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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果品安全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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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食品安全是影响人类生存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 果品安全在食品安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影响

果品安全的因素多样复杂, 我国目前的果品生产条件和管理现状, 不可避免地导致产生许多果品安全方面的

问题。本文在分析我国果品安全影响因素和果品安全存在问题的基础上, 探讨了保证我国果品安全的对策, 旨

在提高果品安全水平, 保持我国果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促进我国果业的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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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f problems and countermeasures of fruit safet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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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Food safety is one of the important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of human 
beings, and fruit safety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food safety. Factors affecting fruit safety were various and com-
plicated, and a lot of fruit safety problems inevitably came into being on account of current fruit production 
conditions and the management situations in China. This review explored the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fruit 
safety based on analysis of impacting factors and existing problems. We hope that these countermeasures can 
improve fruit safety level, maintain the competitiveness of our fruit products in international market, and pro-
mote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fruit industry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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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我国是世界第一水果生产大国, 至 2011 年末, 
全国果园面积为 1183.10 万 hm2, 水果总产量达到
22768.20万吨[1]。其中, 苹果、柑桔、梨、桃、荔枝、
龙眼和柿产量均居世界首位。同时, 我国水果出口也
有了长足的发展。2011 年我国主要水果出口总量为

312.28 万吨, 出口金额达 31.89 亿美元[2]。水果已成

为我国继粮食、蔬菜之后的第三大作物, 水果产业因
此成为我国许多地方发展经济的重要支柱产业之一, 
同时也是我国最具国际竞争力的优势农业产业。 

在食品安全概念的理解上, 国际社会已基本形
成共识: 即食品的种植、养殖、加工、包装、运输、
销售、消费等活动符合国家强制性标准和要求, 不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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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可能损害或威胁人体健康的有毒有害物质致消费

者病亡或者危及消费者及其后代的隐患[3]。食品安全

是影响人类生存和生活质量的重要因素之一, 果品
安全在食品安全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4]。随着社会

的进步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对果品安全的
关注程度越来越高, 消费者对果品的需求已逐渐由
“数量型”向“质量型”转变, 天然、营养、安全、无污
染的果品日益受到人们的青睐[5]。国家林业局抽查显

示, 滥用农药、土壤重金属、不合理使用生长激素和
非法使用添加剂等问题, 直接影响我国果品的质量, 
而目前我国果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尚未全面建立。果

品安全问题已经成为制约我国果业发展的重要因素, 
了解果品安全现状, 探讨提高果品安全的对策, 对提
高果品安全水平, 保持我国果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
争力, 促进果业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影响果品安全的因素 

2.1  果园选址 

无公害果品生产中受环境污染的制约, 给果品
的安全生产带来很大的困难, 生态环境污染对果品
安全生产具有潜在危害性[6]。因此, 果园园址的选择
直接决定了果品的质量是否安全健康无污染。新建果

园应选择远离工业区、远离一切污染源的地方, 培育
果树的土壤、浇灌果树的水源、养育果树的空气等因

素都是果园选址必须考虑的重要因素[7]。 

2.2  果树品种选择 

果树品种选择对果品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 
要选用适应能力强、抗病虫的品种、砧木和脱毒苗木, 
并实行适地适树[8]。从外地引进的新品种种苗, 应当
严格执行检疫制度, 确认安全可行后方可引进培植。
及时剔除病苗, 剪除病部, 并用 70%的甲基硫菌灵或
10%的硫酸铜溶液消毒苗木, 浸苗后再栽植[9]。在品

种筛选过程中, 要综合考虑果品品质、抗逆性、品种
需肥用药量大小及市场竞争力等因素[10]。 

2.3  果实套袋 

果实套袋是防止果实污染、提高果实质量的重要

措施, 能有效保障果品安全健康卫生。果实套袋可以
形成遮光、保湿、保温的微环境, 直接影响果实品质, 
同时可以防止农药、尘埃及病虫对果实的直接污染和

侵害, 可以显著提高果实的外观和耐贮性, 并降低农

药残留含量, 但要注意尽可能减少所选用纸袋对果
实内在品质的不良影响。目前生产上应用较多的果袋

是双层纸袋, 套袋前应先喷杀虫杀菌剂防治病虫害
[11]。果袋应该安全卫生, 有害元素含量不得超标[12]。 

2.4  病虫草害 

在果树培植过程中, 不可避免地会遭到病虫草
害的侵袭, 对果树的生长和果实的发育造成不良影
响, 并可能危及果品安全。病虫害不仅对果品造成破
坏, 而且自身还会产生一些有毒有害物质。采取有效
的农业栽培和生物防治措施, 预防病虫害的发生, 阻
止病虫害的扩散传播, 可以保证果品安全健康[7]。果

园杂草可分为无害杂草、轻度危害杂草和重度危害杂

草三类, 果园杂草的治理应针对其危害特点, 以植物
检疫为前提, 生态防除为基础, 实行科学管理, 做到
草害控制与杂草保护相结合[13]。 

2.5  肥料、农药及植物生长调节剂 

在果树的种植培育过程中, 大量使用农药和化
肥, 果品中的农药残留和重金属含量超标, 直接影响
果品安全, 对人体造成危害[8]。不合理使用杀虫剂会

造成果园生态平衡失调, 造成生态环境的大面积破
坏。不科学施用氮肥和磷肥, 会对土壤产生破坏, 使
土壤板结, 并产生有毒副作用的硝酸盐类, 污染水
质。因此, 在培育果品时, 要严厉禁止使用高毒、高
残留致癌、致畸和致突变的农药, 鼓励有机肥料的施
用, 对土肥的管理要严格全面[7]。植物生长调节剂对

果树的生长、发育和许多生理过程起重要的调节作用, 
使其更符合栽培要求, 达到早果、丰产、优质和便于
管理的目的。但是这些天然或合成的制剂, 许多能够
在果实中残留, 具有催熟、促进机体细胞衰老的作用, 
会对人体健康产生很多不良影响[4]。 

3  我国果品安全存在的问题 

3.1  化肥、农药残留问题越来越严重 

化肥和农药在果品生产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

用, 但是长期大量地使用化肥和农药, 将严重影响果
品安全[14]。我国的农药用量居世界首位, 生物农药应
用相对较少。由于长期大量不合理使用农药, 病虫普
遍产生了抗药性, 效果相对越来越差, 造成农药使用
浓度越来越大, 用药次数越来越多。不科学施用化肥, 
过多施用硝态氮会造成果实的硝酸盐含量升高, 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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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施用含氯化肥极大地影响了果实的原有风味, 过
多施用化肥破坏了土壤的微生物系统, 易引起根部
病害(如桃的根癌病), 还破坏土壤的团粒结构, 减弱
土壤的持水力, 降低土壤抵御干旱的能力[15]。目前有

些果农仍在使用国家禁用的高毒、剧毒、高残留农药, 
在防治病虫害时盲目提高农药浓度, 增加用药次数, 
不重视农药安全间隔期; 过度依赖施用氮肥, 有机肥
料没有经过高温发酵[16]。果品生产大量施用农药和

化肥, 导致了果品质量及加工品品质下降, 严重影响
了我国果品的国际信誉和进出口贸易。农药残留和重

金属超标制约了我国果品与加工品参与国际市场竞

争, 卫生质量安全是欧盟市场技术性贸易壁垒最重
要的部分, 常见的有执行新的农药残留标准、增加新
标准检测项目、大幅度提高检测标准、制定苛刻的卫

生检疫要求等[17]。我国加入WTO后, 西方发达国家
设置的“绿色壁垒”, 已成为我们必须面对的新的出
口障碍[18]。 

3.2  化学控制技术广泛使用 

化学控制是指用一些天然或人工合成的化合物, 
以低浓度(< 1×10-6 µg/mL)施用于果树, 可以调节果
树的生长和发育。应用化学控制技术是现代化果园管

理的特点之一, 目前在生产上已广泛应用。例如, 为
了促进果实膨大, 常用 6-苄基腺嘌呤(6-BA)、二苯脲
类(KT-30 或 4PU-30)等细胞分裂素类果实膨大剂; 
为提高坐果率、打破果树休眠期、增强果实着色、提

早上市, 普遍使用一些赤霉素、萘乙酸、生长素和乙
烯利等激素 ; 为了促进花芽分化 , 常喷施多效唑
(PP333)等化学制剂[4]。一些地方果农在杨梅接近采收

期(采前 15~20 d)仍在喷防落素防落果, 在柑橘上滥
用九二 O、2,4-D、防落素等激素用于保果的同时, 污
染了环境[19]。果实诱人的外表和反季节上市所带来

的利润, 生长周期的缩短, 使植物激素在果品生产、
销售过程中被一些果农及不法商贩利用。如用了乙烯

利或其他激素类药物的草莓生长周期短、颜色新鲜; 
瓜瓤通红, 但瓜子儿不熟、味道不甜的西瓜等[16]。一

些消费者食用含有乙烯利等过量催熟剂、色素添加剂

导致的“毒西瓜”发生中毒事件, 已引起消费者对果
品质量安全的担忧[18]。 

3.3  环境污染问题日益突出 

环境污染包括大气污染、土壤污染和灌溉水污

染。空气中的二氧化硫、氟化物、氯气、烟雾、雾气、

粉尘、烟尘等气体、液体和固体粒子都会对果品的产

量和品质造成很大影响, 有些污染物还会在果品内
积累, 人们食用后可产生急慢性中毒。土壤中常见的
污染物主要来源于工业三废的排放, 农药、化肥、污
泥垃圾等杂肥的施用, 以及污水灌溉。灌溉水污染主
要来源于工业废水和城市生活用水, 造纸厂、化工
厂、冶炼厂的废水中含有大量的铅、铬、汞等重金属

元素, 是灌溉水污染的重要来源[14]。 

3.4  果品安全检测力度不够 

自从国家食品安全法实施以后, 人们对蔬菜质
量安全较为关注, 因为蔬菜多以即食、鲜食型为主, 
容易出现质量安全事故, 而果品食用时多数去皮去
壳, 急性中毒事故出现较少, 因此各级政府对果品安
全的重视程度不够[20]。由于全国范围内果品质量安

全的普查力度不够, 果品产前、产中和产后各个环节
的监控工作不完备, 再加上我国目前果品安全检测
技术相对落后, 科技含量不高, 以及在农残检测方面
对国际果品标准和先进检测手段研究和利用不够深

入, 使得我国果品中农药残留和重金属超标问题依
然存在, 尤其是草莓、葡萄等水果农药残留问题比较
突出[14]。 

3.5  果品采后的人为因素 

商贩在果品贮藏、运输、销售过程中超标使用防

腐剂、保鲜剂, 甚至使用违禁药品, 使果品外观好看, 
保存期长[16]。荔枝保存时间短, 用稀释过的盐酸浸泡
半熟甚至生荔枝, 不仅外观新鲜, 而且可提高常温保
存时间; 给半生不熟的西瓜从瓜蒂处注入色素、糖精
水, 瓜瓤就会被染红, 吃起来会很甜; 贮藏有霉斑的
橙子洗净晾干, 然后打蜡上色, 使得原本长了霉斑、
灰头土脸的橙子转眼间变得又红又亮, 甚至冒充进
口水果。果品冷链物流作业环节可能产生温度过高或

频繁变温的危害, 可以引起微生物污染、营养成分损
失和衰老加速等[21]。另外, 果品包装与果品直接接触, 
其材料选择得当与否, 直接关系到人体的身体健康, 
如包装纸的荧光增白剂、彩色油墨, 锡纸中的铅, 聚
氯乙烯薄膜中的邻苯二甲酸二丁酯等, 都会对人体
产生毒害[ 22]。 

3.6  果品质量标准体系不健全 

我果原有的果品质量标准数量少、标龄长, 且带



第 5期 周春华, 等: 我国果品安全存在的问题及对策分析 1369 
 
 
 
 
 

 

有明显的计划经济色彩, 存在着产供销脱节、内外贸
分离等诸多弊端, 重点不突出, 不能完全适应社会主
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果品质量标准在制定的过程

中仅依据现有生产状况, 忽视了对外贸易的需要, 指
标偏低, 产前、产中、产后各环节标准不配套, 不能
充分发挥整体作用[14]。 

4  保证我国果品安全的对策 

4.1  严格选择果品生产基地 

安全果品生产一定要选择好园地, 果园应选择
建在空气清新、水质纯净、土壤未受污染、具有良好

农业生态环境的地区, 尽量避开繁华都市、工业区和
交通要道, 在相当大的范围内无粉尘, 附近没有造纸
厂、化工厂、水泥厂、硫磺厂等容易产生废水、废气

的工厂, 并且应尽量远离公路、铁路干线[23]。建园前

要对果园的大气、土壤、灌溉水进行监测, 确保有害
物质不超过国家标准, 符合我国果品无公害生产的
要求; 果园内要清洁, 不得堆放工矿废渣、废石及城
市垃圾; 灌溉水要清洁无毒, 禁用工业废水和城市污
水灌溉, 防止重金属、农药等有害物质对果园土壤和
灌溉水造成污染[11]。 

4.2  合理使用化肥和农药 

生产安全果品应以有机肥和长效复合肥为基础, 
以氨基酸类、腐殖酸类复合微肥和果园生草覆盖为补

充, 尽量使用绿肥、堆肥、厩肥和秸杆还田, 不能使
用单一化肥。施肥时间与果实采收时间的间隔越长越

好。施肥的次数及肥料用量应予以严格的控制, 特别
是要控制氮肥的用量[14]。在降低氮肥用量的同时, 要
提高磷、钾肥的比例[19]。同时要避免肥料中的有害

物质进入土壤, 从而达到控制污染、保护环境的目
的。允许使用的肥料种类包括堆肥、沤肥、厩肥等农

家肥料, 以及经农业部门登记允许使用的商品肥料。
禁止使用未经无害化处理的城市垃圾、硝态氮肥、未

腐熟的人粪尿以及未获登记的肥料产品[11]。 
大力发展农业防治、生物防治等病虫害综合防治

技术, 减少农药对果园和果品的污染[18]。如果一定要

用, 也应选择具备资质的农药供应商, 选择“三证”齐
全并且对症的农药, 根据药品标签正确配药和施药, 
不可将剩余药液重复用在已经使用过的果树上, 用
药期间应设立警示牌, 标识用药情况, 以分辨用药与
否, 确保安全。选用高效、低毒、低残留农药, 根据

病虫发生情况适时用药, 尽量避开天敌活动盛期用
药; 采收前 1个月不施农药。农药要轮换和交替施用, 
以免病虫产生抗药性[14, 24]。 

4.3  果品采后处理技术 

控制采后处理及流通环节的病虫污染, 应尽量
不用或少用防腐剂或杀菌剂。随着人们对使用果蔬保

鲜剂引起的残留问题的关注, 开发安全、无毒的保鲜
剂或无公害的保鲜方法如生物防治、诱导抗病性、紫

外线处理、臭氧处理、变温处理等, 将是今后果品保
鲜领域研究的重点[25]。采后处理过程主要包括果品

的分级、包装、贮藏和运输等环节。果品包装用的纸

箱、箱板、隔板、果垫、包装纸、胶带纸均应清洁、

无毒、无异味。果品贮藏期不许使用化学药品保鲜, 
应放在果品专用的气调库、恒温库内贮藏; 库内要通
风, 保持清洁卫生、无异味, 箱装果品不要直接着地
和靠墙, 并注意防鼠、防潮。运输果品的工具要清洁
卫生, 不能与有毒、有害、有异味的物品混装; 在存
放和运输期间, 要防止日晒、雨淋, 并要防冻、防热, 
装卸时要轻装、轻放[11]。冷藏运输率提高 30%左右, 
流通环节产品腐损率降至 15%以下, 对于冷藏的果
品出库后应尽量采用冷链系统运输和销售, 防止因
温度过高或频繁变温而造成的危害[21]。  

4.4  建立果品质量检测体系 

农产品质量检测体系是保证农产品食用安全的

重要保障, 主要包括: 检测网、站、点、实验室和一
系列先进准确的测试分析技术。对果品中农药残留量

及时准确地分析检测是无公害果品生产全程质量监

控的关键环节之一。由于农药残留引起的食品安全问

题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 为了提高果品的质量安
全水平, 增强我国果品的国际竞争力, 必须通过建立
健全的农药残留监测体系, 实施对果品生产全过程
的监控。要尽快完善以国家及质检中心、省级质检机

构、县市级农残检测站三级监控、检测管理体系[26]。

加强快速有效检测方法的研究和先进技术的应用 , 
建立部级质检中心多种农残检测体系 (HPLC-MS, 
GC-MS), 研究开发农残快速检测技术(多生物传感
器多酶协同作用的复合智能分析系统), 建立快速准
确分析(亚)硝酸根、氟和氯离子的离子色谱分析系统
[15]。要提高对果品检测工作的认识, 建立健全果品安
全执法检测机构和自律检测机构。各省市级农业主管

部门都要建立果品质量检测中心, 开展执法性检测



1370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第 4卷 
 
 
 
 
 

 

任务; 县级农业主管部门、果品生产基地、批发市场、
农贸市场和连锁超市也要建立速测站, 开展自律性
检测。要建立定期随机抽查检测制度, 保证果品安全
状况信息的客观准确。加大投资力度, 完善仪器设备
和检测手段, 开发推广农残快速检测技术, 充实检测
力量, 提高检测能力[14]。从 2013 年开始, 山东林业
部门将对板栗、核桃、枣、苹果、梨、桃、葡萄、樱

桃等 8个树种的果品开展质量监测, 抽样地点为种植
基地和流通市场, 抽检项目以农药残留和重金属含
量为主[27]。 

4.5  完善果品质量标准化体系 

水果质量标准体系对于我国水果的生产和出口

贸易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重
视[28]。我国现行的水果标准体系由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地方标准和企业标准 4 级组成。水果质量标
准主要包括产品标准、重金属限量标准和农药最大

残留限量标准 3 类。我国除无公害水果通常不包括
内质指标(即理化指标)外, 水果产品标准一般对外
观、内质和卫生安全(污染物含量和农药残留量)均
有规定。但不同的产品, 所规定的外观、内质和卫
生安全指标种类不尽一致。我国现行有效的果品产

品标准已近 100 项, 几乎涵盖我国所有果品种类。
我国水果标准对外观指标的规定多为定性描述, 不
利于实际应用[29]。我国的果品产业是随着国家开放、

科技进步和市场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基础产业, 果品
标准化工作需要及时跟踪国际和国外先进标准, 根
据国内外的市场需求, 制定切合中国实际国情的水
果标准化体系[30]。随着相关科学的迅速发展, 农药残
留检测技术也有了重大进展, 要建立快速、简便、低
成本、易推广的水果农残速测的技术标准, 尽快制定
完善农药残留的限量标准, 尽快制定适应国内外需
要的检测标准[20, 26]。 

完善果品质量标准化体系首先要提高对标准化

工作的认识, 充分认识制定果品质量标准的重要性。
制定果品质量标准要综合考虑国内外市场需求及我

国的实际生产水平, 制定的标准要与国际标准接轨, 
与生产和市场结合。标准的制定是一个动态的过程, 
要及时详尽地修改不符合实际需求的标准, 真正使
标准化工作成为提升规范和促进我国果业摆脱困难

走向辉煌的基础和保障。同时, 还要注意做好标准化
的宣传示范带动, 抓好标准化工作的普及推广[14]。 

4.6  建立果品安全追溯系统 

食品安全追溯系统是我国食品安全监督工作中

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 对食品产品进行“从农田到餐
桌”的全过程追溯, 建立食品安全应急处置以及召回
制度已经成为全球食品产业的发展趋势[31]。欧盟各

国、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开始纷纷要求对出口到当

地的农产品必须能够进行跟踪和追溯[32]。为帮助水

果生产加工企业规范生产、保证质量, 提高效率, 当
发生果品质量事件时快速准确地定位发生问题环节, 
及时召回并防止问题产品进一步扩散, 研发水果产
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系统, 具有十分重要现实意义[33]。

果品安全追溯系统分为服务器端和客户端, 服务器
端通过对绿色果品供应链中的果园、收获果品、流通、

销售等各个环节进行追踪采集, 收录果品生产过程
信息、收获后果实品质信息、物流过程信息、销售状

况信息等, 并对各个环节信息进行数字标识化, 以反
映果品生产与流通过程中品质、质量、环境、人员基

本状况和整个过程中的变化信息。果品消费者作为客

户端, 可以通过网络、终端机、手机等手段进行果品
安全信息的溯源, 为可能出现的质量问题提供安全
监督渠道。信息管理过程中的信息通过条形码记录, 
消费者可以通过条形码扫描取得相关的数字信息 , 
也可以通过互联网的客户端手工输入记录的数字信

息, 查询各个管理阶段的信息, 实现果品从“果园到
餐桌”整个生产链全部信息的跟踪与追溯[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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