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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阐述了我国食品中农药残留的现状及农药残留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 , 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控制食品中农药残留的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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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the pesticide residues and the problems of food safety caused by the pesticide residues were introduced . Onthe basis
of the analysis , some countermeasures were propose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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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年来, 人们极为关注食品的安全问题。影响食品安全

的因素可分为生物性因素和化学性因素。其中, 化学因素主

要指汞、镉、铅等重金属, 食品添加剂及农用化学物质等。农

药残留是指农药使用后残存于环境、生物体和食品中的农药

母体、衍生物、代谢物、降解物和杂质的总称[ 1] 。全世界每年

有300 万农药中毒者, 我国每年有数万至10 万农民中毒

者[ 2] 。

1  食品中农药残留的现状

1 .1 有机氯农药 该类农药应用最早, 主要品种有滴滴涕

和六六六。其化学性质相当稳定, 不溶或微溶于水, 易溶于

多种有机溶剂和脂肪, 进入环境后不易分解, 并不断地迁移

和循环, 所以尽管20 世纪80 年代以前各国就已相继限制和

禁止使用, 但目前仍是食品中重要的农药残留物之一, 在粮

食、水果、禽蛋、茶叶、中药中均有检出[ 3] 。

1 .2 有机磷农药 有机磷农药因化学性质不稳定, 易分解 ,

半衰期短, 不易在作物、动物和人体内蓄积, 得到广泛使用。

但由于有机磷使用范围越来越广, 使用频率越来越高, 施用

量越来越大, 已成为目前污染食品最为严重的农药。2000 年

至2002 年, 湖北省孝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对该市豆类、叶

菜类及根茎类蔬菜、水果中4 种常用有机磷农药( 地亚农、对

硫磷、甲基对硫磷、甲基��硫磷) 残留进行检测, 结果表明

124 份样中, 有88 份检出有机磷农药, 占71 % , 且以甲基对硫

磷检出率最高, 占总阳性样品的63 .6 % , 豆类中只检出甲基

对硫磷, 蔬菜中4 种有机磷均能检出, 甲基对硫磷的检测结

果均超过国家卫生标准。胡正生等对南昌市市售蔬菜有机

磷农药残留进行了一次全面地调查, 共检测蔬菜样品764

个, 其 中 有 机 磷 农 药残 留 超 标 样 为 161 个, 超 标 率 达

21 .1 % [ 4] 。段志敏等从云南昆明、玉溪、曲靖及楚雄的超市

和集贸市场采集蔬菜样品121 件, 检测了敌敌畏、杀螟硫磷、

对硫磷3 种有机磷含量, 结果表明检出有机磷农药样品43

件, 检出率35 .5 % , 其中有17 件样品中农药残留量超标, 占

40 .4 % , 多个品种的蔬菜中均有对硫磷检出[ 5] 。白艳红等对

陕西省部分地区蔬菜和水果中有机磷农药进行检测, 其检出

率分别为20 % 和1 .7 % , 其中蔬菜样品中对硫磷和水果样品

中乐果的平均残留量分别为6 .22 和3 .02 μg/ kg , 大大超过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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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的限量标准[ 6] 。

1 .3 其他农药  氨基甲酸酯农药不易在生物体内蓄积 , 其

残留较有机磷轻, 但随着其用量的增大 , 食品中的残留问题

也逐渐突出。拟除虫菊酯农药属中等或低毒类农药, 在光和

土壤微生物的作用下很容易转化为极性化合物。在喷施时 ,

该农药与果实、谷物直接接触。这是造成农药污染的主要原

因, 且主要集中在果皮上[ 7] 。

2  农药残留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

农药的大量施用使环境受到严重污染。环境中的农药

通过食物链传递并富集, 进入人体, 造成对人体健康的危害。

危害的程度可分为急性毒性、慢性毒性和特殊毒性( 致癌、致

畸和致突变) 。食用喷洒了高毒农药不久的蔬菜和瓜果 , 或

者食用因农药中毒而死亡的畜禽肉和水产品, 会引起急性中

毒; 长期食用农药残留量较高的食品, 农药在人体内逐渐蓄

积, 最终导致机体生理功能发生变化, 引起慢性中毒 ; 有些农

药如敌敌畏、敌百虫、乐果等具有潜在的“三致”作用。

我国蔬菜、水果中滥用农药的现象相当严重。即使国家

明文规定禁止使用的农药如甲胺磷、甲基对硫磷, 农民仍然

使用, 因而由于农产品中高毒农药残留量超标造成的中毒事

件屡屡发生。据了解 , 近10 年来, 我国平均每年仅因蔬菜农

药残留超标、食用工业盐等发生的群体性食物中毒事故就有

150 次左右。2005 年1 月, 湖南省桑植县澧源镇第一小学发

生一起因食用有农药残留的四季豆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 造

成829 名学生出现呕吐、腹痛、头晕不适等中毒症状。2005

年4 月 , 广州增城市石滩镇三江第二中学的30 多名学生, 在

学校食堂因食用农药残留超标青菜后, 出现急性头晕、呕吐

等症状。2006 年, 常州一个月连发5 起食物中毒事件, 中毒

原因均为细菌性和农药残留中毒 ; 8 月3 日, 武汉市新洲阳

逻居民8 人因食用农药残留超标的竹叶菜中毒; 楚天金报8

月20 日报道 , 武汉江夏工商分局纸坊一所接到消费者许先

生投诉, 所购苹果食用后不到3 h , 就出现呕吐、腹泻等症状 ,

后经检测是由苹果表皮中农药残留超出标准所引起的。由

此可见, 农药残留超标引起的食物中毒事件随时都可能发

生。更让人不安的是, 长期的农药残留在人体内积蓄, 引起

不易察觉的慢性中毒和“三致”作用。

3  控制农药残留, 保证食品安全的对策

3 .1  开展生产者的思想建设和技术培训  食品中农药残留

的来源主要是食品原料在种植或养殖过程中吸收的直接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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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的农药和食品原料从污染的环境中吸收的农药。因此, 要

从源头上控制农药残留, 必须提高生产者尤其是农民的环保

意识, 加强技术培训。在思想建设上, 一要让广大群众认识

到食品安全问题的严重性和重要性; 二要让种植者和养殖者

认识到保护环境的重要性, 不要喷完农药后随手将药瓶或袋

子丢在田边、池塘、河中等地污染环境。在技术培训上, 要让

生产者掌握安全使用农药的要素, 即常用农药的适用对象、

防治对象、施药时间、最高使用剂量、施药方法、最多使用次

数、安全间隔期及最大残留量等。

3 .2 进一步加强农药管理 农药管理应法制化和规范化。

1982 年我国制定了《农药登记规定》,1997 年颁布了《农药管

理条例》。这些在农药的生产、经营及使用方面起到了一定

的作用, 但没有涉及农药对生态环境造成的污染。国际上有

些禁止使用的农药如甲胺磷、久效磷、对硫磷、甲基对硫磷和

磷胺, 在我国却还在广泛使用; 有些除草剂在先进国家已证

实具有“三致”作用 , 但在我国却未被禁用。所以, 我国应修

改农药管理文件, 进而从法律上加强农药管理。

3 .3  制定和完善农药残留限量标准  尽管我国也制定了食

品农药残留限量标准和相应的检测方法, 但制定的标准落后

于国际水平。具体表现: ①涉及的农药残留总指标较少, 如

CAC 蔬菜农药残留标准涉及农药146 种, 总计指标827 项, 而

我国只涉及52 种; ②残留指标太笼统, 针对性不强, 如对于

六六六、滴滴涕等33 种农药 , 我国都制定了相同的限量指

标, 而CAC 把蔬菜分成73 类别, 分别制定限量指标, 甚至对

一种蔬菜的不同食用部分也制定了限量指标; ③有些 MRLS

值偏高, 标准过宽 , 如果菜类蔬菜中甲氰菊酯的残留标准, 国

家标准是1 mg/ kg , 而CAC、美国、欧盟的标准均为0 .2 mg/ kg 。

3 .4  提高农药残留检测速度 控制农药残留的重要环节之

一就是检测。目前用于农药残留分析和检测的方法主要有

固相萃取( SPE) 、固相微萃取( SPME) 、超临界流体萃取( SPE) 、

基质固相分散萃取( MSPDE) 、气相色谱( GC) 、高效液相色谱

( HPLC) 及免疫分析技术等。许多发达国家农产品生产基地

相对集中, 批发商便于向检测部门申请检测, 易于控制农产

品进入市场。而我国农产品生产较为分散, 有的还是自产自

销, 全部由检测部门进行检测加以控制的难度较大, 因此研

发和推广应用快速检测技术非常必要。

3 .5  研究去除食品中农药残留的方法 果蔬农药残留是否

超标难以从外观上鉴别, 可以采用一些常规的方法( 储藏法、

浸泡法、去皮法) 加以消除或降低[ 8] 。有研究表明, 臭氧可以

降解果蔬上的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H2O2 可以降解有

机磷农药, 电离辐射也可以降解农药[ 9] 。

4  结语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 , 农药残留引起的食品安全问题较

为突出。所以 , 应借鉴发达国家的先进经验 , 在思想上提高

环保意识, 在管理上实施法制化、规范化和监控化, 在技术上

强化检测手段, 最终控制食品中的农药残留。

参考文献

[ 1] 史贤明.食品安全与卫生学[ M] .北京: 中国农业出版社,2003 .
[2] 刘洋,孔祥清,马坤明,等. 食品安全中的农药残留问题[J] . 黑龙江八

一农垦大学学报,2005 ,17(1) :65 - 68 .
[3] 李建强,吉玉英.农药残留状况研究[J] . 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05 ,27

(2) :14- 17.

[4] 胡正生,丁园,魏洽,等. 南昌市市售蔬菜有机磷农药残留调查及其原
因分析[J] .江西农业学报,2005 ,17(1) :34 - 37 .

[5] 段志敏,余晓萍,段毅宏, 等. 蔬菜中农药残留污染状况调查[J] . 职业
与健康,2005,21(7) :1020 - 1021 .

[6] 白艳红,周玲,王江,等. 陕西省部分地区蔬菜与水果中有要磷农药残
留的调查报告[J]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2005 ,26(1) :86- 88.

[7] 伍小红,李建科,惠伟. 农药残留对食品安全的影响及对策[J] . 食品与
发酵工业, 2005 ,31(6) :80- 84.

[8] 陈伟,高晓娟,陈明珍. 蔬菜农药残留污染及预防控制对策[J] . 食品与
药品,2005,7(2) :55- 56.

[9] 杨晓云,刘昌波,徐汉虹,等.消除农药残留的研究进展[J] .世界农药,
2005 ,27(2) :33 - 37 .

( 上接第4016 页)

3 .6  深化改革 , 提高农民教育的实效性  农民教育的目的

在于向农民传授新技术和新方法, 提高农民的素质, 以增强

其运用技术的能力和水平, 从而增加农民收入 , 改善生活水

平, 确保社会和谐发展。农民教育要因人施教 , 学以致用,

不断增强农民教育的吸引力。因此 , 必须深化教育改革, 尊

重农民意愿 , 注意教育和培训的基础性、系统性、针对性和

实效性。在教学设计上 , 要重点倾向于农民所急于掌握的

农业生产经营专业知识、农民维权政策法规; 在教学方式

上, 要综合运用农民职业教育、农村党校教育、农广校教育、

农民技术员教育等教育形式, 使之形成多层次、立交的教学

网络 ; 在教材编排上, 要注重使用乡土语言, 编辑乡土教材。

同时 , 注意通过组织专业协会 , 发展订单农业 , 实施农业结

构调整, 推动农业机械化等 , 有计划地引导农民加强自我教

育, 使之在农业生产中、在市场经营活动中实现个人技能和

素质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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