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食品卫生回顾·

进口美国粮食中二溴乙烷残留问题及其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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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20 世纪 80 年代 ,一些美国商人将受二溴乙烷污染的粮食出口中国。为解决这一问题 ,卫

生部责令卫生部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牵头解决检测方法问题。检测方法解决后 ,1984 年 6 月部分

口岸对 17 条美国船的 81 个样品进行了检测 ,其中 17 个样品检出二溴乙烷 ,并且一些样品污染严

重。1984 年 10 月大连等 5 口岸对 22 条美国船的 185 个样品进行检验 ,其中 49 个样品中含二溴乙

烷。同期未在其他国家的粮食中检出二溴乙烷。根据二溴乙烷的毒性和参考部分国家及国际组

织对二溴乙烷的管理原则 ,确定了我国的二溴乙烷国家标准检测方法及残留标准 (原粮 ≤10 ppb)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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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改革开放以后 ,我国食品的国际贸易不管是

从数量上还是从品种上都较之以前有了很大的变

化 ,随之而来的是复杂性也较之以前增加。就食品

中农药残留问题来说 ,在改革开放初期 ,一方面国际

上经济发达国家农药的品种、使用、管理在不断地变

化 ,而我国的对外信息交流渠道不通畅 ,不了解国际

上该领域的情况 ;另一方面我国的食品卫生管理尚

不成熟 ,我国当时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既难以应

对国际上的变化又难以应对我国国际贸易的飞速发

展。在这样的形势下 ,我国的食品卫生工作者 ,恪尽

职守 ,以严谨的科学态度 ,以对人民健康、国家利益

极端负责任的态度 ,把好进口食品的卫生关。进口

美国原粮中二溴乙烷残留超标问题的处理就是其中

一例。

二溴乙烷是一种强致癌剂 ,早在 20 世纪 70 年

代动物实验 (口服、吸入、皮肤涂抹)就证明其能诱发

雌雄大、小鼠致命性肿瘤 ,是强致癌物 ,可导致不可

逆的 DNA 损伤 ,其致突变作用的生物反应特点是没

有阈值 ,对人也是如此。1984 年美国环境保护局禁

止将二溴乙烷用于土壤、粮食和加工业 (磨面) 并制

定了残留量标准。美国各州政府也有各自的二溴乙

烷残留标准 ,且严于美国环境保护局的标准。如佛

罗里达州规定二溴乙烷残留量超过 1 ppb 的食品不

得销售。

1984 年 3 月 ,卫生部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 (以

下简称卫生部食检所) 接到中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

第一次函 , 函告由美国进口的粮食受二溴乙烷

( EDB)污染。卫生部食检所收到报告后上报卫生

部 ,卫生部对于这一问题非常重视 ,责令由卫生部食

检所牵头解决检测方法的问题。

卫生部食检所与秦皇岛食检所、大连食检所共

同就我国现有的条件和需要 ,在 AOAC 第 13 版

(1980 年)粮食中熏蒸剂的检验方法的基础上 ,就二

溴乙烷的检验方法 ,在气相色谱的条件、灵敏度及回

收率方面进行了摸索 ,6 月中旬方法建立完毕 ,形成

我国粮食中二溴乙烷的一个检验方法。方法的最低

检出限为 1 ppb ,能够满足粮食中二溴乙烷检测的

需要。

6 月 22 日 ,在卫生部食检所召开了有国家商检

局、商业部、粮油进出口总公司等单位参加的座谈

会 ,介绍了适合我国国情的检验方法。与会者一致

认为我国的粮食中的二溴乙烷的残留量标准待收集

到我国对美粮 EDB 残留量的检测数据后再定比较

合适。

6 月 23 日 ,卫生部食检所发文给各口岸食检

所 ,要求检测进口美粮中 EDB 的残留量。至 9 月 11

日 ,共收到 17 条美国船 81 个样品的检验结果。其

中 7 批美国船的 17 个样品检出 EDB ,残留量分别

为 3105、4139、5163、8130、8170、12171、14118、16166、

16190、20183 ppb。与此同时 ,一些口岸食检所还检

验了从澳大利亚、阿根廷、加拿大、日本进口的小麦

和面粉 ,均未检出 EDB。商检局也对美粮的 EDB 残

留进行了检测 ,但由于方法不一样 ,结果也不一样 ,

最高检出量为 3712 ppb。从检验结果来看 ,进口的

美国粮食中不但存在 EDB 污染 ,而且有些情况还很

严重。

1984 年 9 月 10 日 ,对外经济贸易部在与卫生

部、农牧渔业部、商业部的会签稿中介绍了美苏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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贸易中二溴乙烷残留问题的解决方案 ,美国向苏联

出口粮食时要出具二溴乙烷残留证书。联邦德国在

国际粮食贸易中的态度 ,谷物及其粮食制品中的二

溴乙烷的最高残留量不得超过 10 ppb。美国国内的

污染状况 (摘译自美国环境保护局) 二溴乙烷的检

出率 ,原粮中为 2915 %～7512 % ,磨碎的谷物制品为

1714 %～6915 % ,即食谷物制品 (面包等) 为 610 %～

2117 %。建议 :“一、鉴于此事涉及部门较多 ,拟请国

务院一位领导同志出面召集卫生、商业、农牧渔业部

和经贸部等单位共同研究应采取什么措施 ,包括对

美做出什么反应。二、由卫生部、商业部、农牧渔业

部和经贸部等单位联合组成一个专家工作组 ,更加

准确地测定美粮中二溴乙烷的残留量 ,研究有关技

术问题 ,把工作建立在牢固的科学基础上。三、由卫

生部和国家商检局联合制定并发布进口粮食二溴乙

烷的暂行限量规定 ,作为对外谈判的法令依据。四、

据美商反映我国出口蜂蜜中也含有二溴乙烷。经初

步了解 ,可能是有的省用地方外汇进口过此种药物。

为防患于未然 ,由经贸部、卫生部、农牧渔业部和商

业部等单位联合发文 ,禁止进口/ 销售、使用二溴乙

烷。”

9 月 11 日卫生部食检所接商检局关于美粮残

留 EDB 的会签稿后 ,向国务院上报了卫生部门的有

关工作 ,并提出了 4 点建议 :“11 请立即与美国交

涉 ,保留索赔权 ;21 请商检局和商业部粮食部门对

美粮也进行检验 ,并及时互相交流经验 ,统一方法 ;

31 过去卫生部门未能及时得到进口粮的有关情报 ,

往往使我们措手不及 ,陷于被动 ,如虫螨磷、杀螟硫

磷等。这一次由于粮油进出口总公司及时提供了有

关 EDB 的情报 ,使我们所能及时布置任务、研究方

法、解决问题 ,说明信息的作用已得到了应有的重

视 ,盼望今后仍能按六部颁发的《进口食品卫生管

理试行办法》中第三款 (应为条 ,作者注) 执行。41
二十多年来我部迄未定期派出人员赴各国了解该国

出口粮食的卫生情况 ,为此使卫生部门不了解国际

动态以及该国的检验方法及残留标准等等 ,使工作

受到影响。据了解 ,对于我国出口的食品 ,进口国常

派员来我国及时了解情况。为此我卫生系统是否也

应定期派员赴各出口国了解情况。”

10 月 19 日国家财经领导小组办公会议就美粮

中二溴乙烷问题决定 ,由卫生部牵头 ,与经贸部、轻

工业部、商业部、农牧渔业部、城乡建设环境保护部

等共同商量 ,于 11 月底之前制定出我国粮食中二溴

乙烷的允许残留量标准及检验方法 ,报卫生部批准

公布后严格执行。卫生部决定 11 月 6 日在卫生部

食检所召开讨论会 ,请环保部等 12 个部门派代表参

加 ,参加者携带收集到的二溴乙烷毒性评价资料及

分析方法资料。

11 月 6 日的会议参加人员 16 人 ,来自商业部粮

食贮运局、科技司、粮油食品检验站、国家商检局、中

国粮油进出口总公司、中国环境科学院标准室、卫生

部防疫司食品处和卫生部食品卫生监督检验所。首

先由卫生部食检所介绍了卫生部门的工作进展。自

6 月份卫生部门拿出检验方法后 ,很快推广至各口

岸卫生防疫站 ,要求将美粮中 EDB 残留量作为必检

项目。至 10 月收到大连、秦皇岛、湛江、天津、广州

食品卫生检验所报来的检验结果 ,共检验美国进口

粮船 22 艘 ,185 个样品 ,其中 136 个样品未检出 ,占

73151 % ,24 个产品检出量为 1～5 ppb ,占 12197 % ,5

～10 ppb 的 5 个样品 ,占 217 % ,10～20 ppb 的 10 个

样品 ,占 514 % ,20～30 ppb 的 4 个样品 ,占 2116 % ,

200～300 ppb 的 1 个样品 ,占 0154 % ,300～400 ppb

的 3 个样品 ,占 1162 % , 400～500 ppb 的 1 个 ,占

0154 % ,500 ppb 以上的 1 个 ,占 0154 %。其他国家

的粮食中均未检出 EDB。从以上结果看 ,美粮中确

有 EDB 残留 ,有 6 个样品高达 200 ppb 以上 ,最高的

一个为 51212 ppb ,多数是在 30 ppb 以下 ,绝大多数

未检出。若以 5 ppb 为允许残留限度 ,有 160 个样

品 ,占总数的 86148 %。若以 10 PPb 为允许限度 ,有

165 个样品 ,占 89118 %。超过 10 ppb 的有 20 个样

品 ,占 10182 %。其次卫生部食检所介绍了国际上

关于二溴乙烷的管理状况 , FAOΠWHO 对 EDB 的指

导限量为原粮 20 ppm ,即食谷物制品 0101 ppm ,原农

作物产品 (大豆) 01001 ppm。美国 EPA 制定的允许

残留量为原粮 900 ppb ,半成品粮 150 ppb ,成品粮、

直接食用食品为 30 ppb ,1984 年 4～5 月 FDA 开始

执行 EPA 建立的允许残留量。最后介绍了卫生系

统用的检测方法“提取法”(AOAC 改良法) 。商检局

首先介绍了他们收集到的材料 ,联邦德国 10 ppb

(1984 年订) ,苏联 95 ppb。然后介绍了商检局的检

验方法。商检系统的检验方法是 SGS 法 (蒸馏法) ,

该法与卫生部门的方法的不同之处是前处理方法不

同。会议认为 ,为适合我国的条件 ,对样品的前处

理 ,提取法和蒸馏法可并列使用。

但为统一对外 ,应统一方法。定于 11 月 12 日

下午 2 点在卫生部食检所 ,商业部、商检总局与卫生

部食检所搞检验的同志一起统一方法。

根据各部介绍的情况 ,会议一致认为 ,因为 EDB

的致畸、致癌、致突变作用己经被证实 ,所以 EDB 的

使用 ,其残留量宜严不宜松 ,定为粮食小于或等于

10 ppb。与会人员深感在进出口贸易上管理被动。

会后中国进出口总公司来电话 ,认为联邦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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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日本虽定标准为 10、50 ppb ,但并未公开执行 ,请

卫生部门考虑在毒性评价资料不足的情况下 ,我国

公布 EDB 的允许残留量为 10 PPb 是否会造成我国

被动。而且积极请美商与我所同志于 11 月 8 日座

谈关于 EDB 的事宜 ,答应提供美国有关 EDB 的毒性

评价资料。11 月我国的 EDB 残留标准制定完成 ,残

留标准 :原粮 ≤10 ppb。国家标准检测方法 :第一

法 :AOAC14 版 ,1984 年方法 ;第二法 : SGS 蒸馏法。

绝对检测限度为 1 ppb。鼓励各单位改进方法 ,但发

生争执时用第一法。我国的标准之所以制定 10

ppb ,是参考了美国 EPA 提供的资料 ,含 EDB 的原粮

经磨粉加工可减少 74 %左右的残留 ,食物经烹调 ,

EDB 损失约 82 %左右。我国人民的膳食组成中粮

食占主要部分 ,因此对 EDB 在粮食及其制品中的残

留应严格控制。又则 ,自 1984 年 7 月到 10 月的 4

个月 ,我国检测了 22 艘美国粮船 ,185 个样品 , EDB

残留量在 10 ppb 以下的有 165 个 ,占总样品数的

89118 %。若以船只计算 ,4 艘船检出的 EDB 残留量

超过 10 ppb ,占总船数的 18118 % ,因此卫生部门认

为我国制定的标准是合适的。鉴于 EDB 对人体的

有毒、有害性 ,后来国际上普遍禁止使用。现在我国

已不再检测粮食中的 EDB。

二溴乙烷事件从发现到解决 ,历时 9 个月 ,在参

考国际资料、摸索方法、调查研究、分析国情之后 ,制

定出了我国的标准。这在当时杜绝了部分美国商人

将其国内的不合格产品向我国倾销 ,保护了我国人

民的身体健康 ,维护了国家的尊严与利益 ,在今天仍

有着重要的意义。站在今天的角度回顾这一事件 ,

可以深切地感觉到 ,我国在国际贸易方面已经取得

了多么大的进步。当时所收集的资料基本都是美国

的 ,一方面是美国在这方面做了较多的工作 ,另一方

面也与我国当时不是 CAC 成员 ,信息渠道不通畅有

直接的关系。当时的信息不通畅给我国的卫生监督

工作带来很大的被动性 ,就农药残留的监督来说 ,由

于很少得到国外的信息 ,不了解国际上农药研究、使

用、管理的情况 ,一些国际上己经不用或很少使用的

农药我国还在监测 ,而国外己经更新的农药品种我

国又不能立即掌握 ,从而要么漏检了国外正在使用

的农药 ,要么虽然知道 ,但我国没有检验方法 ,没有

标准 ,十分被动。如 ,1983 年 ,上海食检所在接待澳

大利亚小麦代表团后才知道 ,澳大利亚的小麦己不

使用马拉硫磷 ,而是使用杀螟松和生物除虫菊酯。

上海食检所函告卫生部食检所后 ,卫生部门才知道。

后来了解到上海和秦皇岛食检所也都检出了杀螟

松 ,由于我国当时没有杀螟松的卫生标准 ,上海便按

马拉硫磷放行了。1983 年 6 月 6 日上海食检所以

气相色谱法检验阿根廷小麦时 ,发现农药出峰时间

不象马拉硫磷 ,由于无标准品核对 ,送到卫生部食检

所 ,卫生部食检所确定为杀螟松。当年 9 月 10 日和

10 月 18 日秦皇岛又先后送检样品到卫生部食检

所 ,自送检的阿根廷小麦中检出杀螟松 ,且有的含量

高达 60 ppm。

当时我国国内在对外贸易的管理上的一些不协

调之处 ,使这种被动局面加剧。如当时卫生部、外贸

部等六部颁发的《进口食品卫生管理试行办法的通

知》( (80)卫防字 51 号)的第二、第三条规定 :外贸部

门向外商定货时 ,必须按照我国规定的食品卫生标

准和卫生要求签定合同。其合同文本抄送卫生部 ,

中国医学科学院食品卫生检验所及有关进货口岸食

品卫生检验所 ,并应尽量向食品输出国索取他们使

用我国规定以外的农药、添加剂、熏蒸剂等与食品卫

生有关的品种、标准、资料 ,向卫生部门提供。但在

实际工作中 ,这条规定难以实行。1983 年年初广州

食检所发现法国进口小麦有机磷农药超标 ,但当时

不知道是什么农药 ,到 3 月 10 日送卫生部食检所检

验 ,多方寻找各种有机磷标准品核对 ,才鉴定为虫螨

磷 ,并计算出含量。同年 4 月 4 日、6 月 19 日上海和

秦皇岛食检所先后向卫生部食检所送检法国小麦 ,

均含虫螨磷。在 5 月秦皇岛全国进口食品会议上 ,

提到虫螨磷的事 ,大连食检所反映他们早已发现 ,不

知是什么农药 ,多次找船方谈话才知是虫螨磷 ,由于

检验规定中无此项目 ,故没有检验。另外 ,检验项目

中有机磷只检验马拉硫磷 (以前签定合同只许用马

拉硫磷 ,就是防出口国乱用农药 ,我国漏检 ,造成对

人体健康的危害) 且为比色法 ,有些有机磷农药与

此试剂不显色 ,因此虫螨磷、杀螟松有些港口就漏检

了。

这些事件发生之后 ,卫生部食检所向各口岸所

发放了标准品 ,各口岸也都能自检。但又出现了新

的问题 : (1)我国尚没有粮食中杀螟松和虫螨磷的允

许残留量标准 ,如按 FAO/ WHO 的标准执行 ,与六部

委的规定有矛盾 ,如不按 FAO/ WHO 的标准 ,粮食已

运往了国内许多地方 ,准不准许食用 ? ( 2) 如按

FAO/ WHO 标准 ,怎样处理超标的粮食 ? 如何签证 ?

就以上问题卫生部食检所提出 2 点意见 : (1) 卫

生部应强调执行六部委的通知 ,外贸部门必须将签

定的合同副本抄送卫生部、卫生部食检所和有关进

货口岸食检所 ,并应尽量提供情报资料 ,否则卫生部

门可以拒检。拒出签证。(2) 外贸部门和外商签定

合同时 ,如所用的农药、添加剂、熏蒸剂等是我国规

定以外的品种 ,应先征求卫生部和卫生部食检所的

意见 ,提出妥善的检验方法和处理方法 ,然后再签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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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 ,以避免因无标准、无标准品和无检验方法而无

法处理。

当时虽然已知 EDB 是强致癌剂 ,但由于没有国

际标准 ,我国也不是国际食品法典组织的成员 ,所以

我国政府在既要保障我国人民的身体健康 ,又要考

虑到与美贸易中美方的可接受性的情况下 ,在制定

我国的标准前 ,先调查了美粮中 EDB 残留的水平 ,

调查发现 89118 %的美粮在 10 ppb 以下。10 ppb 的

标准尽管美方有意见 ,但由于中方有科学依据 ,且大

部分美粮在 10 ppb 以下 ,所以尽管后来美方提出我

国的粮食中二溴乙烷的允许残留量太严 ,要求放松 ,

但卫生部不同意 ,美方也就按中国标准执行了。至

此 EDB 事件顺利解决。

如今我国已加入 WTO ,我国政府承诺在食品的

国际贸易中遵守有关国际协议和标准 ,我国在一个

历史时期存在的进口原粮农药残留的问题也随之解

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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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制品未制定标准 ,欧盟已于 2002 年 6 月禁止林丹

的使用。

3 　结语 　食品是人体接触 HCH 和 DDT 的主要途

径 ,HCH和 DDT残留是人们关注的重点。斯德哥尔

摩公约规定的 12 种优先控制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POPs)中 DDT 为重要监测内容之一。尽管我国自

1983 年已停止生产 HCH 和 DDT ,但是 ,过去长期大

量使用造成了 HCH 和 DDT 残留 ,并且由于林丹的

违规使用 ,使得食品中 HCH 和 DDT 的残留监测和

人群膳食摄入量评价仍然是我国食品安全领域的重

要关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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