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果蔬农药残留定量分析检测的质量控制
朱 莉

（昌吉市农产品质量安全检验检测中心，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昌吉 831100）

摘 要 农药残留检测是保证农产品质量，避免农残危害人身健康的重要手段，而检测过程中质量控制是提高检测结果准确

性的关键。从检测前、中、后3个阶段的不同层面探讨定量分析过程中质量控制措施及其重要性，为果蔬中农药残留定量分析

的准确性提供参考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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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Abstract：：Pesticide residue detection is an important means to ensure the quality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nd avoid the harm of agri‐

cultural residues to human health, and quality control is the key to improve the accuracy of detection results. Quality control mea‐

sures and their importance in quantitative analysis were discussed from different levels of the three stages before, during and after de‐

tection, so as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accuracy of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pesticide residues in fruits and vegetables.

Key words：：pesticide residues, testing, quality control

农药在农产品生产过程中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农药

过量使用造成的农药残留是影响农产品品质，关于消费者人

身健康的重要因素。目前，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已成为民生

工作中重要的组成部分，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可以体现检测机

构的综合实力，以及提供可靠的检测数据，保证执法的公平、

公正，通过反向督促提高农产品质量安全，最终将质量过关

的农产品供应给群众，保证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1]。检

测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是保证检测结果准确性的关键。

1 检测前的质量控制

检测前做好人员、设备、环境、方法、材料这5个方面的质

量控制是保证整个检测环节有序进行的前提。

1.1 人员的质量控制

人员是检测过程中较难控制的因素。从抽样环节到最

后形成检测报告都有人的参与，人员的基本职业素养、技术

能力等都是保证检测质量的关键。在日常检测过程中，可以

通过人员培训、人员监督、人员考核等方式进行人员控制。

考核制度要全面化，例如采取设点打分、理论考试、实际操

作、平时业务成绩等。除此之外，人员的职业道德也应纳入

考核范围。实验室需每年对各关键岗位进行人员培训需求

调查，根据实际需要做好每年度的中长期培训计划，培训内

容应涉及范围广并具有可行性，可以包括质量体系、操作规

程、标准文件、安全防护等，培训人员范围全覆盖。通过检测

现场操作、理论知识考试、模拟实验、检测纸质版痕迹查阅等

方式进行全过程人员监督，提高监督频次，建立规章制度，树

立技术人员的质量服务意识。

1.2 仪器设备的质量控制

仪器设备是实验室开展检测工作的基础，其数量、性能

应满足所开展检测的工作要求。所有设备（包括软件）必须

经过培训并授权专人进行操作、管理和日常维护等常规操

作。目前，智能化检验检测设备使用广泛，因此检测结果准

确度对仪器设备的性能、状态的依赖程度越来越高。每台仪

器应以一机一档的方式建立档案，明确专管人、唯一性编号、

“三色”状态标志，标志信息要全面，张贴位置要明显，并建立

仪器设备操作规程，定期由专人做好日常维护、检定/校准、期

间核查等。核查的主要依据是仪器设备对应的核查标准，也

可以利用检验检测机构指定的内部方法实现，例如：比对试

验、保留样品的重复检测等。

1.3 试验材料的质量控制

农药残留检测中试剂耗材种类繁多，主要包括试验用

水、试验用气、试验试剂、试验耗材、标准物质等，这些材料的

品质及稳定性直接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度。

试验用水需在专门的房间独立制备，并贮藏于空气清新

的洁净实验室内。试验试剂分类要清晰，根据药品试剂的性

质储藏，严格把控药品室出入库并做好登记，每批次试验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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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在使用之前，应按照规定的检测标准严格检查，检查是否

对被测物有干扰，如有干扰应采取必要的净化措施或更换试

剂。实验室应对新购的产品进行试剂验证，合格后方可投入

使用。购买标准物质应向有资质的大公司采购，验收时注意

查看标准物质的证书、有效期、不确定度、生产日期等。标准

物质如果是固体，称量时要快准；如果为液体，按照操作规程

配置，装瓶避免污染，低温储藏，对已开封的标准物质要定期

进行核查，保证标准物质的有效性。除此之外，实验室气罐

应放置在单独且通风良好的房间内，远离火源，确保检测人

员安全。

1.4 环境检测的质量控制

环境条件会影响检测全过程。实验室应具备有效的环

境监控设备，实验室的设施条件包括场地、通风、温湿度控制

设备等。要建立健全安全作业管理程序和针对突发状况的

应急预案。根据实验要求，动态控制检测过程中的温湿度，

并做好相关记录，检测过程中，做好通风和人员防护等措施。

1.5 抽样环节的质量控制

样品抽样环节是前提。抽样前要有完善的抽样方案，准

备干净的抽样工具，明确抽样目的及抽样对象，抽样量通常

按照标准执行，按种植基数进行计算，抽样时间一般选择蔬

菜成熟后即将上市、待售之前。抽样方法的选择要结合实际

生产环节，例如蔬菜大棚，可以一个大棚作为一个抽样单元，

采取对角线法，棋盘法或蛇形法抽取样品，严格遵循抽样的

随机性和代表性[2]。样品从抽取到运送至实验室应做好管理

工作，包括抽样单的填写、样品的封存、样品的储存等。通常

抽样单需要填写完整的信息，样品要有唯一性编号，以便溯

源。在运输过程中控制好环境条件，抽样人员与检测中心业

务室交接样品时，需查看清楚抽样袋、标签和封样单是否完

好无损，确认样品的状态和抽样量，双方确认无误后，再接收

样品。一般接收样品后按照制样标准立即制备，制备样品要

均匀，制备好的样品冷冻储存；若不及时制备，样品应放置冷

藏室储藏，注意放置时间不宜过长[3]。

2 检测中的质量控制

检测过程可以分为前处理过程和检测分析过程，此过程

涉及环节复杂，影响因素诸多，严格做好每个环节质量控制，

保证样品的提取率和回收率。

2.1 前处理过程质量控制

农药残留前处理技术包括提取、净化、浓缩等步骤，理想

的前处理方法可以提高检测的速度和准确度。目前，农残检

测多采用NY/T 761—2008、GB/T 20769—2008和GB 23200.8—

2016等标准方法。利用平行样、质控样、加标回收等方式进

行过程中质量控制。前处理过程需严格按照标准方法进行

操作，注意仪器、试剂、环境的识别，为进一步提高操作性，可

编写指导性的文件用以参考。

样品混合要充分，提取剂选择要适宜，提取过程中为除

去果蔬中水分，需加入适量烘干的NaCl，震荡提取过程不宜

力度过大，否则会出现乳化现象。净化采用固相萃取法，为

了能避免待测组分损失且做到除杂彻底，手动固相萃取一次

过柱的样品数量不宜过多，控制在每组6~10个较为合适，并

控制好预淋液、待测液、洗脱液的流速，保证固相萃取柱吸附

层暴露在空气中时间不要过长，也可以采取提取和净化于一

体的QuECHERS法[4]。浓缩采用减压旋转蒸发或氮吹法，为

避免造成检测组分损失和回收率偏低的问题，要做到减压旋

蒸浓缩时转速不宜过快，氮吹浓缩时需要控制好气流速度，以

免有机相溅到容器上部或溅出，2种方法均浓缩至近干即可。

2.2 检测过程质量控制

目前农药残留检测常用的仪器分析方法有：气相色谱法

（GC）、液相色谱法（HPLC）等。操作仪器的实验人员必须经

过培训后，授权上岗，严格按标准操作。检测前需检查所用

仪器设备状态是否满足要求，检测过程可以采取阳性样品复

测、加标回收、仪器比对、人员比对等方式进行质量控制，一

般分析过程的进样顺序建议按照“溶剂-标准溶液-空白样

品-控制样品-溶剂-测试样品-标准溶液-溶剂”循环进行，也

可根据实际情况做调整，但是全过程一定要做好相关记录。

3 检测后的质量控制

检测后的质量控制环节包括填写原始记录和出具检验/

检测报告。原始记录为可追溯性提供有力依据，也是质量体

系运行与完善的证据。原始记录填写贯穿整个实验环节，需

要及时记录，规范填写，内容包括检测项目、量符号、单位符

号、计算公式、检测条件、检测方法等信息。填写时始终遵循

检测过程及结果的真实性，填写错误时采取“杠改+签名”原

则，切勿涂改；数据按照数字修约规则进行填写，保证其真实

准确，结果分析需经过检测人、校核人、审核人三级审核。最

后根据抽样单（或委托单）、检测任务单、样品流转单、原始记

录（含图谱）及委托方要求编制相应检验/检测报告，内容要清

晰，标注要明确。注意检验报告不同于检测报告，检验报告

需对所检样品做出结论性判定。检验/检测报告实行编制、审

核、批准“三级”审核及正副本制度。另外，严格做好检验检

测报告的发放登记，做好保密工作；对已发出的报告因故修

改、更正时，应由原报告编制人提出更改申请，批准后，重新

发放并收回原报告，原报告即作废处理[5]。

4 结语

民以食为提天，农产品检测工作任重道远，为确保检验

检测结果的准确性、有效性、可靠性，必须做好每一个环节的

质量控制，细化完善每个实验步骤，建立行之有效的质量手

册、程序文件，做到写我所做，做我所写[6]，严格贯彻质量方针

和质量目标，保证检测数据的准确性和结果的可靠性，切切

实实保证“舌尖上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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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作用，增强参与感和责任感。

4.3 加大资金投入

应加大资金投入，确保改建工作能够全面展开，包括硬

件设施的改建和软件设施的配套[3]。可以探索引入社会资

本，吸引民间投资，促进“厕所革命”的全面推进。当然，政府

的角色不仅仅是提供资金，更是在整个过程中起到了规划、

引导和协调的作用。政府需要在资金投入方面做出合理规

划，确保农户能够建设安全、卫生的厕所，从而改善生活环

境。此外，政府也需要加强对公共厕所的管理，保障其设施

维护和清洁，以满足人们日常需求，实现可持续发展。

4.4 建立健全厕所设施管理机制

政府可以建立健全厕所设施的管理机制，明确责任人和

管理流程。培训专门的管理人员，负责设施的日常维护和卫

生清洁，确保设施的持续使用和维护。

4.5 加强培训

政府可以加强基层干部的培训，提高他们的组织协调能

力和推动能力。同时，可以增加人力资源支持，派遣专业人

员协助基层工作，确保农村“厕所革命”的平稳推进。同时，

除了加强基层干部培训外，也要加强农村改厕工作的人员技

术指导和培训[4]。这是确保项目顺利实施和质量提升的关键

措施。在这方面，各县应当开展针对不同层级的培训，确保

从县级到乡级再到村级的人员都能得到适当的技术指导。

县级需要对乡级开展有针对性的专项培训，确保乡级干

部具备必要的指导能力。乡级人员则需要对村级和农村改

厕工匠进行技术培训，以确保他们掌握最新的施工技术和操

作流程。在培训的基础上，应该严格执行改厕的规范流程。

这包括在选址、模式选择、招标采购、施工质量以及竣工验收

等各个环节都严格把关，确保每一步都符合标准要求，杜绝

不合理选址、不当招标、劣质施工等问题的发生。

4.6 多元筹资

目前农村生活污水处理成本高、投入大，大部分地区财

政资金投入明显乏力，尤其是经济基础薄弱的县（区），财政

投入极少。政府可以通过多元化筹资方式，如政府资金、社

会捐赠、金融支持等，确保资金的充足[5]。同时，可以探索建

立专项基金，用于农村“厕所革命”的长期发展。

4.7 建立合作平台

政府可以建立一个多方参与的合作平台，吸引各类资源

共同参与农村“厕所革命”。同时，可以借鉴成功经验，探索

建立跨界合作模式，实现资源共享，提高合作效率。

4.8 因地制宜、推广创新技术

可以组织专家团队，开展创新技术研究和示范推广。鼓

励使用节水、环保、资源利用等方面的创新技术，提升“厕所

革命”的可持续性和效果。在当前形势下，发展生态环保厕

所技术势在必行，但在推广过程中需考虑地方特点。对于使

用冲水式厕所的农村地区，可积极开发节水型生态厕所，通

过对原有设施进行改造，实现节水、可持续和生态环保的目

标。而在严重缺水的农村地区，可以大力推广免水式生态

厕所。

5 结语

开展“厕所革命”是党中央、国务院部署的一项重要惠民

举措，关系到人居环境改善、群众素质提升、社会文明进步。

隆安县都结乡农村“厕所革命”虽然取得了一些进展，但仍然

面临卫生环境问题、村民意识不足、基础设施滞后、管理和维

护不到位、资金投入不足、社会合作机制不完善、创新技术应

用不足等问题。通过加强宣传教育、社区动员、加大资金投

入、建立管理机制、加强培训、多元筹资、建立合作平台、因地

制宜，推广创新技术等一系列对策，可以解决这些问题，推动

隆安县都结乡农村“厕所革命”取得更加明显的成效，为改善

农村卫生环境、提升农民生活质量做出更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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