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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2013年西藏地区食品中总汞含量 
监测结果分析 

斯兰兰* 

(西藏自治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 拉萨  850000) 

摘  要: 目的  调查西藏地区食品中总汞含量, 提出消费警示, 为市场监管提供依据。方法  本文采用全自动

测汞仪测定食品中总汞, 样品无需做离线的湿化消解或复杂前处理, 可全自动直接进样。共采集拉萨市、林芝

地区、山南地区、日喀则地区、阿里地区市售 9大类 775份食品, 进行总汞检测并分析结果。结果  西藏地区

食品中总汞污染状况较轻, 超标率仅为 2.06%, 主要由汞污染事件引起, 其余食品均符合国家标准, 汞暴露健

康风险低。结论  西藏食品中总汞污染总体水平不高, 符合国家标准限量要求, 但需加强市售外地食品的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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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nitoring and analysis of the contents of total mercury in food in Tibet area 
2012~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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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total mercury level in food in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and put 

forward consumption warning, and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basis for market supervision. Methods  Total 

mercury in food were measured by automatic mercury analyzer. There was no need of wet digestion or complex 

pretreatments of sample, and automatic direct injection. A total of 775 samples of 9 categories were randomly 

collected from Lhasa, Nyingchi, Lhoka, Shigatse and Ngari Prefectures. The total mercury levels in these 

samples were detected and analyzed. Results  The contamination level of total mercury in food was low, and 

the unqualification rate of total mercury was only 2.06%, mainly caused by mercury pollution incident, the rest 

of the food was accord with national standard. The potential health risk from mercury exposure was low. 

Conclusion  The contamination levels of total mercury in common food of Tibet Autonomous Region are 

generally low. The total mercury level in most food is under the limit requirements of national standards. 

However,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for imported food should be further strengthen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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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汞(Hg)是一种毒性很强的重金属污染物, 在环

境中广泛分布, 通过污染食品被人所吸收, 并造成危

害。汞可在体内蓄积, 造成神经、心血管和免疫系统

损害, 还可通过胎盘、乳汁进入胎儿和婴儿体内, 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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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下一代的健康[1], 胎儿对汞暴露引发的损害可能更

为敏感, 他们发育中的大脑尤其易受影响[2]。无机汞

不容易被吸收故毒性小, 但即便如此, 在人体中也可

到达肾脏, 重者可出现急性肾功能衰竭[3], 而有机汞

特别是烷基汞容易吸收 , 毒性大 , 尤其是甲基汞 , 

90%～100%被吸收。但是由于受仪器和检测方法的

限制, 较少测定甲基汞。汞具有很强的迁移性、持久

性和高度的生物富集性, 是除了温室气体外惟一具

有跨国污染属性的重金属, 已被联合国环境规划署

列为全球性优先控制污染物[4]。 

目前测定食品中总汞的方法主要有分光光度法、

冷原子吸收分光光度法、石墨炉原子吸收法、原子荧

光光谱法、电感耦合等离子体原子发射光谱法

(ICP-AES)、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ICP-MS)等。

分光光度法是测定总汞的一种早期的方法, 国家理

化检验标准(GB/T 5009.17-2003)中选用的是二硫腙

比色法[5], 该法需用大量的三氯甲烷萃取, 操作繁琐, 

容易污染环境, 灵敏度较低, 抗干扰能力不足, 随着

仪器的发展, 逐渐被更为灵敏的仪器所替代。但就各

种仪器法来看, 从理论构造上到实践应用上都已经

相对成熟, 更多研究人员致力于对试样的前处理技

术的研究。国家标准《食品中总汞及有机汞的测定》
[6]中样品前处理为高压消解、微波消解和低温回流消

化等方法, 回流消化试剂用量大, 耗时长, 操作繁琐, 

对人员要求高。针对汞的易挥发性, 采用了微波消

解方法, 避免汞的损失, 结合固相萃取技术和流动

注射技术对痕量汞进行更好的富集和分离, 提高方

法的灵敏度和准确度[7]。高压和微波消解需要较昂

贵的仪器设备, 使用成本高, 都不太适合样品的简

单快速处理。 

综上所述, 这些检测方法均需对样品进行酸消

化前处理, 由于汞易挥发, 在样品消解过程中容易造

成损失。样品前处理同时增加了分析时间, 消耗了大

量的人力和试剂, 又不可避免地排放出高浓度的有

害气体, 易造成环境污染, 对操作人员健康不利。 

本文采用全自动测汞仪测定食品中总汞, 样品

无需做离线的湿化消解或复杂前处理, 可全自动直

接进样。该法基于冷原子吸收法测定汞的原理, 样品

从干燥分解到分析测定的全过程均在仪器中完成 , 

含汞废气经吸收液无害化处理后排放。该法准确度和

精密度极高, 灵敏度可达 0.01 ng, 并具有快捷、简

便、可靠、低污染等优点。 

本文对西藏地区采集的 775 份食品样进行了总

汞的监测分析。 

2  材料与方法 

2. 1  材  料 

在拉萨市、林芝地区、山南地区、日喀则地区、

阿里地区共采集食品样品 775份。 

2.2  方  法 

2.2.1  仪  器 

Milestone DMA-80 全自动测汞仪, 意大利;该方

法是基于高温分解(Thermal Decomposition)-汞齐化

捕 集 (Amalgamation)- 原 子 吸 收 光 谱 法 (Atomic 

Absorption Spectrophotometry)。 

2.2.2  试剂汞保存液 

称取 0.05 g 重铬酸钾(GR 级)溶于少量水中, 加 3 

mL 硝酸(GR级)用水稀释至 100 mL。 

汞标准使用液: 将 1.0 mg/mL汞标准溶液( 国家

标准物质研究中心) 经汞保存液稀释成 1.0 ng/mL、

2.0 ng/mL、3.0 ng/mL、4.0 ng/mL、5.0 ng/mL、6.0 

ng/mL、7.0 ng/mL、8.0 ng/mL、9.0 ng/mL、10.0 ng/mL

的汞标准使用液。现用现配。按仪器设置好的条件进

行分析, 仪器自动绘制标准曲线。 

2.3  检验方法 

2.3.1  样品预处理 

取样品的可食用部分一定量粉碎, 混匀, 备用。 

2.3.2  仪器条件 

催化炉最大起始温度(Max start T)250 ℃, 净化

时间(purge time P)60 s , 齐化加热时间(Amalgamator 

heating time H )12 s, 记录积分时间(Signal recording 

time R )30 s; 
加热升温控制程序如下: 加热可分为 4 个阶段, 

1阶段加热时间为 10 s, 温度为 200 ℃; 2阶段加热时

间为 1.0 min; 3 阶段加热时间为 1.5 min, 使温度从

200 ℃上升至 650 ℃; 4 阶段加热时间为 1.5 min, 温

度为 650 ℃, 保持 1.5 min, 目的是使样品在高温下

分解。  

2.3.3  样品测定  

先做空白试验, 然后称取适量样品 0.1000~0.2000 

g 混匀后的样品于处理好的样品舟中(清洗好的样品舟

事先置于马氟炉中 650  1 h℃ , 取出在干燥器中放凉, 

备用 ), 输入称样量 , 将系统和空白烧至吸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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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ght)0.003 以下, 按设定好的测定程序进行分析, 根

据标准曲线自动计算结果。 

2.4  质量控制 

每 批 样 品 带 质 控 样 品 , 标 准 参 考 物 质 : 

GBW08508-大米粉中汞成分分析标准物质, 以保证

实验数据的准确性。 

3  结果与分析 

3.1  线性范围及检出限  

对浓度 1.0 ng、2.0 ng、3.0 ng、4.0 ng、5.0 ng、

6.0 ng、7.0 ng、8.0 ng、9.0 ng、10.0 ng 按方法进行 6

次测定, 取平均值。相关系数 R>0.999。按本方法连续

测定 11次空白值, 求出方法检出限为 0.15 μg/kg。 

3.2  样品分析 

全区共采集 775 份不同类型的农产品和加工食

品样品, 其中拉萨市 500 份、林芝地区 95 份、山南

地区 85 份、日喀则地区 20份、阿里地区 75份。采

样地点主要为农贸市场、超市、商店、专营店。结果

见表 1。 

4  讨  论  

食品中总汞的检测方法主要有: 冷原子吸收光

谱法(CAA) 、氢化物原子荧光光谱法(AFS)、双硫腙

比色法(DSPM)等[8], 本文采用全自动测汞仪直接测

汞法测定各类食品中总汞含量, 该方法准确度和精

密度高 , 检测限可达 0.01 ng, 与国家标准方法

(GB/T5009.17-2003) 比较 , 解决了样品前处理过程

中的损失问题, 大幅缩短了食品中汞的分析周期。 

从结果可以看出: 共采集 9大类 775份样品, 根

据《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2[9]及 GB2762-94[10], 超标率仅为 2.06%, 

与 2007-2011年桂林市食品中汞监测情况的超标率相

比(桂林市各类食品汞超标率为 8.7%)[11]较低;与平顶

山市 2010 年 9 月-2011 年 5 月监测 357 份食品数据

结果相近(平顶山市各类食品汞超标率为 2.0%, 汞在

蔬菜和水产品中有污染超标现象)[12]。 

西藏地区食品中总汞污染状况较轻。蔬菜超标 3

份, 为红薯叶、卷心菜、折耳根, 合格率与广西环江县

相比(根茎类蔬菜 60%, 叶菜类蔬菜 70%)较高[13], 除水

产品外, 汞也可以通过含汞农药的使用和废水灌溉农

田等途径污染农作物和饲料, 造成谷类、蔬菜水果和动

物性食品的汞污染[14], 超标原因是非本地蔬菜、土壤污

染、运输污染还是储存污染待进一步监测分析, 有可能

是由于灌溉用水被工业污水污染, 本身地质条件含汞

以及农业使用的杀虫剂(含有机汞农药)进入土壤的汞, 

其不仅污染植物, 还可通过食物链危害人类和家畜产

品等, 因此农田和土壤中存在的汞污染需要引起重视, 

应该及时注意将工业园区和农田灌溉区隔离开来, 以

防止进一步的污染[15], 今后需多加关注。 

各类别食品以水产品汞含量均值较高, 其次为

茶叶和食用菌。从食品种类来看, 水产品含有汞含量

最高,但也在限量值以内, 符合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

限量。与 2009年大连市部分水产品汞监测结果(平均

值 36~280 μg/kg) [16]及江门地区水产品汞监测结果

(平均值 12.7~68 μg/kg)[17]相比较低。 

表1  各类食品总汞含量检测结果 
Table 1  The detection results of total mercury contents of all types of food 

样品 数量(份) 结果范围(µg/kg ) 平均值(µg/kg) 限量值(µg/kg) 超标份数 超标率% 

蔬菜 171 0.15～35 2.96 10 3 1.75 

食用菌 50 5.3～92.5 13.16 100 0 0 

婴幼儿配方食品 79 <0.15～17.5 0.97 20 0 0 

谷物 163 0.39～3.9 1.35 20 0 0 

坚果 61 1.0～10.2 2.93 --- 0 0 

乳类 86 <0.15～50 0.42 10 1 1.16 

水产品 20 6.4～66.9 25.72 300 0 0 

茶叶 35 3.8～150 16.21 --- -- --- 

饮料 10 <0.15～1.8 0.08 1 1 10 
＊婴幼儿奶粉 100 <0.15～660 24.18 20 11 11 

合计 775 <0.15～660 6.68 -- 16 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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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文献“2010 年江西省食品中汞污染监测及分

析”[18]、“石家庄市 2011年市售食品汞含量的调查”[19]

报道:肾是机体主要排泄器官, 汞及其化合物能对动

物多个组织器官产生危害, 主要蓄积在肾脏, 猪肾汞

含量均值, 远高于畜肉汞含量, 建议不宜过多食用此

类食品, 西藏群众喜食畜肉, 今后食品安全风险监测

需加强本地食品的监测, 特别是肉类及内脏。 

检测的婴幼儿奶粉有超标样品, 为 2012 年某品

牌奶粉汞污染事件, 此次为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时发

现。婴幼儿配方奶粉标准包括: 营养指标、维生素、

矿物质、卫生指标等, 但并未包含汞含量检测, 不同

于质检部门的主要任务是监测产品是否质量合格 , 

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是发现潜在的食品安全问题以及

可能的趋势, 为风险评估提供数据。事件发生后已及

时依法妥善处理。提示现在进藏交通便利, 物流发达, 

市售外地食品安全风险与内地无明显差异, 为防止

类似事件再次发生, 应继续加强市场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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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饮料酒质量与品质安全”专题征稿函 
 
 
 

饮料酒（白酒、啤酒、黄酒、葡萄酒、果露酒）工业是我国食品工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与人民物质生活

息息相关。近年来, 随着人们物质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 对饮料酒的品质要求也在不断提升, 好喝与安全已经

成为一种潮流与时尚。 

自 2007年开展“中国白酒 169计划”以来, 饮料酒行业的科学研究与技术进步取得了众多令人瞩目的成就, 

白酒品质进一步提升, 机械化在白酒行业得到应用; 黄酒普遍采用大罐发酵技术; 啤酒、葡萄酒质量日益提

升。然而, 近年来的塑化剂风波、勾兑门、农残门、年份门、致癌门等诸多事件或多或少地困扰着酒业发展, 饮

料酒质量与品质安全问题越来越得到社会和广大消费者的关注。 

鉴于此, 本刊特别策划了“饮料酒质量与品质安全”专题, 由江南大学生物工程学院 徐岩 教授 和 范文

来 研究员 共同担任专题主编, 围绕 饮料酒产业发展现状、饮料酒加工过程中质量控制与品质安全管理、饮

料酒质量检测标准、饮料酒中内源性与外源性有毒有害物质的检测方法、饮料酒包装材料等或您认为本领域

有意义 的问题展开讨论, 计划在 2015年 5月出版。 

鉴于您在该领域的成就, 本刊编辑部及 徐岩 教授 和 范文来 研究员 特邀请您为本专题撰写稿件, 以

期进一步提升该专题的学术质量和影响力。综述、实验报告、研究论文均可, 请在 2015年 4月 10日前通过

网站或 E-mail投稿。我们将快速处理并优先发表。 

投稿方式:  
网站: www.chinafoodj.com 

E-mail: tougao@chinafoodj.com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编辑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