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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省干海参中兽药残留和重金属污染物的 

现状调查 

杨振东, 泮秋立, 胡明燕*, 于艳艳, 张  卉 

(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济南  250101) 

摘  要: 目的  了解山东省市售干海参中兽药残留和重金属污染物残留水平, 为评估干海参中兽药残留和

污染物风险提供参考依据。方法  采集山东省内市售 100 份干海参样品, 对孔雀石绿、氯霉素、呋喃唑酮

代谢物、呋喃它酮代谢物、呋喃妥因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恩诺沙星、氧氟沙星、培氟沙星、洛美沙

星、诺氟沙星等 11 个禁限用农药以及铅、镉、甲基汞、无机砷等 4 个重金属污染物项目按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规定方法进行检测。结果  100 份干海参样品兽药残留仅 1 份检出孔雀石绿, 其余兽药项目均为未检出; 4

个重金属污染物项目均未检出不合格样品。结论  市售干海参中兽药残留和重金属污染物残留水平较低, 

健康风险较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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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vestigation of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and heavy metal pollutants in dried 
sea cucumber in Shandong province 

YANG Zhen-Dong, PAN Qiu-Li, HU Ming-Yan*, YU Yan-Yan, ZHANG Hui 

(Shandong Institute of Food and Drug Control, Jinan 25010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levels of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and heavy metal pollutants in dried 

sea cucumber, and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risk assessment of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and pollutants in dried sea 

cucumber. Methods  100 samples of dried sea cucumber sold in Shandong province were collected. 11 banned and 

restricted pesticides, including malachite green, chloramphenicol, furazolidone metabolite, furantoin metabolite, 

nitrofurantoin metabolite, furacillin metabolites, enrofloxacin, ofloxacin, pefloxacin, lomefloxacin, norfloxacin, and 

four heavy metal pollutants including lead, cadmium, methylmercury and inorganic arsenic were determined by food 

safety national standards for testing methods. Results  Malachite green was detected in only one sample of     

100 dried sea cucumber samples, and none of the other veterinary drug items was detected. No unqualified samples 

were detected in 4 heavy metal pollutant items. Conclusion  The level of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and heavy metal 

pollutants in dried sea cucumber is low, and the health risk is low. 

KEY WORDS: dried sea cucumber; residues of veterinary drug; residue of heavy metal polluta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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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海参为棘皮动物门、海参纲盾手目动物, 具有较高的

营养和药用价值, 是我国名贵的海珍品之一[1]。鲜海参因其

体内含有自溶酶, 在外部环境改变或受到污染时, 会发生自

溶现象; 鲜参不易保存和贮藏, 因此海参多被加工成各种制

品, 其中干海参占 60%以上, 是海参产品中的主导品种[2]。

山东省濒临渤海和黄海, 是我国刺参养殖的主产地[3]。近年

来有文献、媒体报道海参养殖时可能使用抗生素, 另外海参

体内的铅、镉、砷等重金属也往往会超过安全阈值[4], 这些

残留在海参体内的物质, 可能危害人体健康。但目前对海参

危害物残留方面的研究和报道极少, 为评价当前干海参质

量安全的实际情况、保护人民群众健康安全、了解行业风险、

为监管部门提供技术支撑, 本研究对山东省内干海参中兽

药和重金属污染物残留进行了监测。 

1  材料与方法 

1.1  样品来源 

全部样品随机采自山东省 16 地市 23 家销售场所, 包

括商店、超市、集贸市场。共抽检样品 100 件, 由当地市

场监管部门负责采集。 

1.2  检验项目 

根据行业调研和媒体报道情况, 本研究对孔雀石绿、

氯霉素、呋喃唑酮代谢物、呋喃它酮代谢物、呋喃妥因代

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恩诺沙星、氧氟沙星、培氟沙星、

洛美沙星、诺氟沙星等 11 个禁限用兽药以及铅、镉、甲基

汞、无机砷等 4 个重金属污染物项目进行了检测。 

1.3  样品制备 

根据 GB 31602—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干海参》

附录 A 要求, 每份样品随机取 2~3 只干海参, 经预浸泡、

清洗、水煮去除干海参附着的泥沙和嘴部石灰质, 将水煮

后的海参在冰箱放置一夜, 用滤纸吸去表面水分, 绞碎备

用于污染物及兽药残留项目的检测。 

1.4  检验方法 

根据农业部公告和相关国家标准检测方法对项目进

行检测, 兽药残留均选择液相质谱方法, 重金属残留均选

择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 具体检测方法标准见表 1。

全部检测项目均在山东省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食品中心实

验室完成。 

 
 

表 1  干海参监测项目 
Table 1  Monitoring items for dried sea-cucumber 

序号 检验项目 参考值 检验方法 

1 孔雀石绿 不得检出 GB/T 19857—2005《水产品中孔雀石绿和结晶紫残留量的测定》 

2 氯霉素 不得检出 GB/T 22338—2008《动物源性食品中氯霉素类药物残留量测定》 

3 呋喃唑酮代谢物 不得检出 农业部 781 号公告-4-2006[5] 

4 呋喃它酮代谢物 不得检出 农业部 781 号公告-4-2006[5] 

5 呋喃妥因代谢物 不得检出 农业部 781 号公告-4-2006[5] 

6 呋喃西林代谢物 不得检出 农业部 781 号公告-4-2006[5] 

7 恩诺沙星 ≤100 μg/kg 农业部 1077 号公告-1-2008[6] 

8 氧氟沙星 不得检出 农业部 1077 号公告-1-2008[6] 

9 培氟沙星 不得检出 农业部 1077 号公告-1-2008[6] 

10 洛美沙星 不得检出 农业部 1077 号公告-1-2008[6] 

11 诺氟沙星 不得检出 农业部 1077 号公告-1-2008[6] 

12 铅 ≤1.0 mg/kg GB 5009.1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铅的测定》 

13 镉 ≤2.0 mg/kg GB 5009.15—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镉的测定》 

14 甲基汞 ≤0.5 mg/kg GB 5009.17—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15 无机砷 ≤0.5 mg/kg GB 5009.11—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总砷及无机砷的测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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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定量和质量控制 

采用表 1 中国标方法对干海参中重金属和农药残留

进行检测, 回收率在 60% ~95%之间, 相对标准偏差低于

20%。在干海参的前处理过程中, 采用清洁前处理设备, 防

止交叉污染。每批次样品每个项目均设置空白对照和加标

回收, 当空白对照含量低于国标方法检出限, 或回收率超

出 50%~10%范围时, 则对该批次样品进行重新检测。若被

测样品溶液浓度超出国标方法规定的线性范围, 则将该样

品溶液稀释后再检测测定。 

1.6  判定依据 

测定结果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 235

号 [7]、第 560 号 [8])以及 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加以判定, 详见表 1 中项目的

参考值。检出禁用兽药或者超出最大限量标准的结果判

为“不合格”。 

2  结果与分析 

2.1  兽药残留情况 

100 批次干海参中兽药残留水平的总体超标率为

1.0%, 仅有 1 批次样品检出孔雀石绿, 其余兽药均为未检

出。孔雀石绿的检出值为 9.84 μg/kg, 方法检出限为    

0.5 μg/kg。孔雀石绿化学名为四甲基代二氨基三苯甲烷, 

属三苯甲烷类染料, 曾被广泛用于预防和治疗各类水产动

物的水霉病, 但后来因被证明具有致癌、致畸、致突变毒

性, 而被多国禁用, 我国农业部也于 2002 年将其列入《食

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化合物清单》[9‒10]。 

2.2  重金属污染物情况 

100 批次干海参中重金属无不合格样品检出, 所有样

品的甲基汞和总砷均为未检出, 且有检出值的样品中铅的

检出值均值为 0.179 mg/kg, 镉为 0.026 mg/kg, 铅的中位值

为 0.17 mg/kg、镉为 0.0215 mg/kg。铅、镉的均值与中位

值距离标准限量值均较远, 检出率也都在 30%以下。详见

表 2。 

 
表 2  重金属污染物检出情况 

Table 2  Results of heavy metal pollutants detection 

项目 检出值 

 铅 镉 

检出值范围/(mg/kg) 0.10~0.33 0.0099~0.056 

均值/(mg/kg) 0.179 0.026 

中位数/(mg/kg) 0.17 0.0215 

检出率 17.0% 26.0% 

限量值/(mg/kg) 1.0 2.0 

3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主要针对干海参中兽药残留和重金属污染

物, 仅发现 1 批次问题样品, 问题发现率为 1.0%, 显示

目前山东省市面销售的干海参制品兽药残留、重金属污

染物的安全风险较小, 安全质量状况良好。由于干海参

与盐渍海参食用前需经过较长时间的发制过程, 所以对

其安全指标的检测也需要针对泡发后的产品, 才能科学

评价产品的安全性, 因此 GB 31602—2015 中对检测兽

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项目的样品前处理规定需煮沸 2

次、浸泡 2 d。但不排除复杂的前处理过程使水溶性的

兽药和离子态重金属溶解流失, 造成检测结果偏低。但

日常干海参食用时也需经过较长时间的浸泡发制过程 , 

由此推断干海参中兽药残留、重金属污染物残留造成的

食品安全风险也低。 

此外 , 根据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下的

食品添加剂联合专家委员会 (Joint FAO/WHO Expert 

Committee on Food Additives, JECFA)发布的重金属污染

物暂定每周耐受摄入量 (provisional tolerable weekly 

intake, PTWI), 铅的 PTWI 为 0.025 mg/kg.bw[11], 根据调

查中铅的检出最大值 0.33 mg/kg, 按成年人(60 kg)每日

摄 入 50 g 海 参 计 算 , 一 周 的 铅 摄 入 量 约 为     

0.001925 mg/kg.bw, 远低于 PTWI 值。同理, JECFA(2000)

提出镉的 PTWI 为 7 μg/kg.bw[12], 根据调查中镉的检出

值范围为 0.0099~0.056 mg/kg, 成年人一周约摄入镉

0.058~0.327 μg/kg.bw。铅和镉的一周摄入量均远远低于

JECFA 发布的 PTWI 值。 

随着我国人民生活水平提高, 对干海参这类营养价

格高的滋补食品需求越来越多, 干海参的食用安全性也越

来越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公共卫生问题。兽药残留和重

金属污染不但影响着人们的身体健康, 而且也不利于中国

养殖业的健康发展和走向国际市场[13‒16]。我国目前涉及到

水产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量的标准法规主要有农业部 193

号、第 235 号公告和农业部第 2292 号公告[17]。 

对比本次调查中涉及的项目国内外技术法规规定 , 

我国在兽药残留和重金属残留的规定更加严格、细致[18],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 

CAC)、欧盟、美国对重金属残留都没有具体规定, 对兽药

残留的规定也比较笼统(详见表 3)。我国与 CAC、欧盟、

美国水禽产品中兽药最高残留限量指标比较分析表明, 我

国共规定有最大残留限量标准的兽药 96种, CAC共涉及兽

药 79 种[19], 欧盟共涉及兽药 108 种, 美国共涉及兽药 87

种[20]。制定严格用药规范的同时, 必须在畜牧生产实践中

也严格规范用药, 同时制定违规处罚手段[21], 才能有效控

制干海参产品质量安全, 从而有效保障我国国民的消费安

全和身体健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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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国内外干海参的质量标准限量规定 
Table 3  Limitation of quality standard for dried sea-cucumber at home and abroad 

序号 项目 中国 CAC 欧盟 美国 

1 孔雀石绿 不得检出 禁止使用 / / 

2 氯霉素 不得检出 禁止使用 禁止使用 / 

3 呋喃唑酮代谢物 不得检出 禁止使用 

禁止使用(硝基呋喃类(含呋喃唑酮)) 

禁止使用 

4 呋喃它酮代谢物 不得检出 / 禁止使用 

5 呋喃妥因代谢物 不得检出 / 
不允许有残留(其他硝基呋喃类)

6 呋喃西林代谢物 不得检出 禁止使用 

7 恩诺沙星 ≤100 μg/kg / / 禁止使用 

8 氧氟沙星 不得检出 / / / 

9 培氟沙星 不得检出 / / / 

10 洛美沙星 不得检出 / / / 

11 诺氟沙星 不得检出 / / / 

12 铅 ≤1.0 mg/kg / / / 

13 镉 ≤2.0 mg/kg / / / 

14 甲基汞 ≤0.5 mg/kg / / / 

15 无机砷 ≤0.5 mg/kg /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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