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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研究
)(’(!)(’’ 年内蒙古地区食品中铅*镉*汞污染调查分析

刘婷婷’!蒲云霞)!王文瑞)!徐晓枫)!包玉龙)!杨建业)

!’Y内蒙古医科大学公共卫生学院"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
)Y内蒙古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卫生检验检测中心"内蒙古自治区 呼和浩特&(’((+’#

摘&要!目的&了解内蒙古地区食品中铅%镉%汞"总#的污染水平!为建立内蒙古地区食品重金属安全风险监测体

系!及时发现食品中重金属安全隐患!进行风险预警提供基础数据$ 方法&按照内蒙古自治区食品中化学污染物

监测计划!结合内蒙古地区地产食品种类及分布特点!采集内蒙古地区中部%东部及西部 % 个地区的食品样本!按

照 7!%((^1’)-)(’((食品中铅的测定)%7!‘*%((^1’%-)((+(食品中镉的测定)及 7!‘*%((^1’.-)((+(食品中

总汞及有机汞测定)方法对样品中铅%镉%汞"总#进行检测$ 结果&共采集 . 类食品 ’ ,%# 份样品$ 其中!监测铅

含量的有效样品 ’ ,’( 份!总体检出率 ++1#(-!总体超标率 ’1,)-!超标的食品类别主要为蔬菜%蛋与蛋制品%粮

食及粮食制品以及食用菌!超标率分别为 %1’,-%)1)’-%)1)(-和 )1(’-&监测镉的有效样品 ’ ,(. 份!总体检出

率 #$1,(-!总体超标率 ’1.#-$ 超标的食品类别主要为食用菌%蔬菜及蛋和蛋制品!超标率分别为 ’(1)(-%

%1#’-和 #1̂.-&监测汞"总#含量的有效样品 ’ %+’ 份!总体检出率 +.1+(-!总体超标率 )1($-$ 超标食品主要

为食用菌%乳及乳制品%粮食及粮食制品!超标率分别为 )(1’+-%.1()-和 ’1)(-$ 结论&内蒙古地区生产的食用

菌"以鲜食用菌计#%蔬菜%蛋及蛋制品%粮食及粮食制品%乳及乳制品中存在重金属污染!应引起高度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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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随着我国工业化*城市化进程的加快 及乡镇企业的发展"每年有大量的工业废水和生活
污水排放到河流和湖泊中"特别是人类对重金属的
开采*冶炼*加工及商业制造活动日益增加"造成不
少重金属$如铅*镉*汞等%进入大气*水及土壤中"
引起环境污染) 工矿.三废/的排放和农用化学品
的过量使用"使得重金属的污染越来越严重"有相
当数量的农田受到工业三废的污染) 存在于环境
中的重金属可通过食物链在生物体内聚集"极大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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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害了人类健康) 0食品安全法1颁布以后"政府加
大了食品安全监管的力度")(’’ 年"多个省市大米
受到镉严重污染的事件引起了政府高度重视"因
此"政府将0重金属污染综合防治.十二五/规划1列
为我国首个.十二五/专项规划) 内蒙古地处三北"

是我国重要的矿产资源大省"露天煤矿和煤田的开
采"金矿和铝矿的冶炼"无疑会对水*土壤和大气造
成污染) 因此"内蒙古地区食品中重金属的污染情
况也备受关注) 本文对 )(’(!)(’’ 年内蒙古地区
生产或销售的 . 类食品中铅*镉*汞 $总%的含量分
别进行了采样检测)

’&材料与方法
’1’&材料
’1’1’&样品来源

对内蒙古地区 ’) 个盟市的人口分布及地产食
品的种类进行摸底调查"根据调查结果选择了内蒙
古的首府城市呼和浩特市*最大城市包头市及位于
内蒙古中部的锡林郭勒盟*西部的巴彦淖尔市和东
部的通辽市共 % 个地区作为监测地区"监测地区所
在的盟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作为采样机构和检测
机构) )(’(!)(’’ 年对粮食$玉米*大米*面粉%*水
产品$淡水鱼%*蔬菜 $根茎类和叶菜类%*蛋类 $皮
蛋*鲜蛋及松花蛋%*肉类$猪肉*牛肉*羊肉及其肝
脏%*食用菌$平菇*香菇*华仔菇*木耳*银耳*茶树
菇*金针菇*口蘑%*乳及乳制品共 . 类食品按照要
求进行随机采样"分别检测样本中的铅*镉及总汞)
采样时"散装样品采集 %(( c’ ((( G#水分含量较高
的鲜冻畜禽肉*内脏和熟肉制品每份采集 .%( G#蔬
菜*蛋类*鲜*冻水产品每份采集 ’ ((( G) 定型包装
样的同一批号$或生产日期%的食品为 ’ 份抽检样品"

单个销售包装在 )%( G以上的"每份样品采集## 个
包装#单个销售包装在 )%( G以下的每份样品采集#,
个包装) 定型包装的产品应采集待销的*在保质期内
且包装完好的产品"而且要有标识信息) 如果标签不
清楚或被损坏"则不能抽做样品) 标签上的信息应包
括生产厂家*批号*保质期*储存温度等)
’1’1)&主要仪器

?88E<".(( 型原子吸收光谱仪 $德国耶拿 %*
3AO4)+(8原子荧光光谱仪$北京海光%)
’1)&方法
’1)1’&检测方法

铅的检验按照 7!%((^1’)!)(’(0食品中铅的
测定1$石墨炉原子吸收光谱法% ’’(执行"方法的检
出 限 为 (1((% SG‘RG# 镉 的 检 验 按 照 7!‘*
%((^1’%!)((+0食品中镉的测定1 $石墨炉原子吸

收光谱法% ’)(执行"方法检出限为 (1((( ’ SG‘RG#汞
的检验按照 7!‘*%((^1’.!)((+0食品中总汞及有
机汞的测定1 $原子荧光光谱分析法% ’+(执行"总汞
的检出限 (1((( ’ SG‘RG)
’1)1)&干鲜食用菌的折算

统计时按照 7!.(^,!)((+0食用菌卫生标准1
中对干食用菌的定义$干食用菌指水分含量$’+ G‘
’(( G% ’#( "将干食用菌以 ’f.1. 比例折算成鲜食用
菌"检测时均以鲜食用菌计)
’1)1+&实验室质量控制

为了确保各监测机构检测结果的准确可靠"内
蒙古疾控中心对各检测机构进行了铅*镉*汞的盲
样考核"考核合格后方能进行样本检测) 另外"检
测机构在进行样本检测的同时"内蒙古疾控中心又
下发标准参考物质"要求在测定样本时同时测定该
标准参考物质"将标准参考物质检测结果与样本测
定结果同时上报"标准参考物质的测定结果均在标
准范围内)
’1)1#&结果评价标准

按照 7!).(.!)((%0鲜*冻畜肉卫生标准1 ’%( *
7!).’%!)((%0粮食卫生标准1 ’,( *7!).++!)((%
0鲜*冻动物性水产品卫生标准1 ’.( *7!).#^!)((+
0蛋制品卫生标准1 ’$( *7!.(^,!)((+0食用菌卫生
标准1 ’#(等国家食品卫生标准对监测结果进行评价)

)&结果与分析
)1’&铅的监测结果分析

在采集的 ’ ,%# 份样品中"’% 份漏检". 份因检
测结果异常而舍弃$采用 2检验体剔除%")) 份不符
合采样要求规定的食品类别没有进行铅检测) 检
测铅的有效样品 ’ ,’( 份"检测值范围为 (1((% c
#1., SG‘RG" 检 测 均 值 为 (1(%% SG‘RG" #̂% 为
(1’% SG‘RG"铅的 总检 出率 +’1((-" 总 超 标 率
’1$^-"合格率为 ^$1’’-) 监测的 . 个食品大类
中"食用菌$以鲜食用菌计%中铅的检出率高于其他
食品类别"为 %(1++-"蔬菜中铅的超标率最高"为
%1’,-"高于其他食品类别) 结果见表 ’)
)1)&镉的检测结果分析

在采集的 ’ ,%# 份样品中"’% 份漏检"’’ 份因
检测结果异常而舍弃$采用 2检验体剔除%")’ 份不
符合采样要求规定的食品类别没有进行检测"因
此"监测镉的有效样品 ’ ,(. 份"检测值范围为
(1((( ’ c)(1%( SG‘RG"#̂% 为 (1’(( SG‘RG"总检
出率 #,1̂%-"总超标率 )1’#-) . 大类食品中均有
镉检出"检出率范围为 )(1$,- c.(1,(-"其中"蔬菜
中镉的检出率最高"为 .(1,(-"蔬菜与水产品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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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大类食品中铅的检测结果
*CJFM’&*:MV@E"CS<EC"<@E @NWF;SJ;S<E . R<E/Q@NN@@/Q

食品类别
样品
‘份

检出值范围
‘$SG‘RG%

均值
‘$SG‘RG%

#̂%
‘$SG‘RG%

检出率
‘-

超标率
‘-

粮食及粮食制品 %(’ m(1((% c(1%( (1()^ (1’, )%1+% )1)(

蔬菜 )’+ m(1((% c+1)% (1’’% (1%% +$1̂. %1’,C

水产品 ’.. (1((. c(1)+ (1()( (1(^ +$1#) (1((

蛋与蛋制品 ’$’ m(1((% c#1., (1’+( (1$# +.1%. )1)’

肉与肉制品 ’#) m(1((% c(1#$ (1(+( (1’# +,1,) ’1#’

食用菌$以鲜食用菌计% ’#^ m(1((% c’1+( (1(%$ (1#+ %(1++C ’1+#

乳及乳制品 ).^ (1((. c(1($ (1((+ (1(+ ’)1̂( (1+,

合计 ’ ,#) ! (1(#^ ! +’1(( ’1$^

注&采用行 i列表的 !) 检验方法对表 ’ 进行统计分析"C表示与其他类别相比"#m(1(%#!表示无此数据

本的检出率均大于 %(-) 除乳与乳制品中没有镉超
标外"其他样品均有超标现象"其中"食用菌$以鲜食

用菌计%的超标率最高"为 .1+$-"结果见表 ))

表 )&. 大类食品中镉的检测结果
*CJFM)&*:MV@E"CS<EC"<@E @NVC/S<;S<E . R<E/Q@NN@@/Q

食品类别
样品
‘份

检出值范围‘
$SG‘RG%

均值‘
$SG‘RG%

#̂% ‘
$SG‘RG%

检出率
‘-

超标率
‘-

粮食及粮食制品 #.) m(1((( ’ c(1%.( (1((^ (1(#, #.1%( (1)’

蔬菜 )’( (1((( ) c)(1%(( (1+$% (1%,. .(1,(C %1#’

水产品 ’.. m(1((( ’ c’1,(( (1(). (1(^’ %$1’^ (1%.

蛋与蛋制品 ’$’ (1((( ) c(1.)( (1(’. (1(+, +$1’) #1̂.

肉与肉制品 ’#) (1((( ) c(1#’( (1()% (1’(( #.1$^ (1.(

食用菌$以鲜食用菌计% ’#^ (1((( ) c)1,, (1)^# ’1($ %,1+. .1+$C

乳及乳制品 ).$ (1((( ’. c(1($’ (1((+ (1()% )(1$, (1((

合计 ’ ,(. ! (1($$ ! #,1̂% )1’#

注&采用行 i列表的 !) 检验方法对表 ) 进行统计分析"C表示与其他类别相比"#m(1(%#!表示无此数据

)1+&汞的检测结果分析
在采集的 ’ ,%# 份样品中"漏检 ++ 份"不符合

采样要求的 )’ 份"检测结果异常的 ’^ 份 $采
用 2检验体剔除%"测定铅*镉后")% 份样品存放条
件不当变质"未进行汞检测"另有 )% 份数据漏报"检
测汞的有效样品 ’ %+’ 份) 汞$总%的检测值范围为
(1((( ’ c)1,) SG‘RG"均值 (1(’) SG‘RG" #̂% 为
(1(# SG‘RG"总检出率 +’1,%-"总超标率 )1)’-)

在监测的 . 个食品大类别中"汞 $总 %的检出
率范围为 ’#1)^- c#.1,%-"超标率范围分别为
(1%’- c’)1.%-) 除蔬菜及水产品中汞 $总 %未
见超标外"其他类型食品中均有超标情况) 其中"
食用菌$以鲜食用计%中汞 $总%的超标率最高"为
&&&

’)1.%-"其他食品中超标率较低"结果见表 +)
)1#&不同监测地区铅*镉*汞$总%的污染差异分析

内蒙古地区食品中铅*镉*汞的污染在不同地
区有差异"见表 #) 铅*镉在包头市采集的食品样本
中检出率最高"分别为 ,)1(+-和 ,+1#-#铅的超标
样品主要集中在锡林郭勒盟"超标率为 %1((-#镉
的超标样品主要分布在呼和浩特市"超标率为
#1̂#-#巴彦淖尔市食品样本中汞$总%的污染较严
重"检出率为 .+1++-"超标率为 .1,$-) 包头市食
品样本中铅*镉*汞的检出率均较高"但超标率不
高"这可能与包头市有一定程度的空气污染但空气
中重金属的浓度还没达到使食品中铅*镉*汞超标
的浓度有关) 巴彦淖尔市食品样本中汞的检出率
&&表 +&. 大类食品中汞的检测结果

*CJFM+&*:MV@E"CS<EC"<@E @NSM9V;9P<E . R<E/Q@NN@@/Q

食品类别
样品
‘份

检出值范围
‘$SG‘RG%

均值
‘$SG‘RG%

#̂%
‘$SG‘RG%

检出率
‘-

超标率
‘-

粮食及粮食制品 ++) (1((( ) c(1(%) (1((+ (1(’# )^1)) ’1)(
蔬菜 )’( (1((( ) c)1,)( (1(), (1($+ ’#1)^ (1((
水产品 ’.. (1((( + c(1’#$ (1(’’ (1(## #)1+. (1((
蛋与蛋制品 ’$’ m(1((( ’ c(1(^% (1((, (1()# #.1%’ (1%%
肉与肉制品 ’^. (1((( % c(1(%( (1((, (1(+$ +.1%, (1%’
食用菌$以鲜食用菌计% ’#^ (1((( ) c’1+++ (1’($ (1(., #.1,% ’)1.%C

乳及乳制品 )$% (1((( + c(1+(+ (1((% (1(’’ +)1,+ .1()
合计 ’ %+’ ! (1(’) ! +’1,% )1)’

注&采用行 i列表的 !) 检验方法对表 + 进行统计分析"C表示与其他类别相比"#m(1(%#!表示无此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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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 大类食品在不同监测地区铅*镉*汞$总%的污染情况
*CJFM#&*:MV@E"CS<EC"<@E @NWF;SJ;S"VC/S<;SCE/ SM9V;9P<E . R<E/Q@NN@@/Q

监测地区
铅 镉 汞$总%

样品
‘份

检出率
‘-

超标率
‘-

样品
‘份

检出率
‘-

超标率
‘-

样品
‘份

检出率
‘-

超标率
‘-

呼和浩特市 #)% +.1,^ )1($ #)% %#1’$ #1̂# #($ ##1)% ,1%$
包头市 +(( ,)1(+ (1+$ +(( ,+1#( (1(( )^% #(1+) (1((
通辽市 +(( ’’1,# ’1(^ +(( ’%1(( (1(( )$. (1(( (1((
锡林郭勒盟 )$% ’+1(+ %1(( )$% #+1’$ ’1(% )., ’.1$, ’1(,
巴彦淖尔市 +(( )^1() #1,( )^. %.1̂’ ’1,$ ),% .+1++ .1,$
合计 ’ ,’( +’1+^ )1%. ’ ,(. #.1++ ’1$( ’ %+’ +%1#. +1).

和超标率均较高"可能是因为巴彦淖尔市有多处金
矿在开采"汞元素是金的伴生元素"因此金矿的开
采会对土壤*大气及水直接造成汞污染)

+&讨论
)(’(!)(’’ 年"内蒙古地区监测的 . 类食品主

要为地产食品"能够反映我区食品中重金属的污染
状况) 监测结果表明"内蒙古地区的部分食品中存
在重金属超标现象"但 ^.-以上的样品中重金属的
含量是符合国家标准的)

分析表明"内蒙古地区粮食*蔬菜中铅*镉*汞
的污染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采矿*化工*冶
金*电镀等工业废水的排放引起的土壤和水污染#
#煤田*煤矿的开采及煤炭的燃烧产生的重金属随
风飘入大气通过干沉降或湿沉降污染了土壤和水#
$内蒙古地区的包头市*巴彦淖尔市*锡林郭勒盟
地区是有色金属矿区"因地质*地理条件特殊"在土
壤*水及空气中某些金属元素含量较高#*生产过
程中施用的化肥*农药等)

食用菌中重金属既来自污染的土壤和水"也来
自栽培用的基质"食用菌对金属离子具有一定的富
集或生物转化作用"当土壤和水以及栽培基质污染
重金属后"食用菌的重金属富集作用明显加强"导
致子实体重金属的超标 ’^ j’+( ) 皮蛋铅超标主要是
由于皮蛋生产环节加入含铅化学物质造成的)

为了进一步掌握食品中重金属的污染来源"应
加强对土壤*水及大气中重金属的基线值的监测及
食品生产工艺的监管"对超标食品进行跟踪调查)
同时"也建议监管部门建立从源头预防*过程阻断*
&&&

清洁生产*末端治理的全过程综合防控理念"加大
对.三废/排放控制的监管力度"对重金属污染的土
壤采取有效的治理措施)

参考文献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Y7!

%((^1’)!)(’(食品中铅的测定’O(Y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Y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Y7!‘*

%((^1’%!)((+食品中镉的测定’O(Y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Y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Y7!‘*

%((^1’.!)((+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测定’ O(Y北京&中国标

准出版社")((%Y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Y7!.(^,!

)((%食用菌卫生标准’O(Y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Y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Y7!).(.!

)((%鲜*冻畜肉卫生标准’O(Y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Y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Y7!

).’%!)((% 粮 食 卫 生 标 准 ’ O (Y北 京& 中 国 标 准 出 版

社")((%Y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Y7!

).++!)((%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卫生标准’ O(Y北京&中国标

准出版社")((%Y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部"中国国家标准化管理委员会Y7!).#^!

)((%蛋制品卫生标准’O(Y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Y

’ ^ (&张民"龚子同Y我国菜园土壤中某些重金属元素的含量与分

布’a(Y土壤学报"’^^,"++$’% &$%4̂+Y

’’((&刘颖"孙志伟Y汞的免疫毒性研究进展 ’a(Y中国公共卫生"

)((%")’$)% &)+#4)+%Y

’’’(&孙敏华"吴学谦"魏海龙"等Y食用菌有毒有害物质及控防技

术研究进展’a(Y中国林副特产")((."$%% &.#4.,Y

’’)(&王竹天Y食品污染物监测及其健康影响评价的研究简介’a(Y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4’(+Y

’’+(&沈向红"汤筠"应英"等Y浙江省部分食品中铅镉污染水平研

究’a(Y中国食品卫生杂志")((,"’$$%% &#’+4#’.Y

-!"#$-

关于印发0输欧盟发芽用豆类微生物检验抽样规则$试行%1的通知
质检食函%)(’+&),,

各直属检验检疫局’
为明确输欧盟发芽用豆类微生物检验取样要求!我局组织制定了(输欧盟发芽用豆类微生物检验取样规则"试行#) "附

件#!现印发各局!请遵照执行$
附件’(输欧盟发芽用豆类微生物检验取样规则"试行#)
"相关链接’:""W’‘‘[[[YFEV<DYG@UYVE‘P[W/‘QWTP‘"kGG‘)(’+’(‘")(’+’(’)r$#()+Y:"S#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进出口食品安全局
二〇一三年十月八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