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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谱分析方法在食品卫生监测领域中的应用与探讨 (综述)

王 　林1 　张 　榕2

(11 卫生部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 ,北京 　100021 ;

2. 齐齐哈尔市卫生防疫站 ,黑龙江 　齐齐哈尔 　161006)

　　自 1922 年捷克斯洛伐克的海洛夫斯基等人发

现极谱波 ,
[1 ]并在 1929 年与日本工程师合作生产出

第一台极谱仪后 ,众多的电化学工作者对其进行机

理探讨和理论方面的研究 ,由此逐渐形成了经典的

极谱分析法 ,海洛夫斯基本人也荣获诺贝尔奖。

1958 年海洛夫斯基被邀请到中国多个城市讲学 ,从

此引发了我国大量的理化分析工作者的跟进性研

究 ,并在极谱催化波的研究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

而且大量应用于实际工作之中。[2 ] 由于经典的极谱

分析法操作较为费时费力 ,一段时期内有被淘汰的

趋势 ,随着集成电路和芯片技术的发展 ,极谱仪也发

生了革命性的突破 ,先是单板机示波极谱仪的问世 ,

接着是单板机微机化极谱仪的改进 ,以至发展到完

全化的微机极谱仪。采用这些先进性的仪器后 ,极

谱分析方法变得既快速又简单 ,并形成了现代意义

上的极谱分析法。

极谱分析方法的应用领域涉及到的被测试样有

岩石、土壤、矿石、矿物、煤等地质和地球化学物料 ,

钢铁、纯金属、合金、半导体原材料和超纯化合物等

冶炼产品 ,地下水、湖水、河水、海水、天然水、工业用

水、污水等各种水样 ,化工产品、食品、环保、医药及

生物物料。本文拟从极谱分析法在食品卫生监测领

域中的应用情况、方法特点等方面加以探讨。

1 　极谱分析法在食品卫生监测领域中应用的可行

性 　极谱分析法在食品卫生监测领域中的应用是伴

随着地质物料和冶金产品等分析方法的逐渐成熟而

发展起来的。20 世纪 80 年代已经有了此方面的研

究报道[3 ]和书籍问世 ,
[4 ]

90 年代此方面的研究报道

屡见不鲜 ,仅在 1992 年中国预防医学会卫生检验学

术交流会议上就有 20 多篇极谱分析研究的论文。

在大量研究的基础上 ,以极谱作为监测食品卫生

的方法被逐个采纳为国家标准参考分析方法 ,如 1994

年发布的“食品中铬的极谱法测定”。[5 ]
1995 年发布的

“饮用天然矿泉水中铅、钒、钼的极谱法测定”。[6 ]
1996

年发布的“食盐中镁的极谱法测定”[7 ]和“食品中亚硝

酸盐的极谱法测定”。[8 ]
1997 年全国食品卫生标准专

业委员会第十二次会议通过 ,等待国家发布文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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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中合成着色剂的极谱法测定”以及 2000 年全国

食品卫生标准专业委员会第十五次会议通过 ,等待国

家发布文号的“食品中铅的极谱法测定”等。

由卫生部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等单位起草的

“食品中合成着色剂的极谱法测定”国家标准参考分

析方法 ,方法简单、快速、精密度和相对标准偏差能

够控制在良好范围 ,在对 8 种合成着色剂 (苋菜红、

胭脂红、诱惑红、赤藓红、日落黄、柠横黄、亮蓝、靛

蓝)的测定中 ,均可得到良好的测定结果。另有作者

用极谱法对绿色食用复合色素加以分析测定 ,同样

得到良好测试结果。[9 ]

由四川省卫生防疫站等 4 单位起草的“食品中

铅的极谱法测定”国家标准参考分析方法 ,针对食品

中主要金属污染物“铅”的测定进行了充分的研究 ,

筛选出最佳底液 ,排除其它物质的干扰 ,方法的检出

限达到 0117μg ,如取样量为 210 g ,则检出浓度为

01085 mgΠkg ,铅的含量在 015～410μg 时 ,极谱峰电

流与铅的含量之间有良好的线性相关 ,相对标准偏

差 ( RSD) ≤810 % ,回收率在 9410 %～10015 % ,与石

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比较无显著性差异。

极谱分析法除在食品物料上的分析外 ,在涉及

到与食品密切相关的水物料卫生分析上 ,国家也颁

布了多项标准 ,如 1987 年发布的“水源水中铍的极

谱法测定 GB 8161 —1987”,1992 年发布的“水质中铅

的极谱法测定 GBΠT 13896 —1992”。1997 年经标准

委员会讨论通过 ,等待国家发布文号的“生活饮用水

中铅、镉、锌、砷、硒的极谱法测定”,及推荐方法“生

活饮用水中铬、钒、钛的极谱法测定”。

以上情况说明 ,极谱分析法在食品卫生监测领

域中的应用是可行的。它不但可以对无机的金属污

染物加以测定 ,对有机物的测定与极谱分析在其它

领域的应用相比更有着独到之处和可利用空间 ,如

四川省卫生防疫站编写的国家级继续医学教育资料

(项目编号 :2000 - 10 - 06005)《食品卫生理化检验

实用方法汇编》中 ,对食品搀杂物甲醛[10 ] 和辣椒面

中的非实用色素酸性金黄、食品添加剂糖精纳和乙

酸乙脂、食品成分红景天及富马酸的测定等 ,都是极

谱分析用于有机物分析的实例。

2 　极谱分析法的应用特点

211 　灵敏度和低检出限 　采用极谱法进行测定 ,如

果底液选择的好或底液中有较好的催化物质 ,可得到

较高的灵敏度 (工作曲线的斜率)和很低的检出限 (以

合理的置信度检出的欲测物质的最低浓度) 。据有关

文献介绍 ,现代极谱分析法的检出限可达到 10
- 7～

10 - 10 molΠL ,有不少金属元素的检出限低于原子吸收

测定的检出限 ,
[2 ]能够解决实际工作中的问题。

212 　较好的精密度与准确度及相对标准偏差 　精

密度是指同一方法在同一试验条件下对同一试样重

复多次测定所得测定值的离散程度 ,一般用相对标

准偏差 ( RSD %)来表示。极谱分析法在对试样中微

量或痕量元素及特定有机物质测定时精密度良好 ,

一般在 1 %～9 %。

准确度是指试样中测得的含量值与真值之间的

符合程度。通过对多种试样的实验证明 ,极谱分析

方法的准确度是比较高的 ,国家标准物质中有些元

素的定值采用极谱法 ,或是将极谱法作为定值中的

一种复核方法。

相对标准偏差是指平行试样间测得结果的离散

程度。食品卫生学理化测定的相对偏差的离散程度

一般控制在 < 10 %。极谱分析测定的结果可以良好

地控制在这一范围。

213 　高效率低消耗 　从极谱仪测定的项目上看 ,与

测定同类项目的其他仪器如原子吸收仪、荧光火焰

光度仪、离子色谱仪相比仪器价格是较低的 ,一般在

人民币两万元左右。从所用的试剂材料上看 ,只是

普通的酸、碱、盐等。从分析周期上看 ,大部分测定

所用的时间要比其他分析方法短的多。

214 　微机极谱仪的先进性 　微机极谱仪是将极谱

操作程序安装在先进的微机中文软件 (如 win2
dows95Π98 或 2000)平台上加以运行。利用微机硬件

和软件的性能把测定条件锁定在一个屏幕面上对极

谱装置进行控制 ,自动峰谱检测 ,自动打印结果 ,展

示出极谱分析的优越性能与现代化风格。

3 　问题与探讨

311 　极谱分析法对试样的前处理要求比较高。干

法处理试样对测定结果无影响。湿法处理试样时必

须将余酸挥干 ,否则将会影响底液的酸碱度进而影

响测定结果。

312 　任何一种分析方法都有其各自的特点和局限

性 ,在选择使用方法时应扬长避短 ,或根据具体情况

加以利用。比如没有装备原子吸收分析仪的单位可

以选择极谱仪来测定金属元素 ,已有原子吸收分析

仪的单位可使用极谱仪来测定部分金属元素或测定

原子吸收分析不佳的元素 ,也可使用极谱仪测定特

定的有机物质 ,在对考核试样分析测定时可选用多

种仪器进行测定以保证结果的准确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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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沙门氏菌监测网
2001～2005 年规划简介

冉 　陆

(卫生部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 ,北京 　100021)

　　沙门氏菌是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的引起人类疾

病食源性病原菌。但是全球范围内食源性疾病包括

沙门氏菌引起的疾病所造成的损失却是未知的。为

适应发展全球性沙门氏菌监测与交流的网络的需

求 ,WHO、丹麦兽医实验室 (DVL) 、美国 CDC 于 2001

年 1 月共同组建了世界卫生组织全球沙门氏菌监测

网 (WHO GSS) 。WHO GSS 是专业机构与个人组成

的包括沙门氏菌的监测、血清分型和耐药实验的全

球性网络 ,目前有 104 个国家的 100 个国家级的机

构成员和 348 位个人成员参加。WHO GSS 目前主

要有以下 5 项工作 : (1) 电子讨论园地 , (2) 地区培

训 , (3)室间质量控制 ( EQAS) , (4) 基于互联网的国

家级数据库 , (5)参考实验室服务。

WHO GSS 首次规划会议 2001 年 5 月 7～11 日

在丹麦哥本哈根举行。来自 11 个国家的 25 位

WHO GSS 规划委员会成员参加了会议 ,制定了 2001

～2005 年规划。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 :WHO GSS 的

规划概况 ;对 WHO GSS 规划项目要素的需求评价 ;

WHO GSS 主要目标和工作计划。

1 　主要目标

提高国家级机构对食源性疾病和食源性致病菌

的监测能力 ;

建立地区中心 ;

鼓励全球性的食源性疾病和食源性致病菌监测

与交流 ;

加强行政支持 ,重视监测在降低食源性疾病危

害中的作用。

WHO GSS 的最初工作集中在沙门氏菌的监测 ,

规划拓展了其工作范围 ,拓展后的工作为通过加强

国家和地区食源性疾病的监测系统 ,降低食源性疾

病的全球危害 ,鼓励在国家级机构中从事食源性疾

病和食源性致病菌工作的微生物学家与流行病学家

之间的合作 (包括人类健康、兽医和与食品相关的学

科) ;当国家和地区的监测网络成熟时 ,其资料对决

策有帮助。

2 　WHO GSS 职能范围

目前 WHO GSS 东南亚的合作中心在泰国曼谷 ,

南美的合作中心将于 2001 年 9 月设在阿根廷。为

帮助目前的和未来的地区合作中心理解他们的作用

和任务 ,规划委员会对地区中心的工作职能确认为 :

提高为国家级沙门氏菌参考实验室提供高质量

的沙门氏菌血清的能力 ;

领导在食源性疾病和食源性致病菌监测方面的

地区性交流 ,鼓励在相关领域工作的微生物学家与

流行病学家之间的多学科交流 (其中包括人类健康、

兽医和与食品相关的学科) ;

为沙门氏菌国家实验室提供地区参比实验室的

服务 ,包括质控和参比实验 ;

领导地区性的研究项目 ;

为地区性食源性疾病和食源性致病菌监测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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