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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了解浙江省食品铅镉的污染水平状况 ,2004 年对 9 个监测点 14 大类1 836份食品中铅和1 757份食品中镉

的污染状况进行监测。结果 :铅含量范围在 01005～1318 mgΠkg ;浙江省食品铅指标符合国家标准的有1 696份 ,占

9216 %。符合 CAC标准的有 1498 份 ,合格率为 91145 %。铅含量较高的食品为茶叶、皮蛋、海水软体类、猪肉 ,平均

值分别是 1164、0198、0139、0134 mgΠkg。食品中镉含量符合国家标准的有1 464份 ,合格率为 8810 % ,符合 CAC 标准

的样品有1 468份 ,合格率为 9115 %。镉含量范围在 01001～17141 mgΠkg ,含量较高的食品是猪肾、海水软体类、海产

鱼、海水甲壳类 ,平均含量为 1156、1101、0159、0149 mgΠkg。浙江省茶叶、皮蛋、猪肉受铅污染 ,海产品、猪肾受镉污染

较重 ,应引起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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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o realize the situation of food pollution by Plumbum and Cadmium in Zhejing , Plumbum content in 1 836 food samples

and Cadmium content in 1 757 food samples were determined during 20041 The food samples included 14 kinds of foods and were

collected from 9 monitoring points of the province.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the Plumbum content in foods ranged from 01005 to

1318 mgΠkg. The Plumbum content in 1 696 ( 9216 %) food samples accorded with the national standard , and in 1 498

(91145 %) food samples accorded with the CAC standard. Higher Plumbum contents were found in tea , preserved egg , conch

and pork. The average content was 1164 , 0198 , 0139 and 0134 mgΠkg respectively. Cadmium content in food samples ranged

from 01001 to 17141 mgΠkg1 The Cadmium content in 1 464 (8810 %) food samples accorded with the national standard and in

1 468 (9115 %) food samples accorded with the CAC standard. The higher Cadmium content were found in pig kidney , conch

and sea fish. The average content was 1156 , 1101 , 0159 and 0149 mgΠkg respectively1 It was concluded that tea , preserved egg

and pork were considerably polluted by Plumbum and sea foods and kidney of pig by Cadmium in Zhejiang during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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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研究浙江省食品铅镉的污染状况 ,制定控制

污染措施和减少污染物的摄入品种 ,根据全国食品

安全行动计划 ,2004 年由浙江省疾控中心组织绍兴、

宁波、湖州、金华、温州、嘉兴、舟山、台州市疾控中心

对其所在地区的 14 类1 836份食品进行铅、镉监测。

现将其污染水平与国家和国际标准比较 ,为政府采取

措施降低其对我省居民的健康危害提供参考。

1 　材料与方法

111 　样品来源 　杭州、绍兴、舟山、台州、宁波、温

州、金华、嘉兴、湖州当地产的大米、面粉、豆类、鲜奶

类、鱼类、软体类、甲壳类、猪肾、皮蛋、肉制品、蔬菜、

水果、茶叶、食用菌 14 大类食品1 836份。所检食品

涉及浙江省主要品种和产地 ,其中蔬菜 560 份 ,大米

120 份、橘子等水果 118 份、肉类 107 份、其余每类

样品各在 25 份以上。因监测点的不同 ,沿海地区监

测海水类的鱼类、软体类、甲壳类 ;非沿海地区监测

淡水鱼、淡水软体类、淡水甲壳类。

112 　检测方法 　铅 :按 GBΠT 5009112 —2003《食品

中铅的测定》石墨炉原子吸收法进行。镉 :按 GBΠT

5009115 —2003《食品中镉的测定》中的石墨炉原子

吸收法进行。

113 　实验室质量控制 　为使监测点的监测质量符

合要求 ,浙江省疾控中心对监测点下发了铅、镉的标

准参考物质 ,要求在进行样品测定时 ,同时测定该标

准参考物质 ,并将测定结果与样品数据同时上报 ,各

监测结果均在标准范围内。

2 　结果与分析

211 　铅监测结果

21111 　浙江省食品中铅含量测定结果见表 1。食品

中铅的总检出率为 76136 %。各类食品均有检出 ,

—314—浙江省部分食品中铅镉污染水平研究 ———沈向红 　汤 　筠 　应 　英等



但检出率差异较大。检出率最低是果汁 , 为

43133 %。其余食品的检出率均在 50 %以上。检出

率最高的是海产鱼和茶叶 ,二者各为 100 %。铅检

出率在 70 %以上的食品占被检样品的 80 %以上。

说明我省大多数食品中含有一定量的铅。表 1 显示

各类食品中铅的含量分布。我省 90 %以上的被检

食品中铅含量均符合国家标准和国际食品法典委员

会 (CAC) 标准 (标化后) ,超标率分别为 9100 %和

8155 %。这是由于 CAC 所制定的铅限量标准大多

比我国的铅标准要宽。其中面粉、绿豆、豌豆、蚕豆、

淡水鱼、果汁、食用菌的铅含量均符合国家标准。面

粉、淡水软体类铅含量均符合 CAC 标准。而鲜奶

类、海水鱼、海水软体类及海水甲壳类、皮蛋、鲜肉、

茶叶中铅含量超过国家标准较高 ,其超标率最高的

是海水软体类为 28124 % ,其次是皮蛋和淡水软体

类 ,分别为 2510 %和 18152 %。与 CAC标准比较 :超

标率最高的是鲜奶 ,为 29123 % ,其次是海鱼和鲜

肉 ,分别为 2512 %和 1918 %。

表 1 　食品中铅含量结果 mgΠkg

食品种类
标准值 检测含量范围

GB CAC 最低值 最高值
中位数 平均值 P90值

超标率 %
(1)

超标率 %
(2)

大米 012 012 010025 0151 01042 01080 0123 7150 7150

面粉 012 012 010025 0110 01012 01023 0105 0100 0100

红豆 012 012 010025 0159 01049 01097 0120 7169 7169

绿豆 012 012 010025 0123 01011 01057 0105 4100 4100

豌豆 012 012 010025 0103 01005 01033 0115 2186 2186

蚕豆 012 012 010025 0123 01110 01048 0119 5171 5171

鲜奶 0105 0102 010025 0130 01014 01024 0105 10180 29120

海水鱼 015 012 010150 1153 01120 01270 0187 16120 25120

淡水鱼 015 012 010025 0131 01028 01065 0120 0100 10161

软体类 (海水) 015 1 010025 2102 01051 01390 1125 28120 15130

软体类 (淡水) 015 1 010025 0196 01042 01190 0159 18150 0100

甲壳类 (海水) 015 015 010025 1138 01016 01140 0147 10150 10150

甲壳类 (淡水) 015 015 010025 0178 01036 01092 0123 7184 7184

猪肾 015 015 010025 3199 01036 01300 0130 10100 10100

皮蛋 015～210 - 010025 12100 01660 01980 2110 25100 -

鲜肉 012 011 010025 5103 01020 01340 0130 13120 19180

蔬菜 011～013 013 010025 1113 01038 01051 0112 0172 0172

水果 011 011 010025 0124 01007 01040 0107 10120 10120

果汁 0105 0105 010025 0115 010005 01018 0105 10100 10100

茶叶 5 - 011600 13180 11130 11640 1192 9109 -

食用菌 1 - 010025 01014 01018 01024 0104 0100 -

合计 010025 1318 - 01380 - 7160 8155 a

注 : (1) :与国家标准比较 ; (2) :与 CAC标准比较 ;a :经标化后数据。010025 mgΠkg 为最低检出限的 50 %。“—”表示无此数值。

　　浙江省食品中铅含量分布不一 ,大米、面粉、豆

类食品、鲜牛奶、淡水鱼、水果、果汁、食用菌等含量

相对较低 ,含量范围较小 ;海产鱼、软体类、甲壳类、

猪肾、皮蛋、鲜肉、茶叶、蔬菜中部分样品的铅含量较

高 ,含量范围变化较大。海鱼01015 0～1153 mgΠkg、

海水软体类 01005～2102 mgΠkg、海水甲壳类01000 5

～1138 mgΠkg、猪肾01000 5～3199 mgΠkg、皮蛋 01005

～1210 mgΠkg、鲜肉 01005～5103 mgΠkg、茶叶 0116～

13180 mgΠkg。14 类食品中茶叶的铅平均值和中位

数最高 ,为 1164 和 1113 mgΠkg ,各类食品中 P90最高

的属皮蛋为 211 mgΠkg ,其次是茶叶和海水软体类 ,

分别为 1192 和 1125 mgΠkg。茶叶中铅大于 4 mgΠkg

的样品有 2 份占 4155 %。其次是皮蛋平均铅含量为

0198 mgΠkg ,有 12 份皮蛋的铅含量在 2 mgΠkg 以上 ,

占该样品的 1215 %。本次测定的所有样品中铅含

量最高的是茶叶为 1318 mgΠkg。

21112 　各监测点食品中铅含量结果 　对各监测点

测定的食品中铅含量进行统计 ,结果见表 2。铅的

检出率以嘉兴、杭州较高 ,分别为 100 %和 94154 % ;

宁波和湖州较低为 46103 %和 51161 %。超标率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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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宁波、嘉兴、舟山市较高。铅的平均值以舟山市最

高。各监测点食品中铅的超标情况有所不同 :嘉兴

市的铅超标食品主要分布在鲜奶 (100 %) 、淡水甲壳

类 (80 %) 、无铅皮蛋 (100 %) 、水果 (23108 %) ;舟山

市的铅超标的食品主要分布在猪肉 (100 %) 、猪肾

(100 %) ; 绍兴市主要分布在鲜奶 ( 30 %) 和皮蛋

(30 %) ;宁波市主要分布在海产鱼、海水软体类和甲

壳类 ;温州市主要是皮蛋 (3715 %) 。部分监测点部

分食品中铅含量见图 1～6。

表 2 　各监测点食品中铅含量监测结果

监测
点

样品数
(份)

平均值
(mgΠkg)

最大值
(mgΠkg)

超标率 ( %)
(1)

超标率 ( %)
(2)

检出率
( %)

杭州 424 01132 1318 3197 2173 94154

绍兴 214 01180 1210 2179 4139 82179

舟山 205 01560 510 8193 10177 65136

台州 125 01033 111 0100 0100 73185

宁波 189 01180 210 23162 21161 46103

温州 202 01140 516 3196 1149 79121

金华 196 01085 216 3106 3106 60171

嘉兴 157 01280 114 18147 15192 100100

湖州 124 01073 018 1161 5165 51161

注 :超标率 ( %) (1) :与国家标准比较 ;超标率 ( %) (2) :与 CAC 标准

比较。

图 1 　部分监测点牛奶中铅含量分布

图 2 　部分监测点海水鱼中铅含量分布

图 3 　部分监测点海水软体类中铅含量分布

212 　镉的监测结果

21211 　对大米、面粉、豆类食品、海产鱼、软体类、甲

壳类、猪肾、鲜奶类、淡水鱼、水果、肉制品、蔬菜等样

品进行镉的监测 ,结果见表 3。表中结果显示 :水

图 4 　部分监测点甲壳类中铅含量分布

图 5 　部分监测点肉类中铅含量分布

图 6 　部分监测点皮蛋中铅含量分布

果、食用菌中镉含量均低于国家标准和 CAC 标准 ;

鲜奶、淡水软体类 2 种食品镉含量低于 CAC 标准。

本次监测的食品镉的平均加权超标率 1 (国家标准)

为 1210 % ;平均加权超标率 2 (CAC标准) 为 8151 %。

镉含量较高的食品有 :海产鱼、软体类、甲壳类、猪

肾、皮蛋、淡水鱼、茶叶等 ,其中猪肾镉含量最高达

1714 mgΠkg。超国家标准 17 倍。海鱼镉最高的超过

标准 50 倍。监测的食品中镉的平均值以猪肾最高 ;

其次是海水中软体类和鱼类 ;超标率 (国家标准) 超

过 10 % 以上的食品有猪肾 ( 7410 %) 、淡水鱼

(3719 %) 、海产鱼 ( 3514 %) 、鲜肉 ( 2314 %) 、红豆

(1514 %) 、面 粉 ( 1115 %) 、豌 豆 ( 1114 %) 、蚕 豆

(1111 %) 。超标率 (CAC 标准) 超过 10 %以上的食

品是海水中甲壳类 (3219 %) 、鲜肉 (3118 %) 、海水中

软体类 (3016 %) 、红豆 (1514 %) 、大米 (1412 %) 、面

粉 (1115 %) 。

21212 　各监测点食品中的镉含量的监测情况 　各

监测点食品中的镉的含量和分布各异 ,金华市的大

米、豆类、面粉中镉的含量均比其他监测点要高 ,镉

的超标率也高。超标率 (1) 分别为 5612 %、6119 %、

100 % ;超标率 (2) 分别为 8715 %、100 %、3313 %。宁

波的海产鱼、软体类、甲壳类中的镉含量及超标率

(2)显著高于其它监测点的同类食品。湖州、嘉兴的

淡水鱼中的镉含量高于其他监测点。金华的猪肾和

嘉兴猪肉镉含量较高 ,特别是金华的猪肾平均镉含

—514—浙江省部分食品中铅镉污染水平研究 ———沈向红 　汤 　筠 　应 　英等



　　表 3 　食品中镉的监测结果 mgΠkg

样品
名称

样品数
(份)

标　准

GB CAC
最小值 最大值 中位数 平均值 P90

超标率 %
(1)

超标率 %
(2)

大米 120 012 011 010005 01410 01026 01060 01140 7150 14120

面粉 27 011 011 010005 01270 01011 01041 01016 11150 11150

绿豆 25 011 011 010005 01100 01011 01016 01026 4100 4100

红豆 26 011 011 010005 01600 01014 01060 01115 15140 15140

豌豆 35 0105 011 010005 01014 010061 01020 01047 11140 2186

蚕豆 36 0105 011 010005 01170 01026 01026 01091 11110 8133

鲜奶 10 - 011 010022 01037 010034 01008 01015 - 0100

海水鱼 99 011 - 010013 51021 01018 01590 21014 35140 -

淡水鱼 66 011 - 010005 01340 01026 01080 01208 37190 -

软体类 (海水) 85 - 1 01003 61020 0124 11010 31260 - 30160

软体类 (淡水) 27 - 1 010005 01350 01015 01056 01110 - 0100

甲壳类 (海水) 76 - 015 010005 41300 0112 01490 11260 - 32190

甲壳类 (淡水) 51 - 015 010005 11020 01035 01081 01136 - 1196

猪肾 50 110 - 010005 171410 013 11560 51100 74100 -

鲜肉 107 011 0105 010005 01710 01022 01062 01186 23140 3118

皮蛋 70 - - 010005 11100 0101 01035 01061 - -

橘子 118 0105 0105 010005 01033 010005 01005 01013 0100 0100

桃子 37 0105 0105 010005 01042 010033 01009 01026 0100 0100

果汁 30 - - 010005 01015 010005 01002 010017 - -

食用菌 58 012 012 010005 01200 01015 01030 01083 0100 0100

茶叶 44 - - 01019 01451 01066 01085 01146 - -

蔬菜 560 0105～012 - 010005 01310 01015 01023 01046 2150 -

合计 1757 - - 010005 171410 - 01200 - 1210c 8151c

注 : (1) :与国家标准比较 ; (2) :与 CAC标准比较 ;a :经标化后。01000 5 mgΠkg 为最低检出浓度一半 ;“ - ”表示无此数值。

量达 6172 mgΠkg ,超标率 (1) 为 100 %。杭州、湖州的

蔬菜中的镉的超标率高于其他监测点 ,超标率 (1) 分

别是 5173 %和 33178 %。不同监测点部分食品中的

镉含量见图 7～12。

图 7 　各监测点大米中镉的含量分布

图 8 　各监测点海水鱼中镉含量分布

图 9 　各监测点淡水鱼中镉含量分布

图 10 　各监测点软体类中镉含量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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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1 　各监测点甲壳类 (海水)中镉含量分布

图 12 　各监测点猪肾中镉含量分布

3 　讨论

311 　从本次监测的结果说明浙江省面粉、绿豆、蔬

菜、淡水鱼、食用菌等 5 类食品的铅含量 95 %以上

符合国家标准和 CAC标准。绿豆、水果、食用菌、蔬

菜等 4 类食品镉的合格率在 95 %以上 ,总体食品的

铅镉合格率在 90 %以上。说明铅镉污染物在食品

中得到了有效控制。但部分食品铅镉依然存在严重

污染 ,如皮蛋、海产品中软体类、鱼类 ,铅超标率均在

15 %以上 ,最高达 28 %。猪肾、海产鱼、甲壳类、肉

类中镉的超标也较严重 ,超标率在 20 %～74 %。因

此需进一步对其污染根源进行跟踪 ,探讨其污染根

源有助于进行污染物的有效控制。

312 　从监测中发现猪肾中镉含量较高 ,其测定值范

围是在01000 5～17141 mgΠkg 之间 , 超标率达 74 %。

金华市监测点特别高 ,平均数 6172 mgΠkg ,中位数

5139 mgΠkg , P90 位数 13121 mgΠkg ;远远高于浙江省

　　

的平均数 1156 mgΠkg ,中位数 0130 mgΠkg , P90 位数

5110 mgΠkg ;根据食品添加剂与污染物联合专家委员

会 (J ECFA) 2000 年提出镉的 PTWI 为 7μgΠkg BW ,相

当于每人每日镉的耐受摄入量为 60μg。以猪肾镉

的平均数 6172 mgΠkg 计 ,每人每天的摄入量不得大

于 819 g。否则可能对身体造成危害。由于肾是机

体物质的排泄器官 ,机体内的许多物质要在肾中进

行交换 ,我们建议该食品不宜多食用。另外 ,猪肾中

的高镉是否可能与养殖地环境中镉污染有关 ,还需

作进一步的研究。建议有关部门加强对高镉食品的

检测和预防性监控。

313 　浙江省地处沿海 ,为海产品出产大省 ,人们素

有食用海产品的习惯 ,尤其是生活在沿海地区的人

们 ,几乎天天吃海产品 ,食用频率高 ,食用量大 ;我省

海产品中的镉较其他食品要高 ,如海鱼镉含量高 ,其

平均值 0159 mgΠkg , P90 位 210 mgΠkg , 超标率达

3514 % ;最高镉含量的样品超过国家标准 50 倍。软

体类和甲壳类的镉超过 CAC 标准 (分别为 1 和 015

mgΠkg)均达 30 %以上。

该项目由绍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宁波市疾病预防控

制中心、湖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金华市疾病预防控制中

心、温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嘉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舟

山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台州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监测点共

同监测完成 ,在此表示衷心感谢。

参考文献
[1 ] 　宋华琴 ,高晖 ,王宁 ,等 1 铅的总接触量对儿童健康危

害的研究[J ] . 中华预防医学杂志 , 1993 ,27 :91293.

[2 ] 　张垒 ,高俊全. 中国与一些发达国家膳食有害元素摄入

状况的比较[J ] . 卫生研究 ,2003 ,32 :2682271.

[3 ] 　王竹天. 食品污染物监测及其健康影响评价的研究简

介[J ] .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2004 ,16 (2) :992103.

[收稿日期 :2006 - 07 - 15 ]

中图分类号 :R15 ;O614. 433 ;O614124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4 - 8456 (2006) 05 - 0413 - 05

[上接第 400 页 ]

在法规文件部分 ,本期刊登了卫生部颁布《卫生标准管理办法》。欢迎大家学习、体会、撰文。

根据有关部门的要求 ,从 2007 年第一期开始 ,本刊摘要的撰写格式要求明确标明“目的、方法、结果、结

论”,中英文皆如此。

从 2007 年第一期起 ,本刊的参考文献的内容和格式按照《文后参考文献著录规则》GBΠT 7714 —2005 的

规定执行。有条件的同志可从网上学习该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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