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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了全面准确地了解吉林省食品污染现状 ,发现

和找出吉林省食品卫生质量与国家标准和 CAC 标准

的差距 ,以及提出根本解决食品污染问题的办法 ,进

一步为吉林省食品经济参与国际竞争服务 ,吉林省卫

生厅卫生监督所参加了由卫生部食品卫生监督检验

所牵头的科技部资助课题 ,
[1 ]

2000 年～2001 年对吉林

省食品污染现状进行了有代表性的调查研究。

1 　材料与方法

1. 1 　监测的食品种类和项目

监测的食品种类和项目见表 1。

表 1 　监测的食品种类和项目

监测项目 食品种类

铅、砷、镉 粮食、蔬菜、水果、肉类

六六六 (α- 六六六、β- 六六六、γ- 六
六六 ) 、DDT ( O , P′2DDT、P , P′2
DDT、P ,P′2DDE)

粮食、蔬菜、水果、肉类

　

甲基对硫磷、对硫磷、地亚农、甲基嘧啶
硫磷

粮食、蔬菜、水果
　

沙门氏菌、肠出血性大肠杆菌 (O157) 、 鲜肉、熟肉、生奶、冰淇淋

单增李斯特氏菌 酸奶、生食水产品

1. 2 　监测件数 　2000 年全省监测 1 409 件食品 ,

2001 年全省监测 300 件食品 ,两年全省共监测 1 709

件食品 ,共得到有效的数据 9 117 个 ,其中 2000 年

7 122个 ,2001 年 1 995 个。

1. 3 　样品的采集 　选择省内有代表性的 4 个采样

地点 ,按地理位置和经济状况分别选择经济状况较

为发达的省会城市长春市 ,中等发展水平城市吉林

市 ,县级城市德惠市 (经济状况较好的县级市) 、大安

市 (经济状况较差的县级市) 。

1. 4 　采样方法 　固体谷类食品采用上、中、下 3 层

采样混合四分法对角取样 ,粉碎后过 20 目筛装入塑

料袋待检。定型包装食品根据批号随机采样 250 g

以上 ,磨碎混匀待检。根茎类菜 ,按堆放部位多点采

集四分法采样 ,用干净纱布擦去泥土 ,去除非食用部

分 ,可食部分匀浆待检。肉及肉制品 ,采集不同部位

四分法缩分 ,去骨、筋 ,制成肉泥待检。

凡微生物试样 ,均无菌采样 ,8h 内冷藏送实验

室检验。

1. 5 　检验方法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检验

方法 (理化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检验

方法 (微生物部分)》进行检测。

2 　结果

2. 1 　铅、砷、汞检测结果分析 　2000 年～2001 年共

检测粮豆类食品 128 件 ,蔬菜 204 件 ,水果 91 件。

所有粮豆类样品的铅污染水平均低于国家标准和

CAC标准。2000 年所有蔬菜样品铅污染水平均低

于现行国家食品卫生标准。2001 年蔬菜样品铅污

染水平低于国标及 CAC 标准的占 50 %。2000 年所

有水果样品铅污染水平均低于现行国标和 CAC 标

准 ,2001 年水果样品铅污染水平低于国标及 CAC 标

准的占 66167 %。2000 年所有肉类铅污染水平均低

于国家标准 ,2001 年肉类铅污染水平低于国家标准

的占 72122 % ,见表 2。

2000～2001 年所有样品的砷污染水平均低于国

家标准 ,见表 2。

2000～2001 年所有样品的镉污染水平均低于国

家标准及 CAC标准 ,见表 2。

2. 2 　有机磷农药残留检测结果 　除蔬菜样品对硫

磷超过国家标准外 (不得检出) ,其余的凡有国家标

准的均符合国家标准 ,见表 3。

2. 3 　有机氯农药检测结果 　2000 年～2001 年所有

检测的样品 ,有机氯残留水平均高于国家标准 ,见表

4。

2. 4 　食品中微生物检出结果分析 　2000 年～2001

年 2 年共检测了 420 件食品样品的沙门氏菌、肠出

血性大肠杆菌 (O157) 、单增李斯特氏菌。检出沙门

氏菌 27 件 ,单增李斯特氏菌 3 件 ,说明在食品中还

存在比较严重的致病菌污染。

3 　讨论

311 　从 2 年的检测结果来看 ,在铅、砷、镉的污染方

—13—2000 年～2001 年吉林省部分食品污染物调查分析 ———李海波 　房 　毅 　孙长武



表 2 　2000 年～2001 年粮食、蔬菜、水果、肉及肉制品铅、砷、镉检测结果 mgΠkg

粮　食　类

指标 均数 标准差 中位数 CAC GB

2000 年 2001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0 年 2001 年 标准 粮食 豆类

铅 0. 079 0. 330 0. 052 0. 050 0. 063 0. 160 0. 2 0. 4 0. 8

砷 0. 063 0. 019 0. 086 0. 037 0. 022 0. 003 - 0. 7 0. 7

镉 0. 008 0. 032 0. 006 0. 035 0. 006 0. 022 0. 2 0. 05～0. 20

蔬　菜　类

指标 均数 标准差 中位数 CAC GB

2000 年 2001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0 年 2001 年 标准

铅 0. 035 0. 232 0. 018 0. 269 0. 025 0. 110 0. 1～0. 3 0. 2

砷 0. 026 0. 012 0. 027 0. 026 0. 019 0. 023 - 0. 5

镉 0. 007 0. 027 0. 017 0. 025 0. 003 0. 023 0. 05～0. 1 0. 05

水　果　类

指标 均数 标准差 中位数 CAC GB

2000 年 2001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0 年 2001 年 标准

铅 0. 028 0. 138 0. 007 0. 121 0. 025 0. 110 0. 2 0. 2

砷 0. 016 0. 007 0. 016 0. 013 0. 008 0. 003 - 0. 5

镉 0. 005 0. 019 0. 007 0. 013 0. 003 0. 021 0. 05 0. 03

肉及肉制品

指标 均数 标准差 中位数 CAC GB

2000 年 2001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0 年 2001 年 标准

铅 0. 059 0. 333 0. 019 0. 321 0. 063 0. 210 0. 1 0. 5

砷 0. 021 0. 005 0. 032 0. 009 0. 006 0. 003 - 0. 5

镉 0. 008 0. 03 0. 001 0. 028 0. 012 0. 110 0. 05 0. 1

　　注 :“ - ”表示无此标准。

表 3 　2000 年～2001 年粮食、蔬菜、水果样品中

有机磷农药残留检测结果 mgΠkg

粮　食　类

指标 均数 标准差 中位数

2000 年 2001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0 年 2001 年

地亚农　　　 0. 003 0. 002 0 0 0. 003 0. 002

对硫磷　　　 0. 005 0. 002 0 0 0. 005 0. 002

甲基对硫磷　 0. 004 0. 002 0 0 0. 004 0. 002

甲基嘧啶硫磷 0. 004 0. 002 0 0 0. 004 0. 002

蔬　菜　类

指标 均数 标准差 中位数

2000 年 2001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0 年 2001 年

地亚农　　　 0. 003 0. 002 0 0 0. 003 0. 002

对硫磷　　　 0. 009 0. 002 0 0 0. 005 0. 002

甲基对硫磷　 0. 082 0. 002 0 0 0. 004 0. 002

甲基嘧啶硫磷 0. 004 0. 002 0 0 0. 004 0. 002

水　果　类

指标 均数 标准差 中位数

2000 年 2001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0 年 2001 年

地亚农　　　 0. 003 0. 002 0 0 0. 003 0. 002

对硫磷　　　 0. 007 0. 002 0 0 0. 005 0. 002

甲基对硫磷　 0. 055 0. 002 0 0 0. 004 0. 002

甲基嘧啶硫磷 0. 004 0. 002 0 0 0. 004 0. 002

面 ,我省的食品基本能够达到国标的要求 ,但部分食

品离国家标准及 CAC 标准还有一定差距 ,且 2001

年较 2000 年铅污染水平加重 ,应引起各有关部门的

重视 ,加强监督、管理力度。

312 　虽然我省食品中的有机磷农药残留基本符合

国家标准 ,但有机氯农药残留严重 ,并且涉及我省的

主要农业产品。在 2000 年～2001 年全国食品污染

监测中与各省相比情况比较突出、严重 ,这说明我省

有相当的种植业人员未按国家要求禁止使用有机氯

农药 ,这一点应提请政府有关部门加大管理力度 ,制

定控制措施 ,从而保证人民身体健康和确保我省农

业和食品加工业向绿色、无害、健康方向发展。

313 　从 420 件样品中检出 27 件沙门氏菌污染 ,3 件

单增李斯特氏菌污染 ,说明我省食品中还存在一定

程度的微生物污染 ,不可掉以轻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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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2000 年～2001 年粮食、蔬菜、水果、

肉类有机氯农药残留检测结果 mgΠkg

粮　食　类

指标 均数 标准差 中位数

2000 年 2001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0 年 2001 年

α- 六六六 0. 56 3. 319 0. 43 2. 61 0. 4 3. 3

β- 六六六 0. 91 0. 829 0. 25 1. 36 0. 8 0. 4

γ- 六六六 0. 65 2. 408 0. 51 2. 40 0. 3 1. 8

P ,P′2DDT 4. 0 2. 1 0. 0 0. 0 4. 0 2. 1

O ,P′2DDT 2. 7 1. 1 0. 0 0. 0 2. 7 1. 1

P ,P′2DDE 4. 0 0. 5 0. 0 0. 0 4. 0 0. 5

蔬　菜　类

指标 均数 标准差 中位数

2000 年 2001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0 年 2001 年

α- 六六六 0. 43 1. 657 0. 50 1. 86 0. 20 0. 74

β- 六六六 0. 99 3. 107 0. 32 7. 59 0. 80 0. 41

γ- 六六六 0. 53 1. 149 0. 40 2. 16 0. 30 0. 21

P ,P′2DDT 4. 4 2. 1 1. 1 0. 0 4. 0 2. 1

O ,P′2DDT 2. 7 1. 1 0. 0 0. 0 2. 7 1. 1

P ,P′2DDE 4. 0 0. 5 0. 0 0. 0 4. 0 0. 5

续表 4

水　果　类

指标 均数 标准差 中位数

2000 年 2001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0 年 2001 年

α- 六六六 0. 20 2. 14 0. 00 2. 15 0. 20 1. 30

β- 六六六 0. 94 1. 16 0. 39 1. 67 0. 80 0. 41

γ- 六六六 0. 30 1. 48 0. 00 1. 65 0. 30 1. 15

P ,P′2DDT 4. 1 2. 1 0. 4 0. 0 4. 0 2. 1

O ,P′2DDT 2. 7 1. 1 0. 0 0. 0 2. 7 1. 1

P ,P′2DDE 4. 0 0. 5 0. 0 0. 0 4. 0 0. 5

肉　及　肉　制　品　类

指标 均数 标准差 中位数

2000 年 2001 年 2000 年 2001 年 2000 年 2001 年

α- 六六六 0. 45 4. 23 0. 53 5. 35 0. 2 1. 4

β- 六六六 1. 23 1. 84 0. 56 5. 21 1. 0 1. 4

γ- 六六六 0. 61 4. 53 0. 56 13. 48 0. 3 0. 8

P ,P′2DDT 4. 0 2. 1 0. 0 0. 0 4. 0 2. 1

O ,P′2DDT 2. 7 1. 1 0. 0 0. 0 2. 7 1. 1

P ,P′2DDE 4. 0 0. 5 0. 0 0. 1 4. 0 0.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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