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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凉市蔬菜农药残留动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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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2010—2012年，对平凉市主要蔬菜生产基地、农贸市场、综合超市的六大类蔬菜中3类26个检测项
目的农药残留情况进行了抽检。结果表明，六大类蔬菜中叶菜类农药超标率最高；3类农药中以有机磷类农药超
标率最高；不同流通渠道中以农贸市场的蔬菜农药残留超标率较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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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中农药残留对人体健康存在潜在风险，
以蔬菜农残为主的农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日益受到
人们的关注［ 1～5］。及时、准确的检测蔬菜中农药
残留量，监控农药的合理使用，杜绝农药残留超
标蔬菜上市等问题成为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的重
中之重［ 6～7］。分析 2010—2012年 3 a间平凉市蔬
菜农药残留动态及蔬菜质量安全水平，对今后平
凉市蔬菜质量安全监测意义重大。
1 材料与方法
1.1 抽样方法

按照 NY/ T 5344 -2006《无公害农产品抽样规
范》规定的方法，于 2010—2012年随机抽取平凉
市主要蔬菜生产基地、农贸市场、综合超市的叶
菜、甘蓝、茄果、瓜菜、豆、根茎类等六大类蔬
菜共 440份样品。
1.2 检测项目与方法
按照 NY/T 761-2008《蔬菜水果中有机磷、有

机氯、拟除虫菊酯和氨基酸甲酯类农药残留的测
定》方法，检测有机磷类（分甲胺磷、甲基对硫磷、
久效磷、乐果、乙酰甲胺磷、毒死蜱、杀螟硫磷、
对硫磷、水胺硫磷、氧化乐果、磷胺、亚胺硫磷、

敌敌畏、二嗪磷、三唑磷、马拉硫磷、甲拌磷、
喹硫磷 18个检测项目）、拟除虫菊酯类（分甲氰菊
酯、氯氟氰菊酯、溴氰菊酯、氯氰菊酯、氟氯氰
菊酯、氰戊菊酯 6个检测项目）、有机氯类（分百
菌清、三唑酮 2个检测项目）农药的残留量。检测
仪器为 SP-3420型气相色谱仪和 Agilent 6890N型
气相色谱仪。测定结果依据《GB2763-2012食品中
农药最大残留限量》标准进行判定。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种类蔬菜中的农药残留

从表 1可看出，2010年抽检的 176份样品中，
除豆类和根茎类农药未超标外，其余 4类蔬菜均
超标，其中以叶菜类超标率最高，为 7.7%；其次
是甘蓝类，超标率为 4.3%。2011年抽检的 176份
样品中，叶菜、茄果类蔬菜农药超标，超标率分
别为 4.8%、1.7%；其余 4类蔬菜均未超标。2012
年抽检的 88份样品中，仅根茎类蔬菜农药超标，
超标率为 15.4%；其余 5类蔬菜均未超标。由 3 a
综合抽检结果可见，平凉市 6类蔬菜农药超标率
从大到小依次为叶菜类、根茎类、甘蓝类、茄果
类、瓜菜类、豆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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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
种类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3 a综合
样品数
（份）

超标率
（%）

样品数
（份）

超标率
（%）

样品数
（份）

超标率
（%）

样品数
（份）

超标率
（%）

叶菜类 13 7.7 21 4.8 20 0 54 3.7
甘蓝类 23 4.3 8 0 12 0 43 2.3
茄果类 63 3.2 60 1.7 20 0 143 2.1
瓜菜类 35 2.9 55 0 13 0 103 1.0
豆类 19 0 12 0 10 0 41 0
根茎类 23 0 20 0 13 15.4 56 3.6

表 1 2010—2012年平凉市 6类蔬菜的农药残留超标率

2.2 不同农药在蔬菜中的残留情况

由表 2可见，在 2010—2012年被抽检的 3类
26个农药项目中，除磷胺、二嗪磷、甲拌磷、喹硫
磷、氟氯氰菊酯 5个未检出外，其余 21个（其中含
国家全面禁止在农业上使用的 5个高毒有机磷农药
中的甲胺磷、甲基对硫磷、久效磷、对硫磷 4个）
均被检出，检出率排在前 8位的分别为三唑酮、百
菌清、甲氰菊酯、溴氰菊酯、敌敌畏、乙酰甲胺
磷、甲胺磷、乐果；且敌敌畏、乐果、氰戊菊酯、
氧化乐果 4个超标。

由表 3可见，检出率 2010、2011、2012年均
以有机氯类最高，分别为 39.8%、59.1%、4.5%；其
次是拟除虫菊酯类，分别为 25.0%、20.5%、1.3%；
有机磷类最低，分别为 9.0%、7.6%、0.9%。超标率
2010、2011 年以有机磷类最高，分别为 0.6%、
0.1%，有机氯类、拟除虫菊酯类农药均未超标；
2012年以拟除虫菊酯类最高，为 0.3%，其次是有
机磷类，为 0.1%，有机氯类农药未超标。综合 3 a
抽检结果可见，有机磷类农药检出率最低，为
6.1%，但超标率最高，为 0.3%；拟除虫菊酯类农药
检出率较高，为 15.6%，超标率为 0.1%；有机氯类
农药检出率最高，为 34.5%，但未检出超标。
2.3 不同流通渠道的蔬菜农药超标情况
由表 4可见，2010—2012年，生产基地和综

合超市蔬菜的农药残留超标率呈逐年减小趋势，
且 2012年均未检出超标；农贸市场蔬菜 3 a的农
药残留抽检结果均有超标，以 2012 年超标率最
高，达 4.5%。同时，2010、2012年外地蔬菜农药
残留超标率均大于本地蔬菜， 2010超标率达最大
值，为 5.2%。
3 小结与讨论
1） 2010—2012年连续 3 a对平凉市主要的蔬菜生
产基地、农贸市场、综合超市的六大类蔬菜中 3类
（26个检测项目）农药残留情况抽检结果表明，不同
种类蔬菜受农药污染程度不同，以叶菜类农药超标
率最高；有机磷类农药检出率最低，但超标率最
高；有机氯类农药检出率最高，但均未超标；生产
基地和综合超市的蔬菜农药残留超标率呈逐年减小
趋势，农贸市场的蔬菜农药残留超标率较高。
2）本次抽检结果表明，随着国家禁止在蔬菜中使

检测项目 样品数
（份）

检出率
（%）

超标率
（%） 检测项目 样品数

（份）
检出率
（%）

超标率
（%） 检测项目 样品数

（份）
检出率
（%）

超标率
（%）

有机磷类 氧化乐果 308 0.3 0.3 拟除虫菊酯类
甲胺磷 440 14.3 0 磷胺 88 0 0 甲氰菊酯 220 38.2 0

甲基对硫磷 264 0.8 0 亚胺硫磷 132 1.5 0 氯氟氰菊酯 176 4.5 0
久效磷 264 1.9 0 敌敌畏 132 21.2 5.3 溴氰菊酯 220 29.5 0
乐果 132 12.9 0.8 二嗪磷 44 0 0 氯氰菊酯 132 4.5 0

乙酰甲胺磷 176 18.2 0 三唑磷 44 4.5 0 氟氯氰菊酯 132 0 0
毒死蜱 308 10.4 0 马拉硫磷 176 1.1 0 氰戊菊酯 176 1.1 0.6
杀螟硫磷 176 6.8 0 甲拌磷 88 0 0 有机氯类
对硫磷 176 0.6 0 喹硫磷 88 0 0 百菌清 220 31.8 0
水胺硫磷 176 1.1 0 三唑酮 44 50.0 0

农药种类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3 a综合

检测项目
（个）

检出率
（%）

超标率
（%）

检测项目
（个）

检出率
（%）

超标率
（%）

检测项目
（个）

检出率
（%）

超标率
（%）

检测项目
（个）

检出率
（%）

超标率
（%）

有机磷类 924 9.0 0.6 1 452 7.6 0.1 880 0.9 0.1 3 256 6.1 0.3
拟除虫菊酯类 176 25.0 0 572 20.5 0 308 1.3 0.3 1 056 15.6 0.1
有机氯类 88 39.8 0 88 59.1 0 88 4.5 0 264 34.5 0

表 2 平凉市蔬菜农药残留 2010—2012年抽检结果

表 3 2010—2012年平凉市蔬菜中 3类农药残留超标情况

流通渠道
2010年 2011年 2012年

样品数
（份）

超标率
（%）

样品数
（份）

超标率
（%）

样品数
（份）

超标率
（%）

生产基地 36 2.8 38 0 24 0
农贸市场 85 1.2 94 1.1 44 4.5
综合超市 55 3.6 44 2.3 20 0
本地 118 0.8 60 1.7 54 1.9
外地 58 5.2 116 0.9 34 2.9

表 4 2010—2012年平凉市不同流通渠道蔬菜的
农药超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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旱地全膜双垄沟播技术是根据甘肃省中东部
雨养农业区的实际提出的一项重大旱作农业新技
术，集垄面集流、覆膜抑蒸、垄沟种植技术于一
体，具有极其显著的集雨、保墒和增产作用［ 1～2］。
近年来，随着玉米全膜双垄沟播技术的大面积推
广，玉米播种面积和产量也大幅度增长。为了进
一步提高地膜覆盖的效率和化肥利用率，有效减
轻农业面源污染，我们于 2013年进行了玉米全膜
双垄沟播旧膜再利用与新覆膜施肥比较试验，现
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指示玉米品种为中单 2 号。供试地膜为厚

0.008 mm、宽 120 cm的超薄地膜，天水天宝塑料
厂生产。供试尿素（含N 46%）由中国石油兰州化学
工业公司生产，普通过磷酸钙（含P2O5 16%）由云南
上磷化工有限责任公司生产。

1.2 试验方法

试验设在秦安县云山乡吴大村梯田地。海拔
1 715 m，年平均降水量 560 mm，年平均气温 6.8
℃，无霜期 165 d。试验地地势平坦，肥力中等，
黑垆土，前茬玉米。耕层含有机质 8.8 g/kg、碱解
氮 40 .0 mg/kg、速效磷 7.8 mg/kg、速效钾 261 .0
mg/kg，pH为 8.2。试验共设 4个处理，处理①为
全膜双垄沟播一膜两年用，上年玉米收获后留膜，
第 2年种植玉米，全部磷肥苗期一次性追施，氮
肥在苗期、拔节期、大喇叭口期各追施总量的
1/3。处理②种植方式同处理①，全部磷肥在苗期
一次性追施，氮肥在拔节期追施总量的 2/3，大喇
叭口期追施总量的 1/3。处理③为新覆膜全膜双垄
沟播，全部磷肥及氮肥在覆膜前一次性施入；处
理④种植方式同处理③，全部磷肥在覆膜前一次
性施入做底肥，氮肥总量的 1/3作底肥，拔节期、
大喇叭口期、灌浆期各追施余量的 1/3。随机区组

玉米全膜双垄沟播一膜两年用与新覆膜效果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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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旱地梯田比较了玉米全膜双垄沟播旧膜再利用与新覆膜栽培的效果。结果表明，玉米覆新膜全
膜双垄沟播，覆膜前一次性施入全部磷肥及氮肥处理的折合产量为 10 454.5 kg/hm2，纯收益最高，可达 13 864
元/hm2，产投比 2.97，综合效益较好，可在当地生产中推广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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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高毒农药政策的实施和菜农自身意识的提高，
平凉市蔬菜生产基地的农药施用和管理已逐步规
范。但由于高毒农药对大部分害虫防除效果较好，
加之市场流通环节比较复杂，质量安全监管难度较
大，部分菜农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仍违禁使用高毒
农药。今后应进一步加大监管力度，建立健全的蔬
菜农药残留监测体系，大力推广高效无毒的植物性
农药和生物防治技术，以确保蔬菜质量安全［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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