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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目的$探讨鱼类罐头相关食品标准法规中组胺指标"为 SK%"-+,&"#’$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罐头食品%中
鱼类罐头组胺指标修订提供基础数据# 方法$整理分析国内外法规情况!我国水产品及其制品组胺中毒情况"统
计分析广东省市售高组胺鱼类罐头中组胺含量!广东省成人居民鱼类罐头消费量数据及组胺参考限量值# 结果$
我国的鱼类罐头&仅适用于鲐鱼!鲹鱼!沙丁鱼罐头’组胺限量标准为 # """ JL/IL"高于国际组织和国外的组胺限
量标准(#--+,&"#+ 年我国水产品及其制品组胺中毒报道案例共 #+ 例"引起组胺中毒食物检测含量最低为
#&" JL/IL"最高为 ! +&" JL/IL(广东省主要鱼类罐头生产地区采集鱼类罐头样品 #!, 份"组胺含量范围为未检出
&8[’j)++.+ JL/IL"组胺含量超过 &"" JL/IL的占 !.%^&’/#!,’"超过 )"" JL/IL的占 #.’^&&/#!,’(基于广东
省成人居民鱼类罐头高消费人群&B-%.’’消费量为 #&" L/次和无作用剂量&8T(7Z"’" JL’得出鱼类罐头组胺参
考限量值为 )#% JL/IL# 结论$SK%"-+,&"#’ 鱼类罐头组胺指标限量值高"测定鱼品种少"建议我国开展高组胺
鱼类罐头组胺风险评估"修订该标准鱼类罐头组胺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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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胺是水产品及其制品食品安全重要的控制
指标+ 组氨酸含量高的鱼类&更易产生组胺 . #/ + 联
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D(T/]6T$于 &"#&
年 , 月召开了联席专家会议&对水产品及其制品的
生物胺进行了风险评估&基于组胺经口摄入的无作
用剂量#8T(7Z&’" JL$和高消费人群一餐份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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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计算得出水产品及其制品中组胺的最高限量
为 &"" JL/IL. &/ + 有研究 . !/指出&当摄入含有 +" j
)"" JL/IL组胺的鱼肉&可引起轻微的组胺中毒’而
当摄入的鱼肉中组胺含量超过 )"" JL/IL时&会出
现较严重的组胺中毒+ 我国 SK%"-+"&"#’,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罐头食品- . )/中鱼类罐头组胺限量为
# """ JL/IL&对消费者可能存在健康风险隐患+ 本
研究在现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下&通过整理分析国
内外法规情况和我国水产品及其制品组胺中毒情
况&统计分析广东省市售高组胺鱼类罐头中组胺含
量!广东省成人居民鱼类罐头消费量数据及组胺参
考限量值&为 SK%"-+"&"#’ 中鱼类罐头组胺指标
限量值及高组胺鱼品种修订提供背景资料和科学
依据+

#$材料与方法
#.#$资料来源

以我国现行 SK%"-+"&"#’. )/ !SK&%!!"&"#’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鲜!冻动物性水产品- . ’/ !SK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动物性水产制
品- . ,/ &以及 D(T/]6T. &/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5(5$ . %*-/ !欧盟 . #"*##/ !美国 . #/ !加拿大 . #&/ !澳大利
亚和新西兰#以下简称澳新$ . #!/等组织或国家的相
关标准!法律法规和报告为研究对象&对比分析国
内外鱼类罐头#不包括水产调味品&如鱼露等$相关
标准法规中组胺指标+ 检索中国知网数据库!万方
数据库!维普数据库&以)组胺*或)鲭鱼*为关键词&
)水产*或 )鱼*及 )中毒*或 )过敏*为主题&查询
#--+"&"#+ 年我国水产品及其制品组胺中毒案例&
筛选有组胺含量检测的组胺中毒案例+
#.&$方法
#.&.#$样品来源与检测

根据 SK%"-+"&"#’. )/中需检测组胺指标鱼类
罐头 品 种& 参 考 SK &%!!"&"#’. ’/ ! SK #"#!,"
&"#’. ,/中高组胺鱼类品种!D(T/]6T报告中与组
胺中毒相关或高游离组氨酸鱼品种 . &/ !美国食品药
品监督管理局#D[($需进行组胺检测的鱼品种 . #/ &
以及中国香港鱼罐头组胺含量调查的鱼品种 . !/ &结
合广东省鱼类罐头品种特点&采集广东省生产的高
组胺鱼类罐头+ 按照随机抽样原则在广东省主要
生产地!大型超市!批发市场及个体零售点随机抽
取高 组 胺 鱼 类 罐 头 样 品 #!, 份+ 根 据 SK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生物胺
的测定- . #)/ &采用第一法液相色谱法检测鱼类罐头
样品组胺含量&检出限#ZT[$为 &" JL/IL+
#.&.&$广东省成人居民海水鱼!鱼类罐头消费量
数据

消费量数据来自 &"#) 年广东省居民食物消费
状况调查+ 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随机抽样方法&在

广东省抽取城市区和县 & 个调查点&包括江门市新
会区和阳江市阳西县+ 从每个调查点抽取 ! 个乡镇
#街道$&每个乡镇#街道$抽取 & 个村#居$委会&每
个村#居$委会抽取 ’" 户&经过培训的调查员进行
入户调查+ 调查方法采用食物频率调查问卷&对调
查户家庭统一发放&收集调查户在过去 #& 个月内水
产品消费频率和消费量+ 以海水鱼成人#$#+ 岁$
消费人群 # !!+ 人和鱼类罐头成人#$#+ 岁$消费
人群))& 人为研究对象&从调查数据中选取海水鱼!
鱼类罐头消费量数据进行计算+
#.&.!$基于 8T(7Z的组胺参考限量值

人体组胺中毒是由急性膳食暴露引起的 . &&#&/ +
成人鱼类组胺经口摄入的 8T(7Z为 ’" JL. &&##/ &由
于该剂量水平不适用于儿童和组胺敏感人群&以广
东省成人#$#+ 岁$海水鱼或鱼类罐头高消费人群
#B-%.’$每次消费量 #=$作为一餐份食物&采用
D(T/]6T. &/组胺参考限量值 # *$计算公式% * V
HG79*
=

进行计算+

#.!$统计学分析
用 7V2BA&"#! 录入和整理我国水产品及其制品

组胺中毒案例!广东省成人居民海水鱼和鱼类罐头
消费量数据!采样样品登记表信息和实验室数据&
用 FdFF &#." 对资料和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与分析
&.#$国内外法规情况

国内外鱼类罐头相关标准法规中组胺指标对
比情况详见表 #+ 与 5(5!欧盟!美国!加拿大!澳新
等比较&我国 SK%"-+"&"#’ 中鱼类罐头组胺限量
值最高&为 # """ JL/IL+ 我国仅对鲐鱼!鲹鱼和沙
丁鱼罐头有组胺限量规定&而 5(5和欧盟的相关标
准列出的与组胺中毒相关的 , 类高风险鱼种包括鲭
科!鲱科!鳀科!鲯鳅科!竹刀鱼科!扁鲹科 . &&#"/ &美
国!加拿大!澳新也对金枪鱼!鲯鳅鱼等其他高组胺
鱼品种有组胺限量规定+ 与 SK&%!!"&"#’!SK
#"#!,"&"#’ 比较&SK%"-+"&"#’ 组胺限量值更
高&且适用鱼种也仅限鲐鱼!鲹鱼和沙丁鱼三个
品种+
&.&$我国水产品及其制品组胺中毒情况

#--+"&"#+ 年我国水产品组胺中毒报道案例
共 #+ 例&其中鲐鱼 #青占鱼&油筒鱼&鲐鲅鱼$引起
的组胺中毒最多&为 #! 例&鲭鱼!鲹鱼 #池鱼$!鲣
鱼!马蒿鱼!鲯鳅鱼各引起 # 例组胺中毒+ 引起组胺
中毒食品检测含量最低为 #&" JL/IL&最高为 ! +&"
JL/IL&详见表 &+
&.!$广东省市售高组胺鱼类罐头中组胺含量

在广东省主要鱼类罐头生产地区采集鱼类罐
头样品 #!, 份&组胺含量范围为未检出 #8[$ j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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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 #$国内外鱼类罐头相关标准法规中组胺指标对比
M>QAB#$5@JP>C=<@; @3?4B=;EBV@34=<?>J=;B=; 2>;;BE 3=<4 @3CBA>?=NB<?>;E>CE<>;E CBL:A>?=@;<=; 54=;>>;E >QC@>E

组织/国家 标准/法规 适用食品 组胺限量/#JL/IL$ 适用鱼种

中国

5(5

美国 D[(

欧盟

加拿大

澳新

SK%"-+"&"#’.)/

SK&%!!"&"#’.’/

SK#"#!,"&"#’.,/

5@EBVF?>; ##-"#-+#,有鳍鱼罐头
标准- .%/

5@EBVF?>; %""#-+# ,金枪鱼和鲣
鱼罐头标准- .+/

5@EBVF?>; -)"#-+# ,沙丁鱼和沙
丁类鱼制品罐头标准- .-/

,水产品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
#6(55d$指南- #第四版$ .#/

8@&"%!/&""’ , 微 生 物 限 量 标
准- .#"/

加拿大卫生部对食品中化学污染物
的最高限量 .#&/

附表 #- 污染物和天然毒素限量 .#!/

鱼类罐头

高组胺鱼类>

其他海水鱼类>

盐渍鱼#高组胺鱼类$

盐渍鱼#不含高组胺鱼类$

有鳍鱼罐头 #已有其他食
品法典标准的除外$

金枪鱼和鲣鱼罐头

沙丁鱼和沙丁类鱼制品
罐头

鱼及鱼制品

含大量组氨酸鱼类的鱼
制品 Q

用组氨酸含量高的鱼类&
在盐水中经过酶熟化处理
的鱼制品#鱼露除外$ Q

鳀鱼
其他鱼和鱼制品
鱼及鱼制品

# """

)""

&""

)""

&""

#"" #加工过程 $ &
&""#终产品$

#"" #加工过程 $ &
&""#终产品$

#"" #加工过程 $ &
&""#终产品$

’"

Jb#""&Rb&""
# ;b-&2b&$

Jb&""&Rb)""
# ;b-&2b&$

&""
#""
&""

鲐鱼!鲹鱼!沙丁鱼

高组胺鱼类#鲐鱼!鲹鱼!竹荚鱼!鲭鱼!鲣
鱼!金枪鱼!秋刀鱼!马鲛鱼!青占鱼!沙丁
鱼等青皮红肉海水鱼$

其他海水鱼类

高组胺鱼类#鲐鱼!鲹鱼!竹荚鱼!鲭鱼!鲣
鱼!金枪鱼!秋刀鱼!马鲛鱼!青占鱼!沙丁
鱼等青皮红肉海水鱼$

不含高组胺鱼类

鲭科!竹刀鱼科!鲱科!鲯鳅科!扁鲹科的有
鳍鱼罐头

长鳍金枪鱼!黄鳍金枪鱼!黑鳍金枪鱼!大
眼金枪鱼!蓝鳍金枪鱼!金枪鱼!青甘金枪
鱼!鲔鱼!小鲔!黑鲔!鲣鱼!智利狐鲣!东方
狐鲣!狐鲣

沙丁鱼!远东拟沙丁鱼!澳大利亚拟沙丁
鱼!南非拟沙丁鱼!南美拟沙丁鱼!加州拟
沙丁鱼!金色小沙丁鱼!巴西小沙丁鱼!短
体小沙丁鱼!长头小沙丁鱼!金带小沙丁
鱼!太平洋鲱!智利鲱!黍鲱!南鲱!西澳海
鰶!蓝背脂眼鲱!太平洋棱背鲱!阿根廷鳀!
美洲匙吻鳗!秘鲁鳀!大西洋后丝鲱

金枪鱼!鲯鳅鱼和相关鱼类

鲭科!鲱科!鳀科!鲯鳅科!扁鲹科!竹刀
鱼科

鳀鱼
其他鱼类
"

注%>%不适用于活体水产品’Q %市场上流通的保质期内的食品’"表示未明确具体鱼种’; 为同一批次产品应采集的样品份数’2为最大可允许
超出 J值的样品份数’J为组胺指标可接受水平的限量值’R为组胺指标的最高安全限量值

表 &$#--+"&"#+ 年我国水产品组胺中毒报道案例
M>QAB&$5><BCBP@C?<@34=<?>J=;B3=<4 P@=<@;=;L=; 54=;>3C@J#--+ ?@&"#+

年份 地区 中毒人数 致病食品 组胺含量/#JL/IL$ 文献来源
&"#’ 浙江省宁海县 &’ 红烧青占鱼#鲐鱼$ & !"" .#’/

&"#’ 浙江省桐乡市 ## 熟鲐鱼 ),) .#,/

&"#) 浙江省宁海县 &’ 红烧青占鱼#鲐鱼$ ,#% .#%/

&"#! 广东省深圳市 ’! 炸鲐鱼 # &+)., .#+/

&"## 山东省平度市 +% 熟鲐鱼 ! +&"#熟$ && #)##生$ .#-/

&"## 山东省邹平县 ’! 鲐鱼 # %"" .&"/

&"#" 江苏省张家港市 #’ 红烧青占鱼#鲐鱼$ # ’," .&#/

&""+ 吉林省永吉县 ! 鲐鱼 # "’" .&&/

&""% 无具体城市 #+ 马蒿鱼 &,% .&!/

&"", 福建省福州市 &% 鲐鱼 & "&" .&)/

&""’ 浙江省 #% 红烧鱼#以鲐鱼为主$ # ’," .&’/

&"") 辽宁省盘锦市 ,& 清炖鲯鳅鱼 %#" .&,/

&""! 浙江省绍兴市 #) 红烧油筒鱼#鲐鱼$ -," .&%/

&""! 江苏省南京市 h#""> 红烧日本鲭鱼 #&"#熟$ &,#"#生$ .&+/

&""& 山东省德州市 !+ 油炸鲐鲅鱼#鲐鱼$ & )-,j! !!’ .&-/

&""" 广东省深圳市 !)& 油炸池鱼#鲹鱼$ # &""#熟$ &! &""#熟$ &) ,""#生$ &! ,""#生$ .!"/

#--- 安徽省五河县 " 鲐鱼 # ,+"#熟$ &# %)"#熟$ && ","#生$ .!#/

#--+ 广东省珠海市 )) 鲣鱼干 --" .!&/

注%>%#"" 余人有症状出现&’& 人重症到医院就诊&其中 !’ 人接受个案调查’"表示该起事件无具体中毒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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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JL/IL&检出率为 &&.+^# !#/#!,$+ 其中组
胺含量超过 &"" JL/IL的样品共 ’ 份&占 !.%^

#’/#!, $’超过 )"" JL/IL样品有 & 份&占 #.’^
#&/#!,$&详见表 !+

表 !$广东省不同种类高组胺鱼类罐头中组胺检出情况
M>QAB!$6=<?>J=;BABNBA<=; E=33BCB;?<PB2=B<@3?4B2@JJBC2=>AAG2>;;BE 3=<4 O=?4 4=L4 4=<?>J=;B2@;?B;?<=; S:>;LE@;LdC@N=;2B

类别
检出样品份数

组胺含量 ZT[jg&"" JL/IL 组胺含量 &""j)"" JL/IL 组胺含量h)"" JL/IL
组胺含量范围/#JL/IL$

金枪鱼/吞拿鱼罐头# )b)-$ ! & " 8[j&#-."

沙丁鱼罐头# )b!%$ #& " # 8[j)++.+

凤尾鱼罐头# )b!!$ " " " 8[

鲭鱼罐头# )b##$ % # # 8[j),-.,

池鱼罐头# )b,$ ) " " 8[j%!."

合计# )b#!,$ &, ! & 8[j)++.+

&.)$广东省成人居民海水鱼!鱼类罐头消费量数据
及组胺参考限量值

由表 ) 可见&广东省成人居民#$#+ 岁$鱼类罐
头高消费人群 #B-%.’$每次消费量为 #&" L&基于
8T(7Z计算得出的鱼类罐头组胺参考限量值为
)#% JL/IL+ 广东省成人居民#$#+ 岁$海水鱼高消
费人群#B-%.’$每次消费量为 !"" L&基于 8T(7Z
计算得出海水鱼组胺参考限量值为 #,% JL/IL+

表 )$广东省成人居民#$#+ 岁$海水鱼!鱼类罐头消费

人群每次消费量

M>QAB)$(E:A?2@;<:JBC<@;AG#>LBE #+ GB>C<>;E @AEBC$

2@;<:JP?=@; @3J>C=;B3=<4/2>;;BE 3=<4 =; S:>;LE@;LdC@N=;2B
品种 人数 均值/L 标准差/L 中位数/L B-’ B-%.’

海水鱼 # !!+ ##, %# #"" &’" !""

鱼类罐头 ))& )’ !# !" #"" #&"

!$讨论
组胺是衡量鱼类产品变质的重要指标&它是由

鱼体中游离组氨酸在组氨酸脱羧酶催化下形
成 . #*!/ &因此&很多国际组织和国家的法规标准都规
定了鱼类产品的组胺限量+ 在鱼类罐头生产过程
中&如原料解冻!宰杀!盐水浸泡!烟熏!腌制!混合
等&都有可能使组胺含量增加&但商业无菌的鱼类
罐头在货架期内不会再产生组胺&因为商业无菌可
以杀灭产生组胺的细菌&并使组氨酸脱羧酶失
活 . #*&/ + 美国!澳新!加拿大对鱼类罐头的组胺指标
均应符合鱼制品的规定&且鱼制品的组胺限量与原
料一致+ 我国 SK&%,&"&"#%,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 . !!/中没有规定组胺的指标限
量&鱼类罐头和鱼制品#盐渍鱼$的组胺指标分别在
SK%"-+"&"#’. )/ 和 SK#"#!,"&"#’. ,/ 中进行规
定+ 其中&SK%"-+"&"#’ 的组胺限量值 # # """
JL/IL$已沿用几十年 . !)*!’/ &仅规定了鲐鱼!鲹鱼!沙
丁鱼三种鱼罐头&对金枪鱼罐头等其他高组胺鱼类
罐头没有相应规定&且限量值高于国际组织和国外
的组胺限量标准+

本研究基于广东省成人居民鱼类罐头高消费
人群#B-%.’$每次消费量为 #&" L和 8T(7Z计算
得出鱼类罐头组胺参考限量值为 )#% JL/IL&远低
于 SK%"-+"&"#’ 中鱼类罐头组胺限量值# # """
JL/IL$ . )/ + 同时&本研究发现&基于广东省成人居
民海水鱼高消费人群#B-%.’$每次消费量为 !"" L

和 8T(7Z计 算 得 出 的 组 胺 参 考 限 量 值 为
#,% JL/IL&与 SK&%!!"&"#’ 的组胺限量值# &""
JL/IL$ . ’/接近+ 本研究的检测结果显示&组胺含
量g&"" JL/IL的 高 组 胺 鱼 类 罐 头 占 -,.!^
##!#/#!,$ &组胺含量! )"" JL/IL的占 -+.’^
##!)/#!,$ &提示将高组胺鱼类罐头组胺限量值降
至与原料规定一致&目前大部分广东省市售鱼类
罐头也可以符合限量规定+ 我国已有多起中毒事
件是由组胺含量低于 # """ JL/IL#最低 #&" JL/IL$

的鱼类引起&而组胺中毒的症状与食物过敏的症状
极其相似&常被诊断为食物过敏 . !/ &不排除有更多
的案例由于误诊!漏报而未得到关注’因此&建议修
订 SK%"-+"&"#’ 中高组胺鱼类罐头组胺限量值&

与原料规定一致+

需要说明的是&本研究存在一定不确定性%一
是本研究仅调查了广东省区域内的情况&不代表全
国的情况’二是由于膳食调查方案设计的限制&采
用的食物频率问卷无具体鱼品种&不确定消费人群
食用的是否为高组胺鱼类+

综上所述&我国相关标准对鱼类罐头的组胺限
量较鱼制品更为宽松&且规定的品种较少&基于标
准限量值应对消费者的健康有充分保护的原则&参
考 D(T/]6T风险评估结果&建议全面开展包括鱼
类罐头的水产品膳食调查&关注儿童和敏感人群食
用情况’系统开展我国高组胺鱼类及其他鱼种组胺
含量研究&了解原料到产品组胺含量的变化规律&

掌握我国常见鱼品种的组胺水平’结合国家食源性
疾病监测中相关病例报告情况&对我国高组胺鱼类
罐头组胺进行风险评估&修订 SK%"-+"&"#’ 中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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