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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安市夏季蔬菜中农药残留污染调查
Ξ

刘拉平, 杨江龙, 李　岚, 张　欣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 测试中心, 陕西 杨凌 712100)

　　[摘　要 ]　用大口径毛细管气相色谱法测定了西安市 10 种夏季蔬菜 80 个样品中 7 种农药的残留量。结果表

明, 蔬菜中甲胺磷、氧化乐果、久效磷、甲拌磷、乐果、马拉硫磷、对硫磷含量分别为未检出～ 2. 44 m gökg, 未检出～

2. 58 m gökg, 未检出～ 0. 05 m gökg, 未检出～ 1. 46 m gökg, 未检出～ 0. 02 m gökg, 未检出～ 0. 07 m gökg, 未检出～

0. 23 m gökg, 超标率依次为 10. 0% , 35. 0% , 3. 8% , 11. 3% , 0. 0% , 10. 0% , 7. 5% , 10 种蔬菜总体合格率为 4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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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蔬菜是农业生产中重要的经济作物, 与人们的

日常生活息息相关。近年来, 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不

断调整, 蔬菜生产得到迅猛发展。在某些地区, 蔬菜

生产已成为当地经济发展的主导产业之一。但由于

生产方式落后、管理松散及菜农的素质和生产技能

不能适应蔬菜生产的新要求, 因不合理使用农药所

造成的蔬菜农药残留污染问题比较严重, 其中高毒

有机磷杀虫剂的滥用现象尤为突出[1 ]。加强生产管

理, 提高蔬菜产品质量已成为当务之急。本研究通过

对西安市夏季蔬菜中甲胺磷、氧化乐果、久效磷、甲

拌磷、乐果、马拉硫磷、对硫磷等 7 种有机磷农药残

留的抽样检测, 调查分析了西安市蔬菜农药残留污

染状况, 以了解和掌握本地区蔬菜质量状况, 为政府

职能部门加强产品质量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样品来源及种类

　　2002206207, 根据西安市蔬菜分布状况, 分别在

西安市北、东、南、西郊蔬菜生产基地 (草滩、灞桥、长

安新村、咸阳沣东蔬菜基地) 及其 4 个批发市场 (朱

宏路、胡家庙、朱雀路、土门蔬菜批发市场)共 8 个采

样点, 选定黄瓜、韭菜、青椒、茄子、芹菜、生菜、茼蒿、

豇豆、西红柿、油麦菜等 10 种蔬菜, 各采样 80 份。

1. 2　测试方法

按照国家标准 GB öT 8855- 1988 进行样品的

采集和处理, 按照 GB öT 5009. 20- 1996“食品中有

机磷农药残留量的测定方法”进行样品预处理[2 ] , 大

口径毛细管气相色谱法测定[3, 4 ]。

1. 3　蔬菜中农药残留限量标准

按照农产品安全质量标准, 蔬菜中甲胺磷、氧化

乐果、久效磷、甲拌磷、马拉硫磷、对硫磷均不得检

出, 乐果限量指标为 1. 0 m gökg [5 ]。

2　结果与分析

2. 1　不同农药的污染状况

　　由表 1 可以看出, 本研究选定的 7 种农药残留

检测项目都有检出, 但以蔬菜中禁用的高毒有机磷

农药为主。由表 1 可见, 西安市夏季蔬菜以氧化乐果

污染最为严重, 检出样次多、含量高、含量变幅大, 个

别样品检出浓度高达 2. 58 m gökg, 总体超标

35. 0% ; 甲胺磷、甲拌磷的检出情况及污染程度次

之, 也具有较高的检出浓度、较大的含量变化范围和

超标率; 马拉硫磷、对硫磷检出含量较低, 含量比较

稳定, 但超标率较高; 久效磷、乐果只在个别样品中

检出, 含量低, 污染最小。对超标率进行显著性分析

表明, 不同农药对蔬菜的污染程度差异极显著

(P < 0. 01)。

2. 2　不同区域蔬菜样品的农药残留污染

西安市 4 个郊区生产基地及其批发市场蔬菜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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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中农药残留量检出情况见表 2。
表 1　西安市蔬菜中不同农药残留项目的检出状况

T able 1　Condit ion of differen t k inds of pest icide residue detected in vegetab les

农药
Pesticide

样品项次
N o. of
samp les

检出项次
N o. of samp les

detected

含量范围ö
(m g·kg- 1)

Con ten t range

均值ö
(m g·kg- 1)

A verage

变异系数ö%
C. V.

超标率ö%
Exceed

quo ta rate

甲胺磷M etham idopho s 80 8 ND～ 2. 44 0. 34 246. 4 10. 0

氧化乐果Om ethoate 80 28 ND～ 2. 58 0. 34 195. 1 35. 0

久效磷M onocro topho s 80 3 ND～ 0. 05 0. 03 66. 7 3. 8

甲拌磷 Pho rate 80 9 ND～ 1. 46 0. 25 183. 4 11. 3

乐果 D im ethoate 80 1 ND～ 0. 02 0. 02 0. 0 0. 0

马拉硫磷M alath ion 80 8 ND～ 0. 07 0. 03 64. 2 10. 0

对硫磷 Parath ion 80 6 ND～ 0. 23 0. 08 115. 3 7. 5

总计 To tal 560 63 - - - 55. 0

　　注: ND 表示未检出, 均值为检出平均值, 下表同。

N o te: ND m eans no detection, average m eans average con ten t of samp les detected, w h ich are the sam e in the fo llow ing tab les.

表 2　西安市 4 个郊区生产基地及其批发市场蔬菜中农药残留量状况

T able 2　Condit ion of pest icide residue detected at four districts of X iπan city

采样点
Site of
samp les
co llected

农药
Pesticide

检出项次
N o. of
samp les
detected

含量范围ö
(m g·kg- 1)

Con ten t
range

均值ö
(m g·kg- 1)

A verage

变异系数ö%
C. V.

超标率ö%
Exceed
quo ta
rate

北郊
N o rth
suburbs

甲胺磷M etham idopho s 0 ND ND 0. 0 0. 0

氧化乐果Om ethoate 9 ND～ 2. 41 0. 54 150. 6 45. 0

久效磷M onocro topho s 1 ND～ 0. 05 0. 05 0. 0 5. 0

甲拌磷 Pho rate 0 ND ND 0. 0 0. 0

乐果 D im ethoate 0 ND ND 0. 0 0. 0

马拉硫磷M alath ion 3 ND～ 0. 03 0. 02 49. 5 15. 0

对硫磷 Parath ion 3 ND～ 0. 04 0. 02 65. 5 15. 0

总计 To tal 16 - - - 60. 0

东郊
East

suburbs

甲胺磷M etham idopho s 2 ND～ 0. 06 0. 05 28. 3 10. 0

氧化乐果Om ethoate 7 ND～ 2. 58 0. 43 220. 6 35. 0

久效磷M onocro topho s 0 ND ND 0. 0 0. 0

甲拌磷 Pho rate 5 ND～ 1. 46 0. 36 170. 5 25. 0

乐果 D im ethoate 0 ND ND 0. 0 0. 0

马拉硫磷M alath ion 2 ND～ 0. 04 0. 03 47. 1 10. 0

对硫磷 Parath ion 3 ND～ 0. 23 0. 14 76. 5 15. 0

总计 To tal 19 - - - 60. 0

南郊
South

suburbs

甲胺磷M etham idopho s 2 ND～ 0. 05 0. 05 0. 0 10. 0

氧化乐果Om ethoate 10 ND～ 0. 63 0. 16 149. 7 50. 0

久效磷M onocro topho s 1 ND～ 0. 01 0. 01 0. 0 5. 0

甲拌磷 Pho rate 3 ND～ 0. 18 0. 08 118. 4 15. 0

乐果 D im ethoate 0 ND ND 0. 0 0. 0

马拉硫磷M alath ion 2 ND～ 0. 03 0. 02 70. 7 10. 0

对硫磷 Parath ion 0 ND ND 0. 0 0. 0

总计 To tal 18 - - - 65. 0

西郊
W est

suburbs

甲胺磷M etham idopho s 4 ND～ 2. 44 0. 59 188. 5 20. 0

氧化乐果Om ethoate 2 ND～ 0. 12 0. 07 119. 7 10. 0

久效磷M onocro topho s 1 ND～ 0. 03 0. 03 0. 0 5. 0

甲拌磷 Pho rate 1 ND～ 0. 22 0. 22 0. 0 5. 0

乐果 D im ethoate 1 ND～ 0. 02 0. 02 0. 0 0. 0

马拉硫磷M alath ion 1 ND～ 0. 07 0. 07 0. 0 5. 0

对硫磷 Parath ion 0 ND ND 0. 0 0. 0

总计 To tal 10 - - - 35. 0

　　由表 2 可见, 不同农药的检出状况既有区域共

性, 也有差异。污染严重的氧化乐果在各区域蔬菜中

都有检出, 但程度稍有差异: 北郊、东郊蔬菜中氧化

乐果检出率高、含量及变幅大, 高含量 (2. 41～ 2. 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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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 gökg)的样品在该区域出现; 南郊蔬菜中氧化乐果

含量及变化较小, 但检出率高; 西郊氧化乐果污染相

对较轻, 检出含量及检出率都低。污染程度次之的甲

胺磷、甲拌磷在东、南、西郊蔬菜中检出, 甲胺磷的污

染程度为西郊> 东郊、南郊, 甲拌磷为东郊> 南郊>

西郊。马拉硫磷在各区域都检出, 污染程度为北郊>

东郊、南郊> 西郊。对硫磷在北郊、东郊蔬菜中检出,

东郊检出含量较北郊高。久效磷的检出在北、南、西

郊各出现 1 次。总的来看, 北郊、东郊、南郊蔬菜污染

程度接近, 总体超标都在 60% 以上, 且以氧化乐果

污染为主; 北郊、东郊蔬菜中马拉硫磷、对硫磷及东

郊、南郊蔬菜中甲拌磷也有较高的超标率。西郊蔬菜

的质量状况较好, 总检出率及超标率低, 但甲胺磷污

染较为突出, 检出及超标率高, 个别样品含量高达

2. 44 m gökg。

2. 3　不同蔬菜的农药污染状况

西安市不同蔬菜中农药残留量统计结果见表 3

和表 4。
表 3　西安市不同蔬菜中农药残留量状况

T able 3　Condit ion of pest icide residue detected in differen t k inds of vegetab le

蔬菜
V egetab les

农药
Pesticide

检出项次
N o. of
samp les
detected

含量范围ö
(m g·kg- 1)

Con ten t
range

均值ö
(m g·kg- 1)

A verage

变异系数ö%
C. V.

超标率ö%
Exceed
quo ta
rate

黄瓜
Cucum ber

甲胺磷M etham idopho s 0 ND ND 0. 0 0. 0

氧化乐果Om ethoate 3 ND～ 0. 12 0. 10 41. 8 37. 5

久效磷M onocro topho s 0 ND ND 0. 0 0. 0

甲拌磷 Pho rate 0 ND ND 0. 0 0. 0

乐果 D im ethoate 0 ND ND 0. 0 0. 0

马拉硫磷M alath ion 0 ND ND 0. 0 0. 0

对硫磷 Parath ion 0 ND ND 0. 0 0. 0

总计 To tal 3 - - - 37. 5

韭菜
L eek

甲胺磷M etham idopho s 6 ND～ 0. 06 0. 05 23. 3 75. 0

氧化乐果Om ethoate 4 ND～ 1. 04 0. 31 159. 1 50. 0

久效磷M onocro topho s 2 ND～ 0. 05 0. 03 94. 3 25. 0

甲拌磷 Pho rate 2 ND～ 0. 26 0. 15 103. 7 25. 0

乐果 D im ethoate 0 ND ND 0. 0 0. 0

马拉硫磷M alath ion 2 ND～ 0. 03 0. 03 28. 3 25. 0

对硫磷 Parath ion 0 ND ND 0. 0 0. 0

总计 To tal 16 - - - 100. 0

茄子
Eggp lan t

甲胺磷M etham idopho s 0 ND ND 0. 0 0. 0

氧化乐果Om ethoate 2 ND～ 0. 03 0. 02 70. 7 25. 0

久效磷M onocro topho s 0 ND ND 0. 0 0. 0

甲拌磷 Pho rate 0 ND ND 0. 0 0. 0

乐果 D im ethoate 0 ND ND 0. 0 0. 0

马拉硫磷M alath ion 0 ND ND 0. 0 0. 0

对硫磷 Parath ion 1 ND～ 0. 01 0. 01 0. 0 12. 5

总计 To tal 3 - - - 37. 5

芹菜
Celery

甲胺磷M etham idopho s 0 ND ND 0. 0 0. 0

氧化乐果Om ethoate 2 ND～ 0. 63 0. 34 124. 5 25. 0

久效磷M onocro topho s 0 ND ND 0. 0 0. 0

甲拌磷 Pho rate 2 ND～ 0. 22 0. 13 97. 9 25. 0

乐果 D im ethoate 0 ND ND 0. 0 0. 0

马拉硫磷M alath ion 4 ND～ 0. 07 0. 04 116. 4 50. 0

对硫磷 Parath ion 0 ND ND 0. 0 0. 0

总计 To tal 8 - - - 62. 5

青椒
Green
pepper

甲胺磷M etham idopho s 0 ND ND 0. 0 0. 0

氧化乐果Om ethoate 1 ND～ 0. 02 0. 02 0. 0 12. 5

久效磷M onocro topho s 0 ND ND 0. 0 0. 0

甲拌磷 Pho rate 0 ND ND 0. 0 0. 0

乐果 D im ethoate 1 ND～ 0. 02 0. 02 0. 0 0. 0

马拉硫磷M alath ion 0 ND ND 0. 0 0. 0

对硫磷 Parath ion 1 ND～ 0. 02 0. 02 0. 0 12. 5

总计 To tal 3 - - - 25.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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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续表 3 Continued tab le 3

蔬菜
V egetab les

农药
Pesticide

检出项次
N o. of
samp les
detected

含量范围ö
(m g·kg- 1)

Con ten t
range

均值ö
(m g·kg- 1)

A verage

变异系数ö%
C. V.

超标率ö%
Exceed
quo ta
rate

生菜
L ettuce

甲胺磷M etham idopho s 1 ND～ 0. 04 0. 04 0. 0 12. 5

氧化乐果Om ethoate 1 ND～ 2. 58 2. 58 0. 0 12. 5

久效磷M onocro topho s 0 ND ND 0. 0 0. 0

甲拌磷 Pho rate 1 ND～ 0. 03 0. 03 0. 0 12. 5

乐果 D im ethoate 0 ND ND 0. 0 0. 0

马拉硫磷M alath ion 0 ND ND 0. 0 0. 0

对硫磷 Parath ion 1 ND～ 0. 18 0. 18 0. 0 12. 5

总计 To tal 4 - - - 37. 5

茼蒿
Garland

甲胺磷M etham idopho s 0 ND ND 0. 0 0. 0

氧化乐果Om ethoate 6 ND～ 1. 05 0. 22 189. 2 75. 0

久效磷M onocro topho s 1 ND～ 0. 03 0. 03 0. 0 12. 5

甲拌磷 Pho rate 3 ND～ 1. 46 0. 55 144. 1 37. 5

乐果 D im ethoate 0 ND ND 0. 0 0. 0

马拉硫磷M alath ion 2 ND～ 0. 04 0. 03 84. 9 25. 0

对硫磷 Parath ion 1 ND～ 0. 02 0. 02 0. 0 12. 5

总计 To tal 13 - - - 100. 0

豇豆
L owpea

甲胺磷M etham idopho s 1 ND～ 2. 44 2. 44 0. 0 12. 5

氧化乐果Om ethoate 4 ND～ 0. 08 0. 05 58. 9 50. 0

久效磷M onocro topho s 0 ND ND 0. 0 0. 0

甲拌磷 Pho rate 0 ND ND 0. 0 0. 0

乐果 D im ethoate 0 ND ND 0. 0 0. 0

马拉硫磷M alath ion 0 ND ND 0. 0 0. 0

对硫磷 Parath ion 0 ND ND 0. 0 0. 0

总计 To tal 5 - - - 62. 5

西红柿
Tom ato

甲胺磷M etham idopho s 0 ND ND 0. 0 0. 0

氧化乐果Om ethoate 3 ND～ 2. 41 0. 89 148. 2 37. 5

久效磷M onocro topho s 0 ND ND 0. 0 0. 0

甲拌磷 Pho rate 0 ND ND 0. 0 0. 0

乐果 D im ethoate 0 ND ND 0. 0 0. 0

马拉硫磷M alath ion 0 ND ND 0. 0 0. 0

对硫磷 Parath ion 1 ND～ 0. 04 0. 04 0. 0 12. 5

总计 To tal 4 - - - 37. 5

油麦菜
Youm aicai

甲胺磷M etham idopho s 0 ND ND 0. 0 0. 0

氧化乐果Om ethoate 2 ND～ 0. 60 0. 33 119. 7 25. 0

久效磷M onocro topho s 0 ND ND 0. 0 0. 0

甲拌磷 Pho rate 1 ND～ 0. 03 0. 03 0. 0 12. 5

乐果 D im ethoate 0 ND ND 0. 0 0. 0

马拉硫磷M alath ion 0 ND ND 0. 0 0. 0

对硫磷 Parath ion 1 ND～ 0. 23 0. 23 0. 0 12. 5

总计 To tal 4 - - - 50. 0

　　由表 3 可见, 抽检的每种蔬菜都受到不同程度

的农药残留污染。蔬菜种类不同, 农药残留污染的项

目和水平也不相同, 而一种农药在同一蔬菜中的含

量变化却趋于稳定。从检出农药的分布看, 甲胺磷主

要出现在韭菜上, 其含量及变化虽小, 但检出率达

75. 0% ; 豇豆检出甲胺磷, 含量高达 2. 44 m gökg。氧

化乐果在各种蔬菜中都检出, 其污染程度为茼蒿>

韭菜> 豇豆、黄瓜、西红柿> 油麦菜、芹菜> 茄子、生

菜、青椒。甲拌磷主要污染茼蒿、韭菜、芹菜。马拉硫

磷在芹菜上出现较多, 检出率 50. 0% , 另外韭菜、茼

蒿检出也较多。对硫磷、久效磷、乐果在一些蔬菜上

零星检出。从蔬菜污染的整体情况看, 韭菜和茼蒿受

污染最为严重: 韭菜中检出甲胺磷、氧化乐果、久效

磷、甲拌磷、马拉硫磷等 5 种农药残留, 总检出率

28. 6% , 超标率 100. 0% ; 茼蒿的污染则以氧化乐果

为主, 检出率 75. 0% , 含量变化范围大, 另外还受到

甲拌磷、马拉硫磷、对硫磷污染, 茼蒿的超标率也为

100%。芹菜污染程度次之, 检出氧化乐果、甲拌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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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拉硫磷 3 项, 超标率总计 62. 5%。豇豆检出甲胺

磷、氧化乐果 2 项, 超标率总计 62. 5%。油麦菜、生

菜、西红柿、黄瓜等蔬菜污染程度接近, 超标率

37. 5%～ 50. 0%。茄子和青椒受污染程度较轻, 检出

率都为 5. 4% , 且检出含量较低。蔬菜分类分析结果

(表 4)表明, 蔬菜的农药残留污染以叶菜为主。甲胺

磷检出 8 个样品, 其中 7 个为叶菜; 久效磷、甲拌磷、

马拉硫磷等农药的检出样品则全部为叶菜; 氧化乐

果的检出率叶菜和果菜差异不大, 但叶菜类蔬菜氧

化乐果平均含量较果菜类高 0. 72 倍; 对硫磷的检出

情况与氧化乐果相似, 叶菜类含量均值较果菜类高

6 倍。总检出率叶菜类较果菜类高 1. 5 倍, 超标率高

0. 75 倍。

表 4　西安市不同类型蔬菜中农药残留量状况

T able 4　Condit ion of pest icide residue detected in differen t types of vegetab le

农药
Pesticide

叶菜类
L eaf vegetab les

果菜类
F ru it vegetab les

检出项次
N o. of
samp les
detected

含量范围ö
(m g·
kg- 1)

Con ten t
range

均值ö
(m g·
kg- 1)

A verage

变异
系数ö%

C. V.

超标率ö%
Exceed
quo ta
rate

检出项次
N o. of
samp les
detected

含量范围ö
(m g·
kg- 1)

Con ten t
range

均值ö
(m g·
kg- 1)

A verage

变异
系数ö%
C. V.

超标率ö%
Exceed
quo ta
rate

甲胺磷
M etham idopho s

7 ND～ 0. 06 0. 04 22. 0 17. 5 1 ND～ 2. 44 2. 44 0. 0 2. 5

氧化乐果
Om ethoate

15 ND～ 2. 58 0. 43 163. 5 37. 5 13 ND～ 2. 41 0. 25 263. 3 32. 5

久效磷
M onocro topho s 3 ND～ 0. 05 0. 03 66. 7 7. 5 0 ND ND 0. 0 0. 0

甲拌磷 Pho rate 9 ND～ 1. 46 0. 25 183. 4 22. 5 0 ND ND 0. 0 0. 0

乐果 D im ethoate 0 ND ND 0. 0 40. 0 1 ND～ 0. 02 0. 02 0. 0 0. 0

马拉硫磷
M alath ion

8 ND～ 0. 07 0. 03 64. 2 20. 0 0 ND ND 0. 0 0. 0

对硫磷 Parath ion 3 ND～ 0. 23 0. 14 76. 5 7. 5 3 ND～ 0. 04 0. 02 65. 5 7. 5

合计 To tal 45 - - - 70. 0 18 - - - 40. 0

3　小结和讨论

3. 1　污染状况

　　对西安市郊区生产基地及其批发市场 10 种蔬

菜质量状况的调查研究表明, 西安市蔬菜质量令人

担忧, 高毒有机磷农药残留问题较为突出; 氧化乐果

是目前西安市蔬菜中存在的主要农药残留污染, 甲

胺磷、甲拌磷、马拉硫磷、对硫磷等也有一定程度的

污染; 从区域划分来看, 北、东、南郊蔬菜污染程度严

重, 西郊蔬菜污染较轻; 不同蔬菜的农药残留污染状

况不同, 叶菜类较果菜类污染严重, 其中韭菜和茼蒿

污染最重, 其次为芹菜、豇豆> 油麦菜、生菜、西红

柿、黄瓜> 茄子、青椒。

3. 2　现状分析

西安市蔬菜中农药残留污染较为严重, 这一方

面与本地区蔬菜生产中农药的滥用、不合理施用甚

至违规违法施用有关, 同时也反映出我国蔬菜生产

的一些共性问题: (1)农业生产模式落后。我国的蔬

菜生产是建立在个体经营的基础上, 规模小、管理松

散、各种服务保障体系不健全。这使得先进的生产技

术、操作规范得不到贯彻执行, 农民的蔬菜生产往往

带有很大的盲目性, 不能做到及时、有效、科学地防

治病虫害, 最终导致病虫害发生严重、农药滥施滥用

及不合理施用。 (2) 生产者缺乏科学素质和生产技

能。蔬菜生产, 尤其是近几年保护地蔬菜生产面积日

益扩大, 技术性强, 加之生产环境温、湿度等条件较

适宜, 使病虫害发生频繁, 因而进行蔬菜科学生产及

合理、有效防治病虫害显得至关重要, 这就要求生产

者有较高的素质和技能。但目前很多生产者缺乏应

有的蔬菜生产技术, 缺少农药安全、合理使用知识,

对食品质量安全、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认识不够, 蔬菜

生产只求数量, 不讲质量。(3)农药产品结构不合理。

在以高毒、剧毒有机磷农药占主体的我国农药产品

格局下, 农药品种的可选择性小是造成蔬菜有机磷

农药污染的主要原因之一。(4)农药残留监测体系不

健全。由于人员、仪器设备、资金等原因, 我国目前的

农药残留监测由不同的行业、部门很不系统地进行,

全面的质量体系建设才刚刚启动。

3. 3　防治措施

针对蔬菜的农药残留污染状况, 提出几点防治

措施: 基层农业部门应加大产业结构调整, 走产业

化、规模化道路, 加强生产管理, 提高劳动者素质, 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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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农业生产服务保障体系建设; 质量技术监督部门

应加快有关蔬菜质量安全的法律法规、产品质量标

准、生产规范等的制定和执行工作, 加强产品质量检

查监督力度, 尽快建立产品市场准入制度; 大力发展

无公害农药, 确保农产品的质量和安全; 改变人们的

生产消费观念, 大力宣传、发展绿色有机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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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 iga t ion of pest icide residua l con tam ina t ion

in summ er veg itab les of X iπan C ity

L IU La-p ing,YANG J iang- long,L ILan , ZHANG X in
(Center of T esting ,N orthw est S ci2T ech U niversity of A g ricu ltu re and F orestry , Y ang ling , S haanx i 712100, Ch ina)

Abstract: Seven k inds of pest icide residues w ere determ ined by large bo re cap illa ry m eteo roch ro2
m atograph in 80 samp les of 10 k inds of summ er vegetab le in X iπan C ity. T he resu lts show ed that the

residues of m etham idopho s, om ethoate, monocro topho s, pho ra te, d im ethoate,m ala th ion and para th ion w ere

no t checked ou t- 2. 44 m gökg, no t checked ou t- 2. 58 m gökg, no t checked ou t- 0. 05 m gökg, no t checked

ou t- 1. 46 m gökg, no t checked ou t- 0. 02 m gökg, no t checked ou t- 0. 07 m gökg, no t checked ou t - 0. 23

m gökg respect ively and the ra tes of exceed quo ta are 10. 0% , 35. 0% , 3. 8% , 11. 3% , 0. 0% , 10. 0% , 7. 5%

in the o rder m en t ioned. T he qualif ica t ion ra te of 10 k inds of vegetab les w as 45. 0%.

Key words: vegetab les; pest icide residue; X iπan C 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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