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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快速检测在水产品药物残留监管中的应用 

及发展建议 

刘  欢, 李晋成, 吴立冬, 许玉艳, 宋  怿*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 质量与标准研究中心, 北京  100141) 

摘  要: 近年来食品安全越来越受重视, 其中水产品药物残留问题已成为广泛关注的敏感问题。现场快速检测

技术具有高效、快速、简便等特点, 越来越受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部门的青睐。通过概述化学比色法、酶联

免疫法和胶体金免疫层析法等常见现场快速检测方法及其在水产品药物残留检测方面的应用情况, 从技术研

发和推广应用两个层面分析现场快速检测在水产品药物残留监管应用中存在的问题, 提出建立快速检测产品

推广应用机制, 加强快速检测产品使用者实际操作能力的培训以及加强快速检测产品配套硬件条件建设等切

实可行的发展建议, 为从事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及快速检测技术研究工作的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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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proposals of on-site fast detection for 
supervision drug residues in aquatic products 

LIU Huan, LI Jin-Cheng, WU Li-Dong, XU Yu-Yan, SONG Yi* 

(Quality and Standards Research Center,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 Beijing 100141, China) 

ABSTRACT: Drug residues in aquatic products have been a major problem relating to people’s lives and safety. 

On-site fast detection was favored by regulatory authority due to its effective, rapid, and convenient properties. 

In this paper, a common on-site rapid detection method of chemical assay, 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and colloidal gold immunochromatographic method and its application in the detection of drug residues in 

aquatic products were summarized, the problems in R&D and regulatory applications were analyzed, and the 

technical support and future prospects in the security applications were also stated. The author proposed to 

establish the mechanisms for on-site rapid products promotion applications, to enhance the training capacity of 

the user actual operation and to strengthen the conditions for rapid detection of hardware products suppor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feasible development proposals. We hope that the results would help the persons who 

engaged in seafoo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detection techn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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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水产品是人们日常饮食摄入的重要食品种类之一。我

国是水产品生产大国, 2012年我国的水产品总量达 5907.68

万吨, 水产品产量连续多年居世界首位[1], 水产品是我国

打入国际市场的主要农产品品种之一。近年来, 各级渔业

主管部门紧紧围绕农业部提出的“努力确保不发生重大水

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目标任务, 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

工作, 使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水平稳定向好[2]。然而, 伴随

着渔业的快速发展, 由于养殖环境不断恶化和养殖集约化

程度不断提高, 因药物残留问题引发的水产品质量安全事

件时有发生, 如“大菱鲆事件”、“孔雀石绿事件”等, 水产品

质量安全问题正日益成为群众关心、领导关注、进口国关

切的敏感问题[3]。水产品质量安全事件屡屡发生的原因是

多方面的, 除了法律、法规、标准、管理等方面需进一步

完善外, 因检测技术落后导致的发现不及时和处置措施不

利是一项重要原因。面临日益严峻的水产品质量安全形势, 

如何快速、准确地检测出水产品中药物残留状况并及时对

其监管就显得至关重要。 

目前, 水产品中药物残留的检测手段仍主要使用常

规实验室检测法。常规实验室检测法存在检测样品数量有

限、检验周期较长等局限, 已远远不能满足水产品安全保

障的需求, 而具有高效、快速、简便等特点的现场快速检

测技术可以扩大对水产品安全不利因素的监测范围, 增加

样品的监测数量, 便于及时发现问题, 迅速采取控制措施。

近年来, 现场快速检测已在抗震救灾等紧急情况及大型活

动安全保障中被广泛应用[4,5]。2011年起, 农业部启动了水

产品中药物残留快速检测产品筛选验证工作, 将验证结果

面向社会公示 [6,7], 该项工作进一步推动现场快速检测产

品在水产品药物残留监管工作中的应用。 

现场快速检测可用于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中的初期

判定, 对监测到的问题样品, 可送实验室做进一步检验。显

然, 在水产品药物残留监管工作中, 若能将常规实验室检

测方法和现场快速检测相结合, 则既可发挥快速检测的特

点, 又可充分利用实验室资源, 使快速检测方法与实验室

常规检测方法彼此互补, 形成全方位的水产品药物残留检

测技术体系, 从而可以更好地维护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

本文将对现场快速检测产品在水产品药物残留监管控制上

的应用研究现状及发展前景进行探讨, 以期为从事水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及快速检测技术研究工作的人员提供参考。 

2  常见的现场快速检测方法及其在水产品药物

残留检测方面的应用 

现场快速检测是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手段快速出具

检验结果, 如果方法能够应用于现场, 在 30 min内得到检

测结果, 即可视为现场快速检测方法[8]。现场快速检测方

法要求具有以下特点: 一是实验准备简化, 使用的试剂较

少, 配制好的试剂保存期长; 二是样品前处理简单, 对操

作人员要求低; 三是分析方法简单、准确和快速[9]。近 10

年来, 大量的快速检测技术应运而生, 常见的有酶抑制技

术、免疫技术、化学比色分析技术、传感器技术、生物芯

片技术、分子生物学技术、ATP生物发光等[10-22], 其中, 化

学比色法、酶联免疫法(enzyme-linked immunosorbent assay, 

ELISA)和胶体金免疫层析法(gold immunochromatography 

assay, GICA)是目前应用比较成熟且具有商品化产品的现

场快速检测方法[9]。本文将对化学比色法、ELISA和 GICA

的技术特点及其在水产品药物残留检测方面的应用情况做

概括介绍。 

2.1  化学比色法 

化学比色法是利用迅速产生明显颜色的化学反应检

测待测物质, 可通过与标准比色卡比较进行目视定性或

半定量分析[9]。此法在检测果蔬产品中有机磷农药残留方

面应用广泛 [23]; 在水产品药物残留检测方面, 该法主要

用于检测孔雀石绿残留 , 并且已有商品化产品 , 检测限

在 2.0~10.0 mg/kg之间[24]。然而, 由于化学比色法灵敏度

较低 , 因此 , 目前该法在水产品中药物残留检测方面应

用前景有限。 

2.2  酶联免疫法 

ELISA是一种以酶作为标记物的免疫分析方法, 它将

酶标记在抗体/抗原分子上形成酶标抗体/酶标抗原, 酶作

用于能呈现出颜色的底物, 通过仪器或肉眼进行辨别[9]。

采用 ELISA 法进行动物源性食品中药物残留的检测十分

方便, 该方法特异性强, 快速且样品前处理容易, 是目前

应用最广泛的免疫分析方法之一[25]。在水产品药物残留检

测方面, 该法广泛用于检测水产品中氯霉素、孔雀石绿、

硝基呋喃类药物及其代谢物等药物残留, 并且已有较为成

熟的商品化产品。表 1列举了部分利用 ELISA法检测水产

品中药物残留的项目及检测限。利用 ELISA法检测水产品

中药物残留具有处理样品量大、特异性好、灵敏度高等优

点, 且不需要大型精密仪器设备, 适于在水产品加工生产

或鲜活水产品交易现场进行实时监控及大量样品筛查检验, 

应用前景广阔。 

2.3  胶体金免疫层析法 

GICA 是胶体金标记技术结合免疫层析技术一种应用

形式, 该法将特异的抗体交联到试纸膜上, 试纸膜有一条

控制线和一条或几条显示结果的测试线, 抗体和特异抗原

结合后再和带有颜色的特异抗原反应时, 就形成了带有颜

色的三明治结构, 如没有抗原, 则没有颜色, 用肉眼即可

直观地判断检测结果[9]。GICA法在水产品药物残留检测上

应用广泛, 在氯霉素、孔雀石绿、硝基呋喃类药物及其代

谢物(AOZ、AMOZ、SEM、AHD)、四环素类药物、磺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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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药物、氟喹诺酮类等药物的检测上均有研究和应用[27]。

目前, 国内已有多家生物技术公司拥有商品化的胶体金免

疫层析快速检测产品[24,28]。此外, 应用此法检测水产动物

中贝类毒素、重金属、激素等物质残留的应用研究也已见

报道[29-32]。表 2列举了部分利用 GICA法检测水产品中药

物残留的项目及检测限。GICA 法具有快速、准确、成本

低、操作简单等特点, 可以实现管理部门对检测技术应“简

便、准确、易判定”的要求, 目前已受到渔业行业管理人员、

科研工作者及水产品生产企业等多方的重点关注[35,36]。 

表 1  部分利用 ELISA 法检测水产品中药物残留项目及检测限 
Table 1  A part of detection items and detection limit of ELISA 

检测项目 检测限(μg/kg) 

氯霉素 0.01~0.05 

孔雀石绿 0.16[26] 

喹诺酮类/氟喹诺酮 1.0~50.0 

磺胺类 100.0 

四环素类 1.0~6.0 

己烯雌酚 1.0 

表 2  部分 GICA 法检测水产品中药物残留项目及检测限 
Table 2  A part of detection items and detection limit of GICA 

检测项目 检测限(μg/kg) 

氯霉素 0.1~0.3 

孔雀石绿 2.0~5.0 

硝基呋喃类代谢物(AOZ、AMOZ、SEM、
AHD) 

1.0~2.0 

磺胺类 5.0~100.0[33] 

氟喹诺酮类 10.0~100.0[34] 

 

3  现场快速检测在水产品药物残留监管应用中

存在的问题 

我国的现场快速检测技术起步较晚, 与发达国家相

比, 在技术研发方面还有一定差距, 而在水产品质量安全

监管中的推广应用方面更属于初期阶段。国内许多科研工

作者已着力于研究将免疫技术、化学比色分析技术、传感

器技术、生物芯片技术、分子生物学技术等现场快速检测

技术用于水产品中禁限用药物、激素等物质的检测[37-39], 

目前, 国内已有多家生物技术公司拥有商品化的现场快速

检测产品, 如基于 GICA 技术开发的水产品中氯霉素快速

检测试纸条(试剂板)、水产品中孔雀石绿快速检测试纸条

(试剂板)、水产品中 4 种硝基呋喃类代谢物快速检测试纸

条(试剂板)[24,40-42]等。从农业部向社会公布的 2012、2013

年水产品中药物残留快速检测产品筛选验证结果看, 一些

快速检测产品的检测限基本可以满足目前水产品药物残留

监管工作的需要, 可用于水产品质量安全日常监管, 但笔

者认为目前该技术在研发和应用推广两个层面仍存在以下

问题。  

3.1  技术研发层面 

(1)检测速度不够快捷。检测速度是衡量快速检测技术

的重要指标, 是弥补常规实验室检测法耗时长这一缺点的

重要优势。然而, 从农业部公布的快速检测产品筛选验证

结果中发现, 使用快速检测产品检测一批水产品(6 个样

品)中氯霉素、孔雀石绿以及硝基呋喃类代谢物残留的耗

时范围分别是 40~70 min、48~135 min以及 76~230 min[6], 

检测用时虽比常规实验室检测法耗时短, 但均远长于现

场快速检测法规定的 30 min。因此, 检测速度不快是制约

该类快速检测产品在水产品药物残留监管中广泛应用的

重要因素。 

(2)准确度仍有待于进一步提高。准确是快速检测的前

提要求, 如果检测结果中出现大量假阳性或假阴性, 也就

失去了实际应用的意义。从 2013年农业部公布的快速检测

产品筛选验证结果发现, 验证的 8 个氯霉素快速检测产品

中有 1 个产品假阴性率高达 92.5%[6]。研究人员对市售氯

霉素、孔雀石绿和硝基呋喃类代谢物快速检测产品进行的

质量评价结果也表明, 个别氯霉素和硝基呋喃类代谢物快

速检测产品检测空白鱼糜样品的假阳性率高达 30%以   

上[24,40-43], 快速检测产品的准确度有待进一步提高。  

(3)辅助仪器设备多。从农业部公布的快速检测产品

筛选验证结果中发现, 参与现场验证的快速检测产品检

测时均使用了辅助仪器设备, 有些为企业自制的小型设

备, 较适合在具有简单实验条件的场所使用[6-7]。然而, 快

速检测产品的使用者往往是执法检查人员或是基层检测

站的工作人员, 现场执法检查时往往都是在养殖池塘边, 

如果操作繁琐、所需辅助设备过多, 势必会影响方法的应

用和普及[37]。 

(4)不能实现多残留同时检测。我国水产品药物残留监

控的渔药种类繁多, 近年来, 对目标物的多残留检测是实

验室检测的研究热点, 对快速检测来说更是如此, 但现有

的快速检测方法难以满足多残留同时检测, 因此, 迫切需

要发展多残留同时检测的快速检测方法, 对性质相似或相

近的目标物采取同时检测, 这也是快速检测技术发展的更

高要求和目标[37,44]。目前, 市场上已开发出了用一种前处

理方法处理后便可同时检测 4种硝基呋喃类代谢物的快速

检测试纸条(卡), 填补了该项技术的空白, 但对于其他性

质相似药物的多残留快速检测技术及产品的研发仍有待进

一步研究。 

3.2  推广应用层面 

(1)快速检测产品未纳入国家标准体系, 存在监管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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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现场快速检测是一个新兴事物, 国家对食品安全快速

检测工作尚未形成有效的文件约束, 相当多的食品安全快

速检测产品并未纳入国家标准体系[8]。研究人员曾对 4 种

市售国产氯霉素快速检测产品进行质量验证, 结果发现有

2 种产品的最低检测浓度值与商标标识最低检出限不相 

符[40]。快速检测产品在长期运用过程中一直没有相关的国

家认定标准和具体的准入制度 , 导致快速检测产品生产 

企业鱼龙混杂, 生产规模、技术实力差距悬殊, 产品良莠 

不齐。 

(2)使用者的实验操作能力有待加强。在现场快速检测

中, 不但要求检测速度快, 而且要求准确, 要做到这两点, 

快速检测产品的使用者必须熟悉操作步骤, 因此, 提高快

速检测产品使用人员的操作熟练程度显得尤为重要。近年

来, 部分地区监管部门已经组织开展了快速检测产品使用

培训, 但是受时间、经费等条件的限制, 培训对象的覆盖范

围仍远远不能满足实际需求; 此外, 由于此类培训多为短

期培训, 加之使用者日常工作中很少使用快速检测产品, 

实际演练少, 培训效果也不尽理想[45]。 

(3)快速检测产品配套硬件条件配置不足。由于目前市

售的用于检测水产品中药物残留的快速检测产品多需使用

辅助设备, 较适合在具有简单实验条件的场所使用[40], 因

此, 有必要为水产品药物残留监管执法检查工作配备一定

的硬件实验条件, 如移动监测车等。然而, 目前我国多数地

区在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执法过程中仍采用“看、听、摸、

闻”等方式, 极少有为监管执法检查工作配置辅助实验手

段和设施, 辅助监管的配套硬件条件明显不足, 这也是快

速检测产品难以推广应用的原因之一。 

4  现场快速检测在水产品药物残留监管中的发

展建议 

当前现场快速检测的总体发展趋势为: 一是检测速

度越来越快, 检测灵敏度和集约化程度越来越高; 二是前

处理时间逐步缩短, 实验步骤简单易行; 三是配套开发相

关仪器 , 逐步实现智能化控制; 四是不断强化基础研究, 

以满足多残留检测的需要[9,23,44]。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 其

在水产品药物残留检测中的应用将越来越广。由于现场快

速检测可用于流通环节中对水产品市场准入的质量监控、

养殖企业(户)在养殖环节的自我监控以及行政管理部门的

执法者在现场执法检查中的初步判定等, 其在水产品药物

残留监管领域的应用前景十分巨大[37]。目前, 现场快速检

测在水产品药物残留日常监控中应用并不广泛, 究其原因, 

笔者认为该技术在研发和推广应用两个层面均有待于进一

步加强。 

4.1  技术研发层面 

随着现代生物技术、化学分析方法的不断成熟完善, 

很多相关技术如生物芯片[46,47]、传感器[48,49]、色谱法[9]、

活体生物法[50]等均已应用到现场快速检测技术和产品的

开发中, 这些技术的加入可为解决现场快速检测存在的检

测速度不快、准确度不高、辅助仪器设备过多以及不能实

现多残留同时检测等局限问题提供了有力的技术支持, 为

今后进一步扩展现场快速检测的应用范围提供了更广阔的

发展空间。 

4.2  推广应用层面 

一是探索建立快速检测产品推广应用机制, 消除监

管盲区。鉴于目前快速检测产品存在质量参差不齐、市场

秩序混乱等问题, 建议管理部门以已经启动的水产品中

药物残留快速检测产品筛选验证项目为抓手, 建立快速

检测产品备案管理机制, 定期向社会推荐稳定可靠的快

速检测产品, 探索将快速检测产品纳入国家或行业标准

体系 , 以此来推动快速检测技术及产品的规范化管理和

标准化应用。 

二是加强快速检测产品使用者实际操作能力的培训。

在水产品质量安全日常监管工作中, 快速检测产品的使用

者往往是执法检查人员或是基层检测站的工作人员, 因此, 

建议主管部门今后将培训重点放在基层快速检测产品实际

使用者上, 培训形式可以兼顾理论学习和实际操作两个方

面, 以便其更好的掌握快速检测方法。 

三是加强快速检测产品配套硬件条件建设。鉴于目前

市售的用于检测水产品中药物残留的快速检测产品较适合

在具有简单实验条件的场所使用 , 建议在渔业养殖企业

(户)密度较大的以村或镇建立一定比例的快速检测实验室, 

并在其中配备开展快速检测必备的实验仪器, 如小型离心

机、水浴锅等, 基层执法检查人员可从渔业养殖企业(户)

抽取样品后集中送至快速检测实验室进行检测; 同时, 配

备一定数量的移动监测车, 并在其中配备开展快速检测的

实验条件, 快速检测产品的应用将为移动式的质量安全监

管模式提供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5  小  结 

水产品质量安全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重大问题, 在

社会日益发展的今天, 民众对食品的安全问题越发重视, 

现场快速检测在水产品药物残留监管中将具有广阔的应用

前景。现场快速检测是当前食品安全监管不可或缺的重要

手段, 大力推广其在水产品药物残留监管中的应用意义重

大。但将水产品药物残留现场快速检测技术普及应用到管

理部门的日常监管、养殖企业(户)的自我监控以及百姓生

活中对食品的鉴别等方面, 还需要各方的高度关注和共同

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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