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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调查分析近 3 年江苏省内主要蔬菜生产县(区)不同季节蔬菜农药残留状况。方法  按照 GB 

276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对蔬菜中农药残留进行检测并对检测结果进行判

定。结果  第一季度的蔬菜农药残留检出率和超标率是全年 4 个季度最高的; 叶菜类蔬菜农药残留风险是各

类蔬菜中较大的且各年度间变异小; 限用农药残留风险比非禁限用农药大, 非禁止限用农药中腐霉利、啶虫脒

残留风险较大。结论  江苏省不同季节蔬菜农药残留存在一定风险, 有必要在今后工作中进行原因排查和分

析, 以便于在发现的风险关键点加强农产品安全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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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and analysis of pesticide residues in vegetables at different 

seasons in Jiangsu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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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angsu Agro-product Quality Test Center, Nanjing 210036,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pesticide residues in vegetables at different seasons in main 

vegetable producing counties (districts) of Jiangsu province in recent 3 years. Methods  According to GB 2763-2016 

National food safety national standards for maximum residues of pesticides in foods , pesticide residues in vegetables 

were detected and the test results were determined. Results  The detection rate and excess rate of vegetable pesticide 

residues in the first quarter were the highest in the 4 quarter. The risk of pesticide residues in leafy vegetables was larger 

among all types of vegetables and had less variation between years. The risk of restricted pesticide residues was greater 

than that of non-restricted pesticide residues, and there was a greater risk of residues of procymidone and acetamiprid in 

pesticides that were not prohibited. Conclusion  There are certain risks of pesticide residues in vegetables in different 

seasons in Jiangsu province. It is necessary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causes in future work in order to strengthen 

the safety monitoring of agricultural products at the key points of the risks fou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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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蔬菜产业在江苏现代农业中占据重要的地位 , 近几

年, 江苏省蔬菜播种面积 1333 余千公顷, 产量 550 余亿公

斤, 约占全国产量的 7%, 居第四位[13]。蔬菜产业已经成

为江苏省农业增效、农民增收的重要产业[4], 但由于蔬菜

极易受到病虫害的侵害[5,6], 加上大多采收频繁, 农药使用

安全间隔期不允许太长 [7,8], 因此农药残留对农产品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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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带来一定的风险[912]。 

为进一步了解江苏省蔬菜中农药残留的情况 , 

2017~2019 年开展了江苏省蔬菜中有机磷类、拟除虫菊酯

类、氨基甲酸酯类等共 67 种农药残留状况进行监测, 为蔬

菜的安全性评估提供基础数据, 同时对农药的有效监管、

合理使用提出建议, 为保障蔬菜质量安全, 加强监管提供

科学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样品来源 

将每个市所辖县区按照蔬菜播种面积大小排序 [13],  

位于前 70%作为调查分析对象。每个县区每个季度抽取蔬

菜样品按种面积分类, 播种面积在 10 千公顷以下的, 每个

季度每个县区抽取 10个样品; 播种面积在 10至 20千公顷

之间, 抽取 20个样品; 播种面积在 20千公顷以上的, 抽取

30 个样品。各季度抽样时间为季度第二个月份的中上旬, 

每个县区同一蔬菜同一季度抽样不超过 3 批次样品。具体

县(区)蔬菜种植面积及季度采样量见表 1。 

抽取的样品种类参照 GB 2763-2016《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14]附录 A, 为以下 10 大类, 

即芸薹属类、叶菜类、茄果类、鳞茎类、瓜类、根茎类和

薯芋类、豆类、水生蔬菜、干制蔬菜、其他蔬菜。 

 

表 1  江苏省蔬菜种植面积及季度采样量 

Table 1  Vegetable planting area of Jiangsu and quarterly sampling amount in a year 

市别 序号 县区编号 
播种面积/ 

千公顷 
季度采样量/个 市别 序号 县区编号 

播种面积/ 

千公顷 
季度采样量/个 

徐州 

1 邳州 92.65 30 

泰州 

1 泰兴 27.52 30 

2 新沂 64.78 30 2 姜堰 24.14 30 

3 沛县 51.16 30 3 兴化 22.83 30 

4 丰县 48.36 30 合计 74.49 90 

5 铜山 43.8 30 

连云港 

1 东海 24.01 30 

合计 300.75 150 2 灌云 21.78 30 

盐城 

1 大丰 64.2 30 3 灌南 20.03 30 

2 东台 60.21 30 合计 65.82 90 

3 阜宁 32.66 30 

南京 

1 六合 20.15 30 

4 射阳 24.97 30 2 江宁 17.61 20 

5 滨海 24.12 30 3 溧水 11.82 20 

6 响水 22.78 30 4 南京辖区 10.64 20 

合计 228.94 180 合计 60.22 90 

南通 

1 海门 30.64 30 

苏州 

1 常熟 23.08 40 

2 启东 27.08 30 2 太仓 16.21 30 

3 通州 24.84 30 3 吴江 11.97 30 

4 如皋 20.78 30 4 张家港 10.02 30 

5 海安 17.09 20 合计 61.28 130 

合计 120.43 140 

扬州 

1 江都 15.19 20 

淮安 

1 淮阴区 31.2 30 2 宝应 13.1 20 

2 涟水 22.34 30 3 高邮 12.1 20 

3 洪泽区 10.7 20 4 仪征 7.09 10 

合计 64.24 80 合计 47.48 70 

宿迁 

1 沭阳 35.29 30 

无锡 

1 宜兴 15.52 20 

2 泗阳 19.57 20 2 江阴 12.69 20 

3 泗洪 12.4 20 合计 28.21 40 

合计 67.26 70 

常州 

1 溧阳 9.45 10 

镇江 

1 丹阳 9.21 10 2 武进 6.69 10 

2 句容 7.01 10 合计 16.14 20 

合计 16.22 20 13 个市合计 1151.5 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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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试剂与仪器 

乙腈、丙酮、正己烷、二氯甲烷(色谱纯, 美国天地公

司); 氯化钠、无水硫酸钠(分析纯, 国药集团化学试剂有限

公司); 所有标准物质均为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所生

产的浓度为 1000 μg/mL的有证标准物质。 

Waters TQS 液质联用色谱仪 (美国沃特斯公司 ); 

7000C 气质联用色谱仪(美国安捷伦公司); BT224S 型电子

分析天平(北京赛多利斯公司); EV311 旋转蒸发仪(北京莱

伯泰科仪器有限公司)。 

2.3  检测内容 

采用农业农村部蔬菜例行监测的检测范围 , 即 67

种农药, 包括甲胺磷、对硫磷、甲基对硫磷、甲拌磷、

氧乐果、水胺硫磷、甲基异柳磷、毒死蜱、三唑磷、乐

果、乙酰甲胺磷、敌敌畏、丙溴磷、杀螟硫磷、二嗪磷、

马拉硫磷、亚胺硫磷、伏杀硫磷、辛硫磷、六六六、氰

戊菊酯、氯氰菊酯、甲氰菊酯、氯氟氰菊酯、氟氯氰菊

酯、溴氰菊酯、联苯菊酯、氟胺氰菊酯、氟氰戊菊酯、

三唑酮、百菌清、异菌脲、三氯杀螨醇、腐霉利、五氯

硝基苯、乙烯菌核利、多菌灵、吡虫啉、氟虫腈、啶虫

脒、哒螨灵、苯醚甲环唑、嘧霉胺、甲氨基阿维菌素苯

甲酸盐、烯酰吗啉、克百威、涕灭威、灭多威、甲萘威、

虫螨腈、咪鲜胺、嘧菌酯、二甲戊灵、噻虫嗪、氟啶脲、

灭幼脲、灭蝇胺、甲霜灵、霜霉威、多效唑、氯吡脲、

氯菊酯、醚菊酯、虫酰肼、吡唑醚菊酯、阿维菌素、除

虫脲。 

2.4  结果判定 

检测方法按照 GB 2763-201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

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14]推荐的蔬菜中农药残留检测方

法进行。检测结果依据 GB 2763-2016 进行判定。 

3  结果与分析 

3.1  不同蔬菜类别农药残留状况 

2017~2019 年, 抽取的 10 大类蔬菜中, 水生蔬菜、干

制蔬菜和其他蔬菜均未检出农药残留, 其余种类均有检出。 

农药残留检出率, 2017 年排前三的蔬菜类别分别为茄

果类、叶菜类、鳞茎类; 2018、2019 年排前三的蔬菜类别

均分别为茄果类、叶菜类、豆类。蔬菜类别农药残留三年

平均检出率由高到低为茄果类>叶菜类>豆类>鳞茎类>根

茎和薯芋类>瓜类>芸薹属类。 

残留超标率, 2017 年排前三的蔬菜类别分别为叶菜

类、鳞茎类、根茎类和薯芋类; 2018 年排前三的蔬菜类别

分别为叶菜类、鳞茎类、豆类、2019 年排前三的蔬菜类别

分别是鳞茎类、叶菜类、根茎类和薯芋类。蔬菜类别农药

残留三年平均超标率由高到低为叶菜类>鳞茎类>根茎和

薯芋类>芸薹属类>豆类>茄果类>瓜类。具体见表 2。 

从残留结果看, 叶菜类蔬菜的检出率和超标率在三

年中均排在前三位, 且年度间变化小, 叶菜类残留风险最

大。原因分析: (1)可能和叶菜类蔬菜生长期短, 连续采摘的

特点有关; (2)可能和蔬菜中施用的杀虫剂和杀菌剂多为内

吸性有关, 残效期较长, 易出现残留及超标。 

3.2  不同季度间农药残留状况 

2017~2019 年, 农药残留检出率和超标率最高为第一

季度, 其次为第二、第四季度, 农药残留检出率和超标率

最低为第三季度。第三季度的平均检出率比其他季度低近

10 个百分点。具体见下表 3。 

邓波等[15]发现, 大棚蔬菜中农药残留的季度间的规

律是第一、四季度高于第二、三季度, 认为出现此原因有: 

(1)棚内温湿度利于病虫害生长, (2)冬季大棚内空气流通差, 

不利于残留农药的挥发和降解, (3)元旦和春节期间蔬菜市

场供不应求, 易出现不按农药安全间隔期采收的情况。 

 
表 2  不同类别蔬菜中农药残留检出率和超标率 

Table 2  Detection and unqualified rates in various vegetables 

食品类别 

2017 2018 2019 合计 

抽样数 
检出率

/% 

超标率
/% 

抽样数 
检出率

/% 

超标率
/% 

抽样数 
检出率

/% 

超标率
/% 

抽样数 
检出率

/% 

超标率
/% 

茄果类 500 27.5 0.97 470 31.6 0.1 170 32 0 1140 30.4 0.36 

叶菜类 2440 27.3 1.6 2460 28.6 0.9 2970 26 0.81 7870 27.3 1.17 

鳞茎类 320 20.9 1.3 380 23.6 0.8 400 21.1 1.2 1100 21.9 1.13 

豆类 150 20.3 0.7 194 25.3 0.64 180 24.5 0 524 23.4 0.45 

根茎类和薯芋类 350 17.3 1.03 440 19.3 0.63 310 12.5 0.8 1100 16.4 0.82 

芸薹属类 330 15.1 0.9 290 18.8 0.3 170 15 0 790 16.3 0.48 

瓜类 430 13.9 0.6 286 16.2 0 320 18.2 0.1 1036 16.1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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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2017~2019 年不同季度中蔬菜中农药残留检出率和超标率 

Table 3  Detection and unqualified rates at different seasons in 2017-2019 

年份 

第 1 季度 第 2 季度 第 3 季度 第 4 季度 合计 

抽样数 
检出率

/% 

超标率
/% 

抽样数 
检出率

/% 

超标率
/% 

抽样数 
检出率

/% 

超标率
/% 

抽样数 
检出率

/% 

超标率
/% 

抽样数 
检出率

/% 

超标

率/% 

2017 1130 28.3 1.4 1130 22.7 1.3 1130 18.0 1.1 1130 25.0 1.3 4520 23.5 1.2 

2018 1130 32.5 0.9 1130 30.9 0.7 1130 16.6 0.2 1130 23.0 0.6 4520 25.7 0.6 

2019 1130 23.1 0.7 1130 24.8 0.6 1130 15.2 0.4 1130 28.6 0.5 4520 23.5 0.6 

平均 1130 28.0 1.0 1130 26.1 0.8 1130 16.6 0.6 1130 25.5 0.8 4520 24.2 0.8 

 

江苏的设施蔬菜面积近 20%, 蔬菜基地多以大棚为主, 

因此出现农药残留检出率和超标率最高为第一季度, 最低

为第三季度, 可以认为是大棚中农药降解规律造成的[16], 

这个也与邓波发现的大棚蔬菜残留季度间最高和最低的规

律一致。但是本研究中所抽取的样品来源大部分为设施蔬

菜, 也有小部分来源于露天蔬菜, 这也可能是与邓波等[15]

发现的季度间的规律不太一致的原因。 

3.3  不同农药品种农药残留状况 

从农药品种检出率方面看, 3 年中, 67 种农药中检

出 43 种, 其中杀虫剂占 49%, 杀菌剂占 46%, 植调剂占

4%, 除草剂占 1%。 

禁用农药无检出项次。为便于分析, 超标项次与检

出项次的百分比值, 用 K 值表示, K 值越高表明超标风

险越大。限用农药检出种类 10 种, 3 年共检出 158 项次, 

限用农药超标种类 6 种, 3 年共超标 45 项次。限用农药

3 年平均 K 值为 26.8。非禁限用农药检出种类共有 33

种, 3年共检出 5613项次, 非禁限用农药超标种类 10 种, 

3 年共超标 63 项次, 3 年平均 K 值在 1.1。结果表明, 限

用农药使用后 , 超标风险要比常用农药高的多 , 限用农

药的 K 值是非禁限用农药的 24.4 倍。具体见表 4。 

将 3年中超标农药列出, 具体见表 5。结果发现 , 超

标的 6 种限用农药 , 检出率在 0.037%~0.9%, 超标率在

0.015%~0.19%, K 值在 21.3~100, 虽然检出率和超标率

均较低 , 但 K 值较大 , 说明限用农药一旦使用 , 超标风

险极大。超标的 10 种非禁限用农药 , 检出率在

0.4%~3.7%, 超标率在 0.0074~0.11%, K 值在 1.3~4.9。

按照检出率、超标率以及 K 值排序后 , 发现腐霉利和啶

虫脒均排前 3, 说明这 2 种农药超标风险较大 , 需要关

注。  

4  结  论 

从蔬菜类别残留状况看, 叶菜类蔬菜的检出率和超

标率在 3 年中均排在前 3 位, 且年度间变化小, 说明叶菜

类蔬菜农药残留风险大[5,17]。从季节间农药残留状况检出

率、超标率来比较, 第一季度农药残留风险最大, 其次是

第二季度、第四季度, 第三季度农药残留风险最低。因此

制定农药残留防控措施, 随不同季节应有所不同, 特别是

第一季度有必要重点实施降低农残风险措施。从农药品种

残留状况看, 禁用农药未检出, 说明禁用农药的使用已得

到有效控制。限用农药超标使用后, 超标风险明显大于非

禁限用农药, 因此降低农残超标风险, 需要进一步加强限

用农药限用力度 [18,19],今后工作中应加大对前期限用农药

施药情况调研, 了解超标原因。第一季度农药残留检出率

和超标率高于其他季度, 以及茄果类、豆类等蔬菜不同年

份超标风险有差异等原因, 有必要在今后工作中进行排查

和分析, 以便于采取针对性防控措施。 

 
表 4  2017~2019 年残留农药的检出项次和超标项次 

Table 4  Numbers of detection and unqualified pesticides in 2017-2019 

年度 农药种类 检出/项次 占比/% 超标/项次 占比/% K 值 

2017 年 
非禁限用农药 2083 94.9 23 52.9 1.1 

限用农药 112 5.1 33 47.1 29.5 

2018 年 
非禁限用农药 1720 97.9 19 79.2 1.1 

限用农药 37 2.1 5 20.8 13.5 

2019 年 
非禁限用农药 1810 99.0 21 75.0 1.2 

限用农药 19 1.0 7 25.0 36.8 

合计 
非禁限用农药 5613 97.1 63 58.3 1.1 

限用农药 168 2.9 45 41.7 2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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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2017~2019 年残留超标农药品种 

Table 5  List of unqualified pesticides in 2017-2019 

农药种类 序号 农药名称 检出/项次 超标/项次 检出率/% 超标率/% K 值 

限用农药 

1 甲拌磷 5 5 0.037 0.037 100 

2 氟虫腈 5 3 0.037 0.022 60 

3 氧乐果 9 4 0.066 0.029 44.4 

4 涕灭威 6 2 0.044 0.015 33.3 

5 克百威 16 5 0.12 0.037 31.3 

6 毒死蜱 122 26 0.90 0.19 21.3 

合计 163 45 1.2 0.33 27.6 

非禁限用农药 

1 啶虫脒 305 15 2.2 0.11 4.9 

2 腐霉利 602 22 4.4 0.16 3.7 

3 吡虫啉 203 7 1.5 0.052 3.4 

4 霜霉威 40 1 0.3 0.007 2.5 

5 三唑酮 48 1 0.4 0.007 2.1 

6 苯醚甲环唑 50 1 0.4 0.007 2.0 

7 哒螨灵 221 4 1.6 0.029 1.8 

8 多菌灵 507 8 3.7 0.059 1.6 

9 氯氟氰菊酯 141 2 1.0 0.015 1.4 

10 嘧霉胺 158 2 1.2 0.015 1.3 

合计 2275 63 16.8 0.46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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