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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农药残留高通量检测技术（第二卷）》分为两卷共11章。
第1～10章分别综述近20年10类不同食用农产品中农药残留样品制备技术和检测技术研究进展，重点介
绍作者团队近年来研究开发的10项同时测定400～500种农药残留的高通量样品制备技术和检测技术。
这些技术形成了一个可检测世界常用1000多种农药残留的高通量分析方法体系。
第11章介绍作者团队建立的世界常用1000多种农药化学污染物在GC‐MS、GC‐MS／MS和LC‐MS
／MS等不同色谱‐质谱条件下的数万份质谱参数数据库。
 
《农药残留高通量检测技术（第二卷）》核心技术居国际农药残留分析领域的前沿，其研究成果具有
前瞻性、创新性和实用性。
可作为大学教学参考书，也可供从事食品安全、农业环境保护及农药开发利用等技术研究与应用的专
业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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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插图：   9.4.4免疫分析法 近年来，基于高选择性抗原与抗体反应的免疫分析法
（Immunoanalysis）在残留分析领域十分活跃。
作为一种分析手段，免疫学技术具有操作简单、快速、灵敏度高等特点，已渗透到残留分析的各环节
，包括提取、净化、分离和检测。
目前应用于残留分析的免疫技术基本可分为两种类型，即免疫净化和免疫测定。
前者主要是基于免疫亲和色谱（IAC）的分离方法，后者主要包括放射免疫法（RIA）、酶免疫分析法
（EIA）、荧光免疫分析（FIA）、化学发光免疫分析（CLIA）和免疫传感器（Immunosensor）等。
其中EIA的稳定性和灵敏度不断改善，尤其是基于酶联免疫吸收（ELISA）的检测试剂盒商品化过程迅
速，使用简便，灵敏度高、特异性强，适用的基质范围广，仪器设备相对简单，对操作人员要求不高
，尤其适于大批量样品的高通量筛查分析，现已成为免疫分析的首选方法，相关文献报道很多。
在进行ELISA检测时，样品中的被检物质（抗原或抗体）与固定的抗体或抗原结合，再加入酶标记的
抗原或抗体，此时，能固定下来的酶量与样品中被检物质的量相关。
通过加入与酶反应的底物后显色，根据颜色的深浅可以判断样品中物质的含量，进行定性或定量分析
。
由于酶的催化效率很高，间接地放大了免疫反应的结果，使测定方法达到很高的敏感度。
一些基质如脂肪、色素等可能干扰显色反应，辅以适当的前处理手段可以有效去除。
Wan等在采用ELISA试剂盒测定鲶鱼中毒死蜱残留时，以液液萃取法去除脂肪，获得了很好的结果。
 作为一种简单、方便、低成本的检测手段，ELISA方法特别适合基层实验室使用。
各厂商纷纷推出自己的商品化ELISA试剂盒产品。
由于不同厂家的抗原、抗体组合不同，来源和用量方面也有差异，就造成实际上使用不同厂家的试剂
盒检测同一种物质的结果有可能存在差异。
另外，基于酶标记抗原抗体反应的ELISA法反应过程复杂，影响因素众多且不易控制，提供的待测物
组成或结构方面信息极少，样品中可能存在的干扰物质无法排除，结果易出现假阳性或假阴性，难以
作为最终准确判定目标化合物的方法。
Wandan等在采用不同厂家生产的ELISA试剂盒检测两种鱼中克百威时，发现存在交叉反应，干扰检测
结果的准确性。
因此，在残留分析中，ELISA不可能取代色谱法，只能作为一种重要补充。
 9.4.5酶抑制法 农药残留检测一直是受到关注的问题，无论是色谱、色一质联用还是电泳法，均需要价
格不菲的设备和经过培训的技术人员，对检测环境与设施也有较高要求，因此，研究人员一直在寻求
一种更便宜、更方便的替代检测方法，由于许多农药的作用机理是抑制害虫体内的各种酶活性，因此
，利用这些酶进行方法开发是一种较好的解决途径。
基于这种思路，人们对各种酶如乙酰胆碱酯酶、丁酰胆碱酯酶、碱性和酸性磷酸酶、酪氨酸酶、有机
磷水解酶、醛脱氢酶进行了深入研究，以寻找可用于检测食品、水、土壤及其他样品中农药残留的便
捷检测手段。
基于酶学的检测技术现已广泛用于农药残留分析中，最为人熟知的就是基于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
药可特异性抑制昆虫中枢和周围神经系统的乙酰胆碱酯酶而开发的速测卡，以检测食品中是否含有有
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
近年来，基于酶抑制法（Enzyme inhibition）检测食品中农药残留的生物传感器研制十分活跃加
，Venugopal等Ll011综述了这种方法在鱼类农药残留等检测中的应用。
这种手段便捷、灵敏，具有相当好的发展前景，但就目前来说，由于酶的活性受到多种因素的影响，
因此以此为基础的检测设备性能还不够稳定，仍处于探索时期，还不能取代经典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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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农药残留高通量检测技术(第2卷)》可作为大学教学参考书，也可供从事食品安全、农业环境保护及
农药开发利用等技术研究与应用的专业技术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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