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辽宁省“中银杯”第二十届职业院校

技能大赛“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赛项规程

一、赛项名称

赛项编号：GZ20001

赛项名称：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赛项组别：高职

赛项所属产业类别：农林牧渔

二、竞赛目的

通过比赛推动高职院校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检测相关专业的

建设与课程改革，促进校企合作与产业发展。本赛项考查参赛选手利

用现代化大型分析仪器（气相色谱、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进行农药

残留、重金属污染的检测能力。通过对参赛选手综合素质的评价，可

达到检验高职院校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检测人才培养水平的目的，

也可以为农产品（食品）质量安全检测机构、企业检验部门的一线检

测人员提供人才储备。同时，本赛项通过以真实职业岗位任务为基础

的竞赛内容的实施，对提高学生职业技能操作水平、普及农产品质量

安全知识、强化学生社会责任意识都具有重要意义。通过 2个项目的

技能比赛，可达到以下目的：

1.较全面地检验和评价各高职院校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课程实

践教学能力和水平，促进工学结合人才培养模式的改革与创新；

2.通过大赛交流，促进学生专业素质和综合素质的提升，为食品

行业、产业提供合格人才；



3.以赛促教，推动高职院校教育教学改革的深化，有效提高教学

质量，为培养基本功过硬、操作规范娴熟、爱岗敬业的新型高技能人

才发挥引领作用；

4.以赛促改，通过真实项目引领及标准化操作，实现教学过程与

生产过程的无缝对接。

三、竞赛内容

（一）竞赛内容

本赛项包括农药残留检测和重金属污染检测 2个项目。

1.农药残留检测项目——蔬菜中有机磷类农药残留的检测

检测方法依照《蔬菜和水果有机磷、有机氯、拟除虫菊酯和氨基

甲酸酯类农药多残留的测定》（NY/T761-2008）操作。

本项目全面考察学生利用气相色谱法检测蔬菜中农药残留项目

的基本操作技能及职业素养。包括样品前处理、样品检测（送至第三

方检测机构进行，不作为考核点，但选手制备样品的回收率和 RSD

值将根据检测机构检测数据计分）、数据处理（提供统一打印图谱，

考核选手根据图谱计算检测结果的能力）、气相三维虚拟仿真操作和

基础理论测试 5个环节，全面考查参赛选手的基础理论知识、基本操

作技能、对操作过程整体把握和运用的能力以及在整个实验过程中的

文明操作和安全操作意识。

2.重金属污染检测项目——茶叶中重金属含量的检测

检测方法依照《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铅的测定—火焰原子

吸收光谱法》（GB 5009.12-2017）操作。本项目全面考察学生利用



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定茶叶中重金属含量项目的操作技术及职业

素养。具体包括样品预处理、上机测量、结果数据处理、原子吸收三

维仿真、基础理论测试等 5个环节，全面考查参赛选手的基础理论知

识、基本操作技能、对操作过程整体把握和运用的能力以及在整个实

验过程中的文明操作和安全操作意识。

（二）竞赛模块及时长

1.农药残留检测项目——“蔬菜中有机磷类农药残留的检测 ”

项目 考核模块 考核时长

蔬菜

中有

机磷

类农

药残

留的

检测

样品预处理 150分钟

检测结果 统一送检

数据处理 60分钟

气相三维仿真操作 60分钟

基础理论测试 60分钟

总计 330分钟

2.重金属污染检测项目——“茶叶中重金属含量的检测”
项目 考核模块 考核时长

茶叶

中重

金属

含量

的检

测

样品预处理 120分钟

上机测量 30分钟

数据处理 45分钟

原子吸收三维仿真 60分钟

基础理论测试 60分钟

合计 315分钟

四、竞赛方式

本次竞赛为团体赛。每个参赛队由 2 名参赛选手组成，每名选

手分别选择一个项目进行比赛，每个项目由 5 个模块组成，每个模

块成绩分别独立计分，最终成绩由二个项目的折合分数相加的总分决

定。

农药残留检测项目的试样前处理过程将由参赛选手现场操作完



成（过程评分）。样品提取液的上机测定由赛项专家组安排第三方检

测机构专家按规定统一进行（仪器操作不作为选手考核点）。选手制

备样品的回收率和 RSD 值将直接根据检测机构的检测数据计分（结

果评分）。为了考核参赛选手的图谱解读及数据处理能力，将提供统

一的打印图谱，考核选手根据图谱进行农药定性和定量计算、计算回

收率和 RSD 值等数据处理及正确填写检测记录单的能力（结果评

分）。同时进行了气相色谱仪三维仿真操作考核（仿真软件由赛项专

家组指定）（结果评分）和基础理论测试（结果评分）。

重金属检测竞赛项目的试样前处理过程参赛选手现场操作完成

（过程评分，样品消解液由组委会提前准备好，样品消解不作为考核

点），样品提取液由选手自己上机测量（过程评分）；选手还需对测

量结果进行数据处理，计算平行样的 RSD 和 MAE（结果评分）。

同时还进行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三维仿真软件操作考核（仿真软件由

赛项专家组指定）和基础理论测试（结果评分）。

五、竞赛流程

（一）竞赛日程安排表

1.农药残留检测项目竞赛日程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备注

第 1天

9:00-13:00 报到

14:00-14:30 选手抽签 分项目

14:30-16:00 选手熟悉场地 实训基地 分项目

第 2天

8:00-8:30 检录 实训基地

8:40-11:10

第一批样品预处理

技能操作竞赛

按预处理完成先后

顺序安排上机

实训基地

13:00-13:30 检录 实训基地



2.重金属污染检测项目竞赛日程

六、竞赛赛卷

本赛项包括农药残留检测和重金属污染检测 2个项目。本赛项按

照国家公布赛项样题抽取，样卷见附件。

13:40-16:10

第二批样品预处理

技能操作竞赛

按预处理完成先后

顺序安排上机

实训基地

第 3天

7:50-8:20 检录 实训机房

08:30-9:30 图谱处理 实训机房

9:45-10:45 气相色谱组三维仿

真操作
实训机房

11:00~12:00 理论考试 实训机房

日期 时间 内容 地点 备注

第 1天

9:00-13:00 报到

14:00-14:30 选手抽签 分项目

14:30-16:00 选手熟悉场地 实训基地 分项目

第 2天

8:00-8:30 检录 实训基地

8:40-10:40

第一批样品预处理

技能操作竞赛

按预处理完成先后

顺序安排上机

实训基地

13:00-13:30 检录 实训基地

13:40-15:40

第二批样品预处理

技能操作竞赛

按预处理完成先后

顺序安排上机

实训基地

第 3天

7:50-8:20 检录 实训机房

8:30-09:15 数据处理 实训机房

9:45-10:45 重金属组三维仿真

操作
实训机房

11:00~12:00 理论考试 实训机房



七、竞赛规则

（一）参赛资格

1.参赛选手须为普通高等学校全日制在籍专科学生。本科院校中

高职类全日制在籍学生。五年制高职四、五年级在籍学生。

2.凡在往届全国职业院校技能大赛中获一等奖的选手，不能再参

加同一项目同一组别的比赛。

（二）报名要求

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报名获得确认后不得随意更换。如备赛过程

中参赛选手和指导教师因故无法参赛，须于相应赛项开赛 10个工作

日之前出具书面说明，经大赛执委会办公室核实后予以更换。竞赛开

始后，参赛队不得更换参赛队员，允许队员缺席比赛。

（三）赛前准备

1.熟悉场地：比赛日前一天下午 14:30-16:00开放赛场，参赛选手

应在竞赛日程规定的时间内熟悉竞赛场地。

2.领队会议：比赛日前一天下午召开领队会议，由各参赛队伍的

领队和指导教师参加，会议讲解竞赛注意事项并进行赛前答疑。

3.抽签仪式：领队会议上进行批次抽签，比赛前 20分钟内进行

选手赛位抽签，最终确定各参赛队的赛次工位。

4.参赛队入场：参赛选手应提前 30分钟到达赛场，接受工作人

员对选手身份、资格和有关证件的核验，赛位由抽签确定，不得擅自

变更、调整；选手在竞赛过程中不得擅自离开赛场，如有特殊情况，



须经裁判人员同意。选手不得将手机、无线上网卡、移动存储设备、

资料等与竞赛无关的物品带入赛场。

（四）正式比赛

1.所有人员在赛场内不得有影响其他选手完成工作任务的行为，

参赛选手不允许窜岗窜位，使用文明用语，不得言语及人身攻击裁判

和赛场工作人员。

2.选手须严格遵守安全操作规程，接受裁判员的监督仲裁组和警

示，以确保参赛人身及设备安全。选手因个人误操作造成人身安全事

故和设备故障时，裁判长有权中止该队比赛；如非选手个人因素出现

设备故障而无法比赛，由裁判长视具体情况做出裁决(调换到备份赛

位或调整至最后一场次参加比赛)；如裁判长确定设备故障可由技术

支持人员排除故障后继续比赛，将给参赛选手补足所耽误比赛时间。

3.选手进入赛场后，不得擅自离开赛场，因病或其他原因离开赛

场或终止比赛，应向裁判示意，须经赛场裁判长同意，并在赛场记录

表上签字确认后，在赛场工作人员指引下到达指定地点。

4.选手须按照程序提交比赛结果，在比赛赛位的计算机规定文件

夹内存储比赛文档，配合裁判做好赛场情况记录，并签字确认，裁判

提出签名要求时，不得无故拒绝。

5.裁判长发布比赛结束指令后所有未完成任务参赛选手立即停

止操作，按要求清理赛位，不得以任何理由拖延竞赛时间。

（五）成绩评定

1.过程评判，所有评分项要由过程裁判签字。



2.结果评判，结果裁判负责所有工位的评判，裁判评分进行算术

平均后作为选手最后得分，并有专人进行录像。

3.评判结束后，记分员负责在监督仲裁组监督下完成统分工作，

统分表由记分员、裁判长、监督仲裁组成员共同签字确认，在监督仲

裁组监督下由裁判长审核签字后封装。

4.总分相同的队伍，按照重金属检测项目的比赛分数进行排名，

该项目比赛分数仍然相同的队伍，按照农残检测项目-检测结果考核

环节的分值进行排名。

（六）成绩公布

记分员将解密后的各参赛队伍（选手）成绩汇总成最终结果，经

裁判长、监督仲裁组签字后进行公示。

八、竞赛环境

（一）数据处理及三维仿真操作考核场地

各项目的数据处理考核、图谱是及三维仿真操作考核在计算机室

进行， 一名选手一台计算机独立完成。

（二）现场操作项目竞赛场地

二个现场操作项目的比赛分别在独立实验室进行。实验室环境标

准要求照明、控温良好，能提供稳定的水、电。每个竞赛场地边上设

有卫生间，赛场外提供医疗服务站，有正常的楼梯及紧急疏散通道。

每个项目考核场地内设有相对独立的实验台，每个实验台按照每

批次选手人数分为不同实验区，每个实验区标明编号。竞赛所需试剂

以及部分溶液，将统一提供。



九、技术规范

竞赛项目的命题结合农产品（食品）检测职业岗位的技能需求，

并参照表中相关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制定。

序号 标准号 名称

1 NY/T 761-2008 蔬菜和水果有机磷、有机氯、拟除虫菊酯和

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多残留的测定

2 GB 5009.12-20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铅的测定

十、技术平台

（一）实验室要求

1.标准化分析化学实验室 2间，配备 6个以上独立操作台；通风

橱 3～4个。

2.原子吸收光谱分析室 1间，配备通风、气路系统。

3.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 4～5台。

4.气相色谱仪（带自动进样器），可以通过第三方认证的检测机

构提供，承担农残农残样品检测。

5.计算机房 1间，配备 30台以上电脑，预装 win7操作系统。

6.满足竞赛要求的三维虚拟仿真软件。

7.每个实验室应配备固废收集容器、液废收集容器、尖锐物收集

容器各一套，并写明标识。

（二）各竞赛项目所用主要设备

1.农药残留检测项目

序号 名称 规格 备注

1 气相色谱仪
配备毛细管色谱柱、FPD 检测器、

程序升温柱温箱
送检

2 电子天平 0.01 g 1台/人

http://www.csres.com/detail/66266.html


3 食品加工器 根据比赛项目需要配备 1台/人

4 旋涡混合器 根据比赛项目需要配备 1台/人

5 氮吹仪 根据比赛项目需要配备 2-3人共用

7 一次性注射器 1 mL 3支/人

8 微量移液枪及

枪头
量程 100uL 1支/人

9 具塞量筒 50 mL 3支/人

10 具塞刻度试管 10 mL 3只/人

11 微孔滤膜 0.22 μm 有机膜 3
只/人

2.重金属污染检测项目

序号 名称 型号规格 备注

1 电子天平 感量 0.0001 2-3人共用

2 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计
单火焰，配备 Pb 空心阴极灯 共用

3 电脑主机 通用 共用

4 打印机 通用 共用

5 锥形瓶 250 mL 1只/人

6 分液漏斗 125 mL 10只/人

7 容量瓶 50 mL 1只/人

8 吸量管 1.0 mL 3 只/人

9 吸量管 2.0 mL 3 只/人

11 吸量管 5.0 mL 3 只/人

12 吸量管 10.0 mL 3 只/人

13 带塞刻度管 10 mL 10只/人

（三）各竞赛项目所用主要试剂

1.农药残留检测项目
序号 名称 规格 备注

1 乙腈 色谱纯

2 丙酮 色谱纯

3 氯化钠 分析纯

2.重金属污染检测项目
序号 名称 规格 备注

1 样品消解液
真实浓度不标注，

数据处理时告知

2 试剂空白液



3 硫酸铵溶液 300 g/L
4 柠檬酸铵溶液 250 g/L 现配

5 溴百里酚蓝水溶液 1 g/L 现配

6 二乙基二硫代氨基甲酸

钠（DDTC）溶液
50 g/L 现配

7 氨水（1+1） 现配

8 4-甲基-2-戊酮（MIBK） 分析纯

9 水 高纯水

10 铅标准溶液 100 μg/mL

（四）各竞赛项目所用主要软件

1. 气相色谱操作仿真软件：由大赛组委会指定。

2. 重金属操作仿真软件：由大赛组委会指定。

十一、成绩评定

（一）评分标准

1.农药残留检测项目

（1）现场操作考试时间 150 分钟（不包含氮吹等待的时间）。

计时从实验准备开始，至实验台清洁完毕结束。学生须按规定时间完

成操作，超时 10 分钟以内，每分钟扣 0.3 分；10 分钟以上每分钟

扣 0.5 分，最高扣 10分，超时 30 分钟停止操作。

（2）气相色谱仿真软件 60 分钟，数据处理考试时间为 60 分

钟。学生须按规定时间完成操作，超时停止操作。

（3）评分标准见下表

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知识点/技能点 分值

蔬菜

中有

机磷

类农

药残

留的

检测

样品

预处

理

制样 制样方法；食品加工器的使用 5

提取
天平的使用；移液枪的使用；移液管的使用；

旋涡振荡器的使用；过滤方法
17

净化
氮吹仪的使用；旋涡振荡器的使用；移液管的

使用
18

规范与

安全等

标识规范；文明操作规范；安全操作规范； 5

操作熟练度 5



检测

结果

回收率 考察样品的回收率，仪器操作不作为考核点 8
RSD值 考察样品 RSD结果。仪器操作不作为考核点 7

数据

处理

定性

分析

根据给定的标准溶液谱图，准确填写农药标准

品的信息、填写待测农药信息
6

定量

分析

计算被测农药的质量分数、回收率和精密度，

并正确运用修约规则。
9

气相

三维

仿真

操作

实验室

安全

实验室安全知识；实验仪器设备管理与维护；

检测过程中所涉及实验室安全隐患排查；安全

防护用品使用及穿戴等

5

气相仿

真操作

建立检测方法包括进样口、检测器、色谱柱温

度设置，气体流量等设置；设置样品信息并进

样；建立标准曲线，对未知样品进行定性和定

量分析

15

基础

理论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基础理论、仪器分析（色谱、紫外-
可见光谱、原子吸收光谱等）、样品前处理、数据分析、

实验室安全等相关知识。

20

总计 120

2.重金属污染检测项目

（1）预处理时间为 2小时，上机检测时间为 0.5小时，学生须

按规定时间完成操作，超时 10分钟以内，每分钟扣 0.3分；10分钟

以上每分钟扣 0.5分，最高扣 10分，超时 30分钟停止操作。

（2）数据处理时间为 45 分钟，原子吸收三维仿真操作时间为

60 分钟，基础理论考试时间 60 分钟。学生须按规定时间完成操作，

超时停止操作。

（3）评分参考标准见下表。

项目 考核内容 考核知识点/技能点 分值

茶叶

中重

金属

含量

的检

测

样品预

处理

样品称重 分析天平的使用 5

标样稀释 移液管的使用；容量瓶的使用 12

萃取分离 分液漏斗的使用 13

规范与安全
安全、文明

操作安全、实验台面整洁、正

确倾倒废弃物
5

熟练度 选手操作熟练程度 5



上机测量
单火焰原子吸收分光光度计的操作：包括开关

气体和点火；软件操作、参数设置；进样测定
20

数据处理
原始数据记录规范；标准曲线的制作；数据计

算方法；数据修约原则；精密度；准确度
20

原子吸收

三维仿真

实验室组织

管理

能够理解实验室安全管理制

度；正确进行 实验室安全防

护；处理实验室常见安全事

故。

5

样品前处理

参照国标进行试样制备；对样

品进行湿法消解；微波消解；

压力罐消解。

7

石墨炉法含

量测定

正确进行标准样品配制；独立

完成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计

（石墨炉法）的开关机操作；

正确设置分析方法并完成样

品的采集；正确进行数据处理

并得到分析结果；对原子吸收

分光光度计进行日常维护并

对使用过程中的常见故障进

行处理。

8

基础理论测试

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基础理论、仪器分析（色

谱、紫 外-可见光谱、原子吸收光谱等）理论、

样品前处理、数据分析、实验室安全等相关知

识。

20

合计 120

（二）评分方法

竞赛评分严格按照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本次竞赛成绩按照

百分制计分。竞赛过程中，参赛选手如有不服从裁判判决、扰乱赛场

秩序、舞弊等不文明行为，由裁判长按照规定扣减相应分数，情节严

重的取消竞赛资格，竞赛成绩记 0分。

1.农药残检测项目

样品预处理技能操作评分：每个批次选手共安排若位现场评分裁

判，负责选手评分，即每位参赛选手将由若干名裁判员同时给出分数，

取平均分为选手的现场操作竞赛成绩。上机检测考核项目的回收率及



RSD 评分：由负责大赛检测工作的第三方检测机构裁判按评分标准

进行阅卷，客观评分。数据处理评分：由裁判将试卷拆封并发至各选

手完成数据处理；考核结束后，由裁判根据标准答案进行阅卷，客观

评分。气相三维仿真操作考核评分：由裁判进行现场监考，选手按规

程完成操作，计算机依据选手操作步骤的正确与否和操作质量，自动

客观评分。基础理论评分：由裁判根据标准答案对选手试卷进行阅卷，

客观评分。

2.重金属污染检测项目

样品预处理技能操作评分：安排若干名现场裁判，每位参赛选手

由现场裁判员同时给出分数，计算平均分为现场操作分数。上机测量

操作评分：上机环节每个批次选手共安排若干名裁判现场评分，即每

位参赛选手将由裁判员同时给出分数，取平均分为选手的上机操作

竞赛成绩。数据处理评分：由裁判将试卷拆封并发至各选手完成数据

处理；考核结束后，由裁判进行阅卷，客观评分。原子吸收三维仿真

操作考核评分：由裁判进行现场监考，选手按规程完成操作，计算机

依据选手操作步骤的正确与否和操作质量，自动客观评分。基础理论

评分：由裁判根据标准答案对选手试卷进行阅卷，客观评分。记分员

将各参赛队伍成绩汇总成最终成绩单，经裁判长、监督仲裁组组签字

后进行公示。

（三）裁判人员具体要求

裁判员由裁判长、评分裁判员、现场裁判员和加密裁判员组成。

其中评分裁判员，由相关专业职业技能鉴定考评员、行业企业专家、



高等院校的专业教师组成。

序号
专业技术方

向
知识能力要求

执裁、教学、

工作经历

专业技术职称

（职业资格等级）

1

农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

分析化学、

仪器分析等

熟悉农产品安全检

测前处理操作流程，

熟悉实验室分析仪

器的操作及运用

有相关教学

或工作经历
副高及以上

十二、奖项设定

根据比赛成绩，按不超过实际参赛队数量的 10%设置一等奖、

20%设置二等奖、30%设置三等奖。

十三、赛场预案

为确保赛项安全顺利进行，保障各地参赛队师生的人身安全，及

时有效的处理大赛期间突发安全事故，保证大赛安全有序的进行，特

制定以下方案及突发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1.严格按照《高等学校实验室安全管理办法》的有关规定准备和

开展赛项的竞赛活动。

2.成立竞赛安全工作组，分设安全用电、用气、防火等安保人员，

对赛场内所有设施设备进行安全检查，排除各种安全隐患。

3.对竞赛中可能出现的伤害事故，做好相应的应急准备，备好急

救药品及车辆，确保及时实施救助。

4.制定赛场指示图，竞赛期间遇有突发或紧急情况，有关人员按

赛场疏散图指标指示，有指定专人指引、带领及时做好疏散。

5.针对各个赛项的安全隐患，特做如下应急预案：

（1）加强赛场安保，与比赛无关人员禁止进入竞赛场地；

（2）用到易燃试剂或气体的比赛场地加配灭火器材，并配备足



够的安全员；

（3）重金属污染检测项目上机检测单元要用到乙焕钢瓶，配置

钢瓶气瓶柜并由专门的志愿者管理，确保气瓶安全使用。另外原子吸

收分光光度计安装要符合安全的要求。

（4）若因选手因素造成设备故障或损坏，无法进行比赛，裁判

长有权终止该队比赛；若因非选手个人因素造成设备故障的，由裁判

长视具体情况做出裁决，参赛选手应听从裁判裁决。

6.根据属地要求，做好参赛选手、指导教师、裁判员、工作人员

等疫情防控工作。

十四、赛场安全

（一）消防安全

赛场内要配备适当的消防设备，包括喷淋、沙堆、灭火器等，要

保证消防通道的畅通。

（二）人身安全

赛场内配备适当数量的洗眼装置，配备应急医务人员。配备一定

数量的安保人员，维持赛场内外秩序。

（三）动力安全

为保证竞赛顺利进行，赛场应配备应急电源和临时储备用水，以

备临时停电停水之用。

十五、竞赛须知

各参赛代表队要发扬良好道德风尚，听从指挥，服从裁判，不弄

虚作假。如发现弄虚作假者，取消参赛资格，名次无效。

（一）参赛队须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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