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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时报 肖洁报道］今年2月，海南“毒豇豆事件”暴露出果蔬农残快速检测技术的缺陷。 

 

海南豇豆一次次逃过例行的快速检测，最终在实验室的色谱检测中才查出了违禁高毒农药的具体品

种和残留量。这让媒体对农残快速检测技术产生质疑。 

 

我国目前普遍使用的农残速测法是酶抑制法。酶抑制法快速检测技术为什么让高毒农药一再漏网？

快速检测技术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发展前景究竟如何？《科学时报》记者日前采访了几位业内专家。 

 

农残速测法缘何“执法不严” 

 

在“毒豇豆事件”的报道中，媒体指出，农残速测技术缺点多多：只能作农药残留定性检测，不能

作定量检测；只能作粗略检测，武汉用色谱仪器测出每公斤零点几毫克的水胺硫磷残留量，海南的农残

快速检测根本不能测出；此外，农残快速检测还有很多假性结果。 

 

中国农科院标准与检测技术首席科学家王静给记者解释了酶抑制法的基本原理：酶抑制法是用来检

测有机磷类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的方法，这两类农药能够抑制乙酰胆碱酯酶或丁酰胆碱酯酶的活性。人

们可以从苍蝇或电鳗的头部等处来提取这种酶。快速抽检时，将蔬菜汁提取出来，加入酶反应液。如果

有这两类农药存在，就会对酶产生抑制，使其活性下降，反应溶液的颜色就会有变化，从而得知有农药

残留。 

 

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很明显。蒋士强是中国仪器仪表学会农业仪器应用技术分会常务副理事长，他

表示，酶抑制法早在1951年由美国提出，1968年由加拿大作了改进，我国在上世纪80年代也着手研发

过。但是该方法只能检测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二类农药，而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两类农药中包含多种农

药，同类而不同种农药的酶抑制率差别很大，所以用统一的抑制率确定农药残留是否超标，必然会产生

假阳性或假阴性的漏检。 

 

王静告诉记者，药物交叉反应也会带来复杂情况，此外，葱姜蒜等辛辣食品以及一些有颜色的农产

品都会对反应结果产生影响。 

 

由于这些局限性，一些专家甚至称现在的酶抑制农残速测法是“假警察”、“稻草人”。 

 

蒋士强说：“酶抑制法可说仅适用于基层初检，起警示作用。发现超标现象时，必须用标准方法复

测、确证，即使不超标也应按比例抽样，用可靠的方法复测和确证，决不能仅依靠酶抑制法的农残速测

仪。对快速检测方法的应用，在《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36条第二款有明确界定。” 

 

蒋士强进一步指出，当前酶抑制法在我国仅是“不得已而采用的速测法”，建议尽快修订应用酶抑

制法检测农残的标准。 

 

快速检测技术在我国仍有重要地位 

 

据专家介绍，酶抑制法在国外已经逐渐退出。而目前酶抑制农残速测法在我国的广泛使用，与我国

食品生产的现实情况息息相关。 

 

我国农产品与食品的生产、经营、监管等与西方发达国家不同。我国食品生产和供给渠道多、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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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规模小、分散，且法制和自律意识弱，人口与消费人群又众多。国家质检总局的调查数据显示，我

国45万个食品生产企业中，员工人数10人以下的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有35万家，比例近80%，基本上都

缺乏相应的技术和食品安全意识。另外，尽管我国目前的养殖和种植方面的规模在不断扩大，但是大部

分直接食用和食品加工用的农产品仍以分户生产为主。 

 

在检测实验室中，依据国家标准和行业标准装备的大型检测仪器有很多优点：精度高、可以定量和

定性（确证）分析，但是高昂的价格和较长的耗时及要求较高的使用技能是它的软肋。据了解，色谱仪

一般每台十几万元，色—质联用仪则需要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检测一个样品成本从几百元到两千元不

等，而且样本提取和净化步骤等前处理比较费时；但市场上一台速测仪加配套设备不到1万元，从取样

到检测只需10～20分钟，检测一个样品成本在2元左右，对操作人员的技术水平要求也不高。 

 

以上情况决定了快速检测技术目前在我国仍有重要地位，而且只有发展快速筛查检测技术才能实现

从源头进行监控。 

 

北京望尔生物技术有限公司是我国一家致力于食品安全快速检测技术研究的高新技术企业，近几年

来该公司的销售业绩一直快速增长。该公司总经理万宇平认为，快速检测技术“必然会在国家的发展过

程中扮演这样一个过渡的重要角色”，而且，即使在发达国家，“快测技术目前也在用”。 

 

现在，望尔的兽药残留快速检测产品占有约1/3的市场份额。其用免疫技术研发的“三聚氰胺检测

试纸条”可以在很短时间内完成检测，灵敏度也非常高。 

 

那么，为什么农残快速检测的灵敏度不够高呢？万宇平表示，免疫法与酶抑制法这两种快速检测技

术不在一个平台之上。在“毒豇豆事件”出来后，他们从技术角度评估了很多次，认为用免疫方法来做

相关的农残快速检测是可行的，也尝试进行相关研究。在国外，用免疫方法快速检测农药残留也已经是

成熟技术。 

 

但是，目前国内尚未有真正推广使用的免疫法农残快速检测产品。 

 

万宇平指出其中的关键是成本。免疫技术的研发门槛比较高，其产品成本也比酶抑制法产品成本高

多了，市场推广的难度很大。 

 

目前望尔公司用免疫技术研发的速测产品都是用于兽药残留筛查检测的。“举例来说，白菜和鸡

肉、猪肉、牛肉的售价差很多，如果采用同样的检测技术，检测成本分摊下来，白菜的价格就太高了。

如果将来要做，除了技术上的突破，还离不开政府的补贴和推广政策。”万宇平说。 

 

快速检测技术的发展趋势 

 

王静也表示，从技术上看，免疫法快速检测的确可以达到很高的检测精度。她说，放射免疫法和酶

免疫法的精度甚至可以与色—质联用分析相接近，能够测定很低的残留量。 

 

“但是蔬菜种植过程中往往不止使用一种农药，而且农药可以复配。”王静说，要想跟检测兽药残

留一样，针对一种药物做一种试剂盒，是不现实的。“每年农业部例行抽查监测的农药都有50种左右，

一个试剂盒根本涵盖不了这么多种农药，每种都做一个试剂盒又太划不来了”。 

 

王静认为，这正好说明了快速检测技术发展的一个重要趋势——要大力发展“类特异性”。 

 

万宇平同意这个观点：“免疫技术要在农残检测上大规模应用，还是需要突破一个难题——就是要

做出一类的药物的检测方法，而不仅仅是针对一种药物。” 

 

蒋士强也指出，为应对多目标物和提高灵敏度等要求，免疫技术必然向重组抗原、酶的定向改造以

及与其他技术复合或联用，如化学发光免疫分析、引入分子印迹技术等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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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只代表网友个人观点，不代表科学网观点。  

据王静和蒋士强介绍，快速检测技术通常采用化学和生物两方面的分析技术。化学方面主要指化学

检测试剂盒（试纸、卡、简易的光度计）、电化学传感器和化学发光技术等，如吉林大学采用以经典的

分析化学为基础，有针对性地整合和优化不同检测目标与任务，推出一系列与食品安全检测相关的化学

分析试剂盒，并配合快速提取和富集技术，构成多种、多参数食品安全速测仪。生物方面则包括免疫学

方法、生物传感器技术和蛋白质芯片等。 

 

王静强调，免疫学方法是当今的研究重点和主流方向。在农药检测方面，用免疫方法可以检测的农

药类别很多：包括有机磷类、氨基甲酸酯类、硫代氨基甲酸酯类、有机氯类、三嗪类、拟除虫菊酯类和

酰胺类等几十类农药。 

 

此外，王静和蒋士强还指出，化学发光技术、生物传感器技术、特种电化学传感器、蛋白芯片技

术、微流控芯片系统、专用的激光拉曼光谱、很前沿的深紫外光谱、离子迁移谱以及新离子化技术的便

携式质谱等，也是未来快速检测技术发展的重要方向，值得关注。 

 

“除了类特异性，未来的快速检测技术还不可避免地要求检测速度越来越快、灵敏度越来越高、操

作越来越简便，‘无试剂化’、仪器更微型化和便携化，联用技术应用越来越广泛。”王静说。 

 

万宇平认为，在快速检测技术的研发方面，国内与国外的差距不像大型仪器研发方面那么大，在有

的领域几乎“不相上下”。现在的望尔也可以攻克国外大公司不能解决的技术难题，吸引国外大厂商与

之合作，因此他们对未来很有信心。 

 

望尔很看好快速检测技术在中国的市场。“即使在未来，快测技术在不同阶段也有不同的项目来支

持它的发展，这是没有问题的。大型仪器检测技术与快速筛查技术配合，更加经济有效和即时——不管

是现在，还是以后。”万宇平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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