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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分析 2018—2020 年上海市畜禽肉及副产品和鲜蛋质量情况及存在的问题。方法　收集上海市市

场监督管理局 2018—2020 年监督抽查的食用农产品公示信息，对信息进行分析汇总。结果　2018—2020 年畜禽

肉及副产品和鲜蛋抽查批次年平均增长率超过 20%，总体质量基本稳定可控，主要存在的问题是兽药残留不符合

国家标准，药物滥用现象依旧存在。结论　监督抽检的结果反映出相关企业质量意识有待提高、管理规范化不足，

最后提出提高质量安全的措施和建议，包括：有重点地部署抽检监测计划，适当加大惩处力度，健全农产品质量安

全追溯体系，开发和应用疫苗、生物防治等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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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and suggestion of sampling inspection of livestock, poultry meat and its by-products and 
fresh eggs in Shanghai from 2018 to 2020
WENG Shiyu， LI Qingqing， ZHANG Xinru

（Shanghai Institute of Quality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Technology, Shanghai 200233,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he quality situation and existing problems of livestock， poultry meat and its by-products and 
fresh eggs in Shanghai from 2018 to 2020 were analyzed. Methods　Public information on the supervision and sampling of 
animal-derived food products by the Shanghai Municipal Market Supervision Administration from 2018 to 2020 was 
collected， and the information was analyzed and summarized. Results　 From 2018 to 2020， the intensity of random 
inspections of livestock， poultry meat and its by-products and fresh eggs increased by about 20% year by year， and the 
overall quality was basically stable and controllable.  The main problem was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and drug abuse.
Conclusion　The results of supervision and sampling inspection showed that the quality awareness of related enterprises 
needed to be improved， and standardized management was insufficient.  Some measures and recommendations for 
improving the quality and safety have been proposed， such as targeted deployment of monitoring， appropriate increase of 
punishment， improvement of the traceability system of agricultural product， development and application of vaccines， 
methods of biological control.
Key words： Livestock poultry meat and its by-products and fresh eggs； supervision and inspection； analysis； 
suggestions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食品安全越来越受到社

会各界的关注，食品安全密切关系着人民群众的身

体健康，2017 年习近平总书记对食品安全的监管提

出“四个最严”要求，显示出党和政府对食品质量安

全问题的高度重视。据国家统计局统计 2020 年全

国畜禽肉和禽蛋产量［1］都位居全球首位，随着脱贫

攻坚战的成功和全国人民奔小康，广大人民群众对

于吃的好、吃的安全的要求越来越高。特别在上海

地区，人口稠密，物流发达，汇集全国甚至全球的各

类货物，禽畜肉、鲜蛋等食用农产品几乎是每餐必

备，此类产品质量情况直接影响市民饮食安全，给

相关监管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本研究利用 2018—2020 年上海市市场监督管

理局公布的省级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中食用农

产品的资料［2］，分析上海市市售畜禽肉及副产品和

鲜蛋整体质量情况，并提出食品安全预警和将来风

险监控的建议，以期为今后的市场监管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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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材料与方法

1. 1　数据来源

2018 年上海市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以及上海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共公布了 50 期省级食品安全监

督抽检信息，2019 年和 2020 年分别公布了的省级食

品安全监督抽检信息 51 期和 49 期，其中涉及食用

农产品抽查的 2018 年 20 次、2019 年 20 次、2020 年

34 次。本研究着重分析畜禽肉及副产品、鲜蛋两类

食用农产品。

1. 2　统计学分析

所有数据均采用 Microsoft Excel 软件建立数据

库并进行分析，采用 t 检验法对不合格率的显著情

况进行统计学分析。

2　结果

2. 1　2018—2020 年上海市市售畜禽肉及副产品和

鲜蛋抽检概况

相关监管部门逐年加大对畜禽肉及副产品

和鲜蛋食用农产品的抽查检测力度。由表 1 可

以看出，2018—2020 年 3 年抽查批次逐年上升，且

不符合标准要求的产品及其生产企业得以曝光

也受到相应的处罚，此类产品属于整体质量较好

的品类。 2018—2020 年畜禽肉及副产品的不合

格 率 在 0. 157%~0. 562% 之 间 ，鲜 蛋 的 不 合 格 率

在 1. 06%~1. 59% 之间；经统计，畜禽肉及副产品、

鲜 蛋 的 3 年 抽 检 合 格 情 况 差 异 无 统 计 学 意 义

（P>0. 05）。

2. 1. 1　2018—2020 年上海市售不同种类畜禽肉及

副产品监督抽检质量情况

2018—2020 年度不同种类畜禽肉及副产品抽检

情况如表 2 所示。从抽检质量情况看，不合格率比较

高的为副产品和禽肉产品。长期以来由于消费习惯

和价格综合影响，猪肉成为国人第一蛋白质摄入来

源。在畜禽肉及副产品样品中猪肉抽检占比最高，

猪肉抽检批次占比达 44. 8%（3 030/6 759）。上海

市市售的猪肉产品总体质量优异，3 年内抽检超

3 000 批次，其中 5 批次被检出不合格。牛肉和羊

肉质量情况也十分乐观，牛肉抽查批次近 1 200，仅
在 2018 年检出 2 例不合格，羊肉 3 年共检测 286 批

次，全部合格。

相对而言禽肉类产品质量情况要差一些，三年

来禽肉产品不合格率为 0. 87%（15/1 721）。鸡肉作

为禽肉消费第一大品类，抽检批次占比达到 20. 4%
（1 381/6 759）。近三年鸡肉不合格率有抬头趋势，

监管部门也相应加强鸡肉产品抽检强度，抽检量都

比前一年多 120 批次左右。乌鸡是我国的土特产

鸡种，常作为药膳食用。但乌鸡在以往的抽查中较

少涉及，故所存在的质量问题未得以充分暴露。近年

表  1　2018—2020 年上海市市售畜禽肉及副产品和鲜蛋监督抽检质量情况

Table 1　Quality of supervision and sampling of livestock poultry meat, by-products and fresh eggs on sale in 
Shanghai from 2018 to 2020

抽检食品

畜禽肉及副产品

鲜蛋

合计

2018 年

抽查总数/批

1 908
189

2 097

不合格批
次/批

3
3
6

不合格率/%
0.157
1.59
0.286

2019 年

抽查总数/批

2 184
336

2 520

不合格批
次/批

8
5

13

不合格率/%
0.366
1.49
0.516

2020 年

抽查总数/批

2 667
470

3 137

不合格批
次/批

15
5

20

不合格率/%
0.562
1.06
0.638

表  2　2018—2020 年上海市市售畜禽肉及副产品监督抽检质量情况

Table 2　Quality of supervision and sampling of different livestock poultry meat, by-products on sale in Shanghai from 2018 to 2020

抽检食品

猪肉

牛肉

羊肉

鸡肉

鸭肉

其他禽肉

畜副产品

禽副产品

2018 年

抽检总数/批

890
293
109
331

99
5

117（16 肚 14 肠 28
肝 9 肾 13 心 26 蹄 11

舌）

64（47 胗 9 爪 6 心 1
舌 1 翅尖）

不合格产品
数量/批

0
2
0
0
0
0

1（猪肝）

0

不合格比
例/%
0
0.68
0
0
0
0

0.85

0

2019 年

抽检总数/批

1014
356

86
462

94
6

105（6 肚 10 肠 37 肝
9 肾 11 心 26 蹄 4 舌 1

肺 1 头）

61（39 胗 12 爪 6 心 2
脖 1 翅尖 1 骨）

不合格产品
数量/批

3
0
0
3
1
0

0

1（鸡爪）

不合格比
例/%
0.30
0
0
0.65
1.06
0

0

1.64

2020 年

抽检总数/批

1 126
550

91
588
119

17
95（5 肚 4 肠 44
肝 18 肾 3 心 20

蹄 1 混合）

81（39 胗 8 肝 1
肾 16 爪 16 心 1

翅尖）

不合格产品
数量/批

2
0
0

10
1
0

1（猪肝）

1（鸡肝）

不合格比
例/%
0.18
0
0
1.70
0.84
0

1.05

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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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相关部门已经开始重视这一产品，2018—2020 年

三年间乌鸡抽查数量分别为 4、7 和 23 批次，样品

数有了大幅增加，在 2019 和 2020 年分别发现 1 和 3
批次的不合格，该情况也是鸡肉不合格率之所以连年

攀升的主要原因。鉴于乌鸡品种其整体质量低于普

通禽类品种，建议相关部门在今后的抽检工作中将乌

鸡作为禽类中的重点对象，加强相关监控。

畜副产品和禽副产品中不合格主要集中在肝

脏类副产品，三年来畜副产品抽检总量减少，但肝脏

类产品抽检量连年攀升。畜禽副产品共检测 117 批

次肝脏类样品，其中不合格 3 批次，不合格率高达

2. 56%，说明肝脏类产品的食用存在一定的风险，在

今后的监督检测工作中，建议持续加大此类产品的

抽检力度。

经统计，猪肉、牛肉、鸭肉、畜副产品、禽副产品

的三年抽检合格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 05），

而鸡肉的三年抽检不合格情况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P<0. 05），且不合格率有升高的态势，需在后续抽

查中持续关注，羊肉和其他禽肉三年的不合格产品

均为 0，差异无统计学意义。

2. 1. 2　2018—2020 年上海市市售不同种类鲜蛋监

督抽检质量情况

由表 3 可看出，鸡蛋近三年总体质量平稳，不

合格比例在 1. 1%~1. 7% 之间，鸭蛋 2019 年有 1 批

次不合格，但总抽查量只有 4 批次；经统计，鸡蛋和

鸭蛋三年的抽检不合格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
0. 05）；其他禽蛋由于抽查样本偏少，且三年间未出

现不合格批次，不能很好地反映产品质量情况，建

议相关部门可加大抽查样品量，例如鹌鹑蛋作为儿

童常食用的品种，应适当加强监管。

2. 2　影响动物源性食用农产品质量的因素

2. 2. 1　影响畜禽肉及副产品质量的因素

由表 4 可见，畜禽肉及副产品中超过 90% 的不

合格情况是因为药物残留超标造成的。药物残留

大部分不会对人体产生急性毒性作用，但是长期摄

入会导致药物蓄积，当浓度达到一定量，就会对人

体产生毒性作用，危害人体健康。

畜肉产品不合格项目较为集中，主要原因是 β-

受体激动剂、喹诺酮类和磺胺类抗菌药的滥用。β-

受体激动剂能促进瘦肉生长俗称“瘦肉精”，曾经在

我国肉类食品中存在滥用迹象，近年来国家市场监

督管理总局一直将其作为肉及肉制品监督抽检必

检项目，滥用现象有了质的改变。2018 年上海市市售

监测发现 2 例牛肉检出克伦特罗，而 2019—2020 年

近 5 000 批次畜禽肉及副产品再未检出瘦肉精，可

见监管行为卓有成效。

近两年，磺胺类药物和喹诺酮类药物恩诺沙

星、氧氟沙星在畜类和禽类产品中均有检出，说明

此类药物在养殖业滥用情况较为严重。其中磺胺

类药物和恩诺沙星可适量使用，但 GB 31650—2019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3］

表  3　2018—2020 年上海市市售鲜蛋监督抽检质量情况

Table 3　Quality of supervision and sampling of fresh eggs on sale in Shanghai from 2018 to 2020

鲜蛋种类

鸡蛋

鸭蛋

其他禽蛋

2018 年

抽检总数/批

173
10

6

不合格产品
数量/批

3
0
0

不合格比
例/%

1.7
0
0

2019 年

抽检总数/批

326
4
6

不合格产品
数量/批

4
1
0

不合格比
例/%

1.2
25.0

0

2020 年

抽检总数/批

441
20

9

不合格产品
数量/批

5
0
0

不合格比
例/%

1.1
0
0

表  4　2018—2020 年上海市市售畜禽肉及副产品监督抽检不合格项汇总

Table 4　Summary of unqualified items of livestock poultry meat and by-products on sale in Shanghai from 2018 to 2020
检测项目

总砷(以 As计)
克伦特罗

硝基呋喃类

恩诺沙星

氧氟沙星

磺胺类(总量)
氯霉素

金刚烷胺

五氯酚酸钠(以五氯酚计)
甲硝唑

多西环素

尼卡巴嗪

替米考星

总数

1
2
3
2
3
6
2
1
1
2
1
1
2

猪肉

—

—

—

1
2

3（1 个样品同时氧氟沙星不合格）

—

—

—

—

—

—

—

牛肉

—

2
—

—

—

—

—

—

—

—

—

—

—

鸡肉

—

—

1
1
1
3
—

1
—

2
1
1
2

鸭肉

—

—

1
—

—

—

1
—

—

—

—

—

—

畜副产品

1（猪肝）

—

—

—

—

—

—

—

1（猪肝）

—

—

—

—

禽副产品

—

—

1（鸡肝）

—

—

—

1（鸡爪）

—

—

—

—

—

—

注：—表示无此不合格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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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其靶组织残留有严格规定，而氧氟沙星根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 2292 号》［4］禁止在食品

动物中的使用。

与畜肉相比，禽肉的不合格项目较为分散，多

种抗菌类药物都有检出或者超标情况，金刚烷胺作

为抗病毒药物也有不合格产品检出。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业部公告第 560 号《兽药地方标准废止目

录》［5］指出将金刚烷胺类等人用抗病毒药移植兽用，

缺乏科学规范、安全有效实验数据，用于动物病毒

性疫病不但给动物疫病控制带来不良后果，而且影

响国家动物疫病防控政策的实施。

从抽查情况看，3 批次呋喃类代谢物不合格均

出现在禽类产品上。硝基呋喃类药物是一种广谱

抗生素，曾广泛应用于畜禽及水产养殖业［6］。由于

硝基呋喃类药物及其代谢物可引起溶血性贫血、多

发性神经炎、眼部损害和急性肝坏死等残疾而对人

类健康造成危害，对人体有致癌、致畸胎副作用。

1995 年起欧盟禁止硝基呋喃类药物在畜禽及水产

动物食品中使用，中国早在 2002 年发布的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 235 号［7］就将硝基呋喃类药

物列为在饲养过程中禁止使用的药物，在动物性食

品中不得检出。

甲硝唑、多西环素、替米考星均属于抗生素类药

物，尼卡巴嗪是抗球虫药，均是国内合法能使用的兽

药，按照 GB 31650—2019 的规定，甲硝唑属于允许

作治疗用，但不得在动物性食品中检出的兽药，其他

几类药物允许有部分残留，如尼卡巴嗪在鸡的肌肉

中最大残留限量为 200 μg/kg，多西环素在牛、猪、禽

类、鱼的肌肉中最大残留限量为 100 μg/kg，替米考

星在畜类、鸡和火鸡的肌肉中最大残留限量为 100~
150 μg/kg 不等。

2. 2. 2　影响鲜蛋质量的因素

鲜蛋的不合格项主要集中在氟苯尼考项目，从

表 5 看出近三年上海市市售鲜蛋的不合格产品中近

70% 因为检出了该成分。氟苯尼考是在 80 年代后

期成功研制的一种新的兽医专用氯霉素类的广谱

抗菌药，具有疗效好、价格便宜的优点，是一种农业

部批准使用的动物专用抗菌药，广泛用于防止畜禽

细菌性疾病。由于氟苯尼考在家禽体内代谢慢，容

易在鸡蛋、鸡肉中残留较长时间，GB 31650—2019
明确规定，产蛋家禽禁止使用氟苯尼考。鲜蛋中被

检出氟苯尼考，其来源可能是企业的养殖饲料添加

或家禽疾病治疗使用的氟苯尼考残留积累，进而传

递至蛋品中。同样在 GB 31650—2019 中规定家禽

产蛋期禁用恩诺沙星，在鲜蛋中检出恩诺沙星的原

因可能与氟苯尼考类似，都是由于家禽的药物残留

传递至蛋品。

2. 3　主要不合格产品的检测值分布

2018—2020 年上海市售畜禽肉及副产品和鲜

蛋中主要不合格的情况为畜肉中准用抗生素超标

和检出禁用抗生素、禽肉中准用抗生素超标和检出

禁用抗生素以及禽蛋中检出禁用抗生素 5 个方面。

从表 6 可以看出，2020 年与 2019 年相比，各类产

品中违规使用抗生素的添加量上升与下降的情况

都 有 ，总 体 未 见 明 显 好 转 ，相 关 监 管 任 务 任 重

道远。

3　结论

近年来，上海市市场监管和农委等部门落实习

总书记“四个最严”的要求，严格监管和把关，畜禽

肉及鲜蛋食用农产品质量基本稳定，其中鲜蛋不合

格率有了大幅下降，但畜禽肉及副产品质量表现不

佳，可能与 2019 年非洲猪瘟疫情和近几年畜禽肉

价格攀升，不良商家为了降低养殖风险滥用药物有

关。总体而言，该两类食用农产品质量风险依旧集

表 5　2018—2020年上海市市售鲜蛋监督抽检不合格项汇总

Table 5　Summary of unqualified items of different fresh eggs 
on sale in Shanghai from 2018 to 2020

检测项目

氟苯尼考

恩诺沙星

氟虫腈

总数

9
3
1

鸡蛋

8
3
1

鸭蛋

1
—

—

注：—表示无此不合格项

表  6　2018—2020 年上海市市售畜禽肉及副产品和鲜蛋中主要不合格产品检测值分布情况

Table 6　Test values of main unqualified products of livestock poultry meat, by-products and fresh eggs on sale in 
Shanghai from 2018 to 2020

抽检
食品

畜肉

畜肉

禽肉

禽肉

禽蛋

不合格情况

准用抗生素超标

检出禁用抗生素

准用抗生素超标

检出禁用抗生素

检出禁用抗生素

2018 年

范围/

（μg/kg）
—

2.05~4.04
—

—

7.26~56.5

平均值/

（μg/kg）
—

3.04
—

—

33.7

2019 年

范围/

（μg/kg）
302~2 578

—

239
1.56~2 930
1.82~237.6

平均值/

（μg/kg）
1 109

—

239
1 042

76.6

2020 年

范围/

（μg/kg）
616
109

124~3 350
5.2~93.4
0.32~116

平均值/

（μg/kg）
616
109
963

33.8
31.1

注：—表示无此不合格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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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在兽药残留问题。中国畜禽肉和鲜蛋的消费能

力和养殖规模在全球市场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监督抽检也显示部分企业质量意识淡薄、规范化

管理不到位、急需提高。由于我国的农业用地有

限，但随着经济发展消费升级，市场需求量大，往往

造成禽畜养殖密度很高，使得养殖过程中易生病，

生病后通常损失惨重，这在一定程度上容易导致养

殖户或企业在动物生长和运输途中使用一些成本

低廉、药效显著的禁用药，以降低生病率和死亡率。

根据国外的经验，动物疫苗是解决此类问题的一个

有效手段，然而目前动物疫苗在我国开发和应用都

较为滞后［8］，亟待加强。此外，从违规惩处的力度分

析，目前兽药管理条例第 63 条所规定的“责令其对

含有违禁药物和兽药残留超标的动物产品进行无

害化处理，没收违法所得，并处 3 万元以上 10 万元

以下罚款。”对于有一定规模的企业来说，与禽畜因

病批量死亡造成的损失相比，不具备足够的威慑和

惩罚作用。近年来各地监督抽查仍有检出《食品中

可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名单》中的物质，说明

监管工作依然任重道远。

为有效改变动物源性食用农产品目前存在的

问题，建议从以下 4 点着手：首先，根据近几年抽查

统计情况，有重点地部署动物源性食用农产品抽检

批次，对合格率高的产品可降低抽检频次，对合格

率低的品类则要着重加强监督抽查力度，尤其针对

性地抽查近年来消费市场上热门和高价值产品如

乌鸡等，以期发现更多的安全隐患；其次，通过修订

管理条例等方式适当加大惩罚的力度，让违法企业

和个人付出高昂的代价，并起到警示其他心存侥幸

的不法商贩作用；再次，进一步健全农产品质量安

全追溯体系，通过给产品贴上具有唯一性标识的

“身份证”，从养殖源头保障质量；最后，开发或引入

先进的疫苗、生物防治等防病除病方法，引导养殖

户和企业合理合规用药，通过疏堵结合的手段，促

使企业和个人使用违规兽药从不敢加、不能加，到

不想加、不用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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