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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药、兽药作为农业生产投入品是促进农业生

产、确保增产增长的重要基础, 但是, 由于农药、兽

药不规范使用, 甚至滥用、违禁使用, 造成食品中残

留的超标或违禁检出, 由此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值

得关注。国内外许多研究者一直致力于发展农药残

留、兽药残留的快速、高通量、多组分残留检测技术, 

突破了传统方法的制约, 并推动了有关仪器设备和

分析技术的进展, 为残留监控、食品安全监管和风险

评估提供了有力技术手段。 

1  农药、兽药残留的前处理技术 

农药、兽药残留检测的样品具有种类多样、组分

复杂而且待测物含量较低的特点, 必须经过一系列

的前处理才能进行仪器分析。传统的样品前处理方法

有液液萃取、索氏萃取、柱层析、吸附、离心和过滤

等, 但这些方法普遍具有有机溶剂耗用量大、处理时

间长、操作繁琐的缺点, 容易损失样品、产生较大误

差。因此, 高效、快速、简单、可靠的样品前处理方

法的研究已成为农药、兽药残留分析的热点之一。近

年来随着前处理技术水平不断提升, 固相萃取、基质

分散固相萃取、超临界流体萃取、凝胶渗透色谱及

QuEChERS等方法被广泛应用于食品中农药、兽药残

留的样品前处理, 大大提高了分析的效率。这些新技

术的共同特点是: 节省时间、节省溶剂、步骤简单、

萃取效率高、方法回收率高、准确度高、重现性好、

检测限低、容易实现自动化水平。当前, 国内外化学

分析学者仍致力于这方面发展的研究, 尤其是发展

出无溶剂或少溶剂的萃取技术, 如将高速发展的纳

米技术和纳米材料应用到食品中农药、兽药残留的检

测方法中, 改进或研究出全新的具有高灵敏、高通量

的快速简易的检测方法。现已开发应用的这些纳米材

料有磁性 Fe3O4纳米粒子、石墨烯、碳纳米管、金纳

米材料以及功能介孔材料等, 这将是食品安全检测

领域发展的又一重要新方向。 

2  农药、兽药残留仪器检测技术 

国内外农药、兽药检测的仪器方法有: 高效液相

色谱法、气相色谱法、气相色谱-质谱法、气相色谱-

串联质谱法和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等。上世纪

90 年代主要以气相色谱和液相色谱等仪器检测法为

主, 现已成为常规的检测技术与方法, 而这也主要是

针对已知目标农药、兽药进行分析。然而, 这样传统

的检测流程, 远远无法满足当前食品安全检测技术

的需要。由于农药、兽药品种多、化学结构和性质各

异、样品基质复杂使得检测方法要求具有精细的操作

手段、较高的灵敏度和较强的特异性, 因此对动植物

源性食品中未知农药、兽药残留进行检测方法亟需建

立。三重四极杆质谱优异的定量功能可用于常规的已

知化合物的检测, 而对于筛查动植物源性食品中未

知农兽药残留, 并同时确证其结构, 需要高分辨质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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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来完成。高分辨质谱具有高分辨率和高质量准确度

的功能, 可以得到化合物的元素组成和痕量成分在

复杂背景中的筛查和确证。可为这类非目标化合物乃

至未知物的分析提供有效的解决工具, 使分析物的

种类被大大扩展。 

为了更及时地了解农药、兽药残留检测领域的

前处理新技术及仪器检测新方法 , 本期特别推出

“食品中农药、兽药残留检测技术”专题, 共包含 14

篇学术论文。其中 2篇综述性论文详细介绍了国内

外最新的动物性样品中兽药残留前处理技术及高

分辨质谱技术的研究进展; 另有 12 篇研究性论文

针对不同农残、兽残进行了具体检测和确证方法的

开发以及检测方法不确定度的评估。这 12 篇论文

立意新颖 , 选材广泛 , 如有采用功能介孔材料

NTA-MCM-41 对农药恶霉灵的吸附性能研究 , 展

现了功能介孔材料在食品安全检测方面具有很好

的应用前景; 有将最新的离子淌度差分质谱(DMS)

技术应用于鸡肉中金刚烷胺和利巴韦林抗病毒药

物的残留量分析 , 这一技术明显降低了基质中的

噪音, 有效提高了检测灵敏度; 也有针对植物源性

食品中的未知农药残留的快速筛查技术 , 应用气

相色谱-三重四极杆质谱联用仪和超高效液相色谱-

高分辨质谱技术相结合 , 通过自建农药筛查库平

台, 完成未知农残的快速筛选, 并成功应用于欧盟

国际农药残留比对考核。 

本期专题的 14篇文章均为首次发表、具有优秀

的原创性, 能反映出我国目前在农残、兽残检测领域

的较高水平及发展方向。希望本期专题的出版能够增

进各行业检测工作者间的技术交流, 将农残、兽残检

测技术提高到新的水平, 促进与国际接轨, 为我国农

畜类产品的监管提供技术保障, 为控制我国食品安

全质量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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