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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市蔬菜农药残留及蔬菜生产基地农药使用现状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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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北京市售蔬菜农药残留超标情况 ,蔬菜种植基地农药使用现状。方法 　在大型蔬菜批发市场

抽样调查 ,检测农药残留超标状况 ;在蔬菜种植基地对菜农进行问卷调查 ,用 Epidata311 和 SPSS1310 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本次随机抽样共计 70 个品种2 196个样品 ,超标样品共计 18 个品种 49 个样品 ,超标率为 2123 %。农村调查

结果显示 ,造成农药残留的主要原因有蔬菜使用农药频率较高 ,间隔时间较短 ,对农药残留认知不足以及存在使用

国家禁用和限用的高毒、高残留农药现象。结论 　应加大正确使用农药的宣传 ,加强农药使用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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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To detect pesticide residues on fruits and vegetables in Beijing city , and to investigate pesticide abuse in

surrounding areas. Method 　The samples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were collected in a large2scale market , and the pesticide

residues were measured. 73 farmers from vegetables planting bases in surrounding areas were surveyed with the questionnaire of

pesticide application , and Epidata 311 and SPSS 1310 analyzed the results. Results 　The random sampling contained 2 196

samples belonging to 70 categories. The paranormal samples added up to 49 samples belonging to 18 categories , and the over2
standard rate was 2123 %. The results of rural survey demonstrated that the pesticide residues were mainly caused by frequent use

of pesticides , the short time interval , the ignorance of pesticide residues and the abuse of high2toxic or high2residue pesticides

which were forbidden by the national. Conclusion 　In order to insure the safe use of vegetables , we should exert more efforts

onto promoting the recognition of pesticide residues as well as enhancing the surveillance of pesticide residues in marke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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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几年随着反季节蔬菜生产的增加 ,我国病虫、

草害的发生和危害加剧 ,农药的产量和消费量快速

增加[1 ]
,农民在种植中普遍使用农药 ,有些可能使用

高毒、高残留甚至伪劣及国家禁用的品种 ,造成环境

污染和食品农药残留。目前 ,农业部已制定了许多

无公害蔬菜的卫生标准 ,禁止多种高毒农药的使用

和限定了许多蔬菜中农药的残留量 ,对食品农药残

留也加强了监测和管理。2007 年 3 月为了解北京

及周边地区的蔬菜农药施用状况[1 - 3 ]
,对蔬菜种植

基地进行了问卷调查 ;为了解蔬菜的农药残留状况 ,

对北京市区的市售批发的蔬菜农药残留量进行了检

测 ,现将调查及检测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1 　样品来源

全部样品均随机采自北京市某农产品批发市

场 ,该大型批发市场的蔬菜供应量占全市总需求的

70 %。采样时间为 2007 年 3 月。

112 　样品种类

随机抽样 70 个品种2 196个样品 ,包括叶菜类、

豆类、瓜类和根茎类。

113 　检测项目

禁用和限用农药包括有机磷类、有机氯类、氨基

甲酸酯类以及其他一些农药种类。敌敌畏、乙酰甲

胺磷、六六六、滴滴涕、杀虫脒、除草醚、敌枯双、氟乙

酰胺、毒鼠强、氟乙酸钠、甲胺磷 ,甲基对硫磷 ,对硫

磷、久效磷、磷胺、甲拌磷、甲基异硫磷、特丁硫磷、甲

基硫环磷、治螟磷、内吸磷、克百威、涕灭威、灭线磷、

硫环磷、蝇毒磷、地虫硫磷、氯唑磷、苯线磷[4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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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4 　检测仪器

农药速测卡 (广州天河绿洲生物化学研究中心

生产) 、PR - 3 农药残留快速检测仪 (深圳兆赫公司

生产) 。

115 　判定标准

若采用两种检测结果均为阳性者 ,重复检测一

次 ,仍表现阳性者为不合格。按照国家标准快速检

测方法 GBΠT 50091199 —2003《蔬菜中有机磷和氨基

甲酸酯类农药残留量快速检测》检测蔬菜表面有机

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 ,检测结果根据 GB

1840611 —2001《农产品安全质量无公害蔬菜安全要

求》加以判定 ,检出禁用农药或超出农药最大残留限

量标准的结果判定为“不合格”。

116 　农药施用情况调查

11611 　调查对象 　调查河北省某蔬菜种植基地的 4

个农村 ,随机抽取 73 名菜农。

11612 　调查方法 　以问卷方式对菜农进行调查 ,包

括一般情况 ,农药施用情况以及个人认知情况。问

卷用 Epidata 311 和 SPSS1 310 进行数据处理和统计

分析。

2 　结果

211 　市场农药残留检测

本次共随机抽样 70 个品种2 196个样品 ,超标样

品共计 18 个品种 49 个样品 ,超标率为 2123 % ,见

表 1。

表 1 　18 种蔬菜农药残留检测结果

样品 检测数量 超标数量 超标率 ( %)

韭菜 32 1 3113

小白菜 76 1 1132

油菜 106 4 3177

菠菜 128 4 3113

茴香 63 8 12170

香菜 92 5 5143

奶油生 22 1 4155

莴笋 20 2 10100

尖椒 79 1 1127

架豆 32 1 3113

黄瓜 225 10 4144

长茄 29 1 3145

西红柿 164 5 3105

土豆 88 1 1114

胡萝卜 96 1 1104

小葱 32 1 3113

香芹 37 1 2170

旱黄瓜 10 1 10100

　　以上超标的 18 个品种中的 49 个样品的农药残

留超标量均在 50 %以上 ,其中小葱、茴香和西红柿

的超标量达到 80 %以上 ,叶菜类的超标量和超标率

明显高于其他种类的蔬菜。

212 　农药施用调查

21211 　一般情况 　调查对象共 73 人 ,年龄集中在

30 岁至 55 岁之间 ;男性 44 人 (6013 %) ,女性 31 人

(3917 %) 。小学及小学以下文化水平者 16 人

(2212 %) ,初中文化水平者 47 人 (6513 %) ,高中文

化水平者 9 人 (1215 %) 。

21212 　农药使用情况 　施用农药最多的是百菌清、

菊酯类杀虫剂 ,而乐果、氧化乐果、甲基对硫磷等也

占有较高比例 ,存在使用国家禁用和限用农药的现

象 (表 2) 。

表 2 　农药使用情况调查结果

农药种类 使用比例 ( %)

敌敌畏 114

乐果 2212

氧化乐果 2018

甲拌磷 412

对硫磷 412

溴氰菊酯 8016

马拉硫磷 114

百菌清 9117

甲胺磷 412

久效磷 1215

甲基对硫磷 2912

倍硫磷 114

敌百虫 813

乙酰甲胺磷 412

DDT 114

六六六 218

克百威 1319

注 :使用比例指受调查对象使用该种农药的比例。

21213 　农药使用方法 　所有调查对象都使用喷雾

法施药 ,温室菜则较多使用熏烟法 (表 3) 。

表 3 　农药使用方法调查结果

方法名称 使用比例 ( %)

喷雾法 10010

灌根 2313

喷粉法 217

拌种法 1511

熏蒸法 515

熏烟法 5612

撒施法 411

泼浇法 217

注 :使用比例指受调查对象使用该种方法的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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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14 　农药使用间隔时间 　在种植蔬菜过程中 ,使

用农药的间隔时间多数在 7～10 d。

21215 　农药使用合理性 　100 %调查对象在使用每

种农药时清楚其使用方法和用量 ,显示农民不会为

追求杀虫效果而盲目加大使用量。在蔬菜上市之前

的两周内 ,217 %的人会经常使用农药 ,3516 %偶尔

使用 ,6116 %从不使用。

21216 　农药使用认知情况 　95 %调查对象表示很

注意农药使用后的个人卫生情况 ,包括穿防护服、洗

手以及其他的一些安全问题等 ;1110 %的被调查者

了解农药残留对生活造成的影响 ;100 %的被调查者

表示家里食用过使用农药的蔬菜。

3 　讨论

本次调查的批发市场蔬菜供应量占全市总需求

量 70 % ,样品具有代表性 ,种类齐全。此次检测属

市场上例行抽检结果 ,而要获得精确检测结果 ,仍需

采用 HPLC法。

2007 年第一季度 ,农业部组织有关质检机构对

全国 37 个城市蔬菜中的农药残留进行了 2007 年度

第一次例行监测 ,监测合格率为 9218 %
[5 ]

,北京市合

格率在 95 %以上。本次随机抽样超标率为 2123 % ,

结果与全国统一调查数据相比具有一定的一致性。

超标的 18 个品种 49 个样品中 ,叶菜类和花菜

类蔬菜超标种类较多 ,超标量较严重。叶菜类和花

菜类属多虫蔬菜 ,菜农不得不经常喷药防治 ,是农药

残留超标的大头。芹菜、洋葱、大蒜等属于少虫蔬

菜 ,农药喷洒次数少、剂量小 ,残留相对较少。

北京市蔬菜供应调查显示 75 %以上的蔬菜来

自外埠 ,河北省是重要供应基地之一 ,选择该省蔬菜

种植基地的菜农作为调查对象具有代表意义。

通过对农村蔬菜种植基地的现况调查发现 ,造

成农药残留的原因主要有农药使用频率较高 ,间隔

时间较短 ,对农药残留认知不足以及存在使用国家

禁用和限用高毒、高残留农药的现象。因此应该加

强农药使用基本知识和农药残留的宣传 ,特别应在

农药的源头管理上杜绝高毒、高残留农药的生产及

销售 ,从根本上有效降低农药残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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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卫生法》的颁布、实施 ,《食品安全法 (草案)》的制定在程序上进了一大步。适应这种进步需要时间和实

践。本期我们推出杨明亮博士“关于对《食品安全法 (草案)》的几点看法”和时福礼等人的“从法律操作可行

性角度思考《食品安全法 (草案)》”。两篇文章的作者根据多年的食品卫生监督管理经验 ,对《食品安全法 (草

案)》中的一些内容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积极参与征求意见活动 ,完善《食品安全法 (草案)》是对我国食品安

全工作的关心。尽管征求意见的期限已经过了 ,有的同志已经做了这方面的工作 ,但是如果能够写成文章 ,

一方面大家可以共同学习 ,另一方面可以促进大家今后积极参与法制化建设。欢迎大家就这方面的工作积

极投稿。

长期以来我们的食品安全工作都是以正常情况为背景的。“食品安全”这篇文章介绍了国际上的一些

新进展 ,介绍了 food security ,food safety , food hygiene ,food reassurance ,透过这些概念 ,我们可以了解随着国际

安全情况的变化 ,食品安全理念的新发展。“美国食品防护计划与危害分析及关键控制点”一文比较详细地

介绍了美国如何将食品安全纳入到反恐工作中 ,一些手段和方法值得我们在今后的工作中借鉴 ,尤其是在

食品生产日益工业化、规模化的时候。

由于种种原因 ,我国有的食品标准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不协调。这种不协调不仅使执行者难以适从 ,

管理者难以管理 ,而且影响标准的权威性。“生鲜肉及肉制品中磷酸盐含量调查分析”一文 ,对《食品添加剂

使用卫生标准》和《熟肉制品卫生标准》中的磷酸盐含量的问题 ,在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意见和建议。

这样的工作对于理顺标准很有意义 ,我国的标准不仅要与国际理顺 ,更重要的是在国内理顺 ,在国内理顺是

与国际理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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