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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中药类保健食品中二氧化硫残留状况调查研究

黄丽娜!董宇!那海秋!王晓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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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对中药类保健食品进行 O]) 残留检测!了解目前中药类保健食品中 O]) 残留情况$ 方法&采用水

蒸气蒸馏4离子色谱检测法对 ^. 批中药类保健食品进行 O]) 残留检测!采用 !) 检验对 O]) 残留量分布情况进行统

计分析$ 结果&^. 批中药类保健食品 O]) 水平在 +(1( SG‘RG以下者居多!占总样品的 $$1.-"$, ‘̂.#!但有 # 批

保健食品 O]) 残留量超过 ’%( SG‘RG$ 不同生产工艺的中药类保健食品中 O]) 残留量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 ô 1̂%)!#m(1(%#$ 结论&中药类保健食品中存在一定的 O]) 残留情况!应引起相关监管部门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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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社会进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食品*药品
安全问题如有害物质残留等日益引起国人的关注
和有关部门的重视) 硫磺熏蒸是中药传统养护和
加工方法之一"主要用于难于干燥中药材的防腐*
防霉*防虫蛀等) 但过量熏蒸会使部分药材的性状
发生改变甚至降低药效和导致残留 O]) 等有害物

质 ’’( ) 人体过量摄入 O]) 会刺激呼吸道黏膜"诱发

呼吸道炎症"如气管炎*支气管炎等 ’)( "哮喘病人尤
其敏感"会加重病情甚至导致死亡 ’+( ) 有动物试验
表明"O]) 还可能对脑*肺*心*肝*脾*肾等多种器官

造成氧化损伤 ’#( ) 因此"关于硫熏工艺"我国已有
相关法律限制"且不少国家和国际组织也出台了相
关法规*限量来规范亚硫酸盐等的使用 ’% j,( ) 但近
年来"一些不良商贩在利益的驱动下非法使用硫磺
熏制中药材"致使一些中药材中 O]) 残留状况严

重 ’. j$( "这也使以这些中药材为原材料的中药类保

健食品可能面临 O]) 残留问题"而目前相关研究仍
处于空白状态) 本研究采用水蒸气蒸馏4离子色谱
检测法 ’. j$(对 ^. 批中药类保健食品进行 O]) 残留
量的检测"并对检验结果进行统计分析"初步了解
目前中药类保健食品中 O]) 残留状况)

’&材料与方法
’1’&材料
’1’1’&样品来源及种类

收集以中药材为原料的中药类保健食品 ^. 批
次"其中剂型覆盖饮液$口服液*保健酒等%*固体饮
料$茶剂*冲剂等%*固体制剂$包括胶囊*片剂*丸剂
等%#功能覆盖缓解体力疲劳‘调节免疫力*减肥‘祛
痤疮‘祛黄褐斑*改善睡眠*辅助降血糖‘脂‘压等)
^. 批保健食品中有 )# 批经过提取工艺或原料药材
经过提取工艺 $包括口服液*保健酒及以中药提取
物作为原料的片剂*胶囊等%)
’1’1)&主要仪器与试剂

ILO4+((( 离子色谱仪$戴安%*电导检测器)
’ SG‘SFO]#

) j标准溶液 ’7!5$8% ($(),,"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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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计量科学院化学所(*无水 6C)O]+ $纯度 ^.-%"
盐酸*过氧化氢溶液为分析纯"试验用水为 \<FF<42
去离子水)
’1)&检测方法
’1)1’&色谱条件

色谱柱 I@EZCV3O4’’4BL$# SSi)%( SS%#保
护柱 I@EZCV374’’4BL$ %( SSi# SS%#淋洗液
)( SS@F‘Hn]B溶液$在线淋洗液发生器生成%#流
速 ’ SF‘S<E#柱温 +( e#检测器为电导检测器#进样
量 %( !F)
’1)1)&溶液制备

对照品溶液的制备&精密量取 ’ SG‘SFO]#
) j标

准溶液适量"加去离子水分别稀释成 O]#
) j浓度为

(1’*(1%*’*)*%*’(*)(*%(*’((*)(( !G‘SF的溶液"
作为对照品溶液)

供试品溶液的制备&取胶囊内容物*片剂*颗粒
剂*茶剂用研钵研细混匀"称取 ’( G#取口服液用移
液管量取 ’( SF"置水蒸汽蒸馏装置的样品瓶中"加
水 ’(( SF振摇混匀) 于 ’(( SF量瓶中加入 +-过
氧化氢溶液 )% SF作为接收液$导气管尽可能没入
吸收液液面下%) 连接好水蒸汽蒸馏装置"快速于
样品瓶中加入盐酸$+,- c+$-%% SF"立即密封"进
行水蒸汽蒸馏) 至接收瓶中液体接近 ’(( SF时"停
止蒸馏"取下接收瓶) 用去离子水定容至刻度"摇
匀"以 (1)) !S滤膜过滤"取续滤液作为供试品溶
液) 空白溶液除不加供试品外"其余按上法操作)
’1)1+&测定

分别取对照品溶液*供试品溶液和空白溶液各
%( !F"注入离子色谱仪) 采用标准曲线法计算含量)
’1)1#&方法检测限

通过测定一系列浓度的 O]#
) j对照品溶液确定

检测限$信噪比 0AHo+%"经计算本方法检测限为
(1(% SG‘RG)
’1)1%&回收率

取液态保健品$饮液%和固态保健品$固体制剂‘
固体饮料%各 ’ 种阴性样品进行回收率试验"处理方
法为取饮液或样品粉末 ’( SF或 ’( G置 %(( SF圆底
三颈瓶中"分别精密加入低*中*高 + 个水平的亚硫酸
钠溶液*后续按.’1)1) 中供试品溶液制备/项操作"
每水平制备 + 份) 经计算液态保健品的平均回收率
为 ^%1,-"固态保健食品平均回收率为 ^)1,-)
’1)1,&专属性试验

取一批减肥茶$无 O]) 残留%称取 ’( G"加入一
定量的亚硫酸钠溶液后按.’1)1) 中供试品溶液制
备/项操作并按上述色谱条件测定"硫酸根离子可
以与其他离子较好地分离"见图 ’)

图 ’&离子色谱图
A<G;9M’&I@E V:9@SC"@G9CS

’1+&统计学分析
本研究采用 OZOO 统计软件对数据进行统计分

析"其中率的比较采用 !) 检验"#m(1(%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

)&结果
本研究共检测中药类保健食品 ^. 批次"其中有

%. 批 O]) 残留量大于本次 O]) 检测限 $检测限为
(1(% SG‘RG%) 关于保健食品中 O]) 残留标准我国
仍是空白"0保健$功能%食品通用标准1对保健食品
中有害金属及有害物质的限量规定是应符合类属
产品卫生标准) 韩国食品医药品安全厅第 )(($4
+ 号公 告中对 ),, 种 中 药材 规定 的限 量 值为
+( SG‘RG"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L3L%发布的 0食
品添加剂通用标准1 ’^(中规定香草和香辛料的限量
值为 ’%( SG‘RG) 参考上述数据将检测限 +( SG‘RG

和 ’%( SG‘RG作为本次调查 O]) 残留量的分段点进
行统计"以便更直观了解中药类保健食品中 O]) 残
留状况) 结果表明"^. 批次样品 O]) 残留水平在
+(1( SG‘RG以 下 者 居 多" 占 总 样 品 的 $$1.-
$$, ‘̂.%#残留量在 +( c’%( SG‘RG的占总样品的
.1)-#个别中药类保健食品中 O]) 残留量超过了
’%(1( SG‘RG"结果见表 ’)

表 ’&^. 批中药类保健食品中 O]) 残留状况

*CJFM’&*:MFMUMF@NQ;FN;9/<@X</M<E ^. :M9JCF:MCF":

N;EV"<@ECFN@@/QQCSWFMQ
O]) 残留量范围‘$SG‘RG% 占总样品百分率‘-

残留量 m检测限 #’1)$#( ‘̂.%

检测限 m残留量 m+(1( #.1#$#, ‘̂.%
+(1($残留量 m’%(1( .1)$. ‘̂.%
’%(1($残留量 #1)$# ‘̂.%

&&将本次检测的中药类保健食品按是否经过提
取工艺进行进一步分类统计分析发现"两组中药类
保健食品 O]) 残留量分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o
^1̂%)"#m(1(%%"由表 ) 可以看出经过提取工艺的
中药类保健食品 O]) 残留状况要明显好于未经提取
工艺的中药类保健食品"且经过提取工艺的样品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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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 残留水平都集中在 +(1( SG‘RG以下这一范围
内"而检出 O]) 残留量相对较高的几批样品都出现
在未经提取这一组中"结果见表 ))

表 )&不同生产工艺中药类保健食品中 O])
残留情况比较

*CJFM)&L@SWC9M/ "@":MFMUMF@NQ;FN;9/<@X</M<E /<NNM9ME"

W9@/;V"<@E @N:M9JCF:MCF": N;EV"<@ECFN@@/Q

O]) 残留量范围‘$SG‘RG%
占各组样品百分率‘-

经过提取 未经过提取
残留量 m检测限 ,,1.$’, ‘)#% +)1̂$)# ‘.+%

检测限 m残留量 m+(1( ++1+$$ ‘)#% %)1’$+$ ‘.+%
+(1($残留量 m’%(1( (1($( ‘)#% ^1,$. ‘.+%
’%(1($残留量 (1($( ‘)#% %1%$# ‘.+%

+&讨论
目前 O]) 的检测方法有多种"如比色法 ’^( *滴

定法 ’^ j’’(和离子色谱法 ’."’’ j’,(等"其中"滴定法在
现行标准中应用最为广泛*但离子色谱法简单*灵
敏*专属*自动化程度高"是目前分析 O]) 的研究热

点 ’$( ) 考虑到保健食品多为复配产品"干扰组分较
多"为能够灵敏*准确地检测保健食品中 O]) 残留
量"最终采用加酸蒸馏的方式将供试品中的亚硫酸
盐转化成 O])"用双氧水吸收并氧化为硫酸根后用
离子色谱对其进行检测) 此法水蒸气蒸馏的过程
可以有效去除多种组分干扰"起到净化作用"且操
作过程不用充入氮气使过程更易于控制"另外将亚
硫酸根转化为硫酸根更稳定*更易于检测 ’. j$( )

从本次中药类保健食品中 O]) 残留状况调查结
果来看"中药类保健食品确实存在一定程度的 O])
残留状况"而且对本次检测结果进行分类统计发
现"不同生产工艺的中药类保健食品 O]) 残留量分
布具有明显差异"即经过提取工艺或原料药材经过
提取工艺的中药类保健食品其 O]) 残留状况明显好
于未经提取工艺的中药类保健食品) 通常口服液*
保健酒及部分其他剂型如片剂*胶囊等保健食品原
料的加工生产工艺中会有浸提 $一般采用煎煮方
法%*净化*灭菌等工艺过程 ’’. j’$( "车镇涛等 ’’$(的研
究表明煎煮可降低中药材中 O]) 含量"且煎煮时间
对煎液中残留的 O]) 含量也有影响) 而直接以原料
药材粉末投料的生产工艺"如将几种原料粉末混合
均匀分装于空心胶囊中制成中药类保健食品"可能
会无形之中加大残留于原料药材中 O]) 进入保健食
品中的风险) 因此"对于直接以原料药材粉末投料
的中药类保健食品应重视其可能存在的 O]) 残留风
险"并加强监管)

综上所述"中药类保健食品中由于原料药材中

O]) 的引入而可能存在一定的 O]) 残留风险"而保
健食品作为一种特殊功能性食品"应具有食品的共
性即无毒无害"对人体不产生任何急性*亚急性或
者慢性危害) 因此"中药类保健食品中 O]) 残留情
况应引起相关监管部门的重视"并加强监管"以更
好地保障广大消费者的食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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