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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目的  了解吉林省干制食用菌中重金属的含量水平。方法  在吉林省内 10 个地区的生产流通领域随

机购买 7 个种类的干制食用菌, 共收集 167 份样品, 对样品中铅、镉、总砷及总汞 4 种重金属元素的含量进行

测定, 根据 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进行评价。结果  167 份干制食用菌中重

金属含量总超标率为 3.6%。在 7 类干制食用菌中, 干制榛蘑中镉的平均含量最高为 0.166 mg/kg, 干制黄蘑中

总砷的平均含量最高为 0.075 mg/kg。结论  本次调查抽取的干制食用菌中大部分样品的重金属含量达到国家

标准要求, 应加强对超标干制食用菌的监测, 同时持续开展对干制食用菌中重金属的检测, 以确保食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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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alysis of heavy metal content in dried edible fungi in Jilin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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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To understand the heavy metal content in dried edible fungus in Jilin province. Methods 

Seven kinds of dried edible fungi were randomly selected from the production and circulation fields in 10 regions of 

Jilin province. A total of 167 samples were collected, and the content of lead, cadmium, total arsenic and total 

mercury in the samples were determined. The results were evaluated according to GB 2762-2012 National food safety 

standard-Limits of contaminants in food. Results  The total over-standard rate of heavy metals in 167 dried edible 

fungus was 3.6%. Among the 7 kinds of dried edible fungus, the cadmium content in the dried Armillaria mellea was 

highest with the average value of 0.166 mg/kg, and the average content of total arsenic in dried Sarcomyxa edulis was 

0.075 mg/kg. Conclusion  The heavy metal content of most dried edible fungus in this investigation meets the 

national standard. The monitoring of over-standard dried edible fungi should be strengthened, and the detection of 

heavy metals in dried edible fungi should be continuously carried out to ensure food safe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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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食用菌以其独特的风味、丰富的营养成分及生物活性

物质, 成为消费者喜爱的一种食品[1]。吉林省作为我国食

用菌主要生产地区之一, 食用菌品种丰富[2]。研究表明, 食

用菌对重金属的富集能力较强[3,4], 且食用菌对重金属的

富集与其生长环境、栽培技术及食用菌的品种相关[5]。随

着环境污染的加剧, 近年来食用菌中重金属超标的现象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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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严重[6-10]。有害重金属元素的污染通过食品进入人体后, 

干扰机体的正常功能, 给人体健康造成多方面的危害[11,12], 

而对于吉林省内生产流通的干制食用菌重金属含量和安全

状况的相关分析报道较少, 本研究于 2018 年对吉林省市

售干制食用菌中铅、镉、总砷、总汞含量进行检测和分析, 

为干制食用菌质量安全评价提供依据, 为干制食用菌的安

全食用提供参考。 

2  材料与方法 

2.1  样品采集 

干制食用菌, 购自吉林省长春市、吉林市、白山市、

辽源市、四平市、松原市、通化市、梅河口市、公主岭市

及延吉市 10 个地区的生产及流通领域, 随机抽取样品 167

份, 样品包括木耳、银耳、猴头菇、滑子蘑、黄蘑、榛蘑

及香菇 7 类常见干制食用菌。 

2.2  检测方法 

干制食用菌中铅、镉、总砷、总汞的检测方法及定量

限见表 1。 

 
表 1  铅、镉、总砷、总汞的检测方法及定量限 

Table 1  Detection methods and limits of quantitative of total 
arsenic, total mercury, lead and cadmium 

项目 检测方法 
定量限

/(mg/kg)

铅(以 Pb 计) 
GB 5009.12-2017 第一法石墨炉

原子吸收光谱法[13] 
0.04 

镉(以 Cd 计) GB 5009.15-2014[14] 0.003 

总砷(以 As 计) 
GB 5009.11-2014 第一篇  第一

法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谱法[15] 
0.010 

总汞(以 Hg 计) 
GB 5009.17-2014 第一篇  第一

法原子荧光光谱分析法[16] 
0.010 

 

2.3  分析依据 

依据 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

物限量》[17]对结果进行判定。限量指标对制品有要求的情

况下, 其中干制品中污染物限量以相应新鲜食品中污染物

限量结合其脱水率或浓缩率折算。脱水率或浓缩率可通过

对食品的分析、生产者提供的信息以及其他可获得的数据

信息等确定[17]。为统一标准, 对采集的 167 份干制食用菌

均采用 105 ℃干燥 4 h 的方法进行水分含量的测定, 以《中

国食物成分表》[18]中菌藻类食品中对应的水分计算其脱水

率, 在计算过程中进行折算。 

3  结果与分析 

3.1  质量控制 

为了保证测定结果的准确性, 在测定样品的同时对

已知浓度的铅、镉、总砷、总汞标准样品进行测定, 标准

品的测定结果符合要求, 确保了实验结果的准确可靠。 

3.2  总体检出情况分析 

在 167 份干制食用菌中 144 份有铅(以 Pb 计)检出, 检

出率 86.2%。镉(以 Cd 计)检出 167 份, 检出率 100%, 其中

5 份产品超标, 超标率 3.0%; 总汞(以 Hg 计)检出 83 份, 检

出率 49.7%; 总砷(以 As 计)检出 167 份, 检出率 100%, 其

中 1 份产品超标, 超标率为 0.6%。按 GB2762-2017《食品

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进行判定, 共有 6 份样

品超标, 总体的超标率为 3.6%。具体数据见表 2。 

由表 2 可知, 根据 GB 2762-2017 的判定要求, 干制食

用菌中铅和总汞的含量水平是安全的, 而干制食用菌中镉

和总砷的检出率较高, 且有超标样品, 本研究分析的 167

份干制食用菌样品中, 共有 6 份样品涉及镉或总砷的超标, 

其中标识生产企业吉林市的有 4 份样品, 白山市 1 份, 延

吉市 1 份。综合可知, 干制食用菌中含有重金属镉和砷是

普遍存在的现象, 由此对镉和总砷在不同种类干制食用菌

中的检测结果进行数据统计和分析。 

3.3  不同种类干制食用菌中镉和总砷的检出情况

分析 

对 167 份干制食用菌中镉和总砷含量以品种分类统

计其结果范围、平均含量及超标情况, 具体数据见表 3 和

表 4。 

 
 

表 2  干制食用菌中铅、镉、总砷和总汞含量 
Table 2  The content of total arsenic, total mercury, lead and cadmium in dried edible fungus 

项目 限量/(mg/kg) 结果范围/(mg/kg) 平均含量/(mg/kg) 检出率/% 超标率/% 

铅(以 Pb 计) 1.0 0~0.150 0.024 86.2 0 

镉(以 Cd 计) 
0.2 

(香菇 0.5) 0.0004~0.387 0.032 100.0 3.0 

总砷(以 As 计) 0.5 0.003~0.675 0.025 100.0 0.6 

总汞(以 Hg 计) 0.1 0.001~0.008 0.001 49.7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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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167 份干制食用菌中镉含量的检测结果 
Table 3  Detection results of cadmium content in 167 dried 

edible fungus 

样品类别 样品数/份 
结果范围 
/(mg/kg) 

平均含量
/(mg/kg) 

超标率
/% 

木耳 104 0.002~0.065 0.010 0 

榛蘑 22 0.007~0.387 0.166 22.7 

黄蘑 20 0.005~0.048 0.018 0 

香菇 11 0.0004~0.279 0.073 0 

滑子蘑 4 0.005~0.037 0.021 0 

银耳 4 0.005~0.017 0.010 0 

猴头菇 2 0.015~0.042 0.028 0 

 
从表 3 可以看出, 5 份涉及镉含量超标的样品全部为

干制榛蘑, 干制榛蘑中镉含量的超标率为 22.7%, 干制榛

蘑中镉的平均含量为 0.166 mg/kg, 远远超过了总平均含量

(0.032 mg/kg)。镉在不同种类的干制食用菌中的富集能力

是不同的, 在干制榛蘑中的富集能力明显强于其他种类的

干制食用菌。 

 
表 4  167 份干制食用菌中总砷含量的检测结果 

Table 4  Detection results of total arsenic content in 167 dried 
edible fungus 

样品类别 样品数/份 
结果范围
/(mg/kg) 

平均含量
/(mg/kg) 

超标率
/% 

木耳 104 0.003~0.053 0.017 0 

榛蘑 22 0.009~0.082 0.024 0 

黄蘑 20 0.009~0.675 0.075 5.0 

香菇 11 0.006~0.050 0.025 0 

滑子蘑 4 0.003~0.028 0.013 0 

银耳 4 0.006~0.027 0.013 0 

猴头菇 2 0.011~0.014 0.012 0 

 
从表 4 可以了解到总砷虽然在干制食用菌中普遍存

在, 但平均含量较低, 在干制黄蘑中有 1 份样品总砷超标, 

干制黄蘑中总砷的超标率为 5.0%, 干制黄蘑中总砷的平均

含量为 0.075 mg/kg, 高于总平均含量(0.025 mg/kg)。 

4  讨论与结论 

本次研究分析对吉林省 10 个地区的生产流通领域的

7 种干制食用菌的铅、镉、总砷、总汞 4 种重金属元素的

含量进行检测, 结果表明, 干制食用菌中普遍含有铅、镉、

总砷及总汞 4 种重金属, 但重金属含量总体处于较低水平, 

质量安全状况良好, 食用相对安全。 

从不同种类干制食用菌中镉和总砷检出情况来看 , 

干制黄蘑对砷的富集能力较强, 不同价态的砷毒性不同, 

对超标的样品应进行形态分析, 以确定其食用的安全性; 

干制榛蘑对重金属镉有较强的富集能力, 镉的超标率相

对其他 3 种重金属较高, 说明镉污染是影响干制食用菌

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干制食用菌中镉含量较高, 可能是

因为菌类在生长过程中对环境中的镉有一定的富集作用, 

也可能是生长环境中镉的本底含量较高或生长环境被镉

污染[19,20]。 

目前, 吉林省干制食用菌中重金属含量水平总体是

安全的, 但随着消费者对食用菌的需求逐年递增, 应重视

食用菌中铅、镉、总砷、总汞污染的问题, 特别是镉的污

染。总之, 为了保障消费者的食品安全, 监管部门应加强

对干制食用菌质量安全的监督, 特别是干制榛蘑中镉元素

富集的问题, 同时消费者也应增强食品安全意识, 积极学

习相关食品安全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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