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现数据共享 ,进而为我国食品污染物监测数据上传

给国际组织 ,进行数据的比对交流起到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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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市 2008 年食品铅污染情况分析

余 　超 　何洁仪 　李迎月 　林晓华 　谢朝军 　周 　琴 　陈坤才

(广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广东 广州 　510080)

摘　要 :目的 　探讨我市常见食品铅污染情况 ,为食品安全性评价和制定针对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方法 　采取

分层抽样方法 ,在全市 9 个区餐饮企业、肉菜市场、零售店、超级市场、批发点等 6 类采样点 ,分阶段抽取 10 大类食

品进行检测。结果 　1 025份样品检测 ,合格 940 份 ,合格率 91171 %。蛋及蛋制品、粮食、奶及奶制品、水果、水产

品、禽畜肉类均有部分样品超标。结论 　我市主要食品铅含量整体超标情况不严重 ,但粮食类、水果、蛋及蛋制品

等超标比例较高 ,需引起重视。

关键词 :食品污染 ;铅 ;蛋类 ;水果 ;肉制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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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n the Lead2Contamination of Foods in Guangzhou City in 2008

YU Chao , HE Jie2yi , LI Ying2yue , LIN Xiao2hua , XIE Chao2jun , ZHOU Qin , CHEN Kun2cai

( Guangzhou Municipal Center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 , Guangdong Guangzhou 510080 , China)

Abstract :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situation of foods contaminated by lead and to provide basic data for assessing food2safety

and establishing relevant measures. Methods 　Stratified sampling was used to select 10 kinds of food from 9 districts in

Guangzhou city in six types of sampling points , such as catering business , meat markets , retail stores , supermarkets and wholesale

markets. Results 　Among the 1 025 samples selected , 940 samples were qualified , accounting for 91171 %. The lead content of

soy products , tea , vegetables and cooked meat samples were all qualified , but that of part of egg and egg products , cereals , milk

and milk products , fruits , aquatic products and meat samples were exceeding the standard upper limits. Conclusion 　As a

whole , lead contamination in foods was not serious in Guangzhou city , but the situation of exceeding standard upper limits was still

existed. More attention must be paid to the content of lead in fruits , egg and egg products. Supervision and surveillance for those

product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Key words : Food Contamination ; Lead ; Eggs ; Fruit ; Meat Products

　　食品安全关系到广大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受到

了国家和地方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重金属污染是

影响食品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 ,主要包括铅、镉、砷、

汞等的污染 ,它们半衰期较长 ,可通过食物链蓄积。

食物中铅经消化道吸收在体内蓄积到一定量

后 ,可对人体产生各种急慢性毒性作用 ,如对生殖系

统[1 ] 、卟啉代谢系统、外周神经系统[2 ] 产生毒害作

用 ,对肾功能和机体免疫力产生不良影响。环境中

铅含量与儿童血铅含量呈正相关[3 ]
,环境铅暴露会

影响儿童体格和智力发育[4 ] 。鉴于铅的潜在危害 ,

食品添加剂和污染物联合专家委员会 (J ECFA) 1993

年对铅每周允许摄入量进行了规定 , 限量为

01025 mgΠ(kg BW) 。我国卫生部 2000 年组织开展的

中国污染物监测及监测网工作也将铅列为初期阶段

监测项目之一。

为系统全面掌握我市食品中铅污染状况 ,积累

我市常见食品铅污染水平监测数据 ,为食品安全性

评价和制定针对性措施提供可靠依据 ,于 2008 年对

10 大类共计 1 025 份样品进行铅检测 ,现将检测结

果分析如下。

1 　材料与方法

111 　样品来源 　依据卫生部制定的《食品污染物监

测技术操作手册》和《关于实施广州市 2008 年食品

污染物监测工作计划的通知》相关规定 ,采取分层随

机抽样方法 ,在全市 9 个行政区域 ,以各自辖区内餐

饮企业、超级市场、零售店、批发点、肉菜市场、加工

场等为采样点 ,共采集 10 大类共计 1 025 份样品。

采集的样品具有代表性、随机性。送市疾控中心检

验的样品中鲜肉品、水产品必需采集新鲜样品 ,若提

前采集的样品需在 4～10 ℃温度下冷藏 (不得冷

冻) ,保存时间不得超过一天。

112 　检验方法 　按照 GBΠT 5009112 —2003《食品中

铅的测定》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进行。

113 　评价依据 　GB 2762 —2005 食品中污染物

限量。

114 　统计分析 　采用 spss data document 建立数据

库 ,使用 SPSS 1310 统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分析。

对不同采样点超标份数进行卡方检验 ,对食品监测

结果均值与全国和广东省均值作 t 检验。

115 　实验室质量控制 　检验方法参照相应的国家

标准 ,样品测定时附带测定国家一级标准物质 ,测定

结果应在允许值范围内 ,要求实验室人员达到检测

成分的加标回收率在 80 %～120 %之间后再开始检

验。每一个检测样品均需进行平行测定 ,平行测定

结果应满足分析方法的误差要求 ,报告检测结果平

均值。

2 　结果与分析

211 　不同样品的检测分析 　对 1 025 份样品进行检

测 ,合格 940 份 ,合格率 91171 % ;检出 786 份 ,检出

率 76168 %。监测结果见表 1。豆制品、奶粉、茶叶、

蔬菜、熟肉制品检测均合格 ,而蛋及蛋制品、粮食类、

液态奶、水果、水产品、禽畜肉均存在不同程度超标 ,

超标较严重的是粮食类 ,水果 ,蛋及蛋制品 ,超标率

分别为 19100 % ,19140 % ,10170 %。P90值高于国家

标准的有皮蛋 ,豆类 ,谷类 ,面粉类 ,水果。谷类超标

率达 14190 % , P90 值是国家标准的 111 倍。皮蛋检

出最高值达10100 mgΠkg ,超出标准值 (2100 mgΠkg) 5

倍。各类食品铅检出率范围在 50 %～100 %之间。

212 　不同采样地点的样品分析 　对不同采样地点

进行分析 , 餐饮企业采集样品检测合格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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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7110 % ,主要超标样品为谷类和面粉类 ,超市的合

格率为 91164 % ,主要超标食品为鲜肉品和乳及乳

制品 ,零售店合格率为 82105 % ,主要超标食品为粮

食类 ,批发点样品合格率为 94137 % ,主要超标食品

为蔬菜与水果 ,肉菜市场合格率为 92184 % ,主要超

标食品为鲜肉品、蛋制品、水果、面粉类、藻类。加工

场和蔬菜基地共采集 8 份样品 ,检测全部合格。对

餐饮企业、超级市场、零售店、批发点、肉菜市场五类

采样点超标份数作卡方检验 ,χ2 = 71423 , P > 0105 ,

五类采样点间超标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表 1 　10 类食品铅污染监测概况

食品种类 检测份数
检出值 (maxa)

(mgΠkg)
中位数
(mgΠkg)

P90
b

(mgΠkg)
GBc 限定值

(mgΠkg)
检出率d

( %)
超标率e

( %)

蛋及蛋制品 皮蛋 39 10100 01094 4183 210 8712 1218

鲜蛋类 110 0175 01028 0119 012 6316 1010

豆制品 62 0177 01046 0119 110 5917 0

粮食 豆类 37 0128 01012 0122 012 5411 1018

谷类 47 1127 01060 0134 012 6811 1419

面粉类 53 0179 01130 0128 012 7714 2813

奶及奶制品 奶粉 16 0136 01013 0122 015 5010 0

液态奶 86 0136 01010 0105 0105 5213 916

茶叶 20 4151 01400 2165 510 9010 0

蔬菜 叶菜类 41 0121 01047 0115 013 7017 0

根茎类 23 0124 01041 0118 013 7813 0

食用菌 27 1171 01061 0146 210 8512 0

水果 36 0126 01032 0114 011 7510 1914

熟肉制品 25 0129 01033 0122 015 10010 0

水产品 贝类 36 9166 01115 0146 110 9117 516

鲜鱼 75 0196 01098 0137 015 9210 410

甲壳类 42 0165 01051 0141 015 8110 214

咸鱼 30 0158 01027 0123 015 5313 313

藻类 8 2120 01870 2120 110 10010 5010

禽畜肉类 212 2145 01032 0116 012 7216 715

注 :“a”为检测结果最大值 ;“b”为样本的第 90 百分位数 ;“c”为国家标准 ;“d”为检测值高于检出限的比例 ;“e”为检出值高于国家标准值比例。

　　不同类别采样地点中 ,加工场和蔬菜基地样品

检出率最高 ,全部 8 份样品都有检出 ;餐饮单位检出

率也高达 91140 % ; 最低为批发点 , 检出率为

59115 %。不同采样地点铅污染情况见表 2。

表 2 　6 类采样地点铅检测超标情况

采样地点
采样
份数

检出
份数

检出率
( %)

超标
份数

超标率
( %)

餐饮企业 93 85 91140 12 12190

超级市场 311 231 74128 26 8136

零售店 39 30 76192 7 17195

批发点 71 42 59115 4 5163

肉菜市场 503 390 77153 36 7116

其他a 8 8 100 0 0

合计 1025 786 76168 85 8129

注 :“a”为加工场和蔬菜基地。

213 　不同时间采集样品检测结果分析 　对所检样

品按采样时间分组 ,其中一季度检测样品 12 份 ,超

标 7 份。对二、三、四季度铅检出情况作卡方检验 ,

χ2 = 31963 , P > 0105 ,三个季度间样品铅检出情况

无统计学差异。对铅超标情况进行分析 ,χ2 =

11266 , P > 0105 ,三个季度间样品铅超标情况无统计

学差异。详见表 3。

214 　监测结果与全国及广东省监测结果比较

广州市 08 年监测结果与全国 2001
[5 ] 年和广东

省 2000 - 2005 年食品化学污染物网络监测结果[6 ]

比较见表 4。粮食类均值高于全国和广东省 2000 -

2005 年监测均值。鲜肉类、鱼类高于广东省 2000 -

2005 年监测均值 ,鲜蛋、皮蛋、乳粉、叶菜类、鲜肉类

等与 2001 年监测结果相近 ,均低于 2000 - 2005 年广

东省监测平均含量 ,水果类监测结果与上述两种比

较无差别。

表 3 　不同时间采集样品铅检测超标情况

采样时间
采样
份数

检出
份数

检出率
( %)

超标
份数

超标率
( %)

一季度 12 12 100 7 58133

二季度 246 194 78186 17 6191

三季度 369 289 78132 33 8194

四季度 398 291 73112 28 7104

3 　讨论与建议

311 　我市主要食品铅污染情况 　我市主要食品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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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4 　广州市 9 类食品中铅监测均值与全国及广东省监测均值比较

监测品种
监测均值

(mgΠkg)
全国 2001 年均值

(mgΠkg)
t P

广东省 2000 - 2005
年均值 (mgΠkg)

t P

粮食 01129 01094 - 31014 01005 01083 - 21114 01042

鲜蛋 01084 01077 01641 01523 01179 - 61971 01000

皮蛋 01919 11191 - 01838 01407 91400 - 251995 01000

乳粉 01048 01059 - 01485 01634 - - -

液态奶 01026 01030 - 01885 01379 01101 - 151309 01000

叶菜类 01061 01069 - 01948 01349 01160 - 111869 01000

鲜肉类 01087 01087 - 01028 01978 01022 41215 01000

鱼类 01140 01115 1164 01105 01096 21602 01011

水果 01055 01041 11424 01163 01067 - 11247 01221

注 :“ - ”表示无监测数据。

检测合格率为 91171 % ,检出率 76168 % ,食品中含

铅较普遍。依据 GB 2762 —2005 国家标准 ,蛋及蛋

制品、粮食类、液态奶、水果、水产品、禽畜肉存在一

定程度超标。豆制品、奶粉、茶叶、蔬菜、熟肉制品等

未检出超标样品。

蛋及蛋制品超标率 10170 % ,其中皮蛋超标率

1218 % ,皮蛋超标率远低于广东省六年统计平均结

果[6 ] (超标率 5112 %) ,皮蛋铅污染主要是生产工艺

中使用含铅的添加剂如黄丹粉 (含氧化铅) 等所

致[7 ] 。近几年我国加大了皮蛋生产企业的管理力

度 ,对生产皮蛋的小加工场进行了清理 ,从本次监测

结果看 ,收到了良好效果 ,超标率和铅平均含量均大

幅下降。本次监测发现鲜蛋类铅污染超标问题严

重 ,超标率 1010 % ,可能与喂养鸡饲料中铅含量较

高有关。

粮食类铅超标率 1910 % , 其中谷类超标率

1419 % , P90值是国家标准的 111 倍 ,远高于广东省

六年监测结果 ( 419 %) [6 ] 和浙江省监测结果

(715 %) [10 ]
,面粉类超标率 2813 % ,高于广东省六年

监测结果 (410 %) [6 ] 和浙江省监测结果 (0 %) [10 ]
,粮

食类铅污染来源主要是工业废水灌溉农田 ,工厂废

气污染空气 ,企业废渣污染土壤和土壤铅自然本底

值过高等[8 ] 。

关于液态奶 ,水果 ,水产品铅污染原因目前缺少

这方面的研究 ,水产品污染可能与水体污染有关。

禽畜肉铅超标率 715 % ,主要由于畜牧养殖环境恶

化 ,长期喂饲被重金属污染的水体及饲料 ,使重金属

在禽畜体内蓄积所致[9 ] 。

五类食品采样点铅污染情况经分析无统计学差

别 ,可能是食品货源相似所致。

312 　几点建议 　①政府进一步增大重视力度 ,各相

关部门加强监测 ,加强管理 ,可建立多部门合作机

构 ,对监测不合格食品坚决予以清理。②督促销售

者对蔬菜等非定型包装食品建立食品进货溯源管理

制度。③加强对环境污染 ,特别是“工业三废”的治

理 ,建立相关污染物排放标准 ,制定作物生产基地污

染物本底限量值。④在食品生产、加工环节引入

HACCP 制度。⑤改进食品生产工艺过程 ,如加强无

铅皮蛋产品及技术的推广。⑥加强饲料加工行业的

管理 ,阻止铅含量较高饲料流入市场 ,完善饲料重金

属限量标准值的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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