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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省农贸市场兽药残留风险清单研究 

蔡若纯, 刘海虹, 申超群, 邓皇翼, 钟海鹰, 雷  毅* 

(广东省食品检验所, 广州  510435) 

摘  要: 目的  调查广东省农贸市场动物性食品的质量安全状况, 探索基于“清单式”风险管理的农贸市场食

品安全监管新模式。方法  以广东省为例, 对农贸市场动物性食品风险品种开展针对性抽检, 抽检范围覆盖

21 个地级市, 采用标准方法对 17 项兽药残留进行检测, 并根据农业部规定的动物性食品中药物残留标准限量

判定从而识别风险因子, 形成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风险清单。结果  抽检样品共 212 批次, 检出兽药残留问题

样品 55 批次, 问题样品发现率为 25.94%, 主要问题样品类别为鱼类、贝类、虾类等水产品和蛋类。其中鱼类

检出主要风险因子为孔雀石绿、氯霉素、硝基呋喃代谢物, 虾类为氯霉素和硝基呋喃类代谢物, 贝类为氯霉素, 

蛋类为氟苯尼考。结论  通过对兽药残留风险因子进行分析, 初步构建农贸市场兽药残留风险清单, 为提高食

品安全监管的针对性和靶向性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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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sk lists of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in farmers' markets of  
Guangdong province 

CAI Ruo-Chun, LIU Hai-Hong, SHEN Chao-Qun, DENG Huang-Yi, ZHONG Hai-Ying, LEI Yi* 

(Guangdong Institute for Food Inspection, Guangzhou 510435,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animal-derived food in the farmers' markets in 

Guangdong province, and to explore a new model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in the farmers' market based on 

“list-based” risk management. Methods  Taking Guangdong province as an example, the risk varieties of 

animal-derived food were targeted sampled from farmers' markets, covering 21 prefecture-level cities. Totally 17 

categories of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were tested by standard methods, and risk factors were identified according to 

the standard limits of drug residues in animal-derived foods regulated by the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to form a risk 

list of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farmers' markets. Results  A total of 212 samples were sampled and 55 batches 

of veterinary drug residue problem samples were detected. The detected rate of problem sample was 25.94%. The 

main problem samples were fish, shellfish, shrimp and other aquatic products and eggs. The main risk factors for fish 

were malachite green, chloramphenicol and nitrofuran metabolites, for shrimps were chloramphenicol and nitrofuran 

metabolites, for shellfish was chloramphenicol, and for eggs was florfenicol. Conclusion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risk factors of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the list of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risk in the farmers' markets is initially 

constructed, providing scientific basis for improving the pertinence and targeting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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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广东是食用农产品生产和消费大省, 《中国食品安全

发展报告》指出食用农产品的安全问题依然突出[1]。近年

来,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动物性食品摄入量也逐渐

增加, 而畜牧业和与渔业日益趋向规模化、集约化的发展, 

使兽药残留问题日益凸显, 成为动物性食品质量安全最大

安全风险隐患[2,3]。兽药残留通过食物链在人体内蓄积后会

使人体产生不良反应, 如: 过敏反应、毒副作用和致畸、

致突变和致癌作用, 给人体带来危害。动物体内的兽药残

留, 也通过整个自然系统的循环而间接对环境造成污染和

蓄积, 进而导致兽药在动物食品中的再残留, 兽药残留给

人体和环境带来的安全风险不容忽视[46]。 

食品安全法实施以来,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将监管重心聚

焦于安全风险, 针对近年来不断暴露的食品安全问题, 开展

了一系列专项抽检风险监测, 实施及时有效的风险管理, 取

得了一定的成效[7]。随着风险管理体系逐步建立[8], 风险监测

工作日趋常态化, 食品安全监管任务日益繁重, 如何将有限

的监管资源更多地集中于高风险的产品和渠道, 最大化实现

监管资源优化配置, 成为食品安全监管工作的重点和难点[9]。 

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菜篮子”的安全, 提升食品安全

监管效能, 本研究以广东省 119 家农贸市场为代表, 针对

风险品种中兽药残留情况开展调查及风险分析, 对风险项

目及品种进行分析汇总形成风险清单, 以期为农贸市场的

食品安全监管提供科学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剂、材料与仪器 

乙腈、甲醇、乙酸乙酯(色谱纯, 德国默克公司); 2-硝

基苯甲醛(色谱纯, 上海麦克林生化科技有限公司); 甲酸 

(质谱级, 美国费希尔 Fisher 公司); 正己烷、冰乙酸、二氯

甲烷、异丙醇、二甲亚砜(色谱纯, 天津市康科德科技有限

公司); 无水硫酸钠、氢氧化钠、盐酸、三羟甲基氨基甲烷、

氯化铵、氯化钠、氨水、磷酸氢二钾(分析纯, 广州化学试

剂厂); 乙酸铵(色谱纯, 美国费希尔 Fisher 公司)。 

Oasis 阳离子交换柱(美国 Waters 公司); 中性氧化铝

柱(天津博纳艾杰尔科技有限公司)。 

ACQUITY 超高效液相色谱-Xevo TQ-S 三重四级杆

质谱(美国 Waters 公司); ACQUITY 超高效液相色谱-Xevo 

TQ-S micro 三重四级杆质谱(美国 Waters 公司); 多孔涡旋

振荡器(上海 ANPEL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ROUTINE 高速

冷冻离心机(美国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公司)。 

2.2  检测对象 

本研究针对 2018 年广东省农贸市场消费量大、社会

关注度高的动物性食品, 选取近年来被多次检出含有禁用

药物或限用药物残留超标的水产品及畜禽蛋类作为研究对

象。抽检动物性食用农产品共 212 批次, 其中水产品 155

批次、禽肉类 15 批次、畜肉类 22 批次和蛋类 20 批次。抽

样覆盖全省 21 个地市共 119 家农贸市场, 均匀分布全省各

个地区, 表 1 为本次农贸市场抽样品种及地区分布情况。 

2.3  检测项目、检测方法及判定标准 

检测兽药残留项目共 17 个, 具体为氯霉素、孔雀石

绿、硝基呋喃类代谢物、瘦肉精、金刚烷胺、氟苯尼考、

喹乙醇代谢物、喹诺酮类、磺胺类等, 各项目的检测方法、

判定依据见表 2。 

2.4  统计学分析 

本文采用 SPSS 19.0 对实验结果进行显著性差异分析, 

对不同品种和不同项目中兽药残留问题样品发现率的差异

性采用卡方检验或 Fisher 精确检验 ,  显著性差异水平 

 
 

表 1  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抽样分布情况 
Table 1  Distributions of samples from farmers ' markets  

片区 贝类/批次 虾类/批次 鱼类/批次 禽类/批次 畜类/批次 蛋类/批次 小计/批次 比例/% 

粤东 20 13 10 6 6 6 61 28.77 

粤北 11 8 19 4 3 6 51 24.06 

粤西 11 8 12 5 3 4 43 20.28 

珠三角 14 15 14 5 4 5 57 26.89 

合计 56 44 55 20 16 21 212 1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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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检测方法和判定标准 
Table 2  Detection methods and determination criteria 

检测项目 检测标准 检测对象 检出限/(μg/kg) 判定标准 

氯霉素 GB/T 22338[10] 水产品 0.1 农业部 235 号公告 

孔雀石绿* GB/T 19857[11] 鱼类 0.5 农业部 235 号公告 

呋喃西林代谢物 GB/T 21311[12] 
水产品 

0.5 农业部 235 号公告 

呋喃唑酮代谢物 GB/T 21311[12] 0.5 农业部 560 号公告 

氟苯尼考 GB/T 22338[13] 蛋类 0.1 农业部 235 号公告 

金刚烷胺 DB32/T 1163[14] 禽肉 2.0 农业部 560 号公告 

喹乙醇代谢物 GB/T 20746[15] 鱼类、禽肉 2.0 整顿办函〔2011〕1 号 

瘦肉精* GB/T 22286[16] 畜肉 0.5 整顿办函〔2010〕50 号 

磺胺类 GB/T 21316[17] 畜肉 50 农业部 235 号公告 

喹诺酮类* GB/T 20366[18] 
GB/T 21312[19] 

鱼类、虾类、 

禽畜肉、蛋类 

1.0(定量限) 

恩诺沙星: 3.0(定量限) 

氧氟沙星: 3.0(定量限) 

农业部 235 号公告、 

农业部公告第 2292 号 

注: *孔雀石绿以孔雀石绿和隐性孔雀石绿之和计, 瘦肉精包括盐酸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沙丁胺醇, 喹诺酮类包括恩诺沙星(以恩诺

和环丙沙星之和计)、氧氟沙星、培氟沙星、沙拉沙星、诺氟沙星、二氟沙星。 
 

P<0.05 表明有统计学意义。统计平均值时, 当“未检出”数

据比例＜ 60%时 , 未检出数据用 1/2 检出限 (limit of 

detection, LOD)值替换; 当未检出数据比例≥60%时, 则用

LOD 值替换。17 个项目“未检出”数据比例均≥60%, 用

LOD 值替换。 

3  结果与分析 

3.1  总体情况 

本研究选取 119 家农贸市场, 针对性抽检销量大、关注

度高的动物源性食用农产品共 212 批次, 检测兽残项目 17

个。检出兽药残留超标 55 批次 , 问题样品发现率为

25.94%(55/212), 合格率为 74.06%(157/212)。从检测结果来

看, 广东省农贸市场动物源性食用农产品的主要问题品种为

花甲、黄骨鱼、草鱼、罗氏虾等水产品及鸡蛋。其中贝类的

主要问题项目为氯霉素, 鱼类的主要问题项目为孔雀石绿氯

霉素、硝基呋喃代谢物及喹诺酮类, 虾类的主要问题项目为

氯霉素及硝基呋喃代谢物, 蛋类主要问题项目为氟苯尼考。 

3.2  不同食品类别检出情况 

本研究共抽检 212 批次动物性食用农产品, 包括 155

批次水产品, 20 批次畜肉, 15 批次禽肉及 20 批次蛋类。检出

问题样品共 55 批次, 其中水产品问题样品发现率最高, 为

33.55%; 蛋类样品问题样品发现率为 15.00%; 禽畜肉问题

样品发现率为 0, 各食品大类抽检结果详见表 3。水产品兽

药残留现象最为突出 , 其中贝类问题样品发现率最高 , 

47.27%; 其次，鱼类问题样品发现率为 35.71%; 虾类问题样

品发现率为 13.64%。由卡方检验结果可知, 不同品种的问

题样品发现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²=33.48, P=0.000＜0.05)。 
 

表 3  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各大类抽检结果 
Table 3  Detection results of all kinds of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from farmer's markets 

食品大类 食品细类
样品数

/批次

问题样品数 

/批次 
问题样品发现率

/% 

水产品

贝类 55 26 47.27（26/55）

鱼类 56 20 35.71 (20/56) 

虾类 44 6 13.64 (6/44) 

禽肉 鸡肉 15 0 0 (0/15) 

畜肉 猪肉 22 0 0 (0/22) 

蛋类 鸡蛋 20 3 15.00 (3/20) 

合计 212 55 25.94 (55/212) 

 

3.3  不同检测项目检出情况 

检测兽残项目共计 17 个, 检出项目有 8 个, 其余项目

均未检出问题样品。问题项目包括氯霉素、孔雀石绿、硝

基呋喃代谢物(呋喃西林代谢物和呋喃唑酮代谢物)、氧氟

沙星、喹乙醇代谢物及恩诺沙星, 检出情况分布如表 4 所

示。氯霉素在多种水产品中均检出有残留, 共检出 33 批次

问题样品, 问题发现率最高, 为 21.29%; 其次为孔雀石绿, 

16.07%, 说明传统渔药滥用问题依然存在。氟苯尼考问题

发现率为 15.00%(3/20), 可见蛋类中氟苯尼考残留问题也

比较突出。根据 Fisher 确切概率检验结果可知, 不同兽残

项目问题发现率之间的显著性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²=110.900, P=0.000＜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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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4  兽药残留项目检出情况 
Table 4  Detection results of veterinary drug residue items 

检出项目 
总份数 

/批次 

问题样品 

份数/批次 

问题样品 

发现率/% 

主要问题 

品种 

氯霉素 155 33 21.29 

花甲、蛏子、

黄骨鱼、对虾、

基围虾 

孔雀石绿* 56 9 16.07 黄骨鱼、草鱼

氟苯尼考 20 3 15.00 鸡蛋 

氧氟沙星 137 4 2.92 鲈鱼、黄骨鱼

硝基呋喃代谢物* 310 5 1.61 草鱼、罗氏虾

喹乙醇代谢物 71 1 1.41 草鱼 

恩诺沙星* 157 1 0.64 多宝鱼 

*注: 孔雀石绿检测结果以孔雀石绿和隐性孔雀石绿之和计, 恩

诺沙星检测结果以恩诺沙星和环丙沙星之和计, 硝基呋喃代谢物

包括呋喃西林代谢物和呋喃唑酮代谢物。 
 

3.4  农贸市场兽药残留风险因子 

对农贸市场不同食品类别的兽药残留风险因子汇总

如表 5 所示, 可见同一食品类别的风险因子分布集中, 其

中影响水产品安全的风险因子主要为孔雀石绿、氯霉素、

硝基呋喃代谢物和喹诺酮类药物, 影响蛋类安全的风险因

子主要为氟苯尼考。 

在鱼类风险因子中, 孔雀石绿、氧氟沙星、氯霉素和硝

基呋喃类代谢物均为禁用兽药, 根据农业部规定均不得添加, 

本次检出平均值分别超出检出限值的 19、59、91 和 7 倍, 检

出问题样品占比分别为 42.86%、19.05%、14.28%和 14.28%, 

表明鱼类禁用兽药违规残留风险较高。贝类问题样品全部为

氯霉素超标, 最高检出值为 1375 μg/kg, 高于检出限 1 万倍以

上, 在 26 批次贝类氯霉素超标中, 含量在 1000 µg/kg 以上的

共 2 批次, 含量在 100 µg/kg 以上的共 5 批次, 氯霉素超标

量较高涉嫌经营者主观违法。虾类主要风险因子为氯霉素和

硝基呋喃类代谢物, 检出平均值相对较低。蛋类主要检出氟

苯尼考超标, 占蛋类问题样品的 100%, 农业部第 235 号公

告特别规定产蛋鸡产蛋期间禁止使用氟苯尼考, 本次监测

最高检出值为 63.0 μg/kg, 高于检出限 600 倍以上, 说明饲

养员未注意产品上市前及时停药, 导致蛋中氟苯尼考残留。 

本次农贸市场抽检覆盖 37 个品种, 共检测项目 17 个, 

对问题发现率较高的风险品种及其风险因子进行汇总, 形

成农贸市场兽药残留风险清单, 如表 6 所示。风险清单中

的风险品种仅占所有抽检品种的 27.03%(43/212), 但问题

发现率达到 54.43%, 高于总问题发现率 2 倍以上。根据卡

方检验结果可知, 风险清单中风险品种与本次抽检所有品

种的问题发现率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²=20.911, P=0.000

＜0.05), 可见风险清单的建立和执行有利于提高食品监督

抽检的针对性和靶向性。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对广东省农贸市场动物性食品风险品种进行针

对性抽检, 兽药残留问题样品率为25.94%(55/212), 与随机性

监督抽检结果相比明显较高, 高于广东省 2018 年食用农产品

监督抽检兽药残留的不合格率 2.4%[20], 及全国 2016~2017 年

食用农产品不合格率 3.1%[21]和 2.4%[22]。近年来, 农业部十分

重视兽药残留的安全监管, 加强了兽药抽检力度, 部分兽药

检出率逐年下降, 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总体向好[23,24], 然而

水产品及蛋类等风险品种兽药残留情况仍不容忽视。 

 
表 5  不同动物性食品兽药残留风险因子 

Table 5  Risk factors of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in different kinds of animal-derived foods 

序

号 

样品 

种类 
风险因子 

检出范围 
/(μg/kg) 

平均值 
/(μg/kg)

标准限值/(μg/kg)
检出限 
/(μg/kg) 

占比(问题样品项次 

/该类别问题样品项次) 

1 鱼类* 孔雀石绿 1.232.5 9.52 不得检出 0.5 42.86% (9/21) 

  

氯霉素 0.4726.5 9.10 不得检出 0.1 14.28% (3/21) 

硝基呋喃代谢物 0.528.30 3.34 不得检出 0.5 14.28% (3/21) 

喹乙醇代谢物 2.15 2.15 不得检出 0.5 4.76% (1/21) 

氧氟沙星 3.68189 59.02 不得检出 1.0(鱼类定量限) 19.05% (4/21) 

恩诺沙星 2.41117 26.38 100(肌肉) 1.0(鱼类定量限) 4.76% (1/21) 

2 虾类 
氯霉素 0.287.19 2.41 不得检出 0.1 66.67% (4/6) 

硝基呋喃代谢物 0.511.35 0.93 不得检出 0.5 33.33% (2/6) 

3 贝类 氯霉素 0.111375 155.56 不得检出 0.1 100.00% (26/26) 

4 蛋类 氟苯尼考 0.1563.0 21.11 不得检出(蛋类) 0.1 100.00% (3/3) 

*注: 鱼类有 1 批次同时检出孔雀石绿和氧氟沙星, 因此与鱼类检出总批次数不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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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  农贸市场兽药残留风险清单 
Table 6  Risk list of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for farmers' markets 

食品类别 风险因子 风险品种 

鱼类 孔雀石绿、氯霉素、硝基呋喃代谢物、喹诺酮类 草鱼、黄骨鱼、鲈鱼、生鱼 

虾类 硝基呋喃代谢物、氯霉素 罗氏虾 

贝类 氯霉素 花甲、小象牙蚌 

蛋类 氟苯尼考 鸡蛋 

 
本研究发现主要风险品种为鱼类、虾类、贝类等水产

品和蛋类, 其中水产品兽药滥用较为普遍, 主要风险因子

为氯霉素、孔雀石绿和硝基呋喃代谢物。根据农业部公告

第 235 号和第 560 公告规定, 孔雀石绿、氯霉素和硝基呋

喃类药物为禁用药物, 在动物性食品中不得检出。传统渔

药性质稳定, 可长期在鱼体或水体内蓄积, 通过食物链对

人体造成危害较大[2527], 钟崇泳[28]、刘书贵[29]、林文斯[30]

等研究均发现水产品有传统兽药检出。此外, 蛋类主要风

险因子为氟苯尼考, 氟苯尼考可能会损害人体骨髓造血机

能, 引起粒细胞缺病、再生障碍性贫血和溶血性贫血, 严

重者可致死。氟苯尼考的 ADI 值为 3 g/(kgꞏbw), 本次检

出最高值为 63.0 μg/kg, 不考虑其他膳食中氟苯尼考摄入, 

60 kg 体重成年人需每天吃 1 公斤该鸡蛋, 摄入的氟苯尼考

可达到 ADI 值上限。实际上, 居民每日鸡蛋难以达到如此

大的摄入量, 因此蛋中氟苯尼考存在较低的风险, 但其反

映出企业生产、养殖中存在未注意休药期的问题需引起高

度警惕和重视[31]。建议持续关注风险清单风险品种的兽药

残留情况, 在日常监管中针对风险品种及其风险因子增加

数量和频次, 从而提高问题发现率。 

本文以广东省为例, 通过对农贸市场风险品种进行

针对性抽检, 兽药残留问题发现率相比随机性抽检较高, 

对不同食品类别风险因子进行识别, 制定形成风险清单, 

为突出问题监管、加强靶向治理提供数据支撑和指向性建

议。农贸市场数量多、规模小、集中度低, 加上食用农产

品的时限性, 导致监管难度大、成本高, 建议在日常监管

中结合快检技术进行辅助, 实时发现和及时销毁问题食用

农产品, 有效保障农贸市场食用农产品安全[3234]。监管部

门可依据风险清单, 增加快检高风险品种抽检频次和数量, 

同时, 采取监督抽检、专项检查、飞行检查、日常巡查等

多种方式, 持续加强兽药残留监察力度, 从而提高问题样

品发现率, 实现有限监管资源的使用最大化。通过监测及

时发现风险问题, 不断更新和完善风险清单, 切实提高风

险管理和综合治理的有效性, 净化农贸市场经营环境, 保

障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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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工方式; (6)发酵食品的营养成分及其对人体健康的影或您认为有意义的相关领域展开论述和研究, 本专题计划在 2019

年 10 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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