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阅读提示 市民对健康饮食越来越重视，现在我市一些超市提供有农药残留检测设备，并及时公布当天检测结果。记者了
解到，目前我市共有103种无公害食品、13种绿色食品，因多种条件限制，我市暂时没有有机食品。然而，尽管多数市民认为无
公害食品、绿色食品和无机食品属于健康食品，但并不知道如何区分这三类食品。

市民对健康食品越来越重视，提起健康
食品，市民都会想起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
有机食品。然而，市民却不知怎么区分这三
类食品。

为此，记者咨询了市农业局农产品质量
安全中心有关负责人。据这位负责人介绍，
目前我市共有103种无公害食品、13种绿色
食品，“由于多种条件限制，我市暂时没有有
机食品”。其中，无公害食品和绿色食品主
要为蔬菜、水果和葡萄酒及面粉等。

据介绍，在我国，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
和有机食品是和普通食品相对而言的。

无公害农产品是指产地环境、生产过程
和产品质量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要
求，经认证合格获得认证证书并允许使用无
公害农产品标识的未经加工或者初加工的
食用农产品。无公害农产品在生产过程中
允许使用农药和化肥，但不能使用国家禁止
使用的高毒、高残留农药。严格来讲，无公
害食品应当是普通食品都应当达到的一种
基本要求。

绿色食品是指产自优良生态环境、按照
绿色食品标准生产、实行全程质量控制并获
得绿色食品标识使用权的安全、优质食用农
产品及相关产品。也可以说，绿色食品是从
普通食品向有机食品发展的一种过渡性产
品。

具体来讲，无公害食品主要起源于中
国，绿色食品也起源于中国，有机食品发源
地则是欧洲。无公害食品及绿色食品的标
识都是唯一的。

在不同的国家、不同的认证机构，有机
食品的标识不同，2005年我国出台国家标
准，在国内通过有机认证的产品包装除要粘
贴认证机构标识外，都需加贴国家标识。

需要注意的是，无公害食品由农业部及
各省区市食用农产品安全生产体系办公室
统一认证；绿色食品的认证由中国绿色食品
发展中心负责全国绿色食品的统一认证和
最终认证审批，各省区市绿色食品办公室协
助认证；有机食品的认证由具有有机认证资
质的认证机构进行认证。无公害食品的认

证以检查认证为主，检测认证为辅；绿色食
品的认证以检测认证为主；有机食品的认证
是在国家认监委监督下，由具有认证资质的
机构进行认证。

此外，有机食品与其他食品的主要区别
还有：有机食品在生产加工过程中绝对禁止
使用农药、化肥、激素等人工合成物质，并且
不允许使用基因工程技术，而其他食品则允
许有限使用这些技术，且不禁止基因工程技
术的使用。如绿色食品对基因工程和辐射
技术的使用就未做规定。从生产其他食品
到有机食品需要两三年的转换期，而生产其
他食品（包括绿色食品和无公害食品）没有
转换期的要求。有机食品的认证要求定地
块、定产量，而其他食品没有如此严格的要
求。

这也可以理解为，生产有机食品要比生
产其他食品相对困难，不仅需要建立全新的
生产体系和监控体系，还需要采用相应的病
虫害防治、地力保护、种子培育、产品加工和
储存等技术。

超市可检测农药残留

健康食品应该怎么区分

在走访时，记者分别见到了一些带有无
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标识的农产
品。

记者注意到，无公害食品的标识上均有
固定的编号。消费者可以登录中国农产品
质量安全网，点击“产品查询”，输入产品的

“证书编号”进行查询。绿色食品的标识上
也有产品编号，此外，产品编号下方还印有

“经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许可使用”字样，
消费者可登录中国绿色食品发展中心网站
进行查询。有机食品的标识上印有审核公
司的名称，并附有身份码、查询网站的地址
以及有机码等信息。

然而，在采访中，不少市民对无公害食
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三种健康食品的消
费存在一定的误区。比如，有些市民认为绿
色食品只是代表颜色为绿色的，有些市民认
为这三种食品就是指“野生的”，还有些市民
认为这三种食品的营养价值比普通食品更
高。

“绿色食品并不是简单指食品的颜色，
而是食品的生产方式……”市农业局农产品
质量安全中心有关负责人解释称，而“野生
的”不一定是无公害、绿色或者有机食品，

“同样不使用农药及相应添加剂的也不一定
是绿色食品！”

这位负责人还解释称，就营养价值来
说，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并不
代表比普通食品营养价值更高，“这三类食
品在生产过程中的安全性更有保障”。

“如果将普通食品、无公害农产品、绿色
食品和有机食品比成一个金字塔的话，普通
食品在底层，往上依次是无公害农产品、绿
色食品和有机食品。”这位负责人说，无公害
农产品、绿色食品和有机食品，属于安全食
品的范畴，越往上，食品安全等级越高。

“市民在购买无公害农产品、绿色食品
和有机食品时，应当看清相应的标识，并注
意索要购物凭证。”上述负责人说。

1月2日，在凯旋路上的一家超
市内，记者看到在蔬果农产品销售
区内设置着“农药残留检测处”，里
面摆放有“食品安全检测仪”等。

记者注意到，在检测处还张贴
有当天的“蔬果农药残留检测结果
公示”，所检测的蔬菜有土豆、莲菜、
西红柿、黄瓜、生菜、茼蒿和青椒等，
水果有蜜糖橘、火龙果以及苹果等，
检测结果均显示“正常”。

此外，在公示上的备注里，记者
看到上面写有：“本超市所售蔬菜、
水果每天在开店营业前都会经过抽
样测试农药残留是否符合标准，测
试读数超过50%（含）证明所测试样
品农药残留超标，坚决不能上架销
售。”

“现在对吃的东西都很讲究，吃
就想吃得安全、吃得健康。”正在选
购青椒的市民唐女士说，超市能够
设置农药残留检测处，让她“觉得更
放心了”。

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有关负
责人认为，超市能够设置农药残留
检测处对广大消费者是有益的，更
有益于消费者的饮食安全。

据市质监部门有关负责人介
绍，为了防治果蔬在生长过程中免
受病虫害的影响，提高产品质量，通
常会施加一定剂量的农药，所以果
蔬中都会有一定量的农药残留。目
前，在我国农业上广泛使用的杀虫
剂，主要有有机磷类、氨基甲酸酯类
和拟除虫菊酯类农药。

其中菊酯类农药对人畜的毒性
较低，相对比较安全。有机磷类和
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则对高等动物
（包括人）的毒性高，易引起人畜急
性中毒事故，所以人们普遍关注的
也主要是有机磷农药和氨基甲酸酯
类农药的残留问题。因而，目前农
产品农药残留快速检测主要针对有
机磷类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两个农
药类别。

其中，有机磷农药主要有：甲拌
磷、内吸磷、对硫磷、特普、敌百虫、
乐果、马拉松、甲基对硫磷、二甲硫
吸磷、敌敌畏、甲基内吸磷、氧化乐
果、久效磷等。

氨基甲酸酯类主要有：速灭威、
西维因、涕灭威、克百威、叶蝉散和
抗蚜威等。

目前大部分农药残留快速检测
的基本原理是，在一定条件下，有机
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对胆碱酯酶
正常功能有抑制作用，其抑制率与
农药的浓度呈正相关。正常情况
下，酶催化神经传导代谢产物水解，
其水解产物与显色剂反应，产生黄
色物质，用仪器测量其吸光度随时
间的变化值，计算出抑制率，通过抑
制率可以判定样品中是否有高剂量
的有机磷和氨基甲酸酯类农药的存
在。

需要注意的是，快速检测在确
定样品为有机磷或氨基甲酸酯类农
药阳性结果时，应是重复多次检测
的结果，对于中毒残留物，必须将样
品送实验室用气相色谱仪或质谱仪
进一步确定是哪种农药以及其确切
含量。

市民在健康食品消费上有误区

无公害食品、绿色食品、有机食品有啥区别

超市可测农药残留

昨日，在市区一家超市，市民在选购蔬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