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廊坊市市售蔬菜中农药残留的调查分析 

郝世宾, 刘  丽, 魏  青* 

(廊坊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廊坊  065000) 

摘  要: 目的  调查廊坊市市售蔬菜中农药残留的情况并进行分析。方法  应用《食品中化学污染物及有害因

素监测技术手册》中气相色谱法, 对 7大类蔬菜进行抽样检测。结果  廊坊市市售不同种类蔬菜农药残留检出

情况为: 鳞茎类检出率 82.61%, 超标率 8.70%; 叶菜类检出率 29.03%, 超标率 14.52%; 瓜类检出率 18.18%, 无

超标样品; 茄果类检出率 16.00%, 超标率 4.00%; 芸苔属类检出率 5.00%, 无超标样品; 豆类、根茎类和薯芋类

检测结果均小于最低检出限。超标样品中超范围使用的情况占超标份数的 66.7%。秋季农药残留的检出率及超

标率均高于春季。结论  市售蔬菜中仍存在农药残留超标的现象, 应继续加强监督管理, 保障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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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pesticide residues in the market vegetables in 
Langfang city 

HAO Shi-Bin, LIU Li, WEI Qing* 

(Langfang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Langfang 065000,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pesticide residues of the vegetable in Langfang city. 

Methods  Seven kinds of vegetables were detected by gas chromatography. Results  The positive rates and 

the excessive rates of the different kinds of vegetables were described as followed: the bulbs of 82.61% and 

8.7%, the leafy of 29.03% and 14.52%, the melons of 18.18% and 0, the eggplants of 16.00% and 4.00%, and 

the brassica of 5.0% and 0. All the positive rates of legumes, root and potato taro were 0. Obviously, the 

excessive rates in autumn were higher than those in spring. There is 66.7% of excessive samples belonged to 

the illegal use of the pesticides. Conclusion  The excessive of pesticide residues in the vegetables is still 

serious, so the supervision and management must be strengthened to protect the public heal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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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食品安全越来越受

到人们的关注。蔬菜是人们餐桌上不可缺少的食品, 

其质量安全问题不可忽视, 尤其是蔬菜中农药残留

的问题。蔬菜生产中高毒、高残留农药的使用不仅破

坏农业生态环境, 对人体健康造成危害, 还影响我国

的农业经济发展。全国不同地区市售蔬菜中的农药残

留都有不同程度的检出[1-6]。 

在以往廊坊市市售蔬菜农药残留的检测中, 曾有

有机磷类农药残留的检出[7]。为进一步了解廊坊市售

蔬菜中农药残留现状, 收集廊坊市售蔬菜中农药残留

的污染数据, 廊坊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分别于2014年

4 月、10 月两个月, 对本市农贸市场、超市所售的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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菜进行随机采样监测, 旨在对可能发生的食品污染事

件进行预警, 为政府监管提供数据支撑。 

2  材料和方法 

2.1  样品来源及分类 

分别于 2014年 4月与 10月两个月, 集中对广阳

区及安次区内农贸市场、超市及蔬菜店销售的蔬菜进

行随机采样。采集样品 186份, 按 GB 2763-2014《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量》附录 A.1

食品类别及测定部位中蔬菜分类标准[8]进行分类统

计。叶菜类主要采集了菠菜、芹菜、苋菜、白菜、油

菜、蕹菜、苦苣、大白菜、茼蒿, 鳞茎类主要采集了

韭菜, 茄果类主要采集了番茄、茄子、青椒, 芸苔属

类主要采集了甘蓝、花椰菜, 瓜类主要采集了黄瓜、

西葫芦、冬瓜, 豆类主要采集了豇豆、菜豆, 根茎类

和薯芋类主要采集了胡萝卜、山药、甘薯。 

2.2  主要仪器与试剂 

TRACE GC 气相色谱仪 (美国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公司), 配有 ECD 检测器(检测拟除虫菊酯

类), NPD 检测器(检测有机磷类、氨基甲酸酯类), 

TR-5型毛细管色谱柱, TR-1型毛细管色谱柱(阳性样

品的确证)。 

丙酮(色谱纯, 美国 Mreda 科技有限公司); 二氯

甲烷(色谱纯, 瑞典 Oceanpak 环境化学公司); 乙腈

(色谱纯, 美国 Fisher Scientific公司)。 

2.3  检测项目及方法 

检测项目包括, 23项有机磷类: 水胺硫磷、氧化

乐果、毒死蜱、甲胺磷、乙酰甲胺磷、亚胺硫磷、乙

拌磷、乙硫磷、灭线磷、敌敌畏、乐果、马拉硫磷、

三唑磷、甲拌磷、氯唑磷、久效磷、甲基对硫磷、伏

杀硫磷、杀螟硫磷、杀扑磷、对硫磷、丙溴磷、甲基

毒死蜱; 8项氨基甲酸酯类: 灭多威、克百威、异丙威、

甲萘威、抗蚜威、速灭威、仲丁威、残杀威; 8 项拟

除虫菊酯类: 氰戊菊酯、氯氟氰菊酯、氯氰菊酯、氯

菊酯、甲氰菊酯、联苯菊酯、氟氯氰菊酯、溴氰菊酯

以及三氯杀螨醇、硫丹共计 41项。取样部位按照 GB 

2763-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

量》附录 A.1食品类别及测定部位要求取样, 检测方

法分别按照《食品中化学污染物及有害因素监测技术

手册》[9]中气相色谱法操作。 

2.4  结果判定 

41项指标全部按 GB 2763-2014《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量》[8]判定。对于标准中

没规定此种农药在某类蔬菜中的最大残留量则认为

超范围使用。样品中任何一项指标不符合标准的规定, 

即判定为不合格样品。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蔬菜类别农残检出和超标情况 

从廊坊市场采集的 186 份新鲜蔬菜样品检测分

析情况看 , 鳞茎类蔬菜农药残留检出率最高 ,为

82.61%。豆类、根茎类和薯芋类蔬菜中农药残留的检

测结果均小于方法的最低检出限。叶菜类农药残留的

合格率最低, 为 85.48%, 瓜类、芸苔类、豆类、根茎

类和薯芋类蔬菜全部合格, 有 12份样本判定为超标, 

样本总合格率为 93.55%。见表 1。 
 
 

表 1  不同蔬菜类别农药残留检测结果 
Table 1  Test results of pesticide residues in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vegetables 

蔬菜类别 采样份数 检出份数 检出率(%) 不合格份数 合格率(%) 

叶菜类 62 18 29.03 9 85.48 

鳞茎类 23 19 82.61 2 91.30 

茄果类 25 4 16.00 1 96.00 

瓜类 22 4 18.18 0 100 

芸苔属类 20 1 5.00 0 100 

豆类 13 0 0 0 100 

根茎类和薯芋类 21 0 0 0 100 

合计 186 46 24.73 12 9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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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不同蔬菜品种农残量检测情况 

叶菜类中检出的农药残留品种最多, 共 10 种。

毒死蜱的超标问题比较严重, 芹菜的超标份数最多; 

叶菜类中超范围使用的情况比较突出, 芹菜、蕹菜、

油菜、苋菜、苦苣都检出超范围使用农药的情况。鳞

茎类蔬菜毒死蜱的检出份数最多; 联苯菊酯的残留

检出 2份, 为超范围使用农药。茄果类农药残留主要

在番茄中有检出, 有一份番茄检出硫丹超范围使用。

芸苔属类的甘蓝检出两种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其余类

样品均未检出农药残留。见表 2。 

3.3  不合格样品的情况分析 

样品中农药残留的监测结果高于 GB 2763-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量》[8]标

准中的最大残留量判定为超标, 没有规定此类样品

最大残留限量的为超范围使用。鳞茎类及茄果类蔬菜

中不合格样品均为超范围使用农药。在鳞茎类蔬菜样

品中有一份样品检出 5种农药的残留, 其中 1种农药

为超范围使用。不合格样品中超范围使用的情况占

66.7%(8/12)。见表 3。 

3.4  不同季节农药残留情况比较 

按天文特征, 在华北地区, 4月份应属于春季, 10

月份应属于秋季。秋季农药残留的检出率及超标率均

高于春季(表 4)。春秋两季农药残留的检出份数经卡

方检验 Ρ＜0.005, 存在显著性差异。春秋两季农药残

留的超标份数经卡方检验 Ρ=0.0023＜0.005, 存在显

著性差异。 

 
 

表 2  不同蔬菜类别检出的农药种类情况及蔬菜品种 
Table 2  Detection of pesticide species and varieties of vegetables in different vegetables categories 

蔬菜类别 农残种类 检出蔬菜品种 阳性范围(mg/kg) 中位数 阳性份数(份) 

叶菜类 

毒死蜱 芹菜(超标 3份)、白菜(超标 1份) 0.016~0.34 0.115 8 

水胺硫磷 芹菜 0.16 0.16 1 

马拉硫磷 芹菜* 0.012 0.012 1 

氯氰菊酯 芹菜、白菜、蕹菜*、油菜* 0.015~0.58 0.084 16 

氯氟氰菊酯 芹菜、白菜、苋菜*、苦苣*、蕹菜* 0.0054~0.12 0.0464 10 

氰戊菊酯 芹菜*、苦苣* 0.023~0.058 0.0405 2 

联苯菊酯 苋菜* 0.12 0.12 1 

甲氰菊酯 芹菜 0.0081 0.0081 1 

硫丹 芹菜* 0.10~0.16 0.13 2 

异丙威 芹菜* 0.13 0.13 1 

鳞茎类 

毒死蜱 韭菜 0.0079~0.080 0.053 11 

氯氰菊酯 韭菜 0.031~0.42 0.0735 10 

氯氟氰菊酯 韭菜 0.016~0.094 0.070 7 

甲氰菊酯 韭菜 0.010 0.010 1 

联苯菊酯 韭菜* 0.0050~0.015 0.010 2 

茄果类 

毒死蜱 番茄 0.013 0.013 1 

氯氟氰菊酯 番茄 0.0061~0.010 0.00805 2 

甲氰菊酯 番茄 0.026 0.026 1 

硫丹 番茄* 0.15 0.15 1 

芸苔属类 
氯氰菊酯 甘蓝 0.020 0.020 1 

氰戊菊酯 甘蓝 0.11 0.11 1 

注: 蔬菜品种标注*为 GB 2763-2014标准中未规定此类农药在此类蔬菜的最大残留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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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不同蔬菜类别农药残留不合格样品情况 
Table 3  The excessive pesticide residues in different 

categories of vegetables 

蔬菜类别 不合格份数 超标的份数 
超范围使用的

份数 

叶菜类 9 4 5 

鳞茎类 2 0 2 

茄果类 1 0 1 

合计 12 4 8 

 
 

表 4  春秋两季农药残留的检出份数及超标份数比较 
Table 4  Comparison of excessive rate and detection rate 

in spring and autumn 

 采样份数 检出份数 
检出率

(%) 
超标份数 

超标率
(%) 

春季 99 16 16.16 1 0.10 

秋季 87 30 34.48 10 11.49 

 

4  讨论与结论 

据文献报道, 我国各地蔬菜农药残留均有不同

程度的检出和超标。以叶菜类为例, 四川省绵阳市检

出率为 70.97%[10]; 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检出率

64.4%, 超标率 21.1%[2]; 湖北省荆门市检出率为

54.43%, 超标率为 45.57%[4]; 浙江省绍兴地区检出

率为 42.9%[11]; 广东省检出率为 14.3%[12]; 浙江省杭

州市余杭区检出率为 1.67%, 超标率为 8.37%[13], 廊

坊的检出率为 29.03%, 超标率为 14.52%。各地区农

药残留的检出和超标情况存在一定差异, 可能与各

地监测的农药种类与时间、各地的气候等因素有关, 

但说明我国蔬菜中的农药残留情况普遍存在。 

鳞茎类蔬菜(主要是韭菜)农药残留检出率最高, 

原因分析是韭菜根部生蛆的现象极为严重, 菜农为

了保住韭菜根部不受地蛆侵害, 只有使用大量农药

进行灌根, 以至农药残留的检出率高。韭菜的农药

残留主要由于根部的吸收蓄积, 检测发现 5 种农药

残留, 4种农药的残留量小于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的

最大残留量, 有两份韭菜检出联苯菊酯, 为超范围

使用农药。 

叶菜类共检出 10 种残留农药, 种类最多, 合格

率与其他种类蔬菜相比最低。原因分析, 叶菜的菜叶

表面易受虫害影响, 菜农为使菜叶外观长得更好, 更

受消费者欢迎, 最直接的办法就是将农药喷洒在叶

菜表面, 喷洒面积大, 农药吸收较快, 加上叶菜生长

期短, 上市前达不到农药的安全间隔期 [14], 导致叶

菜类的超标率最高。叶菜类检出的 10 种残留农药在

芹菜中检出 9种, 其中 5种残留农药仅在芹菜中检出, 

芹菜的超标及超范围使用农药现象严重 [11,15], 超标

的残留农药种类为毒死蜱。原因分析可能与芹菜植

株外形及吸收传导的速率有关, 吴长兴等[16]的研究

得出: 药液在芹菜上着药率显著高于小白菜, 说明

芹菜植株外形与表面特点有利于对药液的粘着, 毒

死蜱涂抹和浇根都能被芹菜和小白菜吸收并传导 , 

且芹菜的吸收和传导速度明显高于小白菜。加之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对芹菜中毒死蜱的残留限量比白菜

低, 这些原因共同导致芹菜中毒死蜱的残留量超标

现象严重。 

春季蔬菜中农药残留的检出率与超标率明显低

于秋季。可能因为经过漫长的冬季, 大多数虫害冻死, 

春季虫害较少, 使用农药的机会减少。经过春夏两季

的繁殖, 虫害增多, 为了确保蔬菜的丰收, 只得增加

使用农药的频率和剂量。致使秋季农药残留的检出率

及超标率均高于春季。 

此次监测共检测出 12种残留的农药, 5种有机磷

类、5 种拟除虫菊酯类、1 种氨基甲酸酯类、1 种有

机氯类。不合格样品中超范围使用农药的情况较严重, 

尤其检测出剧毒农药硫丹的超范围使用。体现出菜农

农药知识缺乏, 对农药安全使用标准和农药合理使

用准则, 以及农药性质等知识缺乏了解[17]。菜农只关

注农药的杀虫效果并且随意加大使用剂量, 甚至超

范围使用, 致使蔬菜中农药残留量超标。通过调查

发现农药的零售门市有暗地销售违禁农药的情况。

反映出相关部门存在对菜农进行科学安全合理使用

农药的知识宣传和技术指导不够以及监管不到位等

诸多问题。建议相关部门加强农药市场的管理, 彻

底清除市场上禁用农药的暗地销售。加大科学安全

合理使用农药的知识宣传和技术指导, 杜绝农药的

超范围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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