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热点关注
首都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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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
先”，随着生活水平的快速提高，
人们不再担心温饱，而更多地开
始关注食品安全。日常食品中
有80%左右来源于农产品，因此
农产品质量安全开始备受关注，
成为焦点中的焦点。

到底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
现状如何？中国农业科学院质
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二
级研究员、博士生导师王静在
此前举办的中国农业科学院
2016年第2期“农科讲坛”上作
了回答。她分别介绍了我国农
产品质量安全现状以及检测技
术的发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事
件已经影响了政府的公信力、社
会的稳定和谐和国际声誉。我
们的任务十分艰巨，任重道远。”
王静说。

近年来，王静带领研究团队
不断钻研农产品质量安全检测
技术，力争在该技术上取得突
破，为农产品质量安全保障提供
科学支撑。

隐患突出 形势严峻

此前，“米袋子”工程、“菜篮
子”工程的兴起，分别解决了国
民的主食供应和温饱问题以及
副食品和食物丰富问题。2001
年，随着“餐桌子”工程的起步，
健康安全成了“主角”。同年，
“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启动实
施。这也是我国第一个较系统
的农产品质量安全工作计划。

据了解，这一计划最初只针
对四个城市监测危险性物质。
到2015年，已经发展成针对152
个城市的超市、批发市场、种养
基地、屠宰场等5大类117个品
种94个参数的监测任务。

根据2015年例行监测合格
率图表显示，蔬菜、畜禽、水产品
的 合 格 率 分 别 达 到 96.1%、
99.4%、95.5%，而在2001年蔬菜
中农药监测的合格率是60%左
右。“从数据可以看出，我国农产
品质量安全的整体水平在大幅
度提升，总体上讲，安全是有保
障的。”王静表示。

近年来，我国开展了一系列
专项行动，包括农药、瘦肉精、三
聚氰胺、高功能药等监测活动，
专项行动成效显著。2001年，
农药、瘦肉精急性中毒事件611
起，共有19781人中毒，2015年
中毒事件已经不到10起。此
外，三聚氰胺连续6年监测全部
合格。并且，高毒农药和禁用兽
药也得到较好地控制。英国《经
济学人》智库机构连续三年发布
报告称：“中国的食品安全状况
已经居世界中上水平。”

但是，我们的问题还有吗？
“当然还存在问题，而且隐患还
很突出，形势依然严峻。”王静指
出，主要表现在因气候变化、病
虫害疫病频发、用药不规范导致
的农药、兽药残留超标问题；瘦
肉精、孔雀石绿等违法违禁有害

有毒物质还未彻底禁绝；农业生
产环境受到破坏，导致农产品污
染；储藏、流通环境温湿度等影
响产生生物毒素的污染；制假售
假、打而不绝、农资生产经营小
散乱等问题。

在王静看来，这些问题都是
局部发生、比例较小、总体可控
的，但易酿成区域性系统性风
险，还需要高度关注和重视。

由于公众对农产品质量安
全充满了期待，而一个食品安全
事件的发生也会对一个产业带
来毁灭性的打击，进而影响政府
公信力、社会稳定和谐以及国际
声誉等。因此，专家认为我国农
产品质量安全的任务十分艰巨。

种类繁多 蓬勃发展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强
调：食品安全，也是“管”出来的，
要形成覆盖从田间到餐桌全过
程的监管制度。

实际上，通过近十几年的发
展，我国已经建立了法律法规保
障下的标准体系、监管体系、风
险评估和检验检测等。实行最
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
严厉的处罚、最严肃的问责。检
测技术成为了最重要的科技支
撑。“精准、快速的检测数据是考
证监管措施有效性的重要保
证。”农业部环境保护科研监测
所研究员刘潇威说。

根据专家介绍，检测技术体
系是由样品前处理、快速检测、
常规分析、确证监测技术构成。
到底选用哪一种技术，要根据生
产模式，是分散或基地种养、小
微或规模化，此外还要看其适用
性和成本。

“样品前处理对检测技术的
准确性有很大影响。因为样品
前处理对于结果准确性影响所
占的比例超过50%以上。”王静
介绍，过去在前处理技术上要耗

费很长时间，而现在已经发展出
一系列快速的样品前处理技术，
具备速度快、选择性好、成本低、
高通量、操作简便等特点。“如果
可以实现在线自动化，那就更完
美了。”

另外，以溶解萃取或提取为
基础建立的快速提取技术，包括
加速溶剂提取、超临界流体萃
取、微波辅助萃取等。

王静举了两个例子来说明
快速样品前处理的发展状况。
第一个例子是分子印迹材料；第
二个例子是新型固相填料——
碳纳米材料。“为了追求样品前
处理的准确、快速、高效、低成
本，样品前处理技术是未来发展
的重点。”王静说。

此外，常规分析及确证检测
技术也在不断发展。而快速检
测技术的发展则体现在生物分
析技术和化学分析技术方面。

目前，检测技术发展速度越
来越快，检测方法灵敏度要求越
来越高，我国已有部分技术达到
国际领先水平，比如原子荧光光
谱仪、紫外激光光源、超高速摄
影等。

但是专家也表示了担忧：
“多数技术还是属于跟跑阶段，
主要是因为原创性技术少，核心
技术和关键部件受制于人，与发
达国家差距大，检测技术发展还
有很长的路要走。”

232种技术 8类污染物

2005年，王静来到中国农
业科学院，开始组建队伍着手开
展本底污染调查、残留行为、代
谢规律等基础研究，随后进一步
研究前处理速测技术、确证技
术，努力形成新技术、新产品标
准，并对其进行集成、示范。

“我们针对农产品中农药、
农药助剂、环境污染物等开展快
速样品前处理技术、多残留确证

检测技术、快速检测技术及其产
品研究以及污染物代谢行为研
究。”王静说，他们还开发了磁性
纳米材料、荧光材料、分子印迹
材料、化学发光材料、生物芯片、
纳米复合材料、条形码等。

经过不断的努力，他们实现
了17种三嗪类农药、3种磺酰脲
类农药、2种三唑类、7种β-受
体激动剂、草甘膦、三聚氰胺、氯

霉素、壬基酚、有机锡等8类污
染物检测从研发到产品的转化。

“我们的植物生长调节剂的
同步检测技术方法，已经连续四
年被用于农业部组织的全国水
果质量安全普查。”王静说。

此外，他们还针对粮食、蔬
菜、茶叶、水等17种基质，结合
高效样品前处理，分别建立了烷

基酚类、多芳基酚类、有机溶剂
类、八氯二丙醚等高风险农药助
剂的确证技术，首次开展我国农
产品及产地环境中高风险农药
助剂残留水平调查，摸清了农产
品的助剂残留来源，并获得上万
数据。

“农药助剂检测技术在质检
中心及科研单位进行推广应用，
为我国农药助剂残留调查及管
理提供了科学依据，推动了我国
开展农药助剂分类管理及禁限
用清单的进程。”王静表示。

“现在，国际上还没有农药
助剂的限量指标。”中国工程院
院士、中国钢研科技集团有限公
司教授级高工王海舟在评价王
静团队的农药助剂监测技术时
说，王静的工作是非常有意义
的，既对农药生产提出约束，也
可以对国外食品建立列表制度。

他进一步指出，目前中国工
程院正在研究全流程监控系
统。做产品的讲究全生命周期，
需要对生产流程进行全流程监
控，农业生产也需要这个。“如果
王静团队的工作可以延伸到全
流程领域，从种子开始一直到秸
秆、作物喂猪、喂牛的检测，这个
技术会更有意义。”

基于多年的坚持和探索，王
静团队共开发了232种农药同
步检测技术，其中包括我国常用
农药以及例行监测的农药种
类。这是根据我国国情开发的

农药多残留同步检测技术。此
外，团队科研人员还建立了25
套涉及农产品中5大类400多种
化学性典型污染物的同步检测
与确证技术体系。

在刘潇威看来，这些检测方
法，都将在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
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

（中国科学报）

先进监测让问题食品无处遁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