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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调查云南某蔬菜种植大县蔬菜中有机磷类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状况$ 方法"在云南省某蔬

菜种植大县 ; 个乡镇的 9 个自然村中!抽取 7$7 户农户!对每一户中主要负责农业生产的农民进行面对面询问的问

卷调查!并对调查对象家中当天的待食用蔬菜进行采样!共 a99 份!用 302#$*农药残留快速检测仪检测蔬菜样品

中的有机磷类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 结果"在过去一年内!有 #;& 户农户"占调查对象的 ;#:#8c#使用过问

卷中列出的$# 种禁限用农药中的至少一种$ 使用人数最多的禁限用农药为杀虫脒!其次为甲胺磷%克百威%氧化乐

果%地虫硫磷等$ ’’a 份自留地蔬菜样品中阳性样品 "即有机磷类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超标的样品# ;7 份

"9:#&c#&’# 份大田样品中阳性样品有 a 份"#;:a;c#&#’8 份农户从市场上购买的蔬菜样品中阳性样品有 $& 份

"#$:99c#$ 结论"三种来源的蔬菜样品均检测出有机磷类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超标"阳性#!从市场上买来

的蔬菜样品的检出率高于自留地蔬菜样品的检出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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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毒生姜,*+蓝矾白菜,等现象频出"使
蔬菜农药残留问题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 蔬菜上残
留的农药长期不断摄入人体内"持续积聚会引发慢性
中毒"甚至诱发慢性疾病"对人的身体健康产生重大
危害’#( ) 我国相关部门已逐步禁用若干高毒高残留
农药"推广低毒低残留农药"如生物农药等) 有机磷
农药是 $& 世纪 7& 年代发展起来的一类广谱性农用
杀虫剂"其特点是高毒性*杀虫范围广#氨基甲酸酯类
农药是 $& 世纪 ’& 年代发展起来的有机合成杀虫剂"
其使用量仅次于有机磷’$( "这两类农药尤其是有机磷
类农药随着国家的禁用已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 云
南省某县从 $&&# 年开始在全县范围内采取措施控制
和消除高毒农药的使用"其中包括国家相关文件中禁
用的有机磷类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 在 $&&; 年"该
县被中国农业部认定为全国一百个生产无公害蔬菜
示范县之一) 此后"该县也与国内和国际的组织如联
合国粮农组织$]6‘%等合作"引进病虫害综合防治
$\3b%和其他的生物防治方法控制病虫害"致力于生
产更优一级的绿色蔬菜) 为了了解当地蔬菜中有机
磷类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的状况"本课题组于
$&#; 年 9 fa 月"在该县开展了蔬菜中有机磷类和氨
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状况的调查)

#"材料与方法
#:#"材料
#:#:#"样品来源

问卷调查完成时"对调查对象家中当天待食用
的蔬菜进行采样"并详细记录蔬菜样品的菜名*来
源等信息) 如果是来源于自留地"则需记录自留地
的位置"分为三种类型&与大田紧邻*农院*独立地)
#:#:$"主要仪器与试剂

302#$*农药残留快速检测仪 $深圳市中神盾
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纯净水)
#:$"方法
#:$:#"调查对象的选择

在云南省某蔬菜种植大县选择三个乡镇的六
个种植蔬菜最多的自然村) 以户为单位"抽取
7$7 户农户"以每一户中主要负责农业生产的农民
为调查对象)

#:$:$"问卷调查内容
对抽取到的 7$7 户农户每一户中的主要负责农

业生产的农民 $共 7$7 位%进行问卷调查) 问卷的
内容主要围绕农户使用禁用农药的情况*蔬菜的来
源*对蔬菜农药残留的了解*农药认知情况*有关部
门对农户种植蔬菜的监管情况等)
#:$:;"样品检测方法与结果判定

用 302#$*农药残留快速检测仪检测蔬菜样品
中有机磷类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 302#$*农
药残留快速检测仪依据标准为 DR<1’&&!:#!!!
$&&;.蔬菜中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的快
速检测/ ’;( )

样品处理&每天采回的蔬菜样品在当天检测)
从样品袋中取出蔬菜样品"擦去表面泥土"剪成 #
>T$ 碎片"取 ’ H放入带盖瓶中"加入 #& TO纯净水"
震荡 ’& 次"静置 $ T./ 以上) 每批做 ! 个样品"同
时做一个纯净水的空白对照) 每剪完一个样品"剪
刀洗净后再处理另一个样品"避免交叉污染)

样品测定&用移液枪取 8& !O样品液加到白色
药片上) 按+启动,键"反应开始倒计时 #& T./$+反
应,指示符亮%) 当听到仪器发出急促的蜂鸣提示
音时关闭上盖"显色开始倒计时 ; T./$+显色,指示
符亮%#待仪器发出缓和的蜂鸣提示音时"打开仪器
上盖"进行结果判定)

结果判定&与空白对照卡比较"白色药片不变
色或略有浅蓝色均为阳性结果#白色药片变为天蓝
色或与空白对照卡相同"为阴性结果)

$"结果
$:#"问卷调查结果

由于调查对象中途离开以及不同调查员调查
了同一个调查对象等原因"7$7 份问卷中"重复; 份"
作废 7 份"实际有效问卷为 7#a 份"问卷有效率
为 !8:;’c)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7#a 位调查对象中"男性 $a9 人"女性 #7# 人)
年龄在 ;& f’! 岁之间"占到总调查对象人数的
8a:aac$;99<7#a%) 民族以汉族为主"占 !&:9’c
$;a8<7#a%"文化程度以小学和初中为主"占总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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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象人数的 88:a;c$;a&<7#a%)
$:#:$"调查对象使用禁用农药情况

根据.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 $农业部公告
第 #!! 号%以及.农业部等十部委关于打击违法制
售禁限用高毒农药 规范农药使用行为的通知/ $农
农发’$&#&($ 号%的附件 #.禁止生产*销售和使用
的农药名单/和附件 $.在蔬菜*果树*茶叶*中草药
材等作物上限制使用的农药名单/ ’7 g’( "此次调查
在问卷上罗列出了 $# 种蔬菜上禁用的农药 $绝大
多数为有机磷类"少部分为氨基甲酸酯类%"有 #;&

户农户使用过这些农药中的至少一种"占调查对象
的 ;#:#8c$#;&<7#a%) 使用过这些农药中的 $*;*
7*’ 种的农户分别占调查对象的 a:7;c$;#<7#a%*
7:&8c $ #a<7#a %* ;:;9c $ #7<7#a %* #:98c
$a<7#a%"使用 9 f$& 种农药的农户占调查对象的
#:77c$9<7#a%"结果表明"农户的农药知识水平普
遍较低"在种植过程中违规使用禁用农药)
$:#:;"调查对象食用蔬菜来源情况

蔬菜主要来源于自留地"其次为从市场上购
买"自家大田里产的占较少一部分) 项目前期的实
地考察和预调查时所访问到的村民基本上也都表
示"村里人自家吃的蔬菜一般都是家的自留地自种
的) 食用蔬菜的主要来源是自留地的占调查对象
的 a9:’&c$;#!<7#a%"来源是市场购买*自留地 p

大田*大田的分别占总人数的 #;:9ac $’a<7#a %*
!:;’c$;!<7#a%和 &:78c$$<7#a%)

有 8:;!c$;’<7#a%的农户家中食用蔬菜自种
自食的比例为 &c f$’c"自种自食比例为 $9c f
’&c*’#c fa’c*a9c f#&&c的农户分别占调查
对象的 #&:;#c $ 7;<7#a %* #!:7$c $ 8#<7#a % 和
9#:8ac$$’8<7#a%)
$:#:7"调查对象对蔬菜农药残留的认知情况

调查显示"只有 97:’#c $$9! <7#a %的调查对
象了解蔬菜农药残留的概念) 7#a 位调查对象中"
有 !’:!$c$7&& <7#a%的人认为食用自种自食的
蔬菜安全)
$:$"蔬菜样品检测结果

一共获取蔬菜样品 a99 份"其中有机磷类和氨
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检测阳性样品为 9# 份"检出率
为 a:!9c$9#<a99%"不同种类的蔬菜样品检测检出
率比较情况见表 #)

自留地*大田和市场上购买这三种来源的蔬菜
样品中"蔬菜种类的分布情况见表 $) 在 a99 份蔬
菜样品中"自留地种植的蔬菜样品总计 ’’a 份"其
中阳性样品 $即有机磷类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
留超标的样品%检出率为 9:#&c $ ;7 <’’a % #大田

""""表 #"不同种类的蔬菜样品检测检出率
1NUO+#"M+-+>-.K/ LN-+K?,NTSO+-+,-./HK?P.??+L+/-X./P,

K?Q+H+-NUO+,
蔬菜种类 阴性样品数<份 阳性样品数<份 检出率<c

叶菜类 7$7 7# 8:8$$7# <79’%

瓜果类 $#9 #9 9:!&$#9 <$;$%

根茎类 #9 ; #’:a!$; <#!%

豆类 7! # $:&&$# <’&%

合计 a&’ 9# a:!9$9# <a99%

表 $"蔬菜样品种植来源调查结果
1NUO+$")ELQ+VL+,EO-,K?,KEL>+,K?Q+H+-NUO+,NTSO+,

来源
不同蔬菜种类占蔬菜样品的比例<c

叶菜类 瓜果类 根茎类 豆类

自留地 99:!a$;a; <’’a% $8:a;$#9& <’’a% &:#8$# <’’a% 7:#;$$; <’’a%

大田 ;;:;;$#a <’#% ’8:8$$;& <’#% ;:!$$$ <’#% ;:!$$$ <’#%

市场 7a:7a$a’ <#’8% $9:’8$7$ <#’8% #&:#;$#9 <#’8% #’:8$$$’ <#’8%

种植的蔬菜样品检出率为 #;:a;c$a<’#%#市购蔬
菜检出率为 #$:99c$$&<#’8%) 自留地种植的蔬菜
样品根据自留地所处的地理位置可分为三类&第一
类自留地与大田紧邻"检出率为 a:7;c $#’<$&$%#
第二类为农院"检出率为 7:a9c $7<87%#第三类为
独立地"检出率为 ’:’7c$#’<$a#%)

用卡方检验验证自留地*市购和大田三种来源
的蔬菜样品的检出率"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r
!:9!"8o&:&’%) 从市场上买来的蔬菜样品的检出
率高于自留地蔬菜样品的检出率"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 ra:’a!"8o&:&’%"见表 ;)

表 ;"不同来源蔬菜样品农药残留检测结果比较
1NUO+;"M+-+>-.K/ L+,EO-,K?S+,-.>.P+L+,.PE+,./ Q+H+-NUO+

,NTSO+,K?P.??+L+/-,KEL>+,
蔬菜样
品来源

阴性样品数<份 阳性样品数<份 检出率<c

自留地 ’$; ;7 9:#&$;7 <’’a%

大田 77 a #;:a;$a <’#%

市场 #;8 $& #$:99$$& <#’8%

合计 a&’ 9# a:!9$9# <a99%

""由于普遍使用农药的大环境的影响"农户的自
我保护措施效果有限) 用卡方检验比较自留地三
种位置的蔬菜样品的检出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 r#:&;"8q&:&’%) 自留地蔬菜样品农药残留
检测结果见表 7)

表 7"自留地蔬菜样品农药残留检测结果
1NUO+7"M+-+>-.K/ L+,EO-,K?S+,-.>.P+L+,.PE+,./ Q+H+-NUO+

,NTSO+,K?@KE,+@KOP SOK-,
自留地位置 阴性样品数<份 阳性样品数<份 检出率<c

与大田紧邻 #8a #’ a:7;$#’ <$&$%

农院 8& 7 7:a9$7 <87%

独立地 $’9 #’ ’:’7$#’ <$a#%

合计 ’$; ;7 9:#&$;7 <’’a%



云南某县蔬菜中有机磷类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调查!!!刘艳芳"等 !#9a"" !

;"讨论
调查发现有高达 ;#:#8c的调查对象 # 年内使

用过 # 种或 # 种以上已明令禁止使用在蔬菜种植中
的高毒高残留农药"有 aa:!7c的调查对象认为有
关部门从未检测过他们种植的蔬菜的农药残留"王
志刚等 ’9($&&! 年在山东省蔬菜出口产地莱阳*莱州
和安丘三市的调研中发现"对于 $&&a 年 # 月 # 日开
始禁用的 ’ 种高毒农药类型$甲胺磷*久效磷*甲基
对硫磷*对硫磷和磷铵%有 ;9:7ac的农民表示根本
不了解或不太了解) 调查反映出农户对蔬菜农药
残留有一定认知"并采取措施减少农药残留对自身
健康的影响"但由于所处环境普遍使用农药"这种
自我保护措施效果非常有限"这表明我国相关政策
的执行力度和普及程度不高"同时也反映出农民对
禁用农药危害的重视程度不足)

调查显示"农村居民日常食用蔬菜主要来源于自
留地"其次为从市场上购买"农户自家大田里产的占
较少一部分) 但是"在自留地*大田*市场购买这三种
来源的蔬菜样品中均检测出有机磷类和氨基甲酸酯
类农药残留超标$阳性%"其中"从市场上买来的蔬菜
样品的检出率高于自留地蔬菜样品的检出率)

卜川南等 ’a(在 $&&!!$&#& 年用酶快速检测法
对无公害蔬菜生产基地和基地冷库及其超市蔬菜
中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农药残留做的定性检测结
果显示"在抽检的 ;&& 个蔬菜样品和 #&& 个生长叶
片样品检测中"蔬菜样品酶标样抑制率在 ’&c以上
的为 ;7c"这说明部分无公害蔬菜种植基地的蔬菜
也并不安全) 本次调查中"该蔬菜种植大县的农户
采取的以食用自留地蔬菜为主的自我保护措施"仅

仅靠政府颁布禁用高毒农药的政策并不能完全禁
止高毒农药的使用"农户的食品安全 +自我保护措
施,在普遍使用农药的情况下也效果有限)

过往已经施用到环境中的高毒高残留农药已
经很难再有更好的措施去处理和控制"关键是如何
做好当下及未来"这需要让国家加强对禁用的农药
的监管"对农户进行有关知识的普及#未来还需要
积极开发经济适用的*可普遍推广的*有效的防治
作物病虫害的技术"这要求多方合作"力求将农药
滥用问题彻底解决)

参考文献
’ # ("李琰"蔡跃"杨胜琴"等%上海市闵行区蔬菜和水果中有机磷

类和氨基甲酸酯类及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残留调查’G(%环境

与健康杂志"$&##"$8$#% &a72a9%

’ $ ("高洁"李拥军"范淑娇"等%$&&!!$&#$ 年中山市蔬菜农药残

留现状调查研究’G(%现代农业科技"$&#;$#;% &#;a2#;8%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DR<1

’&&!:#!!!$&&; 蔬菜中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的

快速检测’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 7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国家明令禁止使用的农药$农业部

公告第 #!! 号% ’J(%$&&’%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农业部等十部委关于打击违法制售

禁限用高毒农药 规范农药使用行为的通知$农农发’$&#&($

号公告% ’J(%$&#&%

’ 9 ("王志刚"吕冰%蔬菜出口产地的农药使用行为及其对农民健

康的影响!!!来自山东省莱阳*莱州和安丘三市的调研证据

’G(%中国软科学"$&&!$##% &a$28&%

’ a ("卜川南"边阔"唐文涛"等%酶抑制快速检测对无公害蔬菜有

机磷和氨基甲酸酯农药残留情况调查和分析’G(%天津化工"

$&#$"$9$;% &7$277%

-#$%&’(-

日本新食品标示法将于 $&#’ 年 7 月 # 日开始实行
""$&#’ 年 ; 月 $ 号!日本消费者厅在东京举行说明会!就新食品标示基准和新机能性食品标示制度进行
了说明!同时明确了今年 7 月 # 日开始将实施新食品标示法$

新食品标示法中营养成分标示从自愿变为强制!要进行标示的营养成分为能量!蛋白质!脂肪!碳水化
合物和钠!钠要求用食盐当量标示$

新食品标示法实施之后!关于根据新制度进行标示!将设定过渡期$ 这个过渡期分别为加工食品和添
加剂为 ’ 年!生鲜食品为 # 年 9 个月$

关于新机能性食品标示制度未明确其实施日期$ "来源’食品伙伴网#
"相关链接’@--S’<</+W,%?KKPTN-+%/+-<$&#’<&;<$!a9a&%@-TO#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