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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监测
广东省部分地区市售水产品中氯霉素残留情况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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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调查广东省 " 个城市市售水产品中氯霉素的残留情况!为监管部门提供参考依据!为消费者提供

消费指导" 方法$按照 :N1P!!%%.(!&&.)动物源性食品中氯霉素类药物残留量测定*中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

法对采集的水产品中氯霉素的残留情况进行检测" 结果$检测的 ’+& 份水产品样品中氯霉素的检出率为 ’’0%%‘

+’"1’+&," " 个城市市售的水产品分别都检出氯霉素!检出率为 +0&&‘ h!&0&&‘" 不同种类的水产品间比较!软

体类的检出率较高+%/0&&‘!#1!+,!甲壳类的检出率较低++0+/‘!’1’.," 结论$广东省部分地区市售水产品中

存在氯霉素残留!具有一定的食品安全隐患!应该引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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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品中氯霉素残留问题一直以来是国际上
食品安全的热点+ 氯霉素是一种广谱抗生素"因
其对多种病原菌具有较强的抑制作用"曾在水产
业中得到广泛应用 )’-%* + 氯霉素存在着严重的毒
副作用"能够抑制骨髓造血功能,引发再生障碍性
贫血,粒状白细胞缺乏症和新生儿,早产儿灰色综
合征等 ),-+* + 早在 ’##, 年"世界卫生组织食品添
加剂专家委员会就建议禁止氯霉素在食品动物中

使用"并设定了最大残留量&美国,欧盟,日本等规
定氯霉素残留限量标准为不得检出 )/* + !&&! 年
’! 月"农业部第 !%+ 号公告’动物性食品中兽药最
高残留限量( )"*中规定氯霉素为禁用药物"在动物
性食品中不得检出+

为了解广东省市售水产品是否存在食品安全
隐患"!&’+ 年对广东省 " 个主要城市批发市场和超
市销售的水产品中氯霉素残留情况进行调查分析+

’$材料与方法
’0’$材料
’0’0’$样品

对广东省广州,佛山,惠州,阳江,汕头,潮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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湛江等 " 个城市的超市和农贸市场销售的鱼类,软
体类,甲壳类水产品进行抽样检测+ 广州市抽取
%& 份"其他 / 个城市分别抽取 !& 份"共计 ’+& 份样
品"其中鱼类 ’&" 份"软体类 !+ 份"甲壳类 ’. 份+

根据水产品销售的特点"抽样场所主要选择大型超
市和集贸市场"抽样数量的比例约为 ’l’+ 样品由
检验机构抽样人员随机采集"采集时为冰鲜或活体
状态"采集后速冻送实验室进行处理+
’0’0!$主要仪器与试剂

,&&& cDF=S 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 #美国
)NY$,超纯水器,涡旋混匀器,电子天平#&0’ MO$+
甲醇和乙腈均为色谱纯"氯霉素 #\-*T-’,’",-&’$

和氯霉素-\+ #\-*T-’#..%-&’ $标准品均购自德国
\F3U6FE>KD@F5EF+
’0!$方法
’0!0’$检验方法及判定

依据国家标准 :N1P!!%%.!!&&.’动物源性食
品中氯霉素类药物残留量测定(中高效液相色谱-串
联质谱的方法对所采集的样品进行检测#检出限为
&0’ &O1LO$ ).* "判定依据农业部在第 !%+ 号公告’动
物性食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 ( 的规定为不得
检出+

试验过程严格按照国家标准的要求"进行双样
平行检测+ 对于阳性样品"采用重复试验和加标回
收试验的方式进行数据确认"确保结果的可靠性+
’0%$统计学分析

采用 Û4EC!&’& 软件进行数据录入"计算相关
检出率+ 采用 I_II ’#0& 进行统计分析"用卡方检
验对不同种类水产品氯霉素检出率的差异进行比
较"以 !a&0&+ 为检验水准"@g&0&+ 为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

!$结果
!0’$氯霉素检出的总体情况

本次共抽检水产品 ’+& 份"检出率为 ’’0%%‘
#’"1’+&$+ 氯霉素检出值最高达 ’ !+,0&& &O1LO"
严重超过检出限值+
!0!$不同城市检出率

" 个城市的检出率情况如表 ’ 所示"所有城市
均检出氯霉素残留"检出率为 +0&&‘ h!&0&&‘+
!0%$不同种类间氯霉素检出率的比较

水产品种类按照鱼类,软体类,甲壳类划分"共
抽取鱼类 ’&" 份"软体类 !+ 份"甲壳类 ’. 份+ 软体
类检出率最高"!+ 份样品中 # 份检出氯霉素"检出
率达 %/0&&‘&鱼类 ’&" 份样品中 " 份检出氯霉素"

检出率为 /0+,‘&甲壳类最低"’. 份样品中只有

$$$$表 ’$" 个城市市售水产品中氯霉素检出情况
P=?CE’$\EDEFM<>=D<@> @546C@F=MS6E><4@CFEK<HBEK<> =dB=D<4

SF@HB4DK<> " 4<D<EK
抽样城市 样品数1份 检出数1份 检出率1‘ 检出值1#&O1LO$

广州 %& / !&0&& ’0#& h’ !+,0&&

佛山 !& ’ +0&& "0!&

惠州 !& % ’+0&& &0"& h!!#0’&

汕头 !& ! ’&0&& !0,& h!’/0%&

潮州 !& % ’+0&& &0+& h’0,&

阳江 !& ’ +0&& ’0+&

湛江 !& ’ +0&& ’0&&

’ 份检出"检出率为 +0+/‘"检出结果见表 !+ 不同
种类水产品中氯霉素检出率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
意义#@g&0&+$+

表 !$不同种类水产品中氯霉素检出情况
P=?CE!$\EDEFM<>=D<@> @546C@F=MS6E><4@CFEK<HBEK<> H<55EFE>D

KSE4<EK@5=dB=D<4SF@HB4DK
水产品种类 样品数1份 检出数1份 检出率1‘ 检出值1#&O1LO$

鱼类 ’&" " /0+, &0.& h!’/

软体类 !+ # %/0&& &0+& h’ !+,0&&

甲壳类 ’. ’ +0+/ !0&&

%$讨论
本次调查的水产品样品共 ’+& 份"来自于广东

省 " 个城市市场销售的产品+ 氯霉素检出率为
’’0%%‘"低于福建省福州地区销售环节水产品的检
出率#%%0.!‘$ )#* "但明显高于 !&&.!!&’’ 年上海
市售水产品的检出率#&0%,‘$ )’&* + 与其他采样环
节的调查研究相比"生产环节#养殖场$直接采样的
水产品氯霉素检出率较低"浙江省 &0&.‘ )’’* "山西
省未检出 )’!* "说明流通环节水产品氯霉素残留问题
比较突出+

按照样品采集地理位置"本次调查覆盖了横贯
广东省东西方向的主要城市"其中珠三角 % 个%广州
市,佛山市,惠州市"粤东 ! 个%汕头市,潮州市"粤西
! 个%阳江市,湛江市+ 由于广州市属于省会城市"
城市规模最大"抽样数最多为 %& 份"其他城市各为
!& 份+ 检验结果表明"所有城市均检出氯霉素残
留"其中广州市的检出率较高#!&0&&‘$"湛江市和
阳江市检出率最低 #+0&&‘$+ 虽然由于不同城市
的采样量和采样品种存在差异"本调查中城市间的
检出率数值差异并不能完全反映各城市市售水产
品真实的质量差异"但是结果依然可以表明流通环
节中水产品存在氯霉素残留问题是广东省的一个
普遍现象"应该引起监管部门重视+

本次抽检的水产品按照种类主要分为鱼类,软
体类和甲壳类+ 鱼类品种最多"因此本次抽检数量
最多"软体类和甲壳类抽检数量接近+ 氯霉素检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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率最高的是软体类"达到 %/0&&‘"检出值最高达
’ !+,0&& &O1LO+ 本次检出氯霉素的软体类都是来
自于市面上活体销售的花甲,沙甲,白贝,蚌等+ 检
出率较高的可能原因为%一些商贩为了减缓软体类
水产品在销售过程中死亡"可能在养殖水中违规加
入氯霉素"水体中加入氯霉素后"容易被软体类动
物吸收并残留于体内"使得药物残留值较高+ 此
外"一份冰鲜的红衫鱼也检出氯霉素残留"红衫鱼
属于野生海鱼"在以往调查中并未发现野生海鱼存
在氯霉素残留的例子"具体的产生原因还有待进一
步调查研究+

由于本次抽样调查每个城市,每个品种检测样
品的数量有限"个别品种数量还较少"故检出率,检
出品种及地域不一定完全有代表性+ 但调查结果
已显示广东省在流通环节的水产品确实含有违禁
药物氯霉素残留的安全隐患"应加强监测"以保障
人们的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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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广西部分食品中铝的污染状况!评估居民膳食中铝暴露的风险" 方法$对 !&&#(!&’% 年广

西检测的部分食品中铝含量进行分析!结合 !&&! 年广西居民膳食营养调查中的食物消费量数据!计算广西居民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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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超标率最高!且铝的平均含量也是极高" 油条样品中铝含量的均数和中位数均最高!分别超过国家残留量标准
的 %0. 倍和 % 倍" ’& 类居民膳食中铝平均每周摄入量为 &0,!/ MO1LONA!低于 ;U(G)制定的每周耐受摄入量
+_PAY," 馒头#海蜇#油条和油饼高消费量人群的每周铝摄入量分别是 _PAY的 %0&"#!0,&#!0!% 和 ’0!% 倍" 结
论$广西监测的油条#紫菜#海蜇等食品中铝含量超标较严重!居民平均膳食摄入铝的量虽然低于 _PAY!但高消费
量人群铝的暴露风险较大!仍需要加强对生产经营者科学合理使用含铝添加剂的技术指导!以降低居民膳食中铝
的摄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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