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燕窝进口安全因素风险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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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文依据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和我国卫生部门规定和认可的食品安全风险分析原理和程序, 按照风

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对从印度尼西亚进口的燕窝进行了系统风险分析。通过对 2013~2015 年进口的

部分燕窝样品进行危害因素监测, 结合燕窝中可能存在的动物卫生和公共卫生风险、有毒有害物质风险以及燕窝

加工过程中的二次污染风险进行分析, 认为禽流感病毒、沙门氏菌、致病性大肠杆菌、亚硝酸盐和染色剂等危

害属于高风险危害, 铅、镉、砷、汞等重金属以及二氧化硫危害属于低风险危害。通过综合考虑燕窝风险分析

结果、印尼产地的燕窝卫生控制体系情况和我国及世贸的相关规定, 对燕窝进口提出了合理化的控制风险的措

施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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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Using the principles and procedures of food safety risk analysis approved by Codex Alimentarius 

Committee and Ministry of Health of China, this article conducted the systemic risk analysis on edible bird’s nest 

(EBN) imported from Indonesian with steps of risk assessment, risk management and risk communication. Some 

samples of edible bird’s nest imported during the years 2013~2015 were monitored. Based on analyzing the risk of 

animal health and public health, risk of toxic and harmful substances and the bird's nest secondary pollution in the 

process, avian influenza virus, Salmonella, pathogenic Escherichia coli, nitrite and stains were considered as high 

risk hazards, while lead, cadmium, arsenic, mercury and other heavy minerals and sulfur dioxide were considered as 

low risk hazards. Based on the results of risk analysis and health control system of Indonesia bird's nest,  and the 

related regulations of Chinese and WTO, reasonable risk control measures were proposed for its safe impor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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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  言 

燕窝是金丝燕在繁殖的季节用唾液及其绒羽筑建而

成的窝巢, 具有丰富的营养和药用价值[1]。按来源可分为

屋燕、洞燕; 按颜色分为白燕、红燕[2]。据印度尼西亚燕 

窝协会估算, 印度尼西亚生产的燕窝占全球燕窝总产量的

70%, 中国燕窝消费市场每年达 400 t以上, 约占全球消费

总量 80%[3]。中国是燕窝纯进口国, 主要从印度尼西亚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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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西亚进口。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燕窝主要生产国, 本研究以印尼

燕窝作为研究对象, 对其进口检验安全因素进行系统性的

风险分析, 从而明确进口检验存在的主要风险; 并根据风

险分析的结果, 结合印尼燕窝卫生控制体系情况和我国及

世贸的相关规定, 提出合理化的风险控制措施。本研究对

国内外有关燕窝风险进行了综合分析, 对促进和提高我国

进口燕窝检验检疫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具有重要意义。 

2  安全监测结果 

鉴于目前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致病菌限

量》、《食品中污染物限量》、《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

等)都未规定燕窝中致病菌、污染物与农药的限量[4,5], 卫生

部仅于 2012年 2月颁布了《关于通报食用燕窝亚硝酸盐临

时管理限量值的函》[6], 进口燕窝检验检疫目前只能参照

现有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普遍性规定。在 2013~2015 年, 

对 82 个燕窝样品进行了沙门氏菌和致病性大肠杆菌监测, 

共检出沙门氏菌阳性 2批, 致病性大肠杆菌2批, 检出率分

别为 2.4%; 对 112个燕窝样品进行了铅、镉、砷、汞的含

量监测, 仅检出 1批铅超标, 1批镉超标, 0批砷超标, 2批

汞超标, 检出率分别为 0.9%、0.9%、0%和 1.7%; 对 779

个燕窝样品进行亚硝酸盐含量监测, 共有 68批次燕窝亚硝

酸盐含量超标 , 超标率为 8.7%, 血燕的超标率甚至达

100%; 对 150 个燕窝样品进行二氧化硫含量监测, 不合格

率为 0%。 

 
表 1  进口印尼燕窝样品安全监测结果 

Table 1  Results of safety monitoing in Indonesia  
bird's nest imported 

监测项目 样品总数 不合格数 不合格率(%) 

亚硝酸盐 779 68 8.7 

沙门氏菌 82 2 2.4 

致病大肠杆菌 82 2 2.4 

铅 112 1 0.9 

镉 112 1 0.9 

砷 112 0 0 

汞 112 2 1.7 

二氧化硫 150 0 0 

 

3  安全因素风险分析 

通过开展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交流, 对进口印

尼燕窝进行风险分析。 

3.1  风险评估 

对燕窝的形成、加工和储存全过程进行风险评估, 为

下一步实施风险管理提供依据。 

3.1.1  禽流感 

根据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通报, 目前印尼仍属于禽

流感疫区。禽流感病毒可感染包括家禽、野禽和迁徙鸟在

内等多种禽类[7]。印尼官方开展的动物疫情监测中, 也曾

在野生燕子身上检出禽流感病毒。禽流感病毒可引起禽类

的呼吸器官或全身性感染, 高致病性禽流感可直接或间接

感染人类[8]。进口燕窝一旦含有禽流感病毒, 在运输和储

存过程中仍极有可能传播禽流感疫情, 给我国消费者健康

和动物卫生构成严重威胁。结合保障安全的重要性和国际

监管惯例, 我们认为在印尼官方提供更充分证据排除燕窝

携带禽流感病毒的可能性前, 有必要将印尼燕窝中禽流感

病毒列为高风险危害。 

3.1.2  沙门氏菌与致病性大肠杆菌 

金丝燕的筑巢过程难以避免地使燕窝中含有羽毛、小

草、粪便和其他杂质, 燕窝中含有高蛋白, 加上洞穴和燕窝

屋潮湿温暖的环境, 有利于微生物的生长繁殖, 因此燕窝

中有可能存在致病性大肠杆菌与沙门氏菌等致病性微生

物。人们如果摄入了含有大量上述致病菌的燕窝产品, 就

会引起细菌性感染, 在毒素的作用下发生食物中毒。结合

安全监测检出率为 2.4%的情况, 我们认为燕窝中沙门氏菌

和致病性大肠杆菌属于高风险危害。 

3.1.3  重金属污染 

 金丝燕因衔食海中小鱼、海藻等生物, 可能受到污

染海域的有毒有害物质侵害, 但有毒有害物质的残留应该

主要在肝脏和肾脏, 并不会随喉部分泌出来的粘液进入燕

窝。金丝燕筑巢在山洞的岩壁上, 称之为洞燕。洞燕燕盏

的附着面为天然的岩壁, 岩壁内部的矿物质会经燕窝与岩

壁的接触面或经岩壁的滴水, 慢慢的渗透到燕窝内。虽然

有很多矿物质是对人体有益, 但也有些对人体有害尤其是

重金属类的矿物质如铅, 汞、砷, 对人体健康危害甚大。 

目前, 我国食品重金属残留限量国家标准规定铅含

量最高(豆类)为 0.2 mg/kg; 砷含量最高(粮食)为 0.2 mg/kg; 

镉含量最高(水果)为 0.03 mg/kg; 汞在我国蔬菜中的检出

率较高, 我国现行食品卫生标准和无公害食品规定的最低

限量为 0.01 mg/kg[9]。依照上述判定标准, 对 112个燕窝样

品进行了铅、镉、砷、汞的含量监测检出率分别为 0.9%、

0.9%、0%和 1.7%。 

考虑到印尼的燕窝以屋燕为主, 屋燕是金丝燕筑巢

在人工搭建的燕屋内, 燕窝的附着面为木板, 金属元素超

标隐患相对洞燕较低, 结合上述监测结果, 我们认为燕窝

中铅、汞、砷、镉属于低风险危害。 

3.1.4  亚硝酸盐 

 亚硝酸盐是亚硝酸钠和亚硝酸钾的总称, 通常主要指

亚硝酸钠[10]。从印尼屋燕的养殖和经营传统来看, 为了吸引



2142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第 7卷 
 
 
 
 
 

 

燕子到燕屋中筑巢, 一般情况下不会扫除燕屋中的粪便。随

着粪便累积, 含氮有机物在有氧条件下转化为亚硝酸盐。不

同投产年限燕屋中粪便的亚硝酸盐含量见图 1, 由图 1可知, 

投产年代越久的燕屋中粪便的亚硝酸盐含量越高。 

 

 
 

图 1  不同投产年限燕屋中粪便的亚硝酸盐含量(mg/kg) 

Fig. 1  Nitrite content of faeces in edible bird’s nest with different 
production years(mg/kg) 

 
亚硝酸盐在我国有严格的使用规定, 只允许作为护色

剂用于肉类制品中, 且有防止肉毒中毒的作用[11], 人中毒量

为 0.3~0.5 g, 致死量为 3 g, 食入过量严重可导致呼吸衰竭

而死亡, 儿童只需成人的 1/5~1/3 的量就可以导致中毒或死

亡[12,13]。另有研究表明[14,15], 亚硝酸盐能够透过胎盘进入胎

儿体内, 对胎儿有致畸作用, 5 岁以下儿童发生脑癌的相对

危险度增高与母体经食物摄入亚硝酸盐量有关。徐敦明等[16]

对 432个白燕样品进行亚硝酸盐含量检测, 90%的样品亚硝

酸盐含量在 30 mg/kg 以下; 结合对燕窝亚硝酸盐含量进行

暴露评估研究, 提出安全含量建议为 30 mg/kg。 

2012年, 卫生部《关于通报食用燕窝亚硝酸盐临时管

理限量值的函》(卫监督函〔2012〕62 号)规定食用燕窝亚

硝酸盐临时管理限量值为 30 mg/kg。对 779个燕窝样品进

行亚硝酸盐含量监测超标率为 8.7%, 其中血燕的超标率为

100%, 我们认为燕窝中亚硝酸盐危害为高风险危害。 

3.1.5  漂白剂(二氧化硫) 

在食品加工中, 常利用二氧化硫和亚硫酸盐类的还

原性和漂白性, 来改善食品外观品质 [17]。一旦使用过量后, 

二氧化硫残留超标生成具有腐蚀性的亚硫酸、硫酸和硫酸

盐 , 从而损害支气管和肺 [18], 进而可以诱发呼吸道炎症
[19]。据报道[20], 有些不法企业在燕窝加工过程中非法使用

二氧化硫或亚硫酸盐以达到贸易欺诈目的。目前我国还没

有专门制定燕窝的二氧化硫残留量限量的标准, 一般采用

中药材标准(150 mg/kg)来判定[21]。对 150个燕窝样品进行

二氧化硫含量监测含量均远低于 150 mg/kg, 因此我们把

燕窝中二氧化硫危害列为低风险危害。 

3.1.6  染色剂 

我国 GB 2760《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中所规定的着

色剂都不被允许使用在燕窝及其产品中[22]。2011年 8月浙

江工商部门抽样检测了的血燕, 其亚硝酸盐全部严重超标, 

最高超标 350 倍。报道称[23], 非法使用亚硝酸盐等化学物

质以对所谓“血燕”等燕窝产品进行发色、护色和保鲜的可

能性极大。工业用的染色剂不但性质稳定、色泽鲜艳且价

格低廉, 常被不法分子用于食品的染色。大量的研究报告

指出[24], 几乎所有的合成色素都不能向人体提供营养物质, 

某些合成色素甚至会危害人体健康。危害包括一般毒性、

致泻性、致突性(基因突变)与致癌作用。血燕造假所使用

何种染色剂目前尚未有公开资料, 给检测调研带来一定的

不确定性, 我们把染色剂危害暂列为高风险危害。 

3.2  风险管理 

经上述风险评估确定燕窝中高风险危害为禽流感等

动物疫情、致病性大肠杆菌和沙门氏菌等致病菌、亚硝酸

盐和染色剂等有毒有害物质; 认为重金属污染和漂白剂污

染属于低风险危害。本研究给出风险管理措施如下:  

3.2.1  禽流感的控制 

OIE《陆生动物卫生法典》[25]10.4.26款规定肉类中禽

流感病毒灭活方法是以中心温度 70 ℃加热 3.5 s, 该方法

可以成功灭活肉类中的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且并不会对燕

窝的品质有明显影响, 因此可在燕窝加工环节增加相应的

工艺要求。 

3.2.2  沙门氏菌与致病性大肠杆菌的控制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认为, 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

(HACCP)体系是迄今为止控制食源性危害最经济有效的手

段。考虑到保持燕窝品质的要求, 无法通过高温处理的方

式杀菌, 建议通过加强加工厂卫生控制、加强产地检测和

进口口岸监测等途径控制。 

3.2.3  亚硝酸盐和染色剂的控制 

燕窝的形成过程是导致亚硝酸盐产生的主要原因 , 

但一般处于我国临时限量标准的可接受范围内, 人为添加

亚硝酸盐和染色剂是导致危害形成的主要有原因。建议通

过规范燕窝屋和加强工厂管理、强化产地和进口口岸检验

等措施予以控制。另外, 在印尼方未有有效措施确保“血

燕”安全之前, 不允许“血燕”进口。 

3.2.4  重金属和漂白剂的控制 

鉴于重金属和漂白剂的污染属于低风险危害, 可通

过加强工厂管理和产地检验加以控制。 

3.3  风险信息交流 

在进行风险评估和提出风险管理措施的过程中, 与

有关各方人员进行了充分的交流和磋商, 包括中国和印尼

官方监管部门、印尼燕窝协会、印尼燕窝生产者代表、燕

窝进出口商、消费者代表、食品安全管理专家、食品检测

技术专家和风险管理研究专家等, 上述风险评估结果和风

险管理措施得到了持续关注和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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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讨论与建议 

食品安全风险分析是世界卫生组织制定食品安全标

准和监管措施的依据[26], 我国《食品安全法》[27]也对食品

安全风险评估及其结果的利用做出明确规定, 这表明我国

的风险评估已进入法制轨道。按照目前的发展趋势, 风险

分析很可能成为将来制定食品安全标准与政策的依据以及

解决食品安全事件的总模式[28]。 

本研究虽然已经充分考虑了燕窝即作为食品又属于

禽类产品的特性, 也考虑了其形成环境和加工过程中的各

种可知危害因素, 但不能排除有其他未知的危害因素。建

议在机制建设和队伍建设上加大投入力度, 设立专门负责

风险分析的机构及组织, 培养和建立包括相关学科、代表

广泛利益的专业人才队伍[29]。另外, 按照《食品安全法》

的规定, 尚无食品安全国家标准的食品进口时, 应尽快制

定食品安全国家标准[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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