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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用 GD YN 2106s 农药残毒快速检测仪检测市售蔬菜中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农药的残留状

况。考查了清水、沸水、洗洁精、盐水洗涤去除蔬菜中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农药的效果, 其中沸水洗涤效果

最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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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蔬菜是人们日常餐桌上必不可少的食物, 多食蔬菜已成为人们一种现代的饮食观。然而, 高毒

高残留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施用于蔬菜上, 造成蔬菜严重受污染, 由此引发的食物中毒事故
时有发生, 危及人体健康[1—7 ]。本文就是研究如何简便、快速、有效地去除蔬菜中有机磷、氨基甲酸
酯类农药。

2　实验部分
2. 1　实验仪器与试剂

GD YN 2106s 农药残毒快速检测仪, GD YQ 2701s 样品提取仪 (长春吉大小天鹅仪器有限公司) ,

TH 2210 口袋称;

pH = 8. 0 缓冲溶液: 11. 9g 无水磷酸氢二钾与 3. 2g 磷酸二氢钾, 用 1000mL 蒸馏水溶解;

显色剂: 分别取 160m g 二硫代二硝基苯甲酸 (D TNB ) 和 15. 6m g 碳酸氢钠, 用 20mL 缓冲溶液
溶解;

底物: 25. 0m g 硫代乙酰胆碱, 加 3. 0mL 蒸馏水溶解; 所用试剂均为分析纯, 实验用水为蒸馏
水。

乙酰胆碱酯酶。

2. 2　实验原理

实验根据 GB öT 5009. 19922003, 采用酶抑制率法测定蔬菜中残留农药。

2. 3　实验方法

样品处理: 首先擦去表面泥土, 剪成 1cm 左右碎片, 取样品 2. 0g, 放入提取瓶中, 加入 10. 0mL

缓冲溶液, 于样品提取仪中萃取 6m in, 用移液器移取样品液 4. 0mL 于比色瓶中。静置 4m in, 待用。
实验比较不同洗涤方法去除蔬菜中残留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农药的效果, 对市售的几种常见



蔬菜进行检测, 给出农药残留规律。

2. 4　实验样品

选择某蔬菜批发市场的 8 种蔬菜为检测对象, 其中包括 4 种叶类蔬菜 (菠菜、白菜、韭菜、油
菜) , 2 种果类蔬菜 (黄瓜、茄子) , 2 种根类蔬菜 (胡萝卜、土豆)。采样时间 1 周, 每天 8: 00—9: 00 采
样。

2. 5　结果计算与判定

2. 5. 1　结果计算

抑制率 (E IR )的计算公式为: E IR (% ) =
∃A 0- ∃A t

∃A 0
×100%

式中: ∃A 0——对照液 3m in 后与 3m in 前吸光度之差; ∃A t——样品液 3m in 后与 3m in 前吸光度之
差。

农药去除率的计算公式为: 农药去除率 (% ) =
样品清除前抑制率- 样品清除后抑制率

样品清除前抑制率 ×

100%

2. 5. 2　结果判定

结果以酶被抑制的程度 (抑制率)表示。当抑制率≥50% 时, 表示蔬菜中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
农药含量超标。

3　结果与讨论

图 1　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在不同蔬菜上的残留情况

3. 1　样品测定

样品经前处理后, 提取 4. 0mL 试样液

于比色瓶中, 其他操作与对照溶液测试相

同, 记录 ∃A t 值, 以蔬菜品种为横坐标, 采

样 7 日内的平均抑制率为纵坐标绘图, 如图

1 所示。

由图 1 我们发现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

农药在蔬菜中的残留状况是白菜> 菠菜>

油菜> 韭菜> 黄瓜> 茄子> 土豆> 胡萝卜。

即这两类农药在叶类蔬菜 (白菜、菠菜、油

菜、韭菜) 上残留最高, 其次是果类蔬菜 (黄瓜、茄子) , 而在根类蔬菜 (土豆、胡萝卜) 上残留是最少。

这可能由于农药主要是喷洒在植株的表面, 而根部埋藏于地下, 所以受到的农药污染较少。

3. 2　不同洗涤方法去除农药的效果

通过上述实验我们得出白菜中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农药的残留量较高, 所以此次洗涤去除农

药选用的蔬菜是白菜。每种处理方法白菜重约 100g。所有实验除沸水浸泡外, 处理白菜的水温均约

为 20℃。

3. 2. 1　清水洗涤

清水洗涤白菜采用流水冲洗和多次水浸泡两种方法:

流水冲洗: 将白菜在水龙头下用清水冲洗 10m in。用手转动蔬菜, 以确保清水均匀地冲洗蔬

菜, 测定记录 ∃A t 值。

多次水浸泡: 将白菜浸泡在装有 4L 清水的塑料盆中, 每隔 15m in 测定 1 次, 重复测定 4 次, 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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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记录 ∃A t 值。如表 1 所示。
表 1　用清水冲洗、浸泡的去除效果 (∃A 0= 0. 647)

处理方法 ∃A t 平均值 E IR (% ) 去除率 (% )

无处理 0. 018 0. 018 0. 017 0. 018 97. 22 -

冲洗 10m in 0. 119 0. 118 0. 119 0. 119 81. 61 16

浸泡 1 次 0. 131 0. 131 0. 131 0. 131 79. 75 18

浸泡 2 次 0. 200 0. 201 0. 200 0. 200 69. 09 29

浸泡 3 次 0. 377 0. 376 0. 377 0. 377 41. 73 57

浸泡 4 次 0. 402 0. 401 0. 402 0. 402 37. 87 61

　　由表 1 可以看出, 室温下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农药从白菜渗到水中的过程缓慢。用流水冲洗

10m in 后的去除率仅为 16%。用 4L 清水浸泡 4 次后, 即总共用去 1h, 去除率仅为 61% , 即使多浸泡

情况亦没有改善。

3. 2. 2　洗洁精浸泡

将白菜在 4L 分别含 0. 1% 白猫、青水、立白、雕牌洗洁精的水中浸泡 15m in, 再在 4L 清水中浸

泡 15m in, 以清除残余的洗洁精, 测定记录 ∃A t 值, 如表 2 所示。
表 2　用洗洁精浸泡的去除效果 (∃A 0= 0. 646)

处理方法 ∃A t 平均值 E IR (% ) 去除率 (% )

无处理 0. 017 0. 017 0. 017 0. 017 97. 37 -

白猫洗洁精 0. 344 0. 345 0. 344 0. 344 46. 75 52

青水洗洁精 0. 321 0. 322 0. 322 0. 322 48. 61 50

立白洗洁精 0. 344 0. 343 0. 343 0. 343 46. 90 52

雕牌洗洁精 0. 337 0. 338 0. 388 0. 338 47. 68 51

　　由表 2 我们发现, 不同洗洁精浸泡后农药的去除率差不多, 且与用 4L 清水浸泡的结果互相比

较, 我们发现使用洗洁精的去除效果一般。

3. 2. 3　沸水浸泡

将白菜放在 4L 沸水中分别浸泡 1m in、3m in、5m in、10m in, 测定记录 ∃A t 值, 如表 3 所示。
表 3　沸水浸泡的去除效果 (∃A 0= 0. 646)

处理方法 ∃A t 平均值 E IR (% ) 去除率 (% )

无处理 0. 018 0. 017 0. 018 0. 018 97. 21 -

浸泡 1m in 0. 588 0. 589 0. 589 0. 589 8. 82 91

浸泡 3m in 0. 588 0. 588 0. 588 0. 588 8. 98 91

浸泡 5m in 0. 588 0. 589 0. 589 0. 589 8. 82 91

浸泡 10m in 0. 576 0. 587 0. 587 0. 587 9. 13 91

　　由表 3 我们看出, 与清水浸泡比较, 沸水浸泡的方法显著有效, 在沸水中浸泡 1m in 可以减少

90% 以上的农药, 延长浸泡时间至 10m in, 则没有继续损失。

3. 2. 4　盐水浸泡

将白菜放在 4L 含 5% 盐水的清水中分别浸泡 1m in、3m in、5m in、10m in。测定记录 ∃A t 值。如表

4 所示。
表 4　盐水浸泡的去除效果 (∃A 0= 0. 647)

处理方法 ∃A t 平均值 E IR (% ) 去除率 (% )

无处理 0. 018 0. 018 0. 018 0. 018 97. 21 -

浸泡 1m in 0. 470 0. 469 0. 470 0. 470 27. 36 72

浸泡 3m in 0. 471 0. 471 0. 471 0. 471 27. 20 72

浸泡 5m in 0. 477 0. 478 0. 477 0. 477 26. 28 73

浸泡 10m in 0. 475 0. 476 0. 476 0. 476 26. 43 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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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表 4 我们发现, 与清水浸泡比较, 5% 盐水浸泡的效果有所提高。在 5% 盐水中浸泡 1m in 可

以减少 72% 左右的农药, 延长浸泡时间至 10m in, 则没有继续损失。

4　结论
通过对蔬菜市场随机选择的几种蔬菜进行采样分析, 该蔬菜市场的蔬菜存在不同程度的有机

磷、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污染。其中叶类蔬菜中的菠菜、白菜超标相对严重一些, 果类蔬菜 (黄瓜、茄

子)超标相对来说并不太严重, 根类蔬菜 (土豆、胡萝卜)没有超标现象。

清水洗涤、洗洁精洗涤、沸水洗涤以及盐水洗涤去除蔬菜中有机磷、氨基甲酸酯类农药的效果

不同, 其中沸水洗涤去除效果较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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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 he removing of the o rganophosphorus and carbam ate pesticide on the m arket vegeta2
bles w ere studied by the GD YN - 106s pesticide residue rap id detecto r. T he pesticide removing effi2
ciency w ith the w ash of w ater, the bo iling w ater, fine w ashed w ater and the salt w ater w as studied.

T he best one is the bo iling w at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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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重大发明创造被视为“旧货”!

欢迎作者将被退稿佳作, 再投本刊
在 20 世纪的科技成就中, 激光可算是重大发明创造之一。第一台激光器是 1960 年由美国物理学家梅曼

(见《邮票上的科学家——佼佼者之路》中之M 4) 研制出来的。然而《物理评论快报》却拒绝刊登梅曼的论文,

理由是: 这是微波激射物理学方面的文章, 对快速出版物不再有价值。这真是令人啼笑皆非!

接着, 梅曼将论文寄到了英国《自然》杂志, 这篇 300 字的简短文章立即被接受。发表后引起全世界轰动。
后来, 梅曼被列入了美国发明家名人堂。

为了吸取历史教训, 本刊收到的论文, 即使其观点与审稿人有尖锐的意见冲突, 只要是言之有理, 也给予
发表。因为“仁者见之谓之仁, 智者见之谓之智”(《周易 · 系辞上》) , 不同人从不同角度看问题, 难免不同。我
们欢迎作者将被退稿佳作, 再投本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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