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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北京市某区保健食品铅、砷含量情况。方法 　湿法消化后采用石墨炉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测

铅 ,双道氢化物发生原子荧光光谱法测定总砷。结果 　部分保健食品铅、砷检测结果超出标准值。结论 　应加强

各类保健食品的质量监管 ,保障消费者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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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Objective 　To master contents of lead and arsenic in health foods in a district of Beijing. Method 　The samples

were treated by wet digestion. And the lead contents of samples were determined by graphite furnace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photometry , and the arsenic contents of samples were determined by double path hydride generation2atomic fluorescence

spectrometry. Result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lead or arsenic contents of samples in heath foods exceeded standard value.

Conclusion 　It was suggested that the quality supervison of all kinds of heath food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o guaranty the benefits

of consum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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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量摄入铅会导致贫血、消化系统危害、神经系

统危害、肾脏危害、生殖系统毒害 ;铅的暴露亦会导

致一些成年人产生高血压。铅对幼儿影响更大 ,高

剂量暴露会造成铅脑症 ,甚至在低剂量铅的暴露情

形下 ,亦会阻碍儿童智商的发展。砷的毒性也是很

大的 ,会引起神经系统的改变 ,同时还有一些周围神

经的改变。为了解北京市某区市场销售的保健食品

中铅、砷含量现状 ,保障消费者的利益和身体健康 ,

我们对 2003 - 2006 年全区保健食品检测结果进行

统计分析 ,现报告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1 　样品 　北京市某区 2003 - 2006 年厂家送检的

保健食品样品。

112 　检验方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检

验方法 (理化部分 )》《食品中铅的测定》GBΠT

5009112 —2003、《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GBΠT

5009111 —2003 进行铅及总砷的测定。

113 　评价标准 　根据《保健 (功能) 食品通用标准》

GB 16740 —1997。

2 　结果

211 　2003 - 2006 年共检测保健食品铅 377 件 ,超标

50 件 ,超标率 13 % ;砷 368 件 ,超标 45 件 ,超标率

12 %。详见表 1、表 2。

表 1 　北京市某区 2003 - 2006 年生产的保健

食品铅检测情况

年度 检测件数
测出范围

(mgΠkg)
检出限
(mgΠkg)

超标率
( %)

2003 85 低于检出限～1103

2004 93 低于检出限～1015

2005 55 低于检出限～1184

2006 144 低于检出限～1162

01005

711

2710

1310

813

表 2 　北京市某区 2003 - 2006 年生产的

保健食品总砷检测情况

年度 检测件数
测出范围

(mgΠkg)
检出限
(mgΠkg)

超标率
( %)

2003 80 低于检出限～2185

2004 73 低于检出限～0195

2005 49 低于检出限～4191

2006 166 低于检出限～5166

0101

2210

916

1010

910

　　由表 1、表 2 可以看出 ,2004、2005 年保健食品铅

含量超标率较高 ,2003 年砷超标率高于其他三年。

212 　根据《保健 (功能) 食品通用标准》GB 16740 —

1997 ,铅 (mgΠkg) ≤015 (一般胶囊产品 115 ;以藻类和

—233—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CHINESE JOURNAL OF FOOD HYGIENE
　　　 　　　　　2008 年第 20 卷第 4 期



茶类为原料的固体饮料和胶囊产品 210) ,砷 (mgΠkg)

≤013 (以藻类和茶类为原料的固体饮料和所有胶囊

产品 110) 。根据包装和所使用原料将 2003 - 2006

年所检测保健食品分类 ,具体见表 3。

表 3 　不同种类保健食品铅检测情况

年度
一般保健食品 一般胶囊产品 以藻类和茶类为原料的固体饮料和胶囊产品

检测数量 超标数量 超标率 ( %) 检测数量 超标数量 超标率 ( %) 检测数量 超标数量 超标率 ( %)

2003 46 6 1310 14 0 010 25 0 010

2004 60 16 2617 19 4 2111 15 5 3313

2005 44 6 1316 9 1 1111 2 0 010

2006 89 12 1315 37 0 010 18 0 010

合计 239 40 1617 79 5 613 60 5 813

　　从表 3 可看出 ,一般保健食品超标率总体上高

于一般胶囊产品和以藻类和茶类为原料的固体饮料

和胶囊产品 ,除 2004 年超标率相对较高外 ,其他三

年合格率基本保持稳定 ,2004 的超标率甚至接近于

30 %。所有检测样品的实际检测值以一般胶囊产品

和以藻类和茶类为原料的固体饮料和胶囊产品结果

总体偏高 ,但由于这两类产品国家标准限量较高 ,检

测结果基本不超出其各自的标准限值 ,因而合格率

高于一般保健品。分析原因主要是因为 ,一般胶囊

产品和以藻类和茶类为原料的固体饮料和胶囊产品

其主要生产原料多采用药用植物 ,而药用植物尤其

是多年生中草药类植物对铅有较强的蓄积作

用[1 - 3 ]
,导致这两类产品中以植物为原料的保健食

品铅含量高。

表 4 　不同种类保健食品砷检测情况

年度

一般保健食品
以藻类和茶类为原料的
固体饮料和胶囊产品

检测
数量

超标
数量

超标率
( %)

检测
数量

超标
数量

超标率
( %)

2003 68 17 2510 12 1 813

2004 73 7 916 0 0 -

2005 49 5 1010 0 0 -

2006 145 11 716 21 4 1910

合计 335 40 1210 33 5 1510

注 :“ - ”未检测。

由于 2004 及 2005 年未有以藻类和茶类为原料

的固体饮料和胶囊产品 ,缺乏足够资料 ,因此不将此

类产品砷含量列入讨论。总的来说 2004 - 2006 年

一般保健食品砷合格率相对较高 ,并保持在一个稳

定水平。以藻类和茶类为原料的固体饮料和胶囊产

品虽然合格率高 ,但是实际检测值总体偏高 ,但由于

标准限量较高 ,检测结果基本不超出其各自的限值。

其砷检测结果偏高的原因主要也是因为采用药用植

物为主要原料进行加工 ,由于植物对砷的蓄积作

用[1 - 3 ] ,导致此类保健食品中砷含量高于普通保健

食品 ,见表 4。

由于现在保健食品的应用范围和使用人群已经

越来越广泛 ,种类、数量也越来越多 ,所采用的原材

料种类繁多 ,成分复杂 ,所以部分保健食品中铅、砷

等有害元素超出国家标准。建议应加强对保健食品

的生产销售监督管理 ,保障消费者的健康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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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息 (四) 中国积极参加食品添加剂国际标准的制定

国际食品添加剂法典委员会主席、中国工程院院士陈君石今年 3 月 28 日表示 ,中国将继续积极参加国

际食品添加剂法典委员会的工作 ,推动国际食品添加剂标准的进一步完善。

国际食品添加剂委员会在北京召开的委员会会议 ,对多项议题进行了讨论 ,并在食品香料使用标准等

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这是中国自 2006 年成为国际食品添加剂法典委员会主持国后第二次主持召开委员

会会议。中国参与国际食品添加剂委员会的工作 ,也使得中国的食品添加剂标准进一步与国际标准接轨 ,

使中国的食品安全水平得到了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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