和创新化学检测技术，提高农
产品农药残留的稳定性，拓展和延伸检测领域，降低成
本输出。

6 结语
以上所述，在科学技术全面创新的背景下，农药检

测方式将会在农业生产期间发挥出更高的作用，以此确
保农产品整体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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