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病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7 　结语 　建立食源性疾病的报告与监测系统是有

效地预防和控制食源性疾病的重要基础。国家食源

性疾病监控网络的科研信息 ,已转化为相关政府部

门的职能 ,体现在卫生部颁布实施的《食品安全行动

计划》中 ,成为国家食品安全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

然而 ,完善食源性疾病的报告、监测与溯源体系 ,实

现对食源性疾病暴发的预警、预报功能 ,达到《食品

安全行动计划》的预期目标 ,尚需付出更艰辛的努

力 ,特别是需要食品安全管理部门与科技人员的密

切沟通与配合 ,降低或消除食品中有害因素所造成

的危险性 ,有效地预防和控制食源性疾病的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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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食品中农药残留分析方法培训班纪要

　　根据卫生部卫法监发 (2003) 199 号《卫生部关于

印发 2003 年全国食品化学污染物和食源性致病菌

监测计划的通知》和卫生部文件卫法监 (2003) 219 号

卫生部食品安全行动指南的精神以及各污染物监测

单位的积极要求 ,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

食品安全所组织 ,广东省中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和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承办的“全国食品农药

残留分析方法培训班”于 2003 年 9 月 21 日～24 日

在广东省中山市成功举办。来自全国 13 个省级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以及下属市级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60 余名学员参加了培训。开班仪式由中国疾病预

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王竹天研究员主持 ,

广东省中山市卫生局麦建章局长、中山市疾病预防

控制中心古有婵主任、广东省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理

化检验所梁春穗副所长等出席并讲话。

本次培训的主要内容包括食品安全行动计划讲

座、农药残留基本知识讲座、农残分析实验操作三部

分。培训班上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

安全所王竹天研究员详细介绍了食品安全行动计划

(污染物监测部分) 的政府文件、行动目标、行动策

略、建立和完善食品污染物监测网络的目的、内容、

指标等内容。由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

安全所杨大进副研究员详细论述了国内外农药开

发、使用现状及其存在问题 ;农药残留分析方法研究

进展 ;水果、蔬菜、粮食和茶叶中 35 种有机磷和氨基

甲酸酯农药多残留的测定方法 ;水果、蔬菜、粮食和

茶叶中 27 种有机氯和拟除虫菊酯农药多残留的测

定方法 ;农药残留分析相关规定等内容。由中国疾

病预防控制中心营养与食品安全所蒋定国助理研究

员主要负责指导学员进行水果、蔬菜中有机磷和氨

基甲酸酯农药多残留测定方法的实验前处理和气相

色谱分析操作。培训结束后对每个学员进行了考核

并颁发了培训证书。

1 　食品安全行动计划 (污染物监测部分) 　1976 年

由 UNEPΠFAOΠWHO 成立了全球污染物监测规划

(GEMSΠFOOD) 其主要目的是掌握各成员国食品污

染状况 ,了解食品污染物的摄入量 ,保护人体健康 ,

促进贸易发展。2001 年 WHO 已将食品污染物监测

列入其战略发展计划。目前有 68 个国家为成员国 ,

我国 80 年代加入这一组织。由于食品安全日益受

到老百姓的关注 ,政府部门相继发文要求加强我国

食品安全监督管理。2003 年国务院颁布了国办发

(2003) 65 号《食品药品放心工程》,国家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也下发国食药监办 (2003) 174 号 (8 部委)

《食品药品放心工程实施方案》,卫生部同时发布了

卫法监 (2003) 219 号《卫生部食品安全行动计划》,起

止时间 2003 年～2008 年。具体内容见本期“食品安

全行动计划”。

2 　农药残留及其分析方法 　根据严格的农药毒理

学安全性评价程序确定评价资料和两年两地大田试

验得到的试验结果 ,我国进行严格登记的品种已达

　　 [下转第 93 页 ]

—9—食源性疾病监控技术的研究 ———刘秀梅



[上接第 9 页 ]

到 363 种。我国农药使用存在问题为不合理用药以

及高毒农药仍在大量使用。农业部门抽检表明 ,农

药残留超标率达 47. 5 % ,特别是甲胺磷、氧化乐果、

对硫磷、水胺硫磷及克百威等农药 ,残留检出率较

高。卫生部门抽检表明 ,农药残留的超标率在 10 %

以上 ,主要是甲胺磷和甲基对硫磷。今年上半年的

叶类菜抽检工作发现甲胺磷、敌敌畏、乐果、杀螟硫

磷、甲基对硫磷等均有检出。我国农产品在出口中

遇到不少问题 ,如出口日本的速冻菠菜中检出毒死

蜱 ,使得日本全面禁止我国蔬菜出口 ;我国出口欧洲

茶叶中由于检出有机氯和拟除虫菊酯农药 ,被欧盟

专门制定的新标准严格控制。因此加强农药残留分

析方法的培训和农残监测工作是十分重要的任务。

农药残留分析方法分为快速测定方法、单组分

残留分析、多组分残留分析 :单种类型农药的多残留

分析/ 几种类型农药的多残留分析。而目前农药残

留快速分析方法有 :胆碱酯酶抑制法 (有机磷与氨基

甲酸酯农药) ;免疫分析法 ;传感器技术。农药多残

留分析方法的优点是可同时测定多种农药、简化残

留量测定步骤 ,缺点是分析效果可能不如单组分分

析。固相萃取法和凝胶渗透色谱法是目前国际上农

药多残留检验前处理的两种先进技术。

目前美国运用固相萃取技术的农药多残留成熟

分析方法主要包括 : FDA 多残留分析方法 - 称为

LUKE法和 CDFA 多残留分析方法 - 称为 Mill 法。

FDA 多残留分析方法提取溶剂采用丙酮 ,CDFA 多

残留分析方法提取溶剂采用乙腈。Mill 法分析步骤

少 ,作为 90 年代的最新成果被广泛使用 ,我国两次

派人到该实验室学习 ,并被引入我国 ,在农业部门推

广应用。分析方法的特点 :固相萃取法代替传统的

液液分配和层析技术 ,使样品中未知、多类、多种农

药迅速得到分离、净化 ;使用多路氮吹仪代替旋转蒸

发仪进行浓缩 ,损失率低且大大缩短分析时间 ;经一

次处理的样品运用双毛细管柱和双检测器一次检

测 ,同时定性、定量 ;步骤简单、溶剂使用量少、有效

去除杂质、能够提高技术参数、快速、简便。

目前采用凝胶渗透色谱技术的农药多残留分析

方法主要以德国、英国等为代表。凝胶渗透色谱使

用的目的是要将大分子干扰物质除去 ,如油脂 , 类

脂化合物 ,聚合物 , 蛋白质 , 色素及类固醇等这些

干扰物将被首先洗脱 ,绝大多数农药分子比较小 ,扩

散进入凝胶孔内较晚流出色谱柱 ,从而使农药与杂

质分离。在一个固定的淋洗系统中 ,凝胶可反复使

用。凝胶渗透色谱对农药的性质没有特殊的要求 ,

不同类型的农药可同时分析。国内有关利用凝胶渗

透色谱技术作为农药残留分析的净化方法的报道较

少 ,开展单位不多。而国外报道较多 ,基本采用 Bio

- Beads S - X3 (聚苯乙烯凝胶) 净化样本中的残留

农药 ,他们通常采用体积比较大的凝胶色谱柱净化 ,

通过对仪器条件进行设置实现加压和收集特定馏

分 ,但溶剂消耗量较大 ,约 100～300 mL 乙酸乙酯Π
环己烷 (1∶1)或二氯甲烷Π环己烷 (1∶1) 。

本次培训班的使用方法是根据农药组份使用的

检测器不同 ,将我国常用的农药分为两组进行分析 :

有机氯和拟除虫菊酯组 (使用 ECD) ;有机磷和氨基

甲酸酯组 (使用 NPD) 。在分析植物样品中有机氯和

拟除虫菊酯类农药的前处理净化方法中选用商品化

的弗罗里硅土固相萃取柱 ;在分析植物样品中有机

磷和氨基甲酸酯农药的前处理方法中选用凝胶渗透

色谱柱。

3 　实验室操作 　本次培训班的实验室操作包括水

果、蔬菜样品的前处理操作和气相色谱上机操作两

部分 ,实验是按《2003 年全国食品化学污染物和食

源性致病菌监测计划》中附则 4 的方法程序进行的。

检测样品包括圆白菜、黄瓜、茄子、梨和油菜 ,加标农

药为 9 种有机磷和一种氨基甲酸酯农药 :甲胺磷、乙

酰甲胺磷、敌敌畏、对硫磷、甲基对硫磷、毒死蜱、马

拉硫磷、乐果、杀螟硫磷、呋喃丹。此 10 种农药均为

2003 年度食品污染物监测计划规定的项目 ,通过该

方法的培训使各监测点能用本方法一次完成 10 个

规定农药的检测 ,能加快完成监测计划的进度。

4 　小结 　通过 4 天的理论学习和实际操作 ,使学员

对我国食品安全形势、国家食品安全政策以及食品

污染物监测的任务、目的、作用有了充分的认识 ,对

我国农药使用、农药污染现状以及国内外农药残留

分析技术概况有了基本了解 ,并且通过亲自动手参

与实验操作 ,基本掌握了方法的原理、操作程序、实

验注意事项等实验基本技巧。

目前食品安全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和政府的

重视 ,为了更好完善我国食品污染物监测网的建设 ,

需要不断更新、扩充监测计划内容和项目 ,加强对基

层单位专业人员的短期培训和面对面的交流 ,使他

们学习新项目、新技术 ,不断提高检验水平。这样有

利于统一检测方法 ,加强质量控制 ,提高监测计划完

成质量 ,保证数据真实可靠。因此短期技术培训和

交流是加强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和实施食品污染物监

测计划的重要措施之一。
[蒋定国　供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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