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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是《食品安全关键技术系列图书》之一。结合国际农药残留检测技术的进步，本书对农药残留各
种主要检测方法及相关最新技术作了较全面而深入的阐述；同时，对中国、中国台湾和其他国家/地区
的农药残留监控技术作了较详细的介绍，也是本书的主要特色之一。 
　　本书不仅有助于我国广大农药残留分析工作者全面了解现代农药残留检测和监控技术研究现状，
还有助于在我国推动低成本﹑高通量﹑快速而灵敏的农药残留先进检测技术的相关研究，并建立有效
的农药残留监控体系。 
　　本书既有丰富的基本理论，又有大量的分析实例，不仅适合广大从事农药残留分析的研究人员阅
读，也可供各级从事农药残留监控的管理人员参考。本书可作为各大专院校相关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
的教学参考书，也可供专门研究机构的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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精彩短评

1、本书 是目前资料最完备的行业内工具书，本书是一本专门通过实例的方式介绍农药残留检测的工
具书。书中以生动的实例讲述了分析应用，本书是介绍相关分析工作的相关内容与技巧，并详细地对
本书中的各种概念和基础理论做出了精辟的阐述。本书的部分实例主要介绍实际工作中的基本思想和
各种实用技巧。
2、平时作为课本辅助书来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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