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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章  农药残留与监督

 



课程目标

本课程旨在介绍农药残留危害及其监控的相关知识，

并提供防范农药残留的方法和技术，以提高农产品安

全性。



课程内容简介

包括农药定义、分

类、基本构成和作

用、发展历程等

农药概述

包括农药残留的危

害、环境污染、监

测方法和防范等

农药残留的危
害和防范

包括农药在作物生

长过程中的应用、

生态环境对农药的

影响、农药使用对

生态环境的影响、

生态环境对农药残

留的影响等

农药使用和生
态环境

 

 



第二节第二节

农药残留的危害农药残留的危害

农药的环境污染农药的环境污染

农药残留的监测方法农药残留的监测方法

农药残留的防范农药残留的防范

第三节第三节

农药在作物生长过程中的应用农药在作物生长过程中的应用

生态环境对农药的影响生态环境对农药的影响

农药使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农药使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生态环境对农药残留的影响生态环境对农药残留的影响

  

  

课程大纲

第一节第一节

农药概述农药概述

农药定义农药定义

农药分类农药分类

农药基本构成和作用农药基本构成和作用

农药发展历程农药发展历程



农药定义农药定义

农药指对农田、农作物和农产品等进行防治有害生物的一农药指对农田、农作物和农产品等进行防治有害生物的一

类化学物质。类化学物质。



农药分类

主要用于杀灭害虫

杀虫剂

主要用于杀灭真菌

等病原体

杀菌剂

主要用于杀灭杂草

除草剂

 

 



长期接触农药残留可能导致中毒

中毒
01

03

某些农药成分会影响人类生殖能力

影响生殖能力

02

某些农药成分被证明是致癌物质

致癌



农药残留的环境污染

由于农药的持久性，不当的使用可能造成农田土壤和

水源等环境的污染。



农药残留的监测方法

可以对多种农药进

行分析

高效液相色谱
法

适用于分析挥发性

农药

气相色谱法

可以对微量农药成

分进行分析

质谱法

 

 



农药残留的防范农药残留的防范

农药使用应注意正确使用方法和时机，避免用药过量。加农药使用应注意正确使用方法和时机，避免用药过量。加

强农药残留监测和管理，对检出超标的农产品及时处理。强农药残留监测和管理，对检出超标的农产品及时处理。



使用方法使用方法

喷雾喷雾

灌溉灌溉

涂抹涂抹

适用对象适用对象

杀虫剂：害虫、螨虫、蚜虫等杀虫剂：害虫、螨虫、蚜虫等

杀菌剂：真菌、细菌杀菌剂：真菌、细菌

药剂剂型药剂剂型

水剂水剂

粉剂粉剂

乳剂乳剂

农药在作物生长过程中的应用

作物作物

稻谷稻谷

小麦小麦

玉米玉米

果树果树

蔬菜蔬菜



农药残留会对地表水造成污染

地表水污染
01

03

农药残留可能会对生态系统产生破坏性影响

生态系统破坏

02

长期过度使用农药会对土壤质量造成不良影响

土壤质量下降



农药使用对生态环境
的影响

农药使用对生态环境的影响包括对水源和土壤的污染，

以及对生态系统的破坏。



生态环境对农药生态环境对农药
残留的影响残留的影响

生态环境是农药残留的重要影响因素，包括土壤、水源和生态环境是农药残留的重要影响因素，包括土壤、水源和

气候等因素。气候等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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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章  农药残留的检测方法

 



农药残留检测简介

对农产品、环境等

进行检测，发现、

确认和确定农药残

留的量和品种

检测定义

保证农产品和环境

质量，控制农药残

留，保护人类健康

检测目的和方
法

相关法律法规规定，

如《食品安全法

》、《农药残留标

准》等

检测标准和要
求

如有机磷、氨基甲

酸酯、杀虫酰胺等

检测常用指标



物理检测法

利用物理学的基本

原理测量农产品中

的农药残留

物理检测法的
基本原理

如红外光谱、紫外

光谱等

物理测定法的
应用

优点是操作简单、

不需要特殊仪器；

缺点是灵敏度低、

误差大

物理检测法的
优缺点

如红外光谱法检测

西葫芦中有机磷农

药残留

物理检测法的
例子



化学检测法

利用化学反应测定

农产品中的农药残

留

化学检测法的
基本原理

如气相色谱、高效

液相色谱等

化学检测法的
种类

广泛用于农药残留

检测

化学检测法的
应用

优点是灵敏度高、

精确度高；缺点是

需要专业仪器、操

作复杂

化学检测法的
优缺点



生物检测法

利用生物学方法测

定农产品中的农药

残留

生物检测法的
基本原理

如酶联免疫吸附法、

生物传感器等

生物检测法的
种类

广泛用于农药残留

检测和环境监测

生物检测法的
应用

优点是灵敏度高、

快速方便；缺点是

对样品的准备要求

高

生物检测法的
优缺点



物理检测法示意物理检测法示意
图图

物理检测法基于物理学的原理，如利用温度、光谱等特性物理检测法基于物理学的原理，如利用温度、光谱等特性

检测农药残留。检测农药残留。



灵敏度高，能够检测出较小量的农药残留

优点
01

03

需要专业的仪器设备和人员操作

缺点

02

精确度高，能够检测出不同种类的农药残留

优点



化学检测法化学检测法

灵敏度高灵敏度高

精确度高精确度高

成本较高成本较高

生物检测法生物检测法

灵敏度高灵敏度高

快速方便快速方便

成本较高成本较高

  

  

不同检测方法的比较

物理检测法物理检测法

灵敏度低灵敏度低

操作简单操作简单

成本低成本低



生物检测法的应用

生物检测法广泛应用于农药残留检测和环境监测中，

具有检测灵敏度高、结果可靠、操作简单快速等优点。

例如，酶联免疫吸附法可以检测出非常小的农药残留，

被广泛用于水果、蔬菜等农产品的检测中。生物传感

器则可以实现实时、在线监测农药残留，能够有效保

障人们的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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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章  农药残留的监督

 



监管法规监管法规

《农药管理条例》《农药管理条例》

《食品安全法》《食品安全法》

《进口食品安全法》《进口食品安全法》

监管系统监管系统

农药残留检测系统农药残留检测系统

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食品药品监督管理系统

农药登记管理系统农药登记管理系统

监管工作机制监管工作机制

农药安全风险评估机制农药安全风险评估机制

农药残留标准制定机制农药残留标准制定机制

农药残留检测机制农药残留检测机制

农药残留监管体制

监管部门监管部门

政府部门政府部门

农业部门农业部门

食品药品监管部门食品药品监管部门



以上内容仅为本文档的试下载部分，为可阅读页数的一半内容。如要下载或阅读全文，请访问：
https://d.book118.com/477144036016006102

https://d.book118.com/477144036016006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