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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北海市市售干沙虫有毒有害物质的污染状况" 方法#对北海市 . 个主要养殖产区和 " 个具

有代表性的品牌的 .$ 份干沙虫样品进行了重金属#农药残留#微生物等项目的检测!并参照有关标准做出安全评

价" 结果#除多氯联苯#农药残留和致病菌未检出外!部分样品的铬和菌落总数以及个别样品的挥发性盐基氮有

不同程度的超标!其中铬的超标率为 "%%,!组胺和其他重金属元素在所有样品中均有检出但未超过参考标准的限

量" 结论#北海市干沙虫的卫生质量状况总体较好!但铬和菌落总数仍有不同程度超标!应对干沙虫作进一步的

安全风险评估并建立相应的产品质量标准予以管理和规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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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虫0"学名方格星虫 $ (9603B020/30E0/%"又
称/沙肠虫0"是一种名贵的高级海鲜特产"国内主
要分布于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山东沿海 )"* "其
中以北部湾海区广西北海市的沙虫为上品+ 沙虫
的食用和药用价值均不亚于海参(鱼翅等海产珍
品"且其肉质脆嫩"味道鲜美"煮汤白如牛奶"有/天
然味精0之称+ 沙虫挖出来后除一部分运至活鲜市
场外"一般被晾晒成干"作为干制海产品销售+ 目
前国内市场上的顶级沙虫干"每公斤售价超过

& %%% 元"普通的沙虫干售价也在每公斤 " &%% 元左
右"且一直处于供不应求的状态+ 近年来"随着育
苗技术的突破"沙虫养殖规模不断扩大"&%"" 年广
西区内养殖面积达 "*% %%% 亩"产量达 "! *%% 吨"沙
虫养殖已成为广西区特色的经济产业+

然而由于环境问题频频出现"给海产品带来
了很多质量问题+ 随着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
的绿色意识觉醒"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受到重视"国
家对食品污染物已有明确的限量规定"但是沙虫
作为大众喜爱的海产佳品"有关其有毒有害物质
污染状况与食用安全的调查研究未见报道"因此
本文从食品安全和卫生的角度"对北海市主要产
区和代表性品牌干沙虫的理化指标(农药残留和
微生物进行了调查检测"旨在为沙虫的食用安全
和质量控制提供基础数据"为下一步干沙虫卫生
标准的建立提供理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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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材料来源

干沙虫样品于 &%"* 年 . 月采购自北海市主要
养殖产区$石头埠(营盘(竹林和山口%以及超市中
某一具有代表性的品牌"分别从每个养殖产区各大
农贸市场采集购买渔民自晒的干沙虫"其中石头埠
! 份(营盘 "" 份(竹林 ) 份(山口 ’ 份"品牌干沙虫
则从北海市各大超市挑选不同生产批次的样品共
! 份+ 样品共计 .$ 份+
"+&#检测项目

理化指标包括挥发性盐基氮(组胺(氟(多氯联
苯和铅(镉(汞(铬(硒(镍(砷等重金属#农药残留包
括六六六(滴滴涕(马拉硫磷(对硫磷(乐果和敌敌
畏#微生物包括菌落总数(大肠菌群(金黄色葡萄球
菌(沙门菌(副溶血性弧菌和志贺菌+
"+$#方法

理化指标的检测按照国家标准 Pc1̂ *%%’!
&%%$,食品卫生检验方法-和 Pc1̂ *%%’!&%"% 方
法#农药残留的检测按照 Pc1̂ *%%’!&%%$ 和 Pc1
*̂%%’!&%%! 方法#微生物的检测按照 Pc.)!’!

&%"%,食品卫生微生物学检验标准 -(Pc.)!’!
&%"& 和 Pc.)!’!&%"$ 的相关方法+
"+.#评价依据

Pc"%"..!&%%* ,动物性水产干制品卫生标
准-仅规定了该研究中干沙虫部分卫生指标的限
量"因此除该标准规定了限量的指标外"其他指标
需参考水产鲜品的卫生标准进行安全评价+ 其中
理化指标参考 Pc&)$$!&%%*,鲜(冻动物性水产品
卫生标准-和 Pc&)5&!&%"&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的有关规定#农药残留参考 Pc

&)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
留限量-的规定+

&#结果
&+"#理化指标检测结果

* 种不同来源干沙虫样品的理化指标测定结果
见表 "+ 理化指标中挥发性盐基氮和组胺反映了水
产品的鲜度"本次调查测定的沙虫干中除品牌干沙
虫个别样品的挥发性盐基氮超过了鲜(冻动物性水
产品卫生标准对海水鱼(虾(头足类的限量外"其他
干沙 虫 样品 均未 超 标# 重金属 项目 中 铬 含 量
$&+.! -$+&. /0120%超过了参考标准的限量"且超
标率为 "%%,"除此之外所有干沙虫样品中铅
$%+"$ -%+"! /0120%(镉 $%+"* -%+&* /0120%(总
汞$%+%&$ $ -%+%&* " /0120%和无机砷 $ %+"’ -
%+&5 /0120%都有检出"但含量未超过标准限量$其
中按照 Pc&)5&!&%"& 规定"总汞含量未超过甲基
汞限量时"不必测定甲基汞%#本次干沙虫样品中未
检出多氯联苯+
&+&#农药残留检测结果

干沙虫样品农药残留的检测结果见表 &+ 本次
调查共检测了 5 种常见农药"包括 & 种有机氯农药
$六六六和滴滴涕%和 . 种有机磷农药$马拉硫磷(
乐果(对硫磷和敌敌畏%+ Pc&)5$!&%". 对水产品
中上述 & 种有机氯农药有明确的限量规定"而目前
尚未有水产品有机磷农药的限量标准+ 因沙虫目
前以半人工养殖方式为主"除需人工培育苗种和放
苗外"其他阶段无需管理和投喂"是天然养成的"因
此沙虫是否有农药残留主要跟养殖环境有关+ 5 种
农药在干沙虫中均未检出"说明沙虫养殖区未受到
这些农药的污染+

表 "#干沙虫样品的理化指标检测结果

>̂_@V"#YXAT>LZ bBX/T>/K@VUVTU?L0XVTH@UTB;K<AT?:>@>LZ :<V/?:>@?LZ?:>UBXT

理化指标
检测结果$含量范围%

石头埠 营盘 竹林 山口 超市某品牌
参考评价依据

挥发性盐基氮 &%+.% -&&+*% &.+’% -&5+$% "!+*% -&$+!% "’+$% -&&+"% &!+.% -$’+.% Pc&)$$!&%%*&海水鱼(虾(头足类$$%

1$/01"%% 0% $"&+*,%

组胺1$/01"%% 0% !+5% -’+&% )+’% -!+)% "%+%% -"%+5% !+)% -’+.% "%+5% -"&+%% Pc&)$$!&%%*&除鲐鱼外的其他鱼类$$%

铅1$/0120% %+"* -%+"5 %+"$ -%+"5 %+"* -%+"5 %+"5 -%+"! %+"* -%+") Pc"%"..!&%%*&鱼类$%+*

镉1$/0120% %+"* -%+") %+"! -%+&" %+"* -%+") %+"’ -%+&* %+"! -%+&$ Pc&)5&!&%"&&双壳类(腹足类(头足类(棘
皮类$&+%$去除内脏%

铬1$/0120% &+.! -$+"$ &+)5 -$+"* &+*" -$+&& &+5$ -&+’! &+’% -$+&. Pc&)5&!&%"&&水产动物及其制品$&+%

$"%%+%,% $"%%+%,% $"%%+%,% $"%%+%,% $"%%+%,%

总汞1$/0120% %+%&$ $ -%+%&. " %+%&. ) -%+%&* " %+%&& ) -%+%&$ 5 %+%&& $ -%+%&. $ %+%&$ ’ -%+%&. ’ Pc&)5&!&%"&&水产动物及其制品$肉食鱼类
除外%甲基汞$%+*

无机砷1$/0120% %+&& -%+&* %+"’ -%+&$ %+&. -%+&5 %+&& -%+&. %+&% -%+&. Pc"%"..!&%%*&贝类及虾蟹类$"+%

多氯联苯1$/0120%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Pc&)5&!&%"&&水产动物及其制品$%+*

注&表中检测结果数据下方括号内的百分数表示超标率"下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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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干沙虫样品的农药残留检测结果
>̂_@V&#YXAT>LZ bBX/U<VKVTU?:?ZVXVT?ZHVZVUV:U?BL XVTH@UTB;U<VT>/K@V

农药
检测结果1$/0120%

石头埠 营盘 竹林 山口 超市某品牌
参考评价依据

六六六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Pc&)5$!&%".&水产品$%+"

滴滴涕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Pc&)5$!&%".&水产品$%+*

马拉硫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乐果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目前水产品中尚未有有关有机磷
对硫磷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农药限量的标准
敌敌畏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微生物检测结果
干沙虫样品微生物项目的检测结果见表 $+ 干

沙虫样品的菌落总数范围为 " %%% -5’ *%% :;H10"
竹林和山口的部分干沙虫样品菌落总数超过了 Pc
"%"..!&%%* 规定的限量 $% %%% :;H10"超标率分别
为 *)+",和 ""+",+ 大肠菌群及金黄色葡萄球

菌(沙门菌(副溶血性弧菌和志贺菌等致病菌均符
合 Pc"%"..!&%%* 的要求+ 干沙虫样品菌落总
数超标"但常见的致病菌并未检出"这一结果说明
干沙虫可能存在一些致病菌以外的其他细菌"应
对其他致病菌进行筛查检测"以排除致病菌污染
的可能+

表 $#干沙虫样品的微生物检测结果
>̂_@V$#YXAT>LZ bBX/U<V/?:XB_?>@UVTUXVTH@UTB;U<VT>/K@V

致病菌
检测结果

石头埠 营盘 竹林 山口 超市某品牌
参考评价依据

菌落总数 :;H10 * %%% -"% %*% " %%% -&% %%% "% %%% -5’ *%% . &%% -$* %%% & %%% -) *%% Pc"%"..!&%%*&$$% %%%
$*)+",% $""+",%

大肠菌群 [aO10 q%+$ -&. q%+$ q%+$ q%+$ q%+$ Pc"%"..!&%%*&$$%

金黄色葡萄球菌1&* 0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Pc"%"..!&%%*&不得检出
沙门菌1&* 0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Pc"%"..!&%%*&不得检出
副溶血性弧菌1&* 0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Pc"%"..!&%%*&不得检出
志贺菌1&* 0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未检出 Pc"%"..!&%%*&不得检出

$#讨论
近年来北海市近海海域水质有所下降 )&($* "水

质问题直接影响水产品的安全与质量+ 黄坚等 ).*

为了解北海市海产品的污染状况"于 &%"" 年对北海
市市售海水鱼类(甲壳类和软体动物中的重金属(

甲醛(食源性致病菌进行了检测"在所检测的 ’% 份
样品中"合格率仅为 .5+),"其中铅(无机砷(镉(总
汞(甲醛(食源性致病菌的合格率分别为 ’$+$,(
’.+.,(5*+5,("%%+%,(’.+.,(!%+%,+ &%"& 年
曾小峰等 )**也对北海市这 $ 类海产品进行了重金

属(农残及微生物等指标的检测"结果表明所检海
产品的合格率仅为 $*+!,"其主要污染物为铅(镉(

汞(砷(甲醛和副溶血性弧菌+ 这些结果提示北海
市海产品已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污染"食品安全问题
不容忽视+ 沙虫作为北海市人们餐桌上的必备佳
肴"其卫生质量受到广泛关注+ 本次调查检测了北
海市干沙虫的多项污染指标"除多氯联苯(农药残
留和致病菌未检出外"部分样品的铬和菌落总数以
及个别样品的挥发性盐基氮有不同程度的超标"组
胺和其他重金属元素在所有样品中均有检出但未
超过参考标准的限量+

重金属是近年来海水养殖环境污染的公害之
一"具有来源广(易富集(难降解等特点+ 沙虫较固
定地生活在沿海滩涂的泥沙底质中"与周围环境接
触密切"易于重金属离子富集 )5* + 本次调查的所有

干沙虫样品"都检出了铅(镉(汞(铬和砷等重金属
元素"其中铬含量高于 Pc &)5&!&%"& 规定的
&+% /0120"超标率为 "%%,"说明沙虫已受到了铬
的影响+ 铬的毒性与其存在状态有很大的关系 ))* "

三价铬参与糖与脂肪的代谢"是人体必需微量元
素"而六价铬是明确的有害元素"能引起中毒 )!* +

据调查"大多数人铬摄入量不足"需适当补铬 )’* "因

此"在进一步的研究中需测定干沙虫中铬的存在价
态"以明确干沙虫是否存在食用安全隐患+

本次调查中"部分养殖产区的自晒干沙虫样品的
菌落总数超过了 Pc"%"..!&%%* 规定的限量+ 菌落
总数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食品卫生质量的优劣)"%* "

虽然干沙虫样品的大肠菌群符合限量标准"也未检出
金黄色葡萄球菌等致病菌"但菌落总数超标会破坏食
品的营养成分"加速其腐败变质+ 菌落总数超标也意
味着致病菌超标的机会增大"增加了危害人体健康的
几率"必须引起足够重视+ 由于市售干沙虫大部分都
是渔民晾晒自制而成"晒制过程中没有严格的卫生管



&%%’!&%". 年辽宁省食源性致病菌盲样考核结果分析!!!马妮"等 ! *)### !

理与控制"易受到病原性微生物的污染+ 另外"品牌
干沙虫有个别样品的挥发性盐基氮出现了超标"而挥
发性盐基氮是食品腐败过程中产生的"在干沙虫的晒
制加工过程中必须保证原料的鲜度+

调查结果表明"目前北海市干沙虫卫生质量状
况总体较好"大部分常见污染物未检出或未超过标
准限量"但铬(菌落总数等指标仍存在不同程度的
污染"食用安全受到一定威胁"建议相关部门查明
污染原因"并根据安全风险评估情况建立相应的干
沙虫质量标准予以管理"提高沙虫的食用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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