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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验证现有洗手消毒程序能否满足动物违禁药物的消除。方法  对含有动物违禁药物氯霉素的药

膏进行全手涂抹实验和手部特定部位的涂抹实验, 5 人为一组, 根据现有洗手消毒程序, 分步骤进行, 包括水

洗、皂液洗、水洗、次氯酸钠浸泡、水洗和酒精喷涂, 对每个步骤清洗后, 利用棉签进行手部涂抹实验, 对所

获得的样本依据 GB/T 22338-2008《动物源性食品中氯霉素类药物残留量测定》进行测定。结果  在较高浓度

下, 现有的洗手消毒程序存在污染样品的可能。结论  出口食品企业应注意洗手消毒程序的使用, 尤其是手部

涂抹药物的用药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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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eliminary study on handwashing and disinfection procedures of foo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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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verify whether handwashing and disinfection procedures can remove the 

forbidden animal drugs. Methods  The hand painting experiment of full hand and specific part were carried 

out using chloramphenicol ointment (n=5), according to the existing handwashing and disinfection procedures, 

including water washing, soap washing, water washing, NaOCl soaking, water washing and alcohol spraying. 

After each step of cleaning, hand painting experiment was made by cotton swabbing, and the obtained samples 

were analyzed according to GB/T 22338-2008. Results  At high concentrations, the existing washing and 

disinfection procedures was possible to pollute the product. Conclusion  The food export companies should 

pay attention on handwashing and disinfection procedures, especially the use of forbidden drugs on the h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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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食品的安全事关人类的生存和发展, 食品贸易

已经成为国际贸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世界

贸易中的 9%为食品贸易, 金额达 5 千亿美元[1]。动

物源性食品安全一直是全世界关注的焦点, 随着全

球经济一体化和食品贸易国际化的发展, 食品安全

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公共卫生问题, 也是我国食品



3788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第 6卷 
 
 
 
 
 

 

安全关注的重点, 其中最突出的是兽药残留问题[2]。

氯霉素属广谱抗生素, 曾在畜牧业中广为应用。但氯

霉素有较强的副作用和毒性作用[3], 氯霉素在动物体

内的残留, 通过肉、蛋、奶等食物链传递给人类, 在

不知不觉中使人体受害[4]。长期微量摄入氯霉素, 不

仅使人体肠道正常菌群失调, 而且还会引起多种疾

病, 对人类的健康造成危害[5]。世界上许多国家禁止

此药用于生产动物源性食品, 并规定了在畜产品中

氯霉素不得检出[6]。各国都已禁止在食用性动物中使

用, 并规定氯霉素的最高残留限量为 0.3 ng/g 或 0.1 

ng/L[4]。但在食品加工过程中, 由于一些产品的加工

环境和加工工艺的特殊性, 例如水产品的加工、鸡、

鸭产品拔小毛等加工环节, 特别容易导致加工工人

的手部破皮、感染, 则至少 3~7 d涂抹该类药物, 同

时工人每天还要坚持上班, 工人在使用药物治疗时, 

由于使用的药膏中含有在动物中禁止使用的氯霉素、

硝基呋喃类成分(医用允许使用), 导致食品的二次污

染。据调查该类药膏往往治疗效果好、成本低廉、购

买方便, 在使用上极为普遍, 如果企业没有对该情况

采取良好的防控措施, 则极易导致企业的产品出现

污染。目前一般食品加工的洗手消毒程序为先用自来

水冲洗、洗涤液洗、自来水清洗、消毒池中消毒、自

来水冲洗、酒精喷手和干手程序, 仅注重了洗手消毒

的过程, 没有深入分析通过目前洗手消毒环节是否

能够防范手部药物污染, 没有大量实验数据进行研

究分析。本实验采用手部涂抹以及定点手心部位涂抹

试验[7], 依据洗手消毒程序进行棉签样品采集, 洗手

消毒程序后接触肉质样品并进行检测, 以确定现有

洗手消毒程序是否能够满足动物违禁药物的消除。 

2  材料与方法 

2.1  材  料 

药膏: 市场购买, 并进行违禁药物筛选。 

2.2  仪器和试剂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API 4000, AB Science); 氯

霉素 ELISA 检测试剂盒(华安麦科); 微孔板酶标仪

450 nm/630 nm (MK3, Thermo); 振荡器(东京理化); 

涡旋仪(IKA); 离心机(Eppendorff); 水浴锅(上海博讯

实业); 天平(感量 0.01 g)(Mettler ToleDo); 移液器

(Gilson): 10 mL; 吸耳球; 离心管: 10 mL、50 mL; 旋

转蒸发仪(Buchi), 氮气吹干装置 ; 玻璃离心管 : 10 

mL; 微 量 移 液 器 (Dragon): 单 道 10~100 μL; 

100~1000 μL;乙酸乙酯(色谱纯, Honeywell); 正己烷

(色谱纯 , Honeywell); 氯化钠(分析纯 , 国药集团); 

去离子水。 

2.3  分析方法 

10 个试验人员, 分别进行手部涂抹实验, 包括

约 3 g的药膏, 进行手部的均匀涂抹的 A组 5人以及

手部特定部位(手心、手背和手指等)的涂抹的 B组 5

人。编号顺序前一个为人员编号, 后一个为洗手消毒

步骤。5 个人员分别为样本 ~① ①。洗手消毒步骤 1

为直接涂抹药物后 5~10 min的手部残留浓度结果; 2

为清水水洗后的手部残留浓度结果; 3 为皂液洗手加

清水洗手后的手部残留浓度结果; 4 为浸泡次氯酸钠

后的手部残留浓度结果; 5 为再次清水洗手后的手部

残留浓度结果; 6 为酒精喷涂消毒后的手部残留浓度

结果。 

棉签样本数据编号规则: 样本人员编号+洗手消

毒各步骤残留浓度。肉样数据编号规则: 样本人员编

号+接触的肉样顺序号。 

人员手部进行均匀涂抹和特定部位(手指、手心

和手背)涂抹后, 依据洗手消毒程序利用棉签进行不

同部位的涂抹实验。清洗消毒后, 试验人员手部接触

肉样, 进行分析。 

本实验初期利用试剂盒[8]筛选出药膏含有氯霉

素浓度约为 10 μg/kg, 所以后续的步骤均采用依据

GB/T 22338-2008[9]通过液相色谱-串联质谱仪检测, 

对手部涂抹实验所采集到的棉签以及洗手消毒后手

连续接触的肉样分别进行检测。 

3  结果与分析 

本实验通过调查目前工人用药的外部环境及常

用药物及是否含有食品中不允许使用的违禁药物 , 

主要以氯霉素作为分析目标, 研究目前对不同工作

岗位的食品操作人员的手部防护环节的措施及存在

的安全隐患问题, 通过实验模型研究食品操作人员

手部用药的污染途径及其污染程度。通过实验模型研

究现有洗手消毒程序各个环节对手部用药的防控能

力及其存在的问题。 

表 1和表 2的结果说明, 低浓度的氯霉素药膏(10 

μg/kg)均匀涂抹在全手, 正常的洗手消毒程序能够清

除手部的氯霉素残留量。但是接触肉的时候, 由于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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霉素脂溶性强, 可能出现对肉的污染情况。表 3和表 4

说明, 如果对特定部位的涂抹(手心或者手指缝间)是

存在很大的可能污染样品的, 无论手部的氯霉素残留

还是所接触的肉类, 均能够检测出氯霉素残留。 

 
表 1  含氯霉素成分药膏涂抹实验——全手检测结果 

Table 1  The cotton result of full hand painting experiment using the drug including the chloramphenical 
单位: μg/kg 

样品名称 步骤 样本１ 样本２ 样本３ 样本４ 样本５ 

全手涂抹实验 

１ 3.088 3.109 2.297 5.179 4.128 

２ 0.38 0.496 0.594 0.364 0.207 

３ 0.244 0.288 0.0936 0.121 0 

４ 0.1 0.097 0 0.091 0 

５ 0 0 0 0 0 

６ 0 0 0 0 0 

 
表 2  含氯霉素成分药膏涂抹实验——全手手部接触肉类的实验数据 

Table 2  The result of full hand painting experiment using the drug including the chloramphenical 
单位: μg/kg 

样品名称 步骤 样本１ 样本２ 样本３ 样本４ 样本５ 

肉 

１ 0 0.15 0.15 0 0.12 

２ 0 0 0.11 0 0 

３ 0 0 0 0 0 

４ 0 0 0 0 0 

５ 0 0 0 0 0 

６ 0 0 0 0 0 

 
表 3  含氯霉素成分药膏涂抹实验——手部特定部位的实验数据 

Table 3  The cotton result of the special part on hand painting experiment using the drug including the chloramphenical  
                                                      单位: μg/kg 

样品名称 步骤 样本１ 样本２ 样本３ 样本４ 样本５ 

手部特定部位 

实验结果 

１ 3.589 2.25 2.38 5.69 2.507 

２ 0.889 0.658 1.35 1.46 0.327 

３ 0.174 0.513 0.193 0.164 0.31 

４ 0 0.139 0 0.12 0.104 

５ 0.11 0.115 0 0 0 

６ 0.12 0.281 0.114 0 0.167 

 
表 4  含氯霉素成分涂抹试验——手部特定部位接触的肉类的实验数据 

Table 4  The meat result of the special part on hand painting experiment using the drug including the chloramphenical 
                                                              单位: μg/kg 

样品名称 步骤 样本１ 样本２ 样本３ 样本４ 样本５ 

肉类 

１ 0.222 0.192 0.168 0.168 0.185 

２ 0.196 0.162 0.108 0.108 0.223 

３ 0 0.113 0.111 0.111 0.099 

4 0.107 0.108 0.993 0.102 0.844 

5 0 0.954 0.832 0.936 0 

6 0 0 0 0.881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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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研究发现, 因人员洗手的力度、认真程度、

皮肤的吸收状况和棉签的大小以及干湿等均不确定

因素, 样品的数据随机性较大。根据实验数据, 仍然

发现一些规律。①定点手心涂抹实验数据会略微高于

全手涂抹实验; ②水洗和皂液清洗部分均能清除掉大

部分的药物残留; ③在 10 μg/kg低浓度氯霉素药膏实

验中, 手心定点部位涂抹接触肉氯霉素阳性检出率

明显高于全手实验; ④手部酒精喷涂消毒后的手部残

留浓度棉签涂抹样本, 5 个样本均出现反弹。可能的

原因是氯霉素是脂溶性的, 当酒精喷涂手部后, 可能

引起与手部结合的氯霉素析出, 溶解在酒精中, 导致

氯霉素的析出。 

4  结  论 

为研究原有消毒模式下的风险状况, 本实验的

洗手消毒过程完全根据实验人员原有的洗手消毒习

惯, 没有刻意规定标准动作和洗手消毒时间, 无法完

全标准化, 也不同于仪器分析可以精确定位、定量。

定点涂抹实验数据高, 说明如果药物内含有与手部

定点涂抹实验相类似浓度的氯霉素, 则食品加工人

员污染所接触的产品阳性可能性较高。洗手消毒程序

中, 水洗以及皂液清洗在清洗氯霉素药物残留中起

到至关重要的作用。所以应加强对该步骤的实施。由

于含氯霉素的眼药膏是膏状, 其中绝大多数是中药

成分, 其中的脂类物质不多, 根据数据分析应该容易

清洗, 但是实验中在接触肉样检测的 15 个样本中, 

检出 14 个样本氯霉素污染超标; 并且 1 个实验人员

连续接触的 3份样品均能够被检出氯霉素阳性, 说明

上述洗手消毒方式存在污染的风险, 手部污染会对

肉样造成再次污染。 

5  改进措施及建议 

原有洗手消毒程序建议去除酒精喷涂步骤, 以

降低低浓度脂溶性药物可能析出。洗手消毒程序即为: 

水洗、皂液洗、水洗、消毒水浸泡、水洗。所有食品

公司加工人员的手部用药应纳入食品监控计划中 , 

首先进行违禁药物分析, 安全后再统一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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