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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广州市部分食品甲醛残留情况!为食品安全风险评估及政府监管提供参考依据" 方法#在全

市 !" 个区的餐饮企业%农贸市场%超级市场%批发点 % 类采样场所!于不同时间采集 ! %!( 份样品进行甲醛项目检

测" 结果#! %!( 份样品甲醛检测值范围为 "*’ -% )’’*’ ?T7̂T!甲醛含量大于 !’’ ?T7̂T占总样品数的 !$*"!+

#!457! %!($!其中禽类副产品甲醛含量大于 !’’ ?T7̂T比例为 $"*($+ #$!76) $%畜类副产品甲醛含量大于
!’’ ?T7̂T比例为 $!*)%+#6%7"64$%鱼类产品 #银鱼%九肚鱼%鱼皮$甲醛含量大于 !’’ ?T7̂T比例为 $’*4)+

#"676%$%甲壳类产品#虾仁$甲醛含量大于 !’’ ?T7̂T比例为 !6*$)+#"%7!"%$&农贸市场与批发点来源样品甲醛

含量大于 !’’ ?T7̂T比例高于超市与餐饮环节&6 -!! 月采集的样品甲醛含量大于 !’’ ?T7̂T比例高于其他月份!

"’!"+"’!$ 年采集的样品甲醛含量大于 !’’ ?T7̂T比例高于其他年份" 结论#广州市甲醛残留量较高的食品主

要为畜类副产品的牛百叶%牛心顶!禽类副产品的鹅肠%鸭肠!甲壳类产品的虾仁!鱼类产品的银鱼%九肚鱼%鱼皮

等!甲醛残留情况较严重的月份为每年的 6 -!! 月!相关部门应加强监管!防范食源性疾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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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醛 #:RS?@B\G;[\G$又称蚁醛"水溶液俗称
福尔马林"可使蛋白质变性*凝固) 长期接触低

浓度的甲醛可引起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呼吸系
统和肝脏的损害"出现头晕*乏力*头痛*嗜睡*食
欲减退*视力下降等中毒症状 ’ !," ( ) 国际癌症研
究机构 #L32.$ "’!" 年将甲醛列为一级致癌物
质 ’ $ ( ) 为探究广州市部分食品甲醛残留情况"广
州市于 "’’(!"’!) 年对 ! %!( 份食品中甲醛含
量进行了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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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与方法
!*!#样品来源

由广州市及各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食品专业采
样人员"在各区具有代表性的餐饮企业*农贸市场*超
级市场*批发点采集 !’ 类食品"包括禽类副产品#鹅
肠*鸭肠*其他禽类副产品$*畜类副产品#牛百叶*牛
心顶*其他畜类副产品$*鱼类产品#九肚鱼*银鱼*鱼
皮*鱼肚*淡水鱼*其他海水鱼类产品$*甲壳类产品
#虾仁*有壳虾*花蟹$*软体动物#鱿鱼*墨鱼$*豆制
品*双壳类*米面制品*食用菌*藻类制品)
!*"#方法
!*"*!#采样方法

按照分层便利抽样原则"采集具有代表性*典
型性*适时性的样品"样品数量应能满足检验项目
的需要) 提前采集的新鲜动物性食品样品需在
% -!’ h下冷藏#不得冷冻 $"保存时间不得超过
! \)
!*"*"#检验方法

参照 ].7/$’")!"’’( ,水产品中甲醛的测
定- ’%( "采用分光光度法进行检测) 主要步骤如下%

样品沥水后"取可食部分用组织捣碎机捣碎"混合
均匀后加入蒸馏水,磷酸#!w6"KRK$溶液蒸馏后得
蒸馏液备用"标定甲醛标准贮备溶液"绘制标准曲
线"吸取备用蒸馏液进行测定"记录吸光度) 试验
过程应注意相关环节的空白对照和平行测定要求)
!*$#统计学分析

通过 1A9SRER:H>I9GB表汇总数据"采用 ]‘]]
\@H@_R9J?GFH建立分析数据库"使用 ]‘]] !$*’ 统
计软件进行数据处理) 本文综合文献 ’),!’( "以甲醛
含量大于 !’’ ?T7̂T的数据作为分析关注点) 由于
不同采样场所和采样时间所采集到食品类别构成
不同"而不同食品类别甲醛添加情况存在差异"因
此对不同采样场所和采样时间的甲醛添加情况进
行比较时需先对食品类别的构成进行标化)

"#结果与分析
"*!#甲醛监测结果

"’’(!"’!) 年"广州市连续 !’ 年开展食品中甲
醛残留情况专项监测"共计采集禽畜类副产品*甲壳
类产品*鱼类产品*豆制品*米面制品*藻类制品等
! %!( 份样品进行甲醛含量测定) 广州市所监测食品
样品中甲醛检测值范围为 "*’ -% )’’*’ ?T7̂T"甲醛
含量大于 !’’ ?T7̂T的样品数占总样品数的
!$*"!+#!457! %!($"甲醛含量较高的主要为以下
食品%禽类副产品 #$"*($+"$!76) $"畜类副产品
# $!*)%+" 6%7"64 $" 鱼 类 产 品 中 的 九 肚 鱼

#$!*4"+" 57"" $* 银 鱼 # $’*6!+" !57)) $* 鱼 皮
#"6*%!+")7!5$"甲壳类产品中的虾仁 #!6*$)+"
"%7!"%$"详见表 !)

表 !#"’’(!"’!) 年广州市部分食品中甲醛监测情况

/@CBG!#2GEJBHER::RS?@B\G;[\GAF ER?G:RR\ AF NJ@FTb;RJ

AF "’’(,"’!)

食品类别
样品
份数

大于 !’’ ?T7̂T
检出数7份#+$

禽类副产品

畜类副产品

甲壳类产品

鱼类产品

软体动物
豆制品
双壳类
米面制品
食用菌#木耳$

藻类制品#海带$

合计

鹅鸭肠

其他类@

牛百叶
牛心顶

其他类 C

虾仁
有壳虾
花蟹
九肚鱼
银鱼
鱼皮

其他海水鱼类9

淡水鱼
鱼肚

4! $!#$4*"5$
!% ’#’*’’$
"’( 4"#$6*4!$
!( 5#%$*5)$
5( )#(*)4$
!"% "%#!6*$)$
$$ ’#’*’’$
% ’#’*’’$
"" 5#$!*4"$
)) !5#$’*6!$
!5 )#"6*%!$
"!’ "#’*6)$
!4 ’#’*’’$
% ’#’*’’$

$4( 5#!*4!$
6% ’#’*’’$
!5 ’#’*’’$
!( ’#’*’’$
!% ’#’*’’$
6 ’#’*’’$

! %!( !45#!$*"!$

注%@为主要包含禽类脚掌&C 为主要包含畜血*蹄筋*肠*心等&9为
主要包含红杉鱼*黄花鱼*鲳鱼*带鱼等)

"*"#甲醛含量较高的食品类别分析
对表 ! 中显示甲醛含量较高的禽类副产品*畜

类副产品*鱼类产品#九肚鱼*银鱼*鱼皮$*甲壳类
产品#虾仁$作进一步分析)
"*"*!#食品品种

结果表明"畜类副产品中的牛百叶*牛心顶"禽
类副产品中的鹅肠*鸭肠"鱼类产品中银鱼*九肚
鱼*鱼皮以及甲壳类产品的虾仁甲醛含量较高"上
述食品品种甲醛含量大于 !’’ ?T7̂T样品占比为
$$*"!+#!5$7)"!$"远高于其他食品品种#!*)(+"
!%746)$" 差 异 有 统 计 学 意 义 # "" l"45*($’"
?m’*’)$"详见表 ")
"*"*"#采样场所

对不同采样场所的食品类别构成进行标化"结
果显示"农贸市场采集的样品预期甲醛含量大于
!’’ ?T7̂T比例为 $6*6"+ # "’47)"! $"批发点为
$%*5%+#!4!7)"!$"超市为 ""*4%+ #!!67)"!$"餐
饮企业为 "*44+#!)7)"!$) 甲醛含量较高的样品
来源于农贸市场和批发点"详见表 $)
"*"*$#采样时间

对不同采样时间#月份$的食品类别构成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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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 类食品中甲醛监测结果
/@CBG"#2GEJBHER::RS?@B\G;[\GAF H;G:RJŜ AF\ER::RR\

食品类别 食品品种
样品
份数

检测值范围
7#?T7̂T$

均值
7#?T7̂T$

中位数
7#?T7̂T$

?6)
7#?T7̂T$

大于 !’’ ?T7̂T
检出数7份#+$

畜类副产品 牛百叶*牛心顶 """ "*’ -% )’’*’ !4(*)" ("*)’ 4("*(! 46#%’*’6$

禽类副产品 鹅肠*鸭肠 4! "*’ -" 4)!*’ !%"*6’ %*"( )$6*"" $!#$4*"5$

鱼类产品 九肚鱼*银鱼*鱼皮 6% "*’ -$ $’’*’ !4%*5! !5*"’ ! !$6*$" "6#$’*4)$

甲壳类产品 虾仁 !"% "*’ -" $’’*’ !’4*%4 "*’’ (4!*6% "%#!6*$)$

合计 )"! "*’ -% )’’*’ !(’*4% !6*!4 (4$*6" !5$#$$*"!$

表 $#不同采样场所 % 类食品甲醛标化结果
/@CBG$#]H@F\@S\AbG\ SGEJBHER::RS?@B\G;[\GAF H;G:RJŜ AF\ER::RR\ AF \A::GSGFHE@?cBAFTEAHGE

食品类别 食品品种
农贸市场 超市

原大于 !’’ ?T7̂T
样品比例7+

预期大于 !’’ ?T7̂T
样品比例7+

原大于 !’’ ?T7̂T
样品比例7+

预期大于 !’’ ?T7̂T
样品比例7+

畜类副产品 牛百叶*牛心顶 %)*)(#4" 7!4’$ %)*)’#!’! 7"""$ !!*!!#! 76$ !!*"(#") 7"""$

禽类副产品 鹅肠*鸭肠 %(*$’#") 7)%$ %(*6!#$4 74!$ ’*’’#’ 7$$ ’*’’#’ 74!$

鱼类产品 银鱼*九肚鱼*鱼皮 "(*)!#"" 74$$ "(*(’#") 76%$ 4)*5!#( 75$ 4(*!5#4! 76%$

甲壳类产品 虾仁 $)*"6#!4 7)!$ $)*%4#%% 7!"%$ !’*"’#) 7%6$ !’*%4#!$ 7!"%$

合计 $6*6)#!%5 7$(4$ $6*6"#"’4 7)"!$ !5*()#!" 7(4$ ""*4%#!!6 7)"!$

食品类别 食品品种
餐饮单位 批发点

原大于 !’’ ?T7̂T
样品比例7+

预期大于 !’’ ?T7̂T
样品比例7+

原大于 !’’ ?T7̂T
样品比例7+

预期大于 !’’ ?T7̂T
样品比例7+

畜类副产品 牛百叶*牛心顶 (*(5#! 7!)$ (*5(#!) 7"""$ "5*54#) 7!4$ "5*6$#(" 7"""$

禽类副产品 鹅肠*鸭肠 ’*’’#’ 7!)$ ’*’’#’ 74!$ ((*(5#( 76$ ((*(5#)% 74!$

鱼类产品 银鱼*九肚鱼*鱼皮 ’*’’#’ 7"$ ’*’’#’ 76%$ )’*’’#! 7"$ )’*’’#%5 76%$

甲壳类产品 虾仁 ’*’’#’ 7!5$ ’*’’#’ 7!"%$ !%*"6#! 75$ !%*)"#!4 7!"%$

合计 "*’%#! 7%6$ "*44#!) 7)"!$ $(*!!#!$ 7$($ $%*5%#!4! 7)"!$

标化"结果显示"$ -) 月的样品预期甲醛含量大于
!’’ ?T7̂T比例为 $!*(5+ #!() 7)"! $ "( -4 月为
")*6!+ # !$) 7)"! $ " 6 - !! 月 为 %%*6!+

#"$% 7)"!$ "!" -" 月为 $6*$)+ # "’) 7)"! $ ) 甲
醛含量较高的样品采样时间为 6 -!! 月"详见
表 %)

表 %#不同采样时间#月份$% 类食品甲醛标化结果
/@CBG%#]H@F\@S\AbG\ SGEJBHER::RS?@B\G;[\GAF H;G:RJŜ AF\ER::RR\ AF \A::GSGFHE@?cBAFT?RFH;

食品类别 食品品种

$ -) 月 ( -4 月

原大于 !’’ ?T7̂T
样品比例7+

预期大于 !’’ ?T7̂T
样品比例7+

原大于 !’’ ?T7̂T
样品比例7+

预期大于 !’’ ?T7̂T
样品比例7+

畜类副产品 牛百叶*牛心顶 $’*’’#!" 7%’$ $’*!4#(5 7"""$ $(*"$#") 7(6$ $(*’%#4’ 7"""$

禽类副产品 鹅肠*鸭肠 $$*$$#$ 76$ $$*$$#"5 74!$ "$*%’#!! 7%5$ "$*%(#!6 74!$

鱼类产品 银鱼*九肚鱼*鱼皮 $!*)4#( 7!6$ $!*6!#$’ 76%$ ""*5$#) 7""$ ""*$%#"! 76%$

甲壳类产品 虾仁 $$*$$#5 7"!$ $$*’(#%! 7!"%$ !!*4(#5 7)6$ !"*!’#!) 7!"%$

合计 $!*%(#"4 746$ $!*(5#!() 7)"!$ "%*$5#%4 7!65$ ")*6!#!$) 7)"!$

食品类别 食品品种

6 -!! 月 !" -" 月

原大于 !’’ ?T7̂T
样品比例7+

预期大于 !’’ ?T7̂T
样品比例7+

原大于 !’’ ?T7̂T
样品比例7+

预期大于 !’’ ?T7̂T
样品比例7+

畜类副产品 牛百叶*牛心顶 )!*$)#$4 75%$ )!*$)#!!% 7"""$ $)*6’#!% 7$6$ $(*’%#4’ 7"""$

禽类副产品 鹅肠*鸭肠 ($*(%#5 7!!$ (%*"’#)" 74!$ 5!*%$#!’ 7!%$ 5!*(’#)4 74!$

鱼类产品 银鱼*九肚鱼*鱼皮 %5*4$#!! 7"$$ %5*45#%) 76%$ "$*$$#5 7$’$ "$*%’#"" 76%$

甲壳类产品 虾仁 !4*!4#( 7$$$ !4*))#"$ 7!"%$ $(*$(#% 7!!$ $(*"6#%) 7!"%$

合计 %$*65#(" 7!%!$ %%*6!#"$% 7)"!$ $5*"$#$) 76%$ $6*$)#"’) 7)"!$

##对不同采样时间#年份$的食品类别构成进行
标化"结果显示""’’(!"’’6 年的样品预期甲醛含
量大于 !’’ ?T7̂T比例为 $$*)6+ # !5)7)"! $"
"’!’!"’!! 年为 "(*45+ # !%’7)"! $" "’!"!"’!$
年为 $5*%$+#!6)7)"!$""’!%!"’!) 年为 "%*6)+
#!$’7)"!$) "’!%!"’!) 年采集的样品甲醛含量大
于 !’’ ?T7̂T的比例最低"详见表 ))

$#讨论
食品中的甲醛并不都是人为添加的"甲醛是细

胞生理代谢的正常产物"它可天然存在于水产品*
蔬菜*肉*蛋*奶等多种食品中 ’),5( ) 我国目前还没
有制定食品中有关甲醛的限量标准) 农业部曾在
OQ)!5"!"’’",无公害食品 水发水产品- ’!!(中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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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不同采样时间#年份$% 类食品甲醛标化结果
/@CBG)#]H@F\@S\AbG\ SGEJBHER::RS?@B\G;[\GAF H;G:RJŜ AF\ER::RR\ AF \A::GSGFHE@?cBAFT[G@S

食品类别 食品品种

"’’(!"’’6 年 "’!’!"’!! 年

原大于 !’’ ?T7̂T
样品比例7+

预期大于 !’’ ?T7̂T
样品比例7+

原大于 !’’ ?T7̂T
样品比例7+

预期大于 !’’ ?T7̂T
样品比例7+

畜类副产品 牛百叶*牛心顶 $(*%%#%$ 7!!4$ $(*%6#4! 7"""$ ")*’’#% 7!($ ")*"$#)( 7"""$

禽类副产品 鹅肠*鸭肠 %"*!!#"% 7)5$ %!*64#$% 74!$ !$*$$#" 7!)$ !$*)4#!! 74!$

鱼类产品 银鱼*九肚鱼*鱼皮 "5*!"#!( 7)6$ "(*(’#") 76%$ ((*(5#" 7$$ (5*’"#($ 76%$

甲壳类产品 虾仁 "4*%’#"$ 74!$ "4*"$#$) 7!"%$ 5*(6#! 7!$$ 4*’(#!’ 7!"%$

合计 $$*()#!’( 7$!)$ $$*)6#!5) 7)"!$ !6*!)#6 7%5$ "(*45#!%’ 7)"!$

食品类别 食品品种

"’!"!"’!$ 年 "’!%!"’!) 年

原大于 !’’ ?T7̂T
样品比例7+

预期大于 !’’ ?T7̂T
样品比例7+

原大于 !’’ ?T7̂T
样品比例7+

预期大于 !’’ ?T7̂T
样品比例7+

畜类副产品 牛百叶*牛心顶 %"*4(#!" 7"4$ %"*56#6) 7"""$ )’*’’#$’ 7(’$ )’*’’#!!! 7"""$

禽类副产品 鹅肠*鸭肠 ))*)(#) 76$ ))*)(#%) 74!$ ’*’’#’ 7’$ ’*’’#’ 74!$

鱼类产品 银鱼*九肚鱼*鱼皮 )4*$$#5 7!"$ )4*)!#)) 76%$ "’*’’#% 7"’$ "’*"!#!6 76%$

甲壳类产品 虾仁 ’*’’#’ 7!’$ ’*’’#’ 7!"%$ ’*’’#’ 7"’$ ’*’’#’ 7!"%$

合计 %’*(4#"% 7)6$ $5*%$#!6) 7)"!$ $%*’’#$% 7!’’$ "%*6)#!$’ 7)"!$

定甲醛含量不得超过 !’ ?T7̂T"但该标准目前已废
止) "’’4 年原卫生部公布的,食品中可能违法添加
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 ’!"(确定
甲醛是违法添加物"但食品中甲醛存在天然本底"
在食品中检出甲醛并不代表就存在违法添加行为)
对我国 4 个省的农贸市场和大中小超市销售的 ( 种
常见海产品及其制品 #冰鲜鱿鱼*水发鱿鱼*鱿鱼
丝*海虾*虾仁和烤鱼片$监测结果 ’4(表明"甲醛含
量超过 !’’ ?T7̂T的食品需要引起关注) 由于当前
我国缺少对食品中甲醛本底含量的系统研究"不同
品种保鲜食品甲醛本底含量值尚不清楚"相关文献
提出的以 !’’ ?T7̂T作为食品中甲醛含量关注点存
在一定的不确定性"这可能对本文分析结论的合理
性产生一定的影响) 保鲜食品中甲醛本底含量水
平如何"不同类别保鲜食品中甲醛值达到多少可以
认为存在人为添加"尚需要作进一步的专项研究)

广州市持续性监测结果显示"甲醛检测值范围
为 "*’ -% )’’*’ ?T7̂T"甲醛含量大于 !’’ ?T7̂T

的样品数占总样品数的 !$*"!+"这一监测结果较
其他城市报道的结果 ’4,!’(更为严重"从一定程度上
表明广州市部分食品中甲醛残留情况比较严重)
统计分析发现"畜类副产品中的牛百叶*牛心顶"禽
类副产品中的鹅肠*鸭肠"鱼类产品中银鱼*九肚
鱼*鱼皮甲醛含量大于 !’’ ?T7̂T占比最高"其次为
甲壳类产品中的虾仁) 检测结果介于 (4$*6 -
% )’’*’ ?T7̂T之间"共计 "( 份样品"包括 !! 份牛
百叶*( 份银鱼*( 份虾仁*! 份鹅肠*! 份鸭肠*! 份
牛心顶"! 份牛百叶样品检出的含量最高为 % )’’*’
?T7̂T) 畜类副产品中的牛百叶*牛心顶"禽类副产
品中的鹅肠*鸭肠"鱼类产品中银鱼*九肚鱼*鱼皮
以及甲壳类产品的虾仁中甲醛含量大于 !’’ ?T7̂T
占比例明显高于软体动物*豆制品*有壳虾等其他

类食品) 对不同采样场所来源样品进行分析"由于
不同采样场所样品的食品类别构成比存在差异"直
接进行比较可能得出错误结论"所以对不同场所食
品类别进行标化"比较两样本的标准化率"当样本
含量较小时"还需作齐性检验"本文样品量较大"直
接对标化结果进行比较"结论为农贸市场和批发点
样品甲醛含量大于 !’’ ?T7̂T的比例高于超市与餐
饮企业) 对不同采样时间样品检测结果进行标化"
再对标化结果进行分析"6 -!! 月的样品甲醛含量
大于!’’ ?T7̂T的比例最高"样品检出甲醛平均含
量也高于其他时间段) 食品中违法添加甲醛以保
鲜为目的"而影响食品保鲜最大的因素为气温"不
同月份甲醛含量存在差异可能与此相关) "’!’!
"’!! 年和 "’!%!"’!) 年采集的样品甲醛含量大于
!’’ ?T7̂T的比例较 "’’(!"’’6 年和 "’!"!"’!$
年采集的样品甲醛含量大于 !’’ ?T7̂T的比例低"
原因有待进一步调查"可能与广州市监管部门开展
水发产品违法添加甲醛的专项整治有关)

我国禁止在食品中添加甲醛"但一些被利益驱使
的不法商贩本着延长食品保质期限*掩盖食品腐败变
质的目的"用甲醛浸泡食品"如牛百叶*虾仁*鹅肠*鸭
肠等"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目前"在广州市尚未发生
因摄入食物导致甲醛中毒的食源性疾病事件"但国内
其他城市有进食甲醛含量高的食品而导致食源性疾
病发生的相关报道’!$,!5( ) 美国环境保护局建议甲醛
每日允许摄入量#3_L$为 ’*" ?T7̂TKP) 本次监测
结果显示"畜类副产品#牛百叶*牛心顶$*禽类副产品
#鹅肠*鸭肠$*鱼类产品#银鱼*九肚鱼*鱼皮$*甲壳
类产品#虾仁$甲醛平均检出含量为 !(’*4% ?T7̂T"
按照居民平均体重 (’ ^T计算"居民上述食品每日摄
入量不得超过 5%*(! T"但如果考虑加工环节对食品
中甲醛的去除作用"居民上述食品每日实际可摄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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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高于此值)
广州市对部分食品甲醛残留情况的监测结论

为相关部门针对食品甲醛专项行动确定了重点监
管方向"也为将来开展人群经食物摄入甲醛风险评
估提供了重要信息) 鉴于甲醛的潜在危害及广州
市部分食品中甲醛含量较高的现状"政府相关部门
应当加强监管"重点监管食品为禽类副产品#鹅肠*
鸭肠$*畜类副产品#牛百叶*牛心顶$*鱼类产品#银
鱼*九肚鱼*鱼皮$*甲壳类产品#虾仁$"重点监管流
通环节为农贸市场与批发点"监管重点时间段
为 6 -!! 月)

参考文献
’ ! (#陈玉兰"李贤新"陈建文&甲醛的来源及毒性作用研究进展

’Z(&职业与健康""’!’""(#"!$ %")"%,")"(&

’ " (#于颐光"王瑞&甲醛暴露的健康危害 ’Z(&预防医学论坛"

"’!)""!#"$ %!$’,!$(&

’ $ (#LFHGSF@HJRF@B3TGF9[:RS2GEG@S9; RF .@F9GS&3TGFHE.B@EEA:AG\

C[H;GL32.1RFRTS@c;E"iRBJ?GE!,!!% ’17eM(&# "’!),!’,

"( $ ’ "’!(,’",!( (& ;HHc%77?RFRTS@c;E& A@S9& :S7>ON7

.B@EEA:A9@HARF7B@HGEHk9B@EEA:&c;c&

’ %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水产品中甲醛的测定%].7/$’")!

"’’(’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 ) (#朱雨田"彭建飞"陈仕煜"等&食品中内源性化学污染物的本

底值研究进展’Z(&中国食品添加剂""’!)#4$ %!%6,!)$&

’ ( (#陈晓燕&食品中天然产生的化学污染物本底值分析研究’Z(&

食品安全导刊""’!)#!"$ %!’!,!’"&

’ 5 (#马敬军"周德庆"张双灵&水产品中甲醛本底含量与产生机理

的研究进展’Z(&海洋水产研究""’’%"")#%$ %4),46&

’ 4 (#毛伟峰"赵天琪"隋海霞"等&我国 4 省份市售海产品及其制

品中甲醛含量的调查分析’Z(&中国食品卫生杂志""’!)""5

#!$ %(!,(%&

’ 6 (#王瑶"李晓辉"刘艳"等&成都市水发食品中甲醛含量及膳食

暴露评估’Z(&中国卫生检验杂志""’!(""(#4$ %!!6",!!6%&

’!’(#李飞"田宝"李峰"等&"’!$ 年鹤壁市水发产品中甲醛含量监

测’Z(&中国公共卫生管理""’!)"$!#)$ %5"4,5"6&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无公害食品 水发水产品%OQ

)!5"!"’’"’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食品中可能违

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37eM(&

# "’!!,’%,"" $ ’ "’!(,’$,’% (&;HHc%77ddd&F;:c9&TRa&9F7

bdT̂bH7dEC[E87"’!!’% 7)!%%!&E;H?B&

’!$(#石峻"董勇&一起食用动物血引起的食物中毒’Z(&预防医学

情报杂志""’’("""#$$ %$)$,$)%&

’!%(#李召兴"宋志红&一起由甲醛引起的学生食物中毒事件’Z(&

中国学校卫生""’’(""5#%$ %$!%&

’!)(#张慈爱"杨安保"谭国和&一起含有甲醛食物中毒的调查’Z(&

实用预防医学""’’("!#$$ %(46,(6’&

’!((#陈华"冯殿生&! 起甲醛引起的食物中毒报告 ’Z(&中国卫生

工程学""’’4"5#!$ %4%,4)&

’!5(#张桂荣"王世平"张崇华&一起由甲醛超标引发的小食品中毒

事件调查’Z(&中国初级卫生保健""’’4"""#4$ %4’&

+#$+

总局关于发布食品中西布曲明等化合物的测定等
$ 项食品补充检验方法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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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食品补充检验方法工作规定*有关规定!)食品中西布曲明等化合物的测定*%)原料乳及液态乳中
舒巴坦的测定*%)豆芽中植物生长调节剂的测定*等 $ 项食品补充检验方法已经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
局批准!现予发布"

特此公告"
附件’!&食品中西布曲明等化合物的测定#KZ] "’!5’!$

"&原料乳及液态乳中舒巴坦的测定#KZ] "’!5’"$
$&豆芽中植物生长调节剂的测定#KZ] "’!5’$$

食品药品监管总局

二〇一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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