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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南热带果蔬农药残留现状分析及对策研究 

伍  婷 1, 李  备 2*, 吴  龙 1* 

[1. 海南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海口  570228; 2. 海南省食品检验检测中心, 国家市场监管 

重点实验室(热带果蔬质量与安全), 海口  570311] 

摘  要: 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日益重视, 农药残留问题成为当前农业生产中的一大难题。海南省位于中国

热带地区, 是我国重要的热带果蔬产区。由于气候、土壤等因素的影响, 病虫害问题较为严重, 该地区的农药

使用量较高, 导致热带果蔬中农药残留问题突出, 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潜在的风险。因此, 对海南热带果蔬

的农药残留进行评估和管理尤为重要。本文从农药残留风险评估出发, 分析海南热带果蔬农药残留存在的膳

食风险, 以保障果蔬农产品安全。同时, 结合海南农药残留的现状和农药残留的危害程度, 提出了有效的监管

体系和控制措施, 以减少农药残留水平和规范农药使用, 进一步保障消费者健康与环境安全, 促进农业可持

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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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on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pesticide  
residues in tropical fruit and vegetable in Hai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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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people increasingly prioritize food safety, the issue of pesticide residues has become a major obstacle 

in current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Hainan Province is located in the tropical region of China, which is an important 

region for tropical fruit and vegetable production in China. Due to factors such as climate and soil, the pest and disease 

problem is more serious and the area has a relatively high amount of pesticide use, which results in significant issues 

with pesticide residue in tropical fruits and vegetables. This poses a potential risk to human health and environment. 

Therefore,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assess and manage pesticide residues in tropical fruits and vegetables in Hainan. 

Based on the risk assessment of pesticide residues, this paper analyzed the dietary risks of pesticide residues in tropical 

fruits and vegetables in Hainan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Meanwhile, this review combine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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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situation of pesticide residues and the extent of pesticide residue hazards in Hainan to propose effective 

supervision systems and control measures to reduce pesticide residue levels, regulate pesticide use, ensure consumer 

health and environmental safety, and promote sustainab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KEY WORDS: tropical fruits and vegetables; pesticide residues; risk assessment; control methods 
 
 

0  引  言 

海南位于中国热带地区, 拥有广泛的果蔬种植业。海

南省是我国热带地区的一个重要农产品生产区域, 果蔬种

植面积广泛。根据《海南统计年鉴—2022》公布的数据, 2021

年海南全省蔬菜的播种面积为 394.35 万亩, 水果收获面

积为 247.84 万亩[1]。其中, 主要蔬菜品种包括番茄、西红

柿、辣椒等; 主要水果品种包括芒果、龙眼、荔枝、香蕉

等。由于气候温暖潮湿, 病虫害较为严重, 因此, 农民在

种植果蔬的过程中通常会使用大量的农药来保护作物免

受病虫害侵害[2‒3]。然而, 这些残留在农作物上的农药如

果使用不当或者不加控制, 就会对人体健康和环境安全构

成潜在威胁[4‒6]。 

据调查, 海南热带果蔬中存在着较高的农药残留水

平。其中, 常见的残留农药包括有机磷类、氨基甲酸酯类、

三唑类等[7‒9]。这些农药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都有不同程度的

危害, 例如会损害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内分泌系统等, 长

期使用含有农药残留的食品会增加患癌症、神经毒性、免

疫毒性等疾病的风险[10‒11]。同时, 这些农药也会污染土壤、

水源等环境资源, 破坏生态平衡, 对农业可持续发展产生

不利影响[12‒14]。 

2020 年, 海南省市场监管系统共抽检 20399 批次, 总

体不合格率为 2.60%。其中, 涉及农药残留超标的样品占

不合格样品总量的 70.9%[15]。2021 年, TAN 等[5]研究发现, 

在 72.7%的样品中检测到多菌灵、啶虫脒, 吡虫啉等 6 种

农药残留。其中, 埃玛菌素苯甲酸盐和啶虫脒超过了最大

残留量。2022 年海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报告显示, 抽检的

9808 批次样品中, 检出不合格样品 204 批次, 其中, 农兽

药残留超标占比高达 61.14%[16]。从近 3 年的统计数据可

以看出 , 海南热带果蔬中的农药残留问题十分严峻, 不仅

对人体身体健康十分不利, 还严重影响相关农产品企业的

发展和经济的增长。 

针对海南热带果蔬中农药残留问题, 海南省政府和

相关部门已经采取了多项措施来加强对农药残留的监测和

管理, 并且在推广绿色农业、加强监管执法方面进行了积

极尝试, 但是农药残留问题依然存在。本文从海南热带果

蔬的农药残留风险评估出发, 结合海南农药残留的现状与

农药残留的危害程度, 从食品安全监管和控制技术提出相

应的解决措施, 旨在为海南农药残留的管理和控制提供科

学依据和理论指导, 促进海南省农产品的安全性和可持续

发展。 

1  海南热带果蔬农药残留风险评估研究现状 

海南热带果蔬作为农产品的重要组成部分, 其质量

和安全性对消费者的健康至关重要。农药残留是影响海南

热带果蔬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一方面, 由于海南气温高

湿度大, 病虫害的发生率也相对较高, 农民需要定期喷洒

农药来控制害虫和病菌的繁殖[17‒19]。另一方面, 消费者对

农产品的需求量不断增加 , 会使农民对农药的投入越来

越依赖[20]。农药的使用有效地控制了农作物病虫害。但是, 

这也会增加农产品中残留农药的含量, 对人体健康和环境

造成潜在风险。因此, 对海南热带果蔬的农药残留进行评

估和管理显得尤为重要。 

在《海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21]中规定, 应对涉

及农产品的潜在危害进行风险评估, 并根据评估结果采取

相应措施, 以保障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可以帮助评估海南

热带果蔬中农药残留的含量, 以及这些农药残留对消费者

健康的潜在影响。同时, 评估还可以帮助确定农药使用标

准和限制农药使用量, 保障海南热带果蔬的品质和安全

性。近年来, 随着人们对食品安全的日益关注, 海南热带

果蔬农药残留问题备受重视。为了评估海南热带果蔬农药

残留的风险, 学者和研究机构对海南本地的农药残留进行

了相关研究。 

例如, 聂宏骞等[22]研究发现, 海南省各类蔬菜中存在

多种超标的农药残留, 但短期及长期膳食暴露风险较低。

另外, 对于豆类及茎类蔬菜, 研究者们做了进一步的测量

评估。ZHANG等[23]采集了海南省不同产区的豇豆样品, 初

步评估了不同人群的慢性膳食摄入风险。研究发现, 阳性

检出率为 80.8%, 其中 30.1%的样品农药残留超过了最大

残留量, 12 种是被禁农药。梁晓涵等[24]评估了海南芹菜的

农药残留风险, 发现 10 种农药的检出率超过了 10%。其中

有 26 种农药未在芹菜农药登记或不作为临时用药, 只有 6

种可以用于芹菜。以上风险评估结果均显示农药摄入量小

于海南省居民蔬菜水果占膳食总摄入量的比例, 接触风险

可以接受。 

除蔬菜外, 水果中的农药残留也成为了大众关注的

焦点。黄惠玲等[25]对 2015 年至 2020 年海南省蔬菜及水果

进行监测及风险评估后发现, 有机磷农药残留的检出率和

超标率分别为 19.79%和 9.22%, 其中超标的农药有毒死

蜱、氧化乐果、甲胺磷、甲基对硫磷、马拉硫磷、敌百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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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 段云等[26]通过对 1056 份杧果的检测和膳食摄入风

险评估发现, 13 种杀菌剂中有 7 种属于超范围使用农药, 

未被登记可以使用。长期和短期膳食摄入风险均在风险接

受范围内。 

基于以上研究可以看出, 海南热带果蔬普遍存在农

药残留风险。部分农药还存在严重超标和未登记使用的情

况。因此, 应强化对高频使用农药和禁限用农药的监督和

管理。针对农药残留风险评估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不仅

有助于引导生产者采用更加科学的农药使用方法, 支持政

策制定和管理措施的实施, 还可以为农药残留控制技术的

研发和应用提供科学依据, 保障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 

2  海南热带果蔬农药残留成因分析 

农药残留问题是当前农业生产中的一个重要问题 , 

特别是在海南省这样的农业大省, 农药残留问题更是突

出。表 1 列出了近几年海南省果蔬样品农药残留的现状, 

农药残留检出率为 41.14%~80.80%, 可以看出近年果蔬农

药残留问题普遍存在。部分果蔬中依然存在农药残留超标

且含禁限用农药的问题。针对海南农药残留问题, 本文从

3 个方面进行探讨。 

2.1  农药使用不规范 

首先, 海南大多数农户受教育水平较低, 很多农户对

农药使用的意识不够并且缺乏专业的农药使用知识。有数

据表明, 目前海南农业从业人员 329.95 万人, 农业生产经

营人员中, 初中及以下教育程度占比为 83.6%[30]。由于缺

乏较好的教育, 普通话基础薄弱, 导致多数农民无法正确

理解和应用农药的使用方法和安全操作规程。一方面, 有

些农民没有认识到农药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程度, 导致他们

在使用农药时没有采取必要的安全措施, 从而增加了农药

残留超标的风险。另一方面, 为了有效控制病虫害, 农民

在使用农药时可能没有按照正确的方式和剂量使用, 或者

使用了禁止使用的农药, 这样会导致农药残留超标。 

2.2  检测能力有待提升 

目前, 海南省农产品检测中心涵盖海南省食品检验

检测中心和国家热带农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获得国家

级资质认定的农产品检测机构有农业农村部热带农产品质

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和农业农村部热带作物种子种苗质量

监督检验测试中心等 5 家机构。当前, 海南省已构建了农

产品监管体系, 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法规, 包括《海南省农

产品质量安全条例》《海南省农产品质量安全信用信息评价

管理办法》和《海南省热带作物标准化生产示范园建设管

理办法》等, 为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提供了法律保障。虽然

海南省已经建立了比较完善的农产品监管体系和法律法规, 

但是目前仍然存在一些技术方面的问题需要解决。具体而言, 

检验检测人员需要进一步提高其技术水平, 部分检验人员

操作不当可能导致农药检测结果与实际值产生偏差; 一些

检测人员没有很好地掌握仪器设备的操作要点, 可能会导

致检测结果的准确性受到影响, 无法及时发现农药残留问

题, 进而影响到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另外, 检测设备的使用

和保养不当, 一些检测机构未对检测设备与方法进行优化, 

导致检测灵敏度不够, 达不到检测要求; 在测样前未对检

测仪器进行校准工作, 会影响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2.3  环境因素 

由于海南地处热带地区, 雨量丰沛, 可能会导致农药

被冲刷流失, 从而增加土壤中的农药残留。就农作物而言, 

气温的高低和降雨量的多少都会对病虫害的生长产生影

响。在温热和潮湿的环境中, 病害虫更容易繁殖爆发, 农

民为了保证农产品生产产量和质量, 可能会增加使用农药 

 
表 1  海南省果蔬样品中农药残留现状 

Table 1  Status of pesticide residues in fruit and vegetable samples in Hainan Province 

样品 年份/样本量 农药种类 检出率 超标农药 禁限用农药 
参考

文献

豇豆 
2018—2021 年/ 

N=574 

杀虫剂、杀菌剂、杀螨剂 3

类 27 种 
80.80% 

苯醚甲环唑、氯氰菊酯 

等 10 种 

毒死蜱、氯虫苯甲酰胺等

12 种 
[23]

芹菜 
2022 年/ 
N=115 

杀虫剂、杀菌剂、杀螨剂、

除草剂 4 类 39 种 
72.20% 毒死蜱、甲拌磷和敌敌畏 毒死蜱和甲拌磷 [24]

芒果 
2017—2019 年/ 

N=178 

杀菌剂、杀虫剂、植物生长

调节剂 3 类 25 种 
92.70% 吡唑醚菌酯、吡虫啉等 6 种 - [27]

火龙果 -/ 
N=175 

杀菌剂、杀虫剂、除草剂 3

类 28 种 
41.14% 氧乐果 氧乐果 [28]

杨桃 
2018 年/ 

N=70 

杀虫剂、杀菌剂、植物生长

调节剂 3 类 18 种 
75.70% 

氟虫腈、三羟基克百威和

灭多威 
氟虫腈,氰戊菊酯等 6 种 [29]

注: -表示相应文献未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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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频率及用量, 保护农产品不受侵害, 但过多的农药会导

致农产品农药残留问题。首先, 数据显示中国的农药使用

量是其他地区的 2~7 倍。在中国的热带地区, 农药使用量

是全国平均水平的 2.0 到 3.8 倍[5]。相比之下, 我国其他地

区的气候条件较为温和, 农作物病虫害的压力较小, 因此

农药使用的频率和使用量也相对较低。这使得海南地区的

农产品潜在农药残留风险相对较高。另外, 由于地理位置

的不同, 海南地区与其他地区在农药的种类和使用方式上

可能存在差异。以海南热带果蔬为例, 农民为了防治病虫

害往往会采用多样化的农药, 可能会使用多种农药联合作

用, 以提高防治效果。 

海南农药残留问题在果蔬样品中普遍存在, 除上述 3

个成因以外, 农业技术推广、市场监管、农药市场的管理

等也会影响果蔬农药残留问题。如图 1 所示, 在农药残留

的问题上, 需要多方共同努力, 构建有效的监管体系, 实

施细化的控制措施, 以保障人民身体健康。 

 

 
 

图 1  农药残留的监管和控制措施 

Fig.1  Regulatory and control measures for drug residues 
 

3  农药残留的监管 

针对海南热带果蔬农药残留普遍存在的现状, 相关

部门已经采取了多项监管和鼓励措施, 其中包括: 加强农

药登记管理, 制定农药限量标准, 建立农药残留检测体系, 

发展快速检测技术, 开展农药使用指导, 鼓励绿色食品认

证, 强化市场监管等。这些措施有助于从施药源头到农产

品市场终端降低农药残留的种类和含量, 从而减少对人体

的危害。 

3.1  加强农药登记管理 

加强农药登记管理也是解决海南热带果蔬农药残留

问题的重要措施之一。农药的使用是有一定风险的, 如果

农药使用不当或者使用的农药不合格, 会对人类健康和环

境造成潜在危害。因此, 加强农药登记管理, 禁止销售和

使用不符合标准的农药, 可以有效地控制农药的质量及使

用情况, 从而保障海南热带果蔬的质量安全。具体来说, 

加强农药登记管理需要建立完善的农药登记制度, 制定严

格的农药注册标准和审批流程, 加强对农药生产企业和销

售渠道的监管, 及时处理违法违规行为。此外, 还需要加

强农药使用监管, 实施限量使用和禁用农药等措施, 确保

农药使用的安全、合理和科学。这样可以有效地减少农药

残留, 提高海南热带果蔬的质量和安全水平。 

3.2  制定农药限量标准 

制定并严格执行有关农药使用限量、使用标准和禁用

农药的规定, 是保障农产品安全和减少农药残留的关键措

施之一。农药使用限量和禁用农药的规定, 可以根据农产

品的不同种类、生长阶段和其他环境因素等, 针对不同的

作物和用途, 制定相应的农药使用标准和限量标准, 避免

农民过度使用、滥用农药[31]。同时, 针对违法使用农药的

行为, 必须加强监管力度, 依法从严惩处违规单位和个人, 

形成震慑效应, 促进农业生产的绿色发展, 提高农产品的

质量和安全水平。 

3.3  建立农药残留检测体系 

建立科学、规范和有效的农药残留检测体系, 对于保

障海南热带果蔬的品质安全具有重要意义[32]。具体来说, 

建立农药残留检测体系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建立

农药残留检测实验室——建立符合国家标准的农药残留检

测实验室, 配备先进的检测仪器和设备, 以确保检测结果

的准确性和稳定性; 2)制定农药残留检测标准——根据国

家相关标准和法律法规, 制定适用于海南热带果蔬的农药

残留检测标准, 并确保检测方法与国际接轨; 3)建立农药

残留抽检机制——建立符合国家标准的农药残留抽检机制, 

对海南热带果蔬进行定期、随机的农药残留抽检, 并及时

公示检测结果, 保障消费者知情权; 4)提高检验检测人员

的专业能力——通过开展培训活动, 例如省食检中心开展

的“实验室质量管理及能力提升”“食品中微生物、农药残

留、化学污染物及有害因素等风险评估预警培训班”专题培

训, 提高技术人员的理论水平和实操能力。总之, 建立完

善的农药残留检测体系可以有效地控制海南热带果蔬中的

农药残留, 并确保果蔬的品质安全。 

3.4  发展快速检测技术 

目前, 在海南部分地区, 农户的经营能力和土地规模

受限, 导致蔬菜生产呈现规模小、分散化的情况。同时, 大

多数蔬菜在上市时期集中出现, 而普通农户的上市量却相

对有限, 这为相关部门的检测工作增加了一定的难度。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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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 发展快速, 可现场监测的农药残留快速检测在食用农

产品日常监测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33]。当前, 已经出现了

许多快速检测技术, 如光谱分析[34‒36]、电化学分析[37‒39]、

生物传感器[40‒42]等。这些技术具有响应速度快、操作简

单、灵敏度高和成本低等优点, 可以广泛应用于农药残留

检测领域[43]。虽然快速检测技术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但仍存在一些挑战。快速检测方法缺少规范化标准, 需要

更好地与国家标准法进行对接, 以提高检测结果的一致

性和可比性。同时, 由于经费和技术人才的限制, 海南省

的相关检测机构无法实现全覆盖的全面监测。目前, 只有

极少数单位拥有先进设备, 并能够顺利进行工作。然而, 

部分进口仪器设备因缺乏专业管理人才, 无法充分发挥

其应有的作用。当地政府应加强对快速检测技术的研发

和推广 , 鼓励企业和科研机构加大投入 , 提高快速检测

技术的研发水平和应用范围, 促进农产品质量检测的现

代化和智能化发展, 为农民和消费者提供更加安全和可

信赖的农产品。 

3.5  开展农药使用指导 

加强农药使用指导和技术培训、示范推广等活动, 是

科学使用农药的重要手段之一。这一手段可以提高农民对

农药使用的认识和技能水平, 引导农民合理使用农药, 并

在实际操作中避免使用不合格的农药, 减少农药残留[44]。

首先, 要对禁限用农药以及易超标农药的科学使用进行宣

传, 推广相关的标准和法规, 如《农药管理条例》《海南省

农产品质量安全条例》以及 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帮助农户了解限量标

准, 并提升其法律观念。虽然, 海南省瓜菜生产企业和农

户对科学使用农药的意识有所提高, 但一些农药经营店过

度配药导致了高价销售的问题。同时, 缺乏群防群治和生

物防治, 对农药过度依赖, 进而对生态平衡造成损害。应

针对不同的作物和环境条件, 制定相应的农药使用技术指

导和标准, 加强对农民的宣传教育和技术培训, 提升农民

的科学化管理能力和技术水平, 形成良好的农药使用习惯

和意识。这样就可以有效地降低农药残留, 保障农产品的

安全和质量。 

3.6  鼓励绿色食品认证 

鼓励和支持开展农产品有机认证和绿色食品认证 , 

推广有机农业和绿色农业, 是实现减少农药使用的重要途

径之一[45‒47]。有机农业和绿色农业是一种以生态平衡为基

础, 采用自然循环和生物控制等手段, 最大限度地减少对

环境的污染和对人体健康的危害的农业生产方式[48‒49]。目

前, 海南省积极申报“三品一标”产品, 并扩大“三品一标”

产地的范围, 以打造农业品牌, 提升农产品的质量水平。

同时, 加强了对“三品一标”的监管力度, 严格执行认证程

序, 提高了认证门槛, 并加强了认证质量审核。为进一步

推动农产品认证和标准化工作, 相关部门可积极鼓励农户

参与认证, 以提升产品质量和安全水平。在认证过程中, 

要加强监管 , 确保认证的可靠性和信誉度 , 进一步增强

消费者对农产品的信任。使消费者对绿色食品有所了解, 

增加对绿色食品的信任度, 从而提高市场需求。通过认证

和推广有机农业和绿色农业 , 可以促进农民科学种植 , 

提高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水平。同时, 有机农业可以减少

农药的使用 , 有利于维持土壤肥力和生物多样性 , 从而

减少污染并保护生态环境。因此, 政府应加强对有机农业

和绿色农业的政策支持和经济扶持, 提供有机产品和绿

色食品的集中销售平台, 减少中间环节, 降低流通成本, 

使绿色食品的售价更具竞争力, 推动农业生产的可持续

发展。 

3.7  强化市场监管 

市场监管部门应该加强对农药生产、销售和使用环节

的监管, 严厉打击假冒伪劣农药生产和销售行为, 确保农

药质量安全, 减少农药残留。具体来说, 加强市场监管可

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1)加强农药生产企业的监管——

加强对农药生产企业的监管, 建立健全的质量管理体系, 

严格执行农药质量标准, 确保农药的质量符合标准; 2)加

强农药销售环节的监管——加强对农药经销商的监管, 落

实农药销售的备案制度, 对农药销售单位进行定期检查, 

确保农药销售的真实性和规范性[50]; 3)加强农药使用环节

的监管——加强对农民的宣传教育, 提高其对农药的正确

使用和安全使用意识, 同时加强对农药使用的监管, 严格

执行农药使用规定, 避免过量使用和乱用农药[51‒52]。总之, 

加强市场监管可以有效地减少农药残留, 保障海南热带果

蔬的品质安全。 

此外, 政府还应该鼓励农民向有机农业发展, 减少化

肥和农药的使用, 同时加强对农民的培训和教育, 提供有

机农业生产技术和咨询服务, 帮助农民转型升级, 推广有

机农业, 促进农业生产方式的可持续发展, 保障果蔬品质

安全和较少对环境的污染。 

总的来说, 加强农药登记管理, 不断完善细化农药限

量标准, 是农药管理的基础。同时, 提升快速检测的能力, 

加强农产品的检测, 可以及时发现农药残留问题。在人员

方面, 强化农户用药指导, 对检验检测人员开展技能培训, 

强化考核, 可以提高用药质量, 减少农药残留。在监管方

面, 可构建完善立体的网格化监管体系, 实现网格化, 精

准化管理。最后, 农药残留的监管需要全社会共同努力, 

落实农药管理的各项监管措施, 保障老百姓的食品安全。 

4  农药残留的控制 

农药残留的控制是指在生产加工过程中, 采取一系

列的技术措施。如对农药使用进一步加强管理力度、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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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毒、高效、环保的农药替代, 科学合理地使用农药等。

通过对农药残留的控制从源头上降低了农药在农产品中的

残留量, 确保了农产品的质量安全。农药残留的控制主要

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4.1  限制高风险农药的使用 

首先, 政府应该加强对高风险农药的监管。包括对高

风险农药的生产、销售和使用进行严格的管理。政府可以

通过制定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 加强农药生产和使用的许

可和监管, 从源头上控制高风险农药的使用[53]。同时, 政

府也需要加强对农药行业的监督, 打击农药非法生产和销

售行为, 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其次, 鼓励生产商研发更加环保、低毒、低残留的农

药, 以替代高风险农药的使用。这需要大量的科研投入和

技术创新, 政府可以通过提供财政资金和优惠政策, 激励

企业进行研发和推广。 

最后, 鼓励农民采用更加生态友好的农业技术, 在农

作物的种植和养殖过程中, 减少对农药的依赖性。例如, 

可以采用生物防治、有机肥料等技术, 也可以加强土壤改

良和作物轮作, 从而减少农药的使用量和频率。这种方式

不仅能够保护环境, 还能提高农产品的品质和安全性。 

4.2  采用科学的使用方法 

农药虽然可以有效地控制害虫和病虫害, 但不正确

使用则可能会对人体健康和环境造成危害。采用科学的农

药使用方法, 如合理选用农药、按照建议剂量和使用期限

使用、选择适宜的施药时间等, 可以减少农药残留量。 

首先, 在使用农药之前, 农民应了解海南地区常见的

目标害虫或病虫害的种类、数量和生长习性等, 根据实际

情况选择合适的低毒性农药, 并遵循农药生产厂商的建议, 

按照建议剂量和使用期限使用农药。其次, 针对海南地区

的气候和作物特点, 应选择适宜的施药时间。不同的害虫

和病虫害在不同的生长阶段会有不同的威胁程度, 因此需

要在它们最活跃的时期进行施药。同时, 也要避免在天气

不稳定或风力较大时进行施药, 以免农药随风扩散, 对周

围环境造成污染[54]。正确储存农药是防止意外事故和污染

的关键。在海南地区的高温环境下, 农药应储存在干燥、

通风、阴凉的地方, 避免阳光直射和高温。使用后的农药

包装物应妥善处理, 不可乱扔到环境中, 避免对周围环境

和生态造成影响。通过这些针对性的措施, 可以最大程度

地减少高毒性农药对海南地区的危害, 保护农民的健康和

海南的生态环境。 

4.3  推广低毒性、低残留的农药 

低毒性、低残留的农药相对于高毒性、高残留的农药, 

更加安全、环保、健康。这些农药不仅可以减少对人体健

康的危害, 也能够减少对土壤、水源、生态系统的污染[55]。

因此, 优先推广使用低毒性、低残留的农药, 可以从源头

上减少农药残留量, 保护人体的健康和环境的安全。同时, 

政府和行业部门也应该给予低毒性、低残留的农药更多的

关注和支持。比如鼓励生产商开展相关研究和生产, 增加

低毒性、低残留农药的供应量; 建立完善的监管体系, 确

保低毒性、低残留农药的质量和安全性等。这些措施将有

力地促进低毒性、低残留农药的推广和普及。 

4.4  正确的处理方式 

在农产品加工、贮存和运输过程中, 应按照正确的处

理方式进行处理, 如洗涤、消毒、去皮、削皮等, 从而降

低农药残留量的风险。首先, 对于海南特色热带果蔬, 如

豇豆、芒果、荔枝、香蕉等, 在洗涤方面, 应该用流动清

水反复洗涤, 以将表面农药残留去除[56‒57]。其次, 在消毒

方面, 应该使用符合安全标准的消毒剂, 如氢过氧化物、

过氧乙酸等, 消毒剂使用的浓度和时间应遵循相应的规定, 

并且要注意彻底冲洗干净[58‒59]。此外, 对于一些需要去皮

或削皮的农产品, 如芒果、木瓜等水果, 应该在去皮或削

皮前, 先将表面的农药残留彻底清洗干净。最后, 在运输

和贮存方面, 应该采取适当的包装和储存方式, 避免农药

残留与其他物品接触, 要确保食品在贮存和运输过程中的

卫生安全[60]。正确的处理方式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减少农产

品中的农药残留量, 从而保证消费者的食品安全。 

4.5  加强公众意识与科普 

加强公众对农药残留的认识和科普 , 提高消费者

的自我保护意识和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 从而推动农

药残留控制工作的开展。公众通过了解农药残留对健康

的影响和如何正确选择、处理和烹饪食品等方面的知识, 

可以更好地保护自己的健康和安全。此外, 公众也应该

积极参与到农药残留控制工作中来, 比如提高对有机农

产品的认知、支持农业生产者不使用高毒性、高残留的

农药等。 

为了加强公众意识与科普, 可以通过多种途径, 比如

媒体宣传、社区教育、网络科普等方式, 向公众传递相关

知识和信息。政府和行业部门也可以组织宣传活动、举办

培训班等形式, 向公众普及相关知识。同时, 也可以在食

品包装上标明农药残留情况, 提高消费者对食品安全的警

觉性和保护意识。 

综上, 对于农户而言, 首先要规范和科学使用农药。

其次要精准减药, 遵循“以预防为主, 综合治理”的理念。最

后, 可以采取绿色防控技术, 例如轮作控害, 生物防治和

物理干预控制。对于公众而言, 需要加强对农药残留的认

识, 引导公众参与到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来, 以保护自

己的健康安全。总之, 农药残留的监管和控制都是保障食

品安全的重要手段。一方面需要加强对市场的监督和检

测 , 建立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 , 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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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度 , 保障消费者的权益; 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农民的教

育和培训 , 提供农业生产技术和咨询服务 , 引导农民科

学、规范使用农药。 

5  结束语 

综合对农药残留膳食风险评估、农药残留监管和控制

技术的讨论, 农药残留问题所带来的危害更应该受到高度

关注, 并采取系统化的措施来控制和管理农药残留。虽然

农药残留问题较为复杂, 但是可以通过加强法律法规制定

和执行、加强科技创新、推广有机农业和生态农业、提高

公众意识等手段来有效降低农药残留的水平。同时, 也需

要不断加强相关研究和技术创新, 开发更加安全和环保的

农药, 并倡导绿色生产方式和循环经济理念, 从而实现农

业可持续发展和人类健康的保护。 

此外, 从监管层面可以发展更加高效的快速检测技

术对农药残留进行准确检测。常用的快速检测技术不仅可

以快速检测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物, 还可以检测食品加工

过程中的农药残留物。通过建立快速检测技术平台, 有利

于加强农药残留的监管和控制。从控制层面可以开发新的

清洗技术, 例如在不使用化学消毒剂的情况下, 电解水清

洗技术可以对农产品进行清洗和消毒, 能够有效地去除蔬

菜、水果等农产品表面的细菌和农药残留, 同时还可以保

持农产品的新鲜度和口感。 

总的来讲, 降低农药残留的关键在于采用科学的方

法进行评估和监管, 并采用新型科学技术进行控制和管

理。例如, 绿色高效农药合成技术可以减少农药的使用量

和毒性, 从根本上解决农药残留问题; 快速检测技术可以

及时、准确地检测农产品中的农药残留, 保障消费者的安

全和健康; 而农药清洗技术则可以有效减少农药残留的影

响, 并且对于农民来说也是一种经济、环保的好方法。只

有在科学指导下不断地提高农药残留的控制和管理水平, 

才能保障人类健康和生态环境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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