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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广州市市售水产品鱼类中孔雀石绿及结晶紫的残留情况!为监管部门提供参考依据!为广大

消费者提供消费指导$ 方法"按 &]I>!%3*c()##*)水产品中孔雀石绿和结晶紫残留量的测定*对所采集的鱼类

样品中孔雀石绿及结晶紫的残留情况进行检测$ 结果"检测的 !)# 份鱼类样品中孔雀石绿及其代谢物的检出率

为 $G$cg"3I!)##%结晶紫及其代谢物的检出率为 #G3,g"!I!)##!两者在淡水鱼中的检出率为 3G%!g"%I!#!#!近

海鱼中的检出率为 #g"#I!%#$ 不同种类养殖鱼间比较!桂花鱼的检出率最高!达 2#g")I*#$ 结论"广州市市售

鱼类中存在孔雀石绿及其代谢物和结晶紫及其代谢物残留的情况!值得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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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孔雀石绿$Z&%和结晶紫 $?f%为三苯甲烷类
染料"因价格低廉’使用方便"许多国家曾将 Z&作
为水产养殖’运输和蓄养等方面的杀菌剂 (!) "Z&可
以损伤小鼠睾丸曲细精管和间质"而且通过 ‘TAI
‘TA+4 通路使生精细胞凋亡增加"导致精子数量低
下"进而降低雄$男%性生殖力 ()) "Z&在鱼体内可分
别代谢为无色 Z&和无色 ?f"因其母体化合物和代
谢物均具有潜在的致癌’致畸’致突变等副作用"严
重威胁着消费者的身体健康* 故 )# 世纪 %# 年代以
来"许多国家都将其列为水产养殖的禁用药物 (,) *
广州市水产品资源丰富"为了解当地水产品卫生安
全状况")#!, 年对广州市内销售的鱼类中 Z&和
?f的残留状况进行抽样检测"结果分析如下*

!"材料与方法
!G!"材料
!G!G!"样品来源及处理

对广州市 !) 个行政区内的 )# 间超市及 )$ 个农
贸市场销售的近海鱼及淡水鱼类进行抽样检测"每个
行政区域采集的样品份数均为 !# 份"共采集样品 !)#
份"其中近海鱼 !% 份"淡水鱼!#! 份* 样品由各个区
的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专业技术人员负责采集"采集时
均为鲜活状态"由各个采集单位对样品进行前处理
$去除鱼鳞’鱼骨及内脏"洗净后取肌肉部分切成约
#G* X, 的粒状"用干净聚乙烯塑料瓶盛放%后速冻保
存"每份样品可食部分!)*# P"各个区的样品集中到
一个实验室统一进行检测*
!G)"方法
!G)G!"检测项目及检验方法

本研究的检测项目为孔雀石绿’隐性孔雀石
绿’结晶紫’隐性结晶紫"检测方法按中华人民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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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国家标准 &]I>!%3*c!)##* .水产品中 Z&和
?f残留量的测定/ (2)进行检测*
!G)G)"检测结果判定依据

&])c$#!)#!!.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 (*)规定
Z&’隐性 Z&’?f’隐性 ?f为违法添加非食用物质"
均为不得检出*
!G,"统计学分析

采用/<K’D软件进行数据录入"计算相关检出率*

)"结果
)G!"一般情况下 Z&’?f检出率

本次监测共抽检鱼类样品 !)# 份"检出率为
cG*#g$%I!)# %"检测结果见表 !"其中 Z&’隐性
Z&’?f’隐性 ?f的检出率分别为 !G$cg$)I!)#%’
$G$cg$3I!)#%’#g$#I!)#%’#G3,g$!I!)#%"其中
隐性 Z&的最高含量达 !*%G2# !PIbP* Z&及其代
谢物的检出率$$G$cg"3I!)#%明显高于 ?f及其代
谢物的检出率$#G3,g"!I!)#%*
)G)"不同生长环境间的 Z&’?f检出率

!#! 份淡水鱼的样品中有 3 份样品检出 Z&及
其代谢物"检出率为 cG%)g$3I!#!%"! 份样品检出
?f及其代谢物检出率为 #G%%g$!I!#!%* !% 份近
海鱼样品中未检出"检出结果见表 )*

表 !")#!, 年广州市水产品中孔雀石绿’结晶紫

及其代谢物检出情况
>T.D’!"V’B’KBOE( ELXTDTK4OB’PC’’("KC\ABTD[OED’BT(0 B4’OC

X’BT.EDOB’AC’AO0S’AO( TqSTBOKYCE0SKBAO( &ST(Pa4ES O( )#!,

检测项目
检出数
I份

含量范围
I$!PIbP%

检出率Ig
总检出率
Ig

Z&

隐性 Z&
?f

隐性 ?f

) ,G,# j2G!# !G$c$) I!)#%
3 ,G## j!*%G2# $G$c$3 I!)#%
# MV #G##$# I!)#%
! ,G,# #G3,$! I!)#%

$G$c$3 I!)#%

#G3,$! I!)#%

注&MV表示未检出#检出 Z&的样品均同时检出隐性 Z&

表 )"不同生长环境水产品中孔雀石绿’结晶紫

及其代谢物检出情况
>T.D’)"V’B’KBOE( ELXTDTK4OB’PC’’("KC\ABTD[OED’BT(0 B4’OC

X’BT.EDOB’AO( TqSTBOKYCE0SKBA_4OK4 PC’_O( 0OLL’C’(B’([OCE(X’(B

类别
样品数
I份

总检出率
Ig

Z&及其代谢
物检出率Ig

?f及其代谢
物检出率Ig

近海鱼 !% #G##$# I!%% #G##$# I!%% #G##$# I!%%
淡水鱼 !#! 3G%!$% I!#!% cG%)$3 I!#!% #G%%$! I!#!%

)G,"不同种类间 Z&’?f检出率的比较
共采集 !# 类淡水鱼样品 !#! 份"其中 2 个类别

鱼类样品中检出 Z&及其代谢物或 ?f及其代谢
物"桂花鱼中 Z&及其代谢物检出率最高"达 2#g"
鳙鱼’鲩鱼’罗非鱼中均有检出"鲩鱼的 Z&及其代
谢物检出值高达 !*%G2# !PIbP"其他 $ 个类别共 ,!
份样品中未检出"检出结果见表 ,*

表 ,"不同类别水产品中孔雀石绿’结晶紫及其代谢物检出情况
>T.D’,"V’B’KBOE( ELXTDTK4OB’PC’’("KC\ABTD[OED’BT(0 B4’OCX’BT.EDOB’AO( 0OLL’C’(BAY’KO’AELTqSTBOKYCE0SKBA

种类 样品数I份 检出数I份 检出率Ig
Z&及其代谢物 ?f及其代谢物

检出范围I$!PIbP% 均值I$!PIbP% 检出范围I$!PIbP% 均值I$!PIbP%

桂花鱼 * ) 2#G##$) I*% ,G%# j*G)# 2G** MV MV

鲩鱼 )$ , !!G*2$, I)$% ,G,# j!*%G2# 2,G,* MV MV

鳙鱼 !c , !cG$*$, I!c% 2G!# j3%G*# )$G$) MV MV

罗非鱼 )) ! 2G**$! I))% MV MV ,G, ,G,

鲫鱼 !c # #G##$# I!c% MV MV MV MV

其他 * 类鱼 !2 # #G##$# I!c% MV MV MV MV

合计 !#! % 3G%!$% I!#!% ! ! ! !

注&MV表示未检出# !表示不统计该项目

,"讨论
本次调查的样品数为 !)# 份"来自全市 !) 个区"

具有代表性"可以反映全市市售的水产品鱼类* 采集
的鱼类样品以广州市市售鱼类中销售量相对较大的
品种为主"本次抽样检测显示"广州市市售鱼类 Z&

及其代谢物的检出率为 $G$cg"与深圳市水产品的检
出率 $G*g($)相差不大"低于福建省餐饮环节鱼类的

检出率 ),G!3g(c) "湖北省的检出率 !)’))g(3) "珠海

市的检出率 !#G)g(%) "宁波市的检出率 3G,g(!#) *

广州市市售鱼类及其代谢物的检出率为 #G3,g"为
! 份罗非鱼样品中检出"稍高于湖北省淡水鱼中 ?f

的检出率 #G*$g(3) "虽然由于不同研究者采集的鱼

类品种构成有所不同"而不同鱼类的兽药残留检出率
不同"从而对总的检出率会产生一定的影响* 但从各
地区的检出结果仍然可以发现我国水产品中普遍存
在违规使用 Z&和 ?f的情况"广州市市售水产品鱼
类违法使用 Z&和 ?f的情况不容忽视*

本次抽样检测的 !# 类养殖鱼中"桂花鱼’鲩鱼’

鳙鱼’罗非鱼 2 类鱼中检出 Z&和 ?f及其代谢物*

不同种类鱼之间检出率差异较大"桂花鱼的检出率
高达 2#g"与全国多地的情况相一致"其检出率居
各鱼种的首位"但广州市的检出率低于 )#!# 年福建

省的检出率 %)G%g (3) "也低于傅武胜等 (!!)调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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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州黄沙和顺德南海两地桂花鱼的 Z&检出率
3#g"说明广州市的桂花鱼产业链中使用 Z&的情
况有所改善* 相对于桂花鱼的高检出率"鲩鱼’鳙
鱼及罗非鱼的检出率则相对较低"鲫鱼’鲤鱼’乌鳢
等 $ 种鱼类则未检出"这可能与本次抽样调查每个
品种检测样品的数量有限"个别品种数量较少有
关"故检出率和检出品种不一定完全有代表性#也
可能与养殖者根据鱼种之间生活习性的差异及适
应性强弱不同而投放药物量存在差异等因素有关"
桂花鱼属于抗病力弱’抗逆性差的鱼类"投放药物
量大"而鲫鱼’鲤鱼及乌鳢等是适应性强’对环境的
忍受力及生命力均很强的鱼类"投放药物量少"具
体原因有待于进一步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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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了解舟山市市售海水鱼类%软体类%甲壳类等海产品中铅%镉%甲基汞的残留现状并进行比较评

价$ 方法"选择舟山市所辖四县"区#内具有代表性农贸市场!购买海水鱼类%软体类和甲壳类 , 大类海产品共

分别采集 23 种 3$2 份%!c 种 ,#$ 份%% 种 !$) 份!测定铅%镉%甲基汞含量&, 种海产品中重金属含量的比较采用

单因素方差分析!选用 VS((’BB>, 法进行组间比较$ 采用重金属单因子污染指数法和重金属含量综合评价指数

法进行污染状况评价$ 结果"海水鱼类铅%镉和甲基汞平均含量分别为 #G!$$ c%#G##3 ,%#G#,! , XPIbP!软体

类铅%镉和甲基汞平均含量分别为 #G!2* !%#G#** %%#G##% ! XPIbP&甲壳类铅%镉和甲基汞平均含量分别为

#G#$, $%#G#*, c%#G#!* 2 XPIbP$ 结论"舟山市的海产品总体处在清洁水平!仅极个别海水鱼类样品和甲壳类

样品分别存在铅%镉和铅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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