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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效液相色谱法测定鸡肉中 5种磺胺类药物及 

乙氧酰胺苯甲酯增效剂残留量 

李  丹, 沈  昕, 张玉洁, 黄耀凌, 王鹤佳*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 国家兽药残留基准实验室, 北京  100081) 

摘  要: 目的  建立高效液相色谱法同时检测鸡肉中磺胺二甲嘧啶(sulfamethylamine, SM2)、磺胺间甲氧嘧啶

(sulfamonomethoxine, SMM)、磺胺甲噁唑(sulfamethoxazole, SMZ)、磺胺二甲氧嘧啶(sulfadimethoxine, SDM)、

磺胺喹噁啉(sulfaquinoxaline, SQ)、乙氧酰胺苯甲酯(ethopabate)的分析方法。方法  样品加入 10 mL 乙腈提取, 

10000 r/min 离心 10 min, 氮气吹干后, 加入 5 mL pH 值为 7.0 的磷酸盐缓冲液溶解, 过 HLB 固相萃取柱净化。

色谱柱为 Phenomenex Luna C18 (250 mm×4.6 mm, 5 μm), 流动相为 2.2%乙酸水溶液-甲醇乙腈, 等度洗脱, 流

速为 1.0 mL/min, 进样量为 20 µL, 检测波长 267 nm。结果  5 种磺胺类药物在 0.10~1.5 µg/mL 呈良好的线性

关系, r2 均大于 0.999, 乙氧酰胺苯甲酯在 0.5~10.0 µg/mL 呈良好的线性关系, r2 均大于 0.999。方法中 5 种磺胺

类药物的最低定量限为 50 µg/kg, 乙氧酰胺苯甲酯的最低定量限为 250 µg/kg。5 种磺胺类药物在 50~200 µg/kg

的浓度添加水平上 , 其回收率在 60%~100%, 批内、批间的相对标准偏差小于 20%, 乙氧酰胺苯甲酯在

250~1000 µg/kg 的浓度添加水平上, 其回收率在 60%~100%, 批内、批间的相对标准偏差小于 20%。结论  该

方法具有简便快捷、灵敏度高等特点, 适用于鸡肉中 5 种磺胺类药物和乙氧酰胺苯甲酯的残留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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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rmination of 5 kinds of sulfonamides and ethopabate residues in chicken 
b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LI Dan, SHEN Xin, ZHANG Yu-Jie, HUANG Yao-Ling, WANG He-Jia* 

(Reference Laboratory for the Test of Veterinary Drug Residues, China Institute of Veterinary Drug Control,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establish a method for determination of sulfamethylamine (SM2)、sulfamonomethoxine 

(SMM), sulfamethoxazole (SMZ), sulfadimethoxine (SDM), sulfaquinoxaline (SQ) and ethopabate residues in 

chicken by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Methods  Five kinds of sulfonamides and ethopabate 

were extracted with 10 mL acetonitrile, and centrifuged with 10 min under 10000 r/min, then dissolved by 5 mL 

phosphate buffered saline after evaporation, and the whole of supernatant was  purified with HLB column. The 

chromatography column was Phenomenex Luna C18 (250 mm×4.6 mm, 5 μm). The mobile phase was 

methanol-acetonitrile-2.2% acetic acid water (15:15:70, V:V:V) with equivalent elution, the flow rate was        

1.0 mL/min, injection volume was 20 µL and detection wavelengths was 267 nm. Results  A good linearity of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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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alibration curve of SM2, SMM, SMZ, SDM, SQ were obtained in the range of 0.11.5 µg/mL (r2>0.999), and the 

limit of quantification were 50 µg/kg. A good linearity of the calibration curve of ethopabate was obtained in the 

range of 0.510.0 µg/mL (r2>0.999), and the limit of quantification was 250 µg/kg. The average recoveries of SM2, 

SMM, SMZ, SDM, SQ from spiked chicken at 3 concentrations of 50, 100, 200 µg/kg ranged from 60%100% (n=5) 

respectively. The average recoveries of ethopabate from spiked chicken at the three concentrations of 250, 500,  

1000 µg/kg ranged from 60%100% (n=5). In day-between days batch variation coefficients were both less than 

20%. Conclusion  This method is simple, rapid, sensitive and accurate, and can be applied for the determination of 

SM2, SMM, SMZ, SDM, SQ and ethopabate in chicken. 

KEY WORDS: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sulfamethylamine; sulfamonomethoxine; 

sulfamethoxazole; sulfadimethoxine; sulfaquinoxaline; ethopabate; coccidiostats 
 
 

1  引  言 

磺胺类(sulfonamides)药物是兽医上较常用的一类合

成抗感染药物, 其药理作用是干扰细菌酶系统对对氨基苯

甲酸的利用, 影响细胞核蛋白质的合成, 从而抑制细菌的

繁殖, 具有抗菌谱广、抗菌力强、吸收迅速完全和价廉易

得等特点, 因而广泛用在畜牧业和兽医临床上来预防和治

疗畜禽细菌性疾病, 兼有抗球虫活性[1,2]。乙氧酰胺苯甲酯, 

对鸡巨型、布氏艾美耳球虫以及其他小肠球虫具有较强的

作用, 为氨丙啉、磺胺类药物等抗球虫药的增效剂, 多配

成复方制剂, 而广泛用于临床, 乙氧酰胺苯甲酯抗球虫作

用及机制与磺胺类和抗菌增效剂相同。由于磺胺类药物在

体内作用和代谢时间较长, 通过任何途径摄入的磺胺都有

可能在人体内蓄积, 蓄积浓度超过一定值时对人体有害。

短时间内大剂量或长时间小剂量的刺激可分别引起急性或

慢性中毒, 影响机体的泌尿、免疫系统, 破坏肌肉、肾脏

和甲状腺等组织, 如诱发人的甲状腺癌等。另外, 人体中

长期存在磺胺会导致许多细菌对磺胺类药物产生耐药  

性[3]。乙氧酰胺苯甲酯与磺胺类药物等联用对于多种球虫

病均有良好的治疗效果。但由于不规范使用, 抗球虫药若

长期、连续添加在饲料中, 极容易造成药物在肉中出现残

留, 危害人体健康。因此, 我国农业农村部 235 号公告中

明确规定鸡肌肉中乙氧酰胺苯甲酯的最高残留限量为     

500 µg/kg[4], 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5]和欧盟[6]以及我国严

格规定所有食品动物中磺胺类药物总量的最高残留限量范

围为 100 µg/kg。 

目前, 文献中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及液相色谱 -串联质谱法

(liquid chromatography tandem mass spectrometry, 
LC-MS/MS)测定动物性组织中磺胺类药物、乙氧酰胺苯甲

酯等单一药物的报道较多[714], 但同时检测鸡肌肉组织中

磺胺二甲嘧啶、磺胺间甲氧嘧啶、磺胺甲噁唑、磺胺二甲

氧嘧啶、磺胺喹噁啉和乙氧酰胺苯甲酯尚未见报道。HPLC

法具有分辨率高、灵敏度、重复性及成本较低等优点, 且

结合我国的具体情况, HPLC 方法更易推广, 实用性更强。

因此, 本研究拟建立高效液相色谱法同时检测鸡肉中 5 种

磺胺类药物和乙氧酰胺苯甲酯的, 为这些药物的残留监控

提供科学依据。 

2  材料与方法 

2.1  试  剂 

乙氧酰胺苯甲酯(纯度≥98.8%, 德国 Dr.Ehrenstorfer 

GmbH 公司); 磺胺二甲嘧啶(纯度≥99.2%, 中国兽医药品

监察所); 磺胺间甲氧嘧啶(纯度≥99.5%, 中国兽医药品监

察所); 磺胺甲噁唑(纯度≥99.8%,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 

磺胺二甲氧嘧啶(纯度≥99.4%,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 磺

胺喹噁啉(纯度≥99.6%, 中国兽医药品监察所)。乙腈、甲醇

(色谱纯, 美国 Fisher 公司); 磷酸二氢钾(分析纯, 国药集团

化学试剂有限公司); 甲酸(分析纯, 纯度≥98.0%, 北京化工

厂); HLB 固相萃取柱(60 mg/3 cc, 上海 waters 公司)。 

2.2  仪器与设备 

Agilent 1260 高效液相色谱仪(配紫外检测器, 美国安

捷伦公司); Biofuge Stratos 高速冷冻离心机(德国 Thermo

公司); IKA MS3 涡动混合仪、IKA-WERKE 振荡器(德国

IKA 公司); pH 计(上海梅特勒-托利多有限公司)。 

2.3  实验方法 

2.3.1  溶液配制 

(1) 标准储备液配制 

分别称取 5 种磺胺类药物和乙氧酰胺苯甲酯对照品

约 10 mg, 精密称定, 分别置于 10 mL 量瓶中, 用甲醇以及

5 mol/L NaOH 溶液 2~3 滴溶解并稀释成浓度为 1 mg/mL

的标准储备液, 20 ℃保存。 

(2) 标准工作液配制 

准确量取适量标准储备液, 分别用甲醇溶解并稀释

成浓度为 10 µg/mL 的标准工作液, 20 ℃保存。 

(3) 其他溶液配制 

磷酸盐缓冲溶液: 取磷酸二氢钾 13.6 g, 加水使溶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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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稀释至 1000 mL, 用 5.0 mol/L 氢氧化钠溶液调节 pH 值

至 7.0。 

5.0 mol/L 氢氧化钠溶液: 取氢氧化钠饱和液 28 mL, 

加水稀释至 100 mL。 

2.3.2  样品前处理 

(1) 样品制备 

取适量新鲜或解冻的空白组织, 绞碎并均质, 放入分

装容器中, 密封, 于20 ℃以下冷冻保存。 

(2) 样品提取 

称取(5±0.05) g 试料, 置 50 mL 离心管中, 加入 10 mL

乙腈, 涡旋混匀 30 s, 中速振荡 5 min, 10000 r/min 离心  

10 min, 吸取上清液置另一 50 mL 尖底离心管中, 于 55 ℃

水浴下氮气吹干。吹干后, 加入 5 mL 磷酸盐缓冲液(pH 值

为 7.0)涡旋混匀 30 s, 备用。 

(3) 样品净化 

HLB 柱用甲醇 3 mL、水 3 mL 预洗。备用液过柱, 用

水 3 mL 淋洗, 挤干, 甲醇 3 mL 洗脱, 于 55 ℃水浴下氮气

吹干, 流动相 1.0 mL 溶解, 混匀, 过滤膜, 供高效液相色

谱法测定。 

2.3.3  色谱条件 

色谱柱 : Phenomenex Luna C18 (250 mm×4.6 mm,    

5 µm); 流动相: A 相为 2.2%乙酸水溶液, B 相为甲醇-乙腈

(1:1, V:V); 等度洗脱: A:B=70:30(V:V); 流速: 1.0 mL/min; 

检测波长: 267 nm; 柱温: 30 ℃, 进样量: 20 µL。 

3  结果与分析 

3.1  色谱条件的优化 

根据本实验室同期开展的鸡蛋中氨丙啉残留检测方

法的研究, 因 Poroshell 120 HILIC-Z 色谱柱能够显著提高

氨丙啉的专属性且缩短分析时间的同时, 能很好地解决因

氨丙啉出峰时间短而受杂质干扰的问题, 因此本研究比较

了 Poroshell 120 HILIC-Z 色谱柱和 Phenomenex Luna C18

色谱柱对 5 种磺胺类药物和乙氧酰胺苯甲酯的分离效果, 

实验结果表明, 选用 Poroshell 120 HILIC-Z 色谱柱, 主峰

与杂质峰完全混在一起, 根本达不到基线分离的要求。选

用 Phenomenex Luna C18 色谱柱, 6 个色谱峰全出, 但是磺

胺间甲氧嘧啶和磺胺甲噁唑未达到基线分离, 且磺胺二甲

氧嘧啶和磺胺喹噁啉柱效低。在此条件下, 更换流动相种

类, 等度洗脱, 并进一步优化流动相比例, 当比例调整为

甲醇-乙腈-2.2%乙酸水溶液(15:15:70, V:V:V)时, 6 个峰均

达到良好基线分离, 且柱效大大提高。在此色谱条件下, 

基线平稳, 5 种磺胺类药物和乙氧酰胺苯甲酯的专属性较

强, 选择性和灵敏度均能满足实际检测的需求。因此, 本

研究选用 Phenomenex Luna C18 色谱柱, 流动相为甲醇-乙

腈-2.2%乙酸水溶液(15:15:70, V:V:V)。色谱图见图 1~3。 

 
 

注: 1. 磺胺二甲嘧啶; 2. 磺胺间甲氧嘧啶; 3. 磺胺甲噁唑; 4. 磺

胺二甲氧嘧啶; 5. 磺胺喹噁啉; 6. 乙氧酰胺苯甲酯。1~5 为 

500 μg/L; 6 为 2500 μg/L。 

图 1  溶液色谱图 

Fig.1  Chromatogram of solution 
 

 
 

图 2  鸡肌肉空白色谱图 

Fig.2  Chromatogram in blank chicken muscle 
 

 
 

注: 1. 磺胺二甲嘧啶; 2. 磺胺间甲氧嘧啶; 3. 磺胺甲噁唑; 4. 磺

胺二甲氧嘧啶; 5. 磺胺喹噁啉; 6. 乙氧酰胺苯甲酯。1~5 为 

100 μg/kg; 6 为 500 μg/kg。 

图 3  鸡肌肉中添加的药物色谱图 

Fig.3  Chromatogram of drugs added in chicken muscle 
 

3.2  提取溶剂的选择 

采用乙腈、磷酸盐缓冲液、三氯乙酸溶液分别进行提

取实验, 结果发现鸡肌肉中的 5 种磺胺类药物和乙氧酰胺

苯甲酯经 3 组溶剂提取后, 乙腈的提取回收率明显好于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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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 2 组。在 5、10、15 mL 乙腈提取量的比较实验中发现, 提

取时加入 10 mL 乙腈的药物提取回收率最高, 而且提取次

数的增加并不会引起明显的提取回收率提高, 因此本方法

只用 10 mL 乙腈提取 1 次, 简化前处理方法, 缩短提取时

间, 更适合大批量实际样品的检测。同时, 还比较了过柱

前磷酸盐缓冲液(pH 7.0)和 95%乙腈水溶液 2 种不同溶解

液对提取效果的影响, 结果表明磷酸盐缓冲液(pH 7.0)溶

解后的提取回收率明显高于 95%乙腈水溶液溶解后的提取

回收率。因此, 本实验在乙腈提取完成, 氮气吹干后, 选用

磷酸盐缓冲液(pH 7.0)溶解残余物。 

3.3  样品净化方法的优化 

在样品的净化实验过程中, 对 SPE 柱及洗脱液的种

类及比例等进行考察。主要比较了碱性氧化铝柱、HLB 2

种固相萃取柱的药物回收率 , 实验结果表明采用 HLB  

(60 mg, 3 cc)柱时, 5 种磺胺类药物和乙氧酰胺苯甲酯的回

收率明显高于碱性氧化铝柱, 尤其是乙氧酰胺苯甲酯的回

收率大大提高。因此, 本研究选择 HLB(60 mg, 3 cc)柱进行

样品的净化。洗脱液的选择比较了甲醇、70%乙腈等 2 种

洗脱溶剂的洗脱效果, 实验结果表明甲醇的洗脱效果最好, 

因此洗脱液确定为甲醇。对 3、5 mL 甲醇的洗脱效果进行

了比较, 发现 3 mL 甲醇的柱洗脱回收率能达到 95%以上, 

与 5 mL 甲醇洗脱效果相差无几, 从节约试剂和环境保护

的角度出发, 选用 3 mL 甲醇洗脱。因此本研究最终确定

SPE 柱为 HLB(60 mg, 3 cc)柱, 洗脱液为 3 mL 甲醇溶液, 

在此条件下, 5 种磺胺类药物和乙氧酰胺苯甲酯的药物回

收率最高, 专属性也大大提高。 

3.4  线性范围 

准确量取适量 5 种磺胺类药物标准工作液, 用流动相

稀释成浓度分别为 100、250、500、1000、1500 ng/mL 的

系列混合标准溶液, 准确量取适量乙氧酰胺苯甲酯 500、

1000、2500、5000、10000 ng/mL 的系列标准溶液。以峰

面积为纵坐标, 5 种磺胺类药物和乙氧酰胺苯甲酯相应的

对照溶液浓度为横坐标绘制标准曲线。结果显示药物浓度

与其对应的峰面积值呈良好的线性关系。线性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见表 1。 
 

表 1  药物回归方程及相关系数 
Table 1  Standard curve equation and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药物 
线性范围 

/(μg/L) 
回归方程 相关系数 r

磺胺二甲嘧啶 100~1500 Y=0.0886X8.1211 0.9991 

磺胺间甲氧嘧啶 100~1500 Y=0.0909X2.8649 0.99999 

磺胺甲噁唑 100~1500 Y=0.0902X3.3318 0.99998 

磺胺二甲氧嘧啶 100~1500 Y=0.0924X11.980 0.9992 

磺胺喹噁啉 100~1500 Y=0.0916X9.3154 0.9996 

乙氧酰胺苯甲酯 500~10000 Y=0.0952X3.1503 0.99998 

 
3.5  准确度和精密度 

采用标准添加法 , 称取匀浆后的空白组织样品  

5.00 g, 选择 5 种磺胺类药物和乙氧酰胺苯甲酯 3 个不同

的添加量, 使鸡肉中 5 种磺胺类药物浓度分别为 50、100、  

200 μg/kg, 使鸡肉中乙氧酰胺苯甲酯药物浓度为 250、

500、1000 μg/kg, 每个添加量 5 个样品, 添加到空白组织

样品中, 并重复 3 批次, 按照 2.3.2 的方法处理后, 供高效

液 相 色 谱 - 紫 外 检 测 器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ultraviolet detector, HPLC-VWD)测定 , 

外标法定量, 计算回收率、批内、批间变异系数, 结果见

表 2。5 种磺胺类药物在 50、100、200 μg/kg 3 个添加浓

度点的回收率范围为 64.6%~96.2%之间, 批内相对标准

偏 差 (relative standard deviations, RSDs) 范 围 为

0.45%~13.7%, 批间 RSDs 范围为 2.93%~16.2%, 乙氧酰

胺苯甲酯药物在 250、500、1000 μg/kg 3 个添加浓度点的

回 收 率 范 围 为 63.3%~90.5%, 批 内 RSD 范 围 为

0.74%~13.4%, 批间 RSD 范围为 5.87%~7.67%, 说明该方

法准确度和精密度较高, 可以满足实验的要求。 

 

表 2  鸡肉中添加 6 种抗球虫药的回收率测定结果(n=5) 
Table 2  Recovery rate and precision of 6 kinds of coccidiostats residues added in chicken (n=5) 

待测 

药物 
添加浓度
/(μg/kg) 

测定 

批次 

回收率/% 
平均回收率/% 批内 RSD/% 批间 RSD/%

1 2 3 4 5 

磺胺二甲 

嘧啶 

50 

Ⅰ 98.0 92.3 94.0 94.8 92.2 94.3 2.54  

Ⅱ 81.3 87.7 97.7 89.7 94.5 90.2 7.02 9.65 

Ⅲ 80.2 82.1 91.9 65.7 85.0 81.0 11.9  

磺胺间甲氧 

嘧啶 

Ⅰ 97.1 95.0 93.8 94.4 93.0 94.7 1.57  

Ⅱ 97.7 93.0 88.6 92.8 89.4 92.3 3.92 16.0 

Ⅲ 77.9 92.8 88.1 87.7 85.0 86.3 6.37  

磺胺甲噁唑 

Ⅰ 78.2 77.7 84.5 79.2 84.6 80.8 4.18  

Ⅱ 88.6 76.3 94.0 78.3 88.2 85.1 8.79 6.34 

Ⅲ 86.9 79.4 87.0 81.1 88.1 84.5 4.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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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待测 

药物 
添加浓度
/(μg/kg) 

测定 

批次 

回收率/% 
平均回收率/% 批内 RSD/% 批间 RSD/%

1 2 3 4 5 

磺胺二甲氧 

嘧啶 

 

Ⅰ 89.2 92.0 90.6 84.6 89.6 89.2 3.07  

Ⅱ 88.7 99.3 98.7 94.7 96.7 95.6 4.51 4.48 

Ⅲ 90.3 93.6 88.6 88.1 90.9 90.3 2.42  

磺胺喹噁啉 

Ⅰ 78.2 82.7 81.2 86.5 87.4 83.2 2.14  

Ⅱ 85.1 83.4 87.5 82.4 82.6 84.2 1.98 3.85 

Ⅲ 76.2 78.5 84.1 80.6 81.7 80.2 4.55  

乙氧酰胺苯甲酯 250 

Ⅰ 69.8 70.8 71.6 78.5 77.7 73.7 4.05  

Ⅱ 78.1 71.2 74.3 75.6 76.2 75.1 2.01 5.87 

Ⅲ 82.1 84.1 82.7 86.2 79.3 82.9 2.17  

磺胺二甲 

嘧啶 

100 

Ⅰ 87.9 79.2 90.2 88.5 96.2 88.4 6.92  

Ⅱ 87.2 92.4 80.6 95.0 84.8 88.0 6.62 5.54 

Ⅲ 85.9 84.1 86.3 91.7 90.6 87.7 3.72  

磺胺间甲氧 

嘧啶 

Ⅰ 92.7 87.1 92.5 90.3 97.0 91.9 4.03  

Ⅱ 87.3 90.2 79.3 94.9 83.7 87.1 6.62 6.47 

Ⅲ 87.5 96.6 97.9 99.8 99.0 96.2 5.22  

磺胺甲噁唑 

Ⅰ 70.3 70.1 76.2 79.6 85.4 76.3 8.54  

Ⅱ 61.6 67.7 62.1 76.5 63.9 66.3 9.29 16.2 

Ⅲ 71.8 90.8 95.3 94.9 98.0 90.2 11.7  

磺胺二甲氧 

嘧啶 

Ⅰ 87.3 80.9 81.3 82.9 88.4 84.2 4.23  

Ⅱ 77.0 69.2 72.3 75.8 71.9 73.2 4.27 10.2 

Ⅲ 67.7 90.2 87.5 92.5 90.1 85.6 11.9  

磺胺喹噁啉 

Ⅰ 99.3 96.5 92.8 79.1 72.0 87.9 13.4  

Ⅱ 83.5 83.1 84.5 82.8 78.6 82.5 2.85 8.44 

Ⅲ 80.0 84.6 79.8 86.5 87.6 83.7 4.33  

乙氧酰胺苯甲酯 500 

Ⅰ 99.5 97.8 94.5 79.9 72.7 88.9 13.4  

Ⅱ 89.9 90.5 89.8 91.2 90.3 90.3 0.74 7.67 

Ⅲ 82.7 92.7 89.5 92.1 95.6 90.5 5.44  

磺胺二甲 

嘧啶 

200 

Ⅰ 81.9 80.0 71.0 61.9 61.0 71.2 13.7  

Ⅱ 68.7 72.9 69.4 69.7 71.1 70.4 0.45 10.2 

Ⅲ 74.6 85.0 82.6 82.4 80.6 81.1 4.76  

磺胺间甲氧 

嘧啶 

Ⅰ 61.2 61.9 62.2 70.7 67.1 64.6 6.32  

Ⅱ 81.9 81.3 82.5 81.1 81.2 81.6 0.68 12.5 

Ⅲ 73.7 87.0 82.5 85.3 88.6 83.4 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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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2 

待测 

药物 
添加浓度
/(μg/kg) 

测定 

批次 

回收率/% 
平均回收率/% 批内 RSD/% 批间 RSD/%

1 2 3 4 5 

磺胺甲噁唑 

 

Ⅰ 84.5 84.7 81.2 81.1 85.1 83.3 2.37  

Ⅱ 76.9 83.0 82.7 79.7 82.8 81.0 3.29 4.33 

Ⅲ 90.3 89.1 82.0 86.7 88.2 87.3 3.68  

磺胺二甲氧 

嘧啶 

Ⅰ 90.1 90.2 86.9 90.0 91.8 89.8 1.98  

Ⅱ 82.6 88.4 89.8 88.0 89.5 87.7 3.33 2.93 

Ⅲ 92.1 80.9 75.0 80.0 80.4 79.7 3.44  

磺胺喹噁啉 

Ⅰ 77.9 77.2 74.8 76.3 77.5 76.7 1.60  

Ⅱ 74.7 78.9 81.0 79.9 79.5 78.8 3.06 3.09 

Ⅲ 82.1 80.9 75.0 80.0 80.4 79.7 3.44  

乙氧酰胺苯甲酯 1000 

Ⅰ 77.2 76.8 71.3 71.2 70.5 73.4 4.49  

Ⅱ 70.5 72.4 71.4 69.3 73.4 71.4 2.26 7.32 

Ⅲ 60.6 64.0 62.7 62.4 67.0 63.3 3.73  

 
3.6  检测限和定量限 

应用本研究建立的检测方法, 测得鸡肉中磺胺二甲

嘧啶、磺胺甲噁唑的检测限为 20 μg/kg (S/N≥3), 磺胺间甲

氧嘧啶、磺胺二甲氧嘧啶、磺胺喹噁啉的检测限为 30 μg/kg 

(S/N≥3), 5 种磺胺类药物的定量限为 50 μg/kg (S/N≥10), 

测得鸡肉中乙氧酰胺苯甲酯的检测限为 100 μg/kg (S/N≥

3)、定量限为 250 μg/kg (S/N≥10)。由表 2 可见, 添加浓度

为 50 μg/kg时, 5种磺胺类药物在鸡肉中的平均回收率均大

于 80.2%, 批内的RSD低于 11.9%、批间的RSD低于 16.0%, 

添加浓度为 250 μg/kg 时, 乙氧酰胺苯甲酯的平均回收率

均大于 73.7%, 批内的 RSD 低于 4.05%、批间的 RSD 低于

5.87%, 这表明该方法在定量限水平的可靠性好[15], 完全

满足 5 种磺胺类药物和乙氧酰胺苯甲酯在鸡肉中残留检测

的需要。 

3.7  实际样品检测 

采用已建立的方法对北京市售的鸡肉样品 8 份进行

检测, 均未检出 5 种磺胺类药物和乙氧酰胺苯甲酯。 

4  结论与讨论 

本研究建立了高效液相色谱法同时检测鸡肉中 5 种

磺胺类药物及乙氧酰胺苯甲酯增效剂的残留分析方法。本

实验条件下, 5 种磺胺类药物在 50~200 µg/kg 的浓度添加

水平上, 回收率在 60%~100%, 批内、批间的相对标准偏差

小于 20%, 乙氧酰胺苯甲酯在 250~1000 µg/kg 的浓度添加

水平上, 回收率在 60%~100%, 批内、批间的相对标准偏差

小于 20%。该方法简单、快速、准确, 适用于鸡肉中 5 种

磺胺类药物和乙氧酰胺苯甲酯残留量的测定, 以期为食品

中这些药物的残留监控提供一定的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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