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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 ]　对陕西省西安市大型蔬菜批发市场、农贸市场、生产基地 6 大类蔬菜的 13 种农药残留情况进行了

全年定点监测, 研究了不同种类蔬菜中农药残留动态, 不同种类农药在蔬菜中的残留动态以及蔬菜中农药残留全

年变化动态。结果表明, 甘蓝类、白菜类和绿叶菜类蔬菜中农药残留超标率高于其他种类蔬菜, 且随时间不同而变

化; 各种禁用有机磷农药在不同种类蔬菜上均有不同程度检出, 并且在不同种类蔬菜间存在差异; 各种禁用农药在

蔬菜中的残留量随时间不同而变化; 各种非禁用农药检出次数较多, 并有部分超标; 生产基地蔬菜全年农药残留变

化动态符合生产实际。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 对蔬菜中农药残留存在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提出了降低蔬菜中农药残

留的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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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生活质量的提高, 人们越来

越重视食品质量安全。为全面提高我国农产品的质

量安全水平, 对农产品实施从“农田到餐桌”全过程

质量控制, 2001204, 经国务院批准, 农业部启动了

“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 并率先在北京、天津、上海

和深圳等地进行了试点。

“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是一项旨在提高我国农

产品质量和保证农产品消费安全的利国利民的工

程。农业部在总结试点的基础上, 在全国范围内展开

了“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 并要求力争用 8～ 10 年

时间, 通过各方面的努力, 基本实现主要农产品生产

和消费无公害[1 ]。

自从 2001 年正式实施“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

以来, 我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水平有了明显提高。农业

部对蔬菜产品农药残留检测的结果显示, 2001～

2003 年蔬菜农药残留检出率分别为 37. 5% ,

16. 4% , 15. 0% , 呈逐年下降趋势, 2003 年较2001 年

下降了22. 5个百分点[2 ]。

2003 年, 农业部食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

(杨凌)分别于1, 4, 7, 9 和11 月对陕西省西安市大型

蔬菜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和生产基地 6 大类蔬菜中

有机磷类、拟除虫菊酯类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残留

进行了定点监测。现将结果报道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　料

根据西安市蔬菜供应与生产状况, 选择了 3 个

大型蔬菜批发市场、4 个蔬菜农贸市场和3 个蔬菜生

产基地作为蔬菜样品采集点, 分别于2003 年01, 04,

07, 09 和 11 月采集白菜类、甘蓝类、绿叶菜类、瓜果

类、茄果类、豆类等6 大类蔬菜共437 个样品, 所采集

的蔬菜品种有白菜、菠菜、菜豆、菜豆角、菜花、大青

菜、豆角、番茄、甘蓝、黄瓜、豇豆、韭菜、茄子、芹菜、

青菜、青椒、生菜、丝瓜、笋瓜、茼蒿、西红柿、西葫芦、

香菜、小白菜、小青菜和油麦菜等。各次采集80～ 100

个蔬菜样品, 其中生产基地、批发市场、农贸市场分

别各占三分之一左右。市场样品采集按照 GB ö

T 8855- 1988 [3 ]标准进行, 生产基地样品采集按照

N YöT 398- 2000 [4 ]标准进行。

1. 2　方　法

1. 2. 1　测定方法　依据农业部《2003 年“无公害食

品行动计划”实施蔬菜农药残留定点监测方案》, 测

定蔬菜中甲胺磷、乙酰甲胺磷、氧化乐果、甲拌磷、甲

基对硫磷、对硫磷, 毒死蜱、克百威、抗蚜威、甲氰菊

酯、三氟氯氰菊酯、氯氰菊酯、氰戊菊酯等农药残留

量。有机磷类农药残留量按照 GB öT 5009. 20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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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6 [5 ]的方法测定、拟除虫菊酯类农药残留测定按

照GB öT 14929. 4- 1994 [6 ]进行测定。所用仪器为气

相色谱仪和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仪。

1. 2. 2　结果判定方法　测定结果按照国家标准

GB 18406. 1- 2001 [7 ]进行判定。其中甲胺磷、氧化乐

果、甲拌磷、甲基对硫磷、对硫磷和克百威等 6 种农

药在蔬菜中不得检出, 其他 7 种农药在蔬菜中的最

大残留限量分别为: 乙酰甲胺磷 0. 2 m gökg, 毒死蜱

1. 0 m gökg, 抗蚜威 1. 0 m gökg, 甲氰菊酯 0. 5

m gökg, 三氟氯氰菊酯 (叶菜 0. 2 m gökg, 果菜 0. 5

m gökg) , 氯氰菊酯 (叶菜 1. 0 m gökg, 果菜 0. 5

m gökg) , 氰戊菊酯 (叶菜 0. 5 m gökg, 果菜 0. 2

m gökg)。

2　结果与分析

2. 1　西安市全年蔬菜农药残留基本动态

　　全年采集的437 个蔬菜样品的测定结果见表1。

由表1 可知, 农药残留全年超标率为17. 6%。从1 月

到11 月蔬菜农药残留超标率逐步减小, 1, 4 月份基

本相同, 超标率在 25% 左右; 9, 11 月份两次基本相

同, 超标率在11% 左右; 7 月份居中, 超标率为19%。

由以上结果可知, 2003 年西安市蔬菜中农药残留情

况比较严重, 农药残留量在 1 年内随着时间的不同

而发生变化。
表 1　西安市蔬菜农药残留检测基本情况 (2003 年)

T ab le 1　Basic data of detection of

pest icide residue in vegetab les

采样时间
T im e

蔬菜数量
Amount of
vegetab le

超标数量
N um bers of

excessive
quo ta

超标率ö%
Excessive

rate

1 月 January 81 20 24. 7

4 月 A p ril 76 19 25. 0

7 月 Ju ly 84 16 19. 0

9 月 Sep tem ber 100 11 11. 0

11 月 N ovem ber 96 11 11. 5

全年W ho le year 437 77 17. 6

2. 2　西安市不同种类蔬菜中农药残留动态

由表 2 可以看出, 全年各类蔬菜超标率从大到

小依次为, 甘蓝类 33. 7% , 白菜类 19. 8% , 绿叶菜类

16. 7% , 茄果类12. 3% , 瓜果类7. 2% , 豆类6. 3%。总

的情况是叶菜类超标率大于果菜类。

表 2　西安市不同种类蔬菜中农药残留超标率 (2003 年)

T ab le 2　R ates of excessive quo ta of pest icide residue in differen t vegetab les in differen t month s %

蔬菜种类
V egetab le

1 月
January

4 月
A p ril

7 月
Ju ly

9 月
Sep tem ber

11 月
N ovem ber

全年
W ho le year

白菜类 Ch inese cabbages 14. 3 17. 6 35. 3 16. 7 10. 5 19. 8

甘蓝类W ild cabbages 55. 6 66. 7 33. 3 11. 1 5. 9 33. 7

绿叶菜类 Green leafy vegetab les 23. 8 5. 9 15. 8 14. 3 22. 2 16. 7

瓜果类M elons 10. 0 10. 0 0 9. 5 5. 6 7. 2

茄果类 Eggp lan ts 16. 7 6. 7 10. 0 0 37. 5 12. 3

豆类 L egum es - - - 11. 1 0 6. 3

　　注: - . 表示未检测。下表同。

N o te: - . M eans no detecting. Sam e in o ther tab les.

　　由表2 还可以看出, 1 月和4 月甘蓝类蔬菜超标

率最高, 7 月和9 月白菜类蔬菜超标率最高, 11 月茄

果类超标率最高, 总体来看是叶菜类蔬菜超标率较

高。全年农药残留量变化较大的蔬菜种类是甘蓝类、

白菜类和茄果类。其他种类蔬菜全年农药残留超标

率基本平稳。

全年不同月份白菜类蔬菜超标率先增加后降

低, 由1 月份的14. 3% , 增加到7 月份的35. 3% , 而后

又下降到 11 月份的 10. 5% ; 甘蓝类蔬菜超标率在 4

月份最高, 为66. 7% , 较1 月份高出11. 1% , 7 月份开

始大幅下降, 11 月份下降到5. 9% ; 绿叶菜类全年除

4 月份超标率较低 (5. 9% ) 外, 7 月和 9 月份均在

15% 左右, 1 月和11 月在23% 左右; 瓜果类蔬菜除7

月份未出现超标和 11 月份超标率较低 (5. 6% ) 外,

其他几个月, 超标率均在10% 左右; 茄果类蔬菜9 月

份未超标, 11 月份抽检超标率最高, 为37. 5% ; 豆类

只在9 月和11 月份进行了测定, 9 月份超标率为11.

1% , 11 月份未超标。从以上分析可知, 不同种类蔬

菜受农药污染的程度不同, 并且在全年不同时间变

化较大。

2. 3　西安市不同种类蔬菜中禁用有机磷农药残留

情况

　　对6 类蔬菜中5 种禁用有机磷农药的最大残留

量检测结果见表3。由表3 可以看出, 虽然5 种有机磷

类农药在蔬菜上均被禁止使用, 但是 5 种有机磷农

药在各类蔬菜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检出。白菜类蔬菜

中检出了4 种禁用有机磷农药, 尤其是甲基对硫磷,

个别蔬菜残留浓度达到 1. 00 m gökg; 甘蓝类蔬菜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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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出了 3 种禁用有机磷农药, 其中氧化乐果残留量

最高, 达1. 30 m gökg; 绿叶菜类蔬菜中检出了全部5

种禁用有机磷农药, 说明绿叶菜类蔬菜受 5 种禁用

有机磷农药污染严重; 瓜果类蔬菜中检出了 3 种禁

用有机磷农药; 茄果类蔬菜中检出了 4 种禁用有机

磷农药; 豆类蔬菜仅检出了对硫磷。
表 3　西安市蔬菜中禁用有机磷农药的最大检出浓度 (2003 年)

T ab le 3　M axim um conten t of som e fo rb idden o rganopho spho rus pesticides in differen t vegetab les m gökg

蔬菜种类
V egetab le

甲胺磷
M etham idopho s

甲拌磷
Pho rate

氧化乐果
Om ethoate

甲基对硫磷
Parath ion2

m ethyl

对硫磷
Parath lon

白菜类 Ch inese cabbages 0. 23 0. 13 0 1. 00 0. 02

甘蓝类W ild cabbages 0. 18 0 1. 30 0 0. 02

绿叶菜类 Green leafy vegetab les 0. 13 0. 43 0. 14 0. 23 0. 05

瓜果类M elons 0 0 0. 54 0. 04 0. 38

茄果类 Eggp lan ts 0. 31 0 0. 06 0. 24 0. 02

豆类 L egum es - - - 0 0. 02

　　由表 3 还可以看出, 甲胺磷在 4 类蔬菜中被检

出, 其检出浓度均较大, 最大浓度出现在茄果类蔬

菜, 为 0. 31 m gökg, 说明蔬菜生产上农民不仅仍在

使用甲胺磷, 并且使用浓度较大; 甲拌磷只在两类蔬

菜中检出, 在绿叶菜类蔬菜中残留量较高, 为 0. 43

m gökg, 说明农民在绿叶菜类蔬菜上仍使用较大浓

度的甲拌磷; 氧化乐果在4 类蔬菜中被检出, 其在各

类蔬菜中的残留浓度变化较大, 最大的甘蓝类蔬菜

中达到 1. 30 m gökg, 说明氧化乐果仍被大浓度地用

于甘蓝类蔬菜; 甲基对硫磷在4 类蔬菜中被检出, 在

不同蔬菜中残留浓度变化较大, 在白菜类蔬菜中残

留量最高, 为1. 00 m gökg; 对硫磷在6 类蔬菜中均检

出, 整体来看, 残留浓度较低, 但在瓜果类蔬菜中也

检出了0. 38 m gökg 的较高残留浓度。

由以上结果可知, 上述 5 种有机磷农药依然被

用于各类蔬菜。尤其是对硫磷在各类蔬菜中均被检

出。因此, 必须指导菜农使用各种禁用农药的代替产

品。

2. 4　农药在蔬菜中的残留动态

2. 4. 1　禁用农药在蔬菜上的残留动态　本次检测

的甲胺磷、氧化乐果、甲拌磷、甲基对硫磷、对硫磷和

克百威等 6 种蔬菜禁用农药均有不同程度检出, 具

体检出次数为甲胺磷30 次, 氧化乐果 22 次, 对硫磷

10 次, 甲基对硫磷7 次, 克百威6 次, 甲拌磷5 次, 详

细情况见表4。由表4 可以看出, 1 月检测, 氧化乐果

超标率最高 (13. 6% ) ; 4 月和 7 月检测, 甲胺磷超标

率最高, 分别为 13. 2% 和 10. 7% ; 9 月检测, 对硫磷

超标率最高 (4% ) ; 11 月份检测, 甲基对硫磷超标率

最高 (4. 2% )。1, 4 和7 月检测, 甲胺磷超标率较其他

多数农药高 (1 月除氧化乐果外) , 其超标率在7. 4%

～ 13. 2%。其他农药 (除氧化乐果)超标率全年变化

不明显, 基本上处于0～ 4%。

由表 4 还可以看出, 在 6 种禁用农药中, 克百威

在 4, 7 和11 月未检出, 甲拌磷在7 月未检出, 其他 4

种农药在各次抽检中均有不同程度的超标。全年整

体来看, 甲胺磷和氧化乐果平均超标率最高, 分别为

6. 9% 和 5. 0% , 其他 4 种农药全年平均超标率为 1.

1%～ 2. 3%。

表 4　西安市蔬菜中禁用农药残留超标率 (2003 年)

T ab le 4　R ates of excessive quo ta of fo rb idden pesticides in differen t month s

农药种类
Pesticide

超标率ö% Excessive rate

1 月份
January

4 月份
A p ril

7 月份
Ju ly

9 月份
Sep tem ber

11 月份
N ovem ber

总检出次数
N um ber

found

平均
超标率ö%
A verage
excessive

rate

甲胺磷M etham idopho s 7. 4 13. 2 10. 7 2. 0 3. 1 30 6. 9

氧化乐果Om ethoate 13. 6 6. 6 3. 6 1. 0 2. 1 22 5. 0

甲拌磷 Pho rate 1. 2 1. 3 0 2. 0 1. 0 5 1. 1

甲基对硫磷 Parath ion2m ethyl 1. 2 1. 3 1. 2 0 4. 2 7 1. 6

对硫磷 Parath lon 0 4. 0 2. 4 4. 0 1. 0 10 2. 3

克百威 Carbofu ran 6. 2 0 0 1. 0 0 6 1. 4

　　由表 4 还可以看出, 全年中甲胺磷超标率变化

较大, 先增大, 后减小, 由1 月份的7. 4% 增加到4 月

和7 月份的13. 2 和10. 7% , 9 月和11 月份又下降到

2. 0% 和3. 1% ; 氧化乐果全年内超标率不断减小, 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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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月份的13. 6% 减小至11 月份的2. 1% ; 甲拌磷超标

率较低, 7 月份未超标, 其他几个月检测超标率在1.

0%～ 2. 0% ; 甲基对硫磷超标率 11 月份最高, 为 4.

2% , 9 月份未检出, 其他几个月检测超标率均在 1.

2%～ 1. 3% ; 对硫磷1 月份未检出, 11 月份超标率最

低, 为 1. 0% , 其他几个月检测超标率在 2. 4%～ 4.

0%。

2. 4. 2　非禁用农药残留动态　对于允许使用的氯

氰菊酯、氰戊菊酯、三氟氯氰菊酯、乙酰甲胺磷、甲氰

菊酯、毒死蜱、抗蚜威等7 种农药, 在全年检测中, 氯

氰菊酯检出69 次, 均没有超标; 氰戊菊酯检出28 次,

超标1 次; 三氟氯氰菊酯检出20 次, 均没有超标; 乙

酰甲胺磷检出15 次, 超标1 次; 甲氰菊酯检出15 次,

均没有超标; 毒死蜱检出12 次, 超标1 次; 抗蚜威检

出6 次, 均没有超标, 具体结果见表5。

表 5　西安市蔬菜中非禁用农药残留情况 (2003 年)

T ab le 5　R esidues of non2fo rb idden pesticides

农药种类
Pesticide

检出次数
N um ber found

超标次数
N um ber of

excessive quo ta

检出率ö%
Rate found

超标率ö%
Excessive

rate

乙酰甲胺磷A cephate 15 1 3. 4 0. 2

毒死蜱 Ch lo rpyrifo s 12 1 2. 8 0. 2

甲氰菊酯 Fenp ropath rin 15 0 3. 4 0

三氟氯氰菊酯L am bda2cyhalo th rin 20 0 4. 58 0

氯氰菊酯 Cyperm eth rin 69 0 15. 79 0

氰戊菊酯 Fenvalerate 28 1 6. 41 0. 2

抗蚜威 P irim icarb 6 0 1. 37 0

　　上述各种允许使用农药在蔬菜中的残留检测结

果与其应用情况和性质有关。氯氰菊酯为中等毒性

杀虫剂, 杀虫谱广, 药效迅速, 对光、热稳定, 残效期

长, 可用于防治10 余种蔬菜虫害, 防治范围广; 氰戊

菊酯为中等毒性杀虫剂, 杀虫谱广, 可用于防治 10

余种蔬菜虫害, 防治范围广; 三氟氯氰菊酯为中等毒

性杀虫剂, 杀虫谱广, 可用于防治近10 种蔬菜虫害;

乙酰甲胺磷为低毒内吸杀虫剂, 具有胃毒和触杀作

用及一定的熏蒸作用, 是缓效型杀虫剂, 施药2～ 3 d

后见效, 可用于防治 4～ 5 种蔬菜虫害; 甲氰菊酯为

中等毒性杀虫剂, 具有触杀、胃毒和驱避作用, 无内

吸、熏蒸作用, 中等程度持效期, 可用于防治4～ 5 种

蔬菜虫害; 毒死蜱为中等毒性杀虫剂, 在叶片上的残

留期不长, 可用于防治蔬菜 3～ 4 种虫害; 抗蚜威为

高效中等毒性、低残留的选择性杀蚜剂, 有速效性,

持效期不长, 蔬菜上主要用于防治蚜虫[7210 ]。

以上允许使用农药的检出情况符合各农药特

点。对于杀虫谱广、药效迅速、残效期长的农药, 在实

际生产中会被菜农接受而应用广泛, 因此在蔬菜中

的检出次数多, 而其他缓效农药不太受菜农欢迎, 检

出次数较少。

2. 5　生产基地蔬菜农药残留变化动态

由表 6 可知, 2003 年生产基地蔬菜农药残留超

标率全年变化较大, 前半年逐步增大, 由1 月份的8.

3% 增加到 7 月份的 27. 3% , 后半年又逐步减小, 11

月份下降到4. 0%。总的来看, 基地蔬菜农药残留全

年分两个层次, 1, 9 和11 月份为一个层次, 超标率小

于10% , 4 月和7 月份为一个层次, 超标率在20%～

30%。基本上是春季、秋末、冬季超标率较低, 而春

末、夏季、秋初超标率较高。
表 6　西安市生产基地蔬菜农药残留情况 (2003 年)

T ab le 6　Pesticides residues in vegetab le of X iπan base

采样时间
T im e

蔬菜数量
Amount of
vegetab le

超标数量
Excessive
num ber

超标率ö%
Excessive

rate

1 月 January 24 2 8. 3

4 月 A p ril 14 3 21. 4

7 月 Ju ly 22 6 27. 3

9 月 Sep tem ber 28 2 7. 1

11 月 N ovem ber 25 1 4. 0

全年W ho le year 113 14 12. 4

　　蔬菜中农药超标率与各季节气候有关。春末到

秋季, 气温较高, 雨水较多, 是蔬菜病虫害多发季节,

同时也是蔬菜生长旺季, 蔬菜品种多、产量大, 菜农

施用农药的频率也随之增多, 因此导致蔬菜农药残

留超标率明显上升。这与国内其他研究结果[11 ]类

似。

3　讨　论

3. 1　蔬菜农药残留的原因

　　2003 年西安市蔬菜中农药残留比较严重, 全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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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标率达到 17. 6% , 与同期其他研究结果[12 ]类似。

超标蔬菜主要集中于甘蓝类、白菜类和绿叶菜类蔬

菜。不同种类蔬菜的农药污染程度不同, 说明不同种

类蔬菜病虫害发生的程度不同, 同时也反映出农民

对不同种类蔬菜农药的施用量和施用频率不同。同

类蔬菜在不同季节的农药残留情况不同, 全年之内,

有一定的变化规律。6 种蔬菜上禁用农药在全年各

个时段和不同蔬菜上均有不同程度的检出, 并且在

个别蔬菜样品上残留浓度达到了较高水平, 已经严

重威胁到食用者的身体健康。

剧毒农药超标的原因在于其在蔬菜生产中仍被

使用。对于蔬菜上的非禁用农药, 尽管超标现象少,

但其检出次数很多, 说明对此类农药施用量较大, 收

获和施药间隔期较短。

3. 2　降低蔬菜农药残留的措施

3. 2. 1　在蔬菜上使用低毒替代农药　根据国家标

准《无公害蔬菜安全要求》(GB 18406. 1- 2001) [7 ] ,

甲胺磷、甲拌磷、氧化乐果、甲基对硫磷、对硫磷和克

百威属于蔬菜生产中的禁用农药。我国已经在农药

生产、销售源头采取措施, 2000 年农业部已停止了

新增甲胺磷、甲基对硫磷、对硫磷等5 种高毒有机磷

农药 (包括混剂)的登记[13 ]。2004201201, 我国开始撤

销甲胺磷、甲基对硫磷、对硫磷等 5 种高毒农药生

产、销售、使用的有关证书, 到 2007201201, 我国将全

面禁止这5 种高毒剧毒农药的一切使用[14 ]。

停止使用高毒农药后, 推荐使用替代农药。例

如, 甲胺磷曾被习惯用于杀灭各类害虫, 是无公害蔬

菜生产首要的禁用农药。甲胺磷的代替农药, 一是生

物农药, 如蛾蛉速杀、世纪绝杀等; 二是其他低毒农

药, 如敌敌畏、农地乐、辛硫磷等; 三是复混农药, 常

见混配有敌敌畏+ BT、敌敌畏+ 功夫等。氧化乐果

的替代农药有扑虱蚜、乐果等。甲基对硫磷的替代农

药与甲胺磷的替代农药类似。

3. 2. 2　在蔬菜生产上合理高效使用农药　本研究

结果表明, 蔬菜中农药残留量与蔬菜种类和生长季

节均有一定关系, 因此, 要针对不同蔬菜种类, 不同

季节和不同气候使用不同种类农药。对于容易产生

农药残留的蔬菜, 要加强生物防治措施, 提高科学用

药, 通过施用尽量少的农药而达到防治目的, 有效防

治病虫害, 降低蔬菜中农药残留量。

为降低农药残留, 还可采取交替、轮换使用作用

机制不同的农药品种 (如杀虫剂有胃毒、触杀、内吸

等) 防治虫害, 以达到迅速杀灭和降低成本的效果。

同样, 采取科学合理地复配农药, 既可取长补短扩大

防治对象, 提高防治效果, 又能有效发挥农药各自优

势, 延缓有害生物抗性的产生, 降低防治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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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 he research of ex tract ion techno logy on red p igm en t

of ch inese herbaceou s peony flow ers

HE L ing,W ANG Rong-hua ,L UO J ia , SONG Y ong-peng
(Colleg e of H orticu ltu re,N orthw est A & F U niversit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R ed p igm en t w as ex tracted from Ch inese herbaceou s peony flow ers by the diffu sion so lven t

of acetone,w ater, hydroch lo ric acid,A lcoho l, Sodium hydrox ide and ch lo rofo rm respect ively. T he influences

of d ifferen t a lcoho l concen tra t ion, pH , ex tract ing temperatu re and t im e on the ex tract ion of red p igm en t

w ere researched.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ethano l w as the best d iffu sion so lven t. T he op t im al pH , tempera2
tu re and t im e w ere ob ta ined th rough the tests. A cco rd ing to the L 9 (33) o rthogonal test, the best techn ica l

param eters ob ta ined w ere as fo llow s: the pH value 2. 2, the temperatu re 75 ℃ and the diffu sion t im e 60

m inu tes.

Key words: ch inese herbaceou s peony flow er; red p igm en t; ex tract ion techno 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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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udy on pest icide residues in the vegetab les and the con tro l po licy

YANG J iang- longa ,L IANG Y in - l ib, ZHAO Suo- laoa ,L IU La-p inga ,M A W ang-x iaoa

(a. Colleg e of F ood S cience and E ng ineering , b. Colleg e of R esou rces and E nv ironm en t,

N orthw est A & F U niversit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T h irteen pest icide residues in six k inds of vegetab les of w ho lesa le m arketp laces, reta il m ar2
ketp laces, vegetab le bases in X iπan city w ere detected du ring a w ho le year. T he characterist ics of pest icide

residues in differen t k inds of vegetab les, the characterist ics of residues of d ifferen t pest icides, and the dy2
nam ic changes of residues in vegetab les du ring a year w ere studied. T he study show ed that, the excessive

ra tes in Ch inese cabbage,w ild cabbage and green leafy vegetab le w ere mo re than that of o ther k inds of veg2
etab les. A nd the ra tes are changing du ring a year. F ive k inds of fo rb idden o rganopho spho ru s pest icides

w ere found in every k ind of vegetab les and the quan t it ies w ere variou s in differen t vegetab les and variou s in

differen t mon th s. O ther pest icides, w h ich can be u sed to vegetab les, w ere found frequen t ly and som e ex2
ceeded the quo ta. T he characterist ics of pest icide residues in vegetab le base w ere rela ted to the p ract ice. A c2
co rd ing to above analyses, the reason s of the ex ist ing of pest icide residues in vegetab les w ere discu ssed.

Som e m easu res to con tro l the pest icide residues in vegetab les w ere pu t fo rw ard.

Key words: vegetab le; pest icide residue; dynam ic change; con tro 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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