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 11 卷 第 1 期 食 品 安 全 质 量 检 测 学 报 Vol. 11 No. 1 

2020 年 1 月 Journal of Food Safety and Quality Jan. , 2020 

 

                            

*通讯作者: 陈召桂, 硕士, 高级工程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食品质量与安全。E-mail: zhaoguichen0421@126.com 

*Corresponding author: CHEN Shao-Gui, Master, Senior Engineer, Zhejiang Wufangzhai Industrial Co., LTD., Jiaxing 314031, China. E-mail: 
zhaoguichen0421@126.com 

 

鸭蛋中的氟苯尼考药物残留的检测及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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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浙江五芳斋实业股份有限公司, 嘉兴  314031; 2. 浙江省检验检疫科学技术研究院嘉兴分院, 嘉兴  314031) 

摘  要: 目的  对氟苯尼考(florfenicol, FFC)在鸭蛋中的残留情况做初步的调查研究。方法  针对浙江南部、

福建北部、广东南部、湖北中部、江西东部、河南东部的六大区域的鸭蛋采用 GB/T 22338-2008 《动物源性

食品中氯霉素类药物残留量测定》规定的方法进行氟苯尼考的药残检测。结果   标准曲线相关系数为 : 

r=0.9996, 方法准确。以该方法测定每个地区 6 组鸭蛋样品, 6 组咸鸭蛋样品, 共计 12 组样品, 其中以河南东

部出产的鸭蛋为原料制成的咸鸭蛋检出氟苯尼考残留量为: 1.44 μg/kg, 其余样品未检出。结论  氟苯尼考在

鸭蛋中会造成一定程度的残留, 仍需通过严格的养殖现场管理控制用药, 并且通过鸭蛋的定期抽检来监测指

标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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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tection and investigation of florfenicol residues in duck eg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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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Zhejiang Wufangzhai Industrial Co., LTD., Jiaxing 314031, China; 2. Jiaxing Branch, Zhejiang Institute of Inspection 
and Quarantin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Jiaxing 314031, China) 

ABSTRACT: Objective  To investigate the residues of florfenicol (FFC) in duck eggs. Methods  Flubenicol 

residues were detected in duck eggs from six regions: southern Zhejiang, northern Fujian, southern Guangdong, 

central Hubei, eastern Jiangxi and eastern Henan. The method specified in GB/T 22338-2008 Determination of 

Chloramphenicol Residues in Food of Animal Origin was adopted. Results  The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of standard 

curve was r=0.9996, and the method was accurate. The method was used to determine 6 groups of duck eggs and 6 

groups of salted duck eggs in each area. Among 12 groups of samples, the residue of florfenicol in salted duck eggs 

made from duck eggs from Eastern of Henan was 1.44 μg/kg, while the rest of the samples were not detected. 

Conclusion  Flufenicol can cause residues in duck eggs to a certain extent. It is still necessary to control the use of 

drugs through strict management of the farming site, and monitor the changes of indicators through regular sampling 

of duck egg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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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氟苯尼考, 也称氟甲砜霉素, 是甲砜霉素的单氟衍生

物, 具有抗菌活性强、毒副作用小、吸收迅速、体内分布

广泛、半衰期长以及不易产生耐药性等特性, 兽医临床中

被应用在细菌性疾病和支原体感染[1]。较多用于鸡、猪、

牛、鱼等动物, 对鸭的应用研究与报道较少。中华人民共

和国农业部公告第 235 号中指出, 氟苯尼考在家禽产蛋期

禁止使用。且国家食品安全监督抽查计划(2019 版)中, 氟

苯尼考作为鲜蛋的抽检项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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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蛋鸭养殖生产目前仍以传统的圈养模式为主导, 

约占蛋鸭养殖总量的 95%, 蛋鸭笼养、蛋鸭网床养殖等新

型养殖模式在全国各地均有生产实践, 共约占蛋鸭养殖总

量的 5%[2]。动物服用抗生素后不能被其完全吸收 , 有

40%~90%的母体药物成分被患病动物最终以排泄物的形

式排放到环境中, 并且有些药物代谢物排放到环境后再转

化成母体成分, 进入到生态环境中, 从而对土壤、水体等

生态环境产生不良影响, 进一步通过食物链对生态环境产

生毒害作用[3]。同时, 传统的圈养模式大部分依靠半开放

水域, 水体环境较为复杂, 氟苯尼考在水产品中的使用也

会使得水体中抗生素累积, 破坏生态环境[46], 引起在饲

养过程中被蛋鸭摄入, 使鸭蛋及其制品中药物的残留的风

险上升。同时, 由于氟苯尼考消除半衰期长的特性和部分

在临床中使用不规范的情况, 氟苯尼考仍有残留在鲜鸭蛋

中的情况, 且在咸鸭蛋的生产过程中经腌制、高温灭菌任

无法消除[7], 经咸鸭蛋产品或咸鸭蛋副产品被消费者食用

而摄入。与早期的酰胺醇类药物相比, 氟苯尼考虽不会引

起再生障碍性贫血, 但却能够可逆性地抑制红细胞生成, 

且具有胚胎毒性, 因此动物性组织中残留的氟苯尼考或其

代谢物氟苯尼考胺会对消费者的健康造成巨大威胁[8]。 

国内市场对鸭蛋药物残留研究较少, 本研究中的鸭

蛋蛋源地主要以浙江、福建、广东、湖北、江西、河南六

大产区为主, 采用色谱质谱串联法[9]对鸭蛋以及鸭蛋制品

中的氯霉素及氟苯尼考残留量做定量检测并分析其结果。

以期为制定企业产品标准、行业标准等提供依据, 为制定

相关产品的食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指标提供方向。 

2  材料与方法 

2.1  材料、试剂与仪器 

2.1.1  实验样品与抽样方案 

实验样品以来自浙江南部、福建北部、广东南部、湖

北中部、江西东部、河南东部的 6 大区域的鸭蛋为主, 及

以这 6 大产区的鸭蛋经生产加工制成的咸鸭蛋。根据产区

不同分为 6 组, 每组包含鸭蛋与咸鸭蛋 2 种样品。 

在浙江南部、福建北部、广东南部、湖北中部、江西

东部、河南东部 6 个区域的咸鸭蛋加工厂家中随机抽取鸭

蛋与咸鸭蛋, 由于生产厂家均为自有规模化养殖场或与养

殖场有固定合作模式, 故本次实验结果更能体现该 6 大区

域中养殖场产出的鸭蛋兽药残留情况。 

2.1.2  实验试剂 

甲醇、乙腈、丙酮、正丙醇、正己烷(色谱纯, OMNI 

CHEM 公司); 氟甲砜霉素(氟苯尼考)标准物质(100 ml/L, 

环保部标准样品研究所); 乙酸铵(分析纯 AR, 西陇科学股

份有限公司); LC-Si 硅胶小柱(C18, Supelclean 公司)。 

2.1.3  实验设备 

SIL-30AC 液相色谱仪 (日本岛津仪器公司 ); 串联 

4000Q-TRAP 质谱仪(美国 AB Sciex 公司); JRJ300-SH 均质

器、Vortex 旋涡混合器(上海沪析公司); RE-52A 旋转蒸发

仪(上海亚荣公司); ME104E 分析天平(梅特勒公司); LC-Si

硅胶小柱(Supeclean 公司)。 

2.2  实验方法 

根据 GB/T 22338-2008《动物源性食品中氯霉素类药

物残留量测定》[9]中的液相色谱-质谱法来测定。 

样品前处理 

取 5 个蛋, 去壳, 混匀, 装入洁净的容器内备用。称

样 5 g 于 50 mL 离心管中, 加入 30 mL 乙腈, 匀浆, 离心  

2 min(8000 r/min 4 ℃), 上清液转移至另一离心管中加入

15 mL 乙腈饱和的正己烷, 涡旋振荡 5 min, 离心 2 min 

(8000 r/min 4 ℃), 收集乙腈层, 加入 5 mL 正丙醇, 旋转蒸

发近干, 加 5 mL 丙酮-正己烷(1:9, 体积比)溶解残渣。 

2.2.1  样品净化 

残渣溶解液过 LC-Si 硅胶小柱, 5 mL(丙酮:正己烷

=1:9)活化, 弃去流出液, 5 mL(丙酮:正己烷=6:4)洗脱, 收

集洗脱液于 15 mL 离心管中, 40 ℃以下氮吹至近干, 1 mL

水定容, 过 0.45 μm 水相滤膜, 待测。 

2.2.2  色谱条件 

色谱柱: XDB-C18, (3 mm×100 mm, 1.8 μm), 柱温: 

30 ℃, 流速: 1 mL/min, 进样量: 10 μL, 流动相: A 相:    

5 mmol/L 乙酸铵(甲醇:水=1:9, 体积比), B 相: 5 mmol/L 乙

酸铵(甲醇:水=9:1, 体积比), 洗脱梯度见表 1。 

 
表 1  洗脱梯度 

Table 1  Elution gradient 

时间/min A 相/% B 相/% 

0 95 5 

4 5 95 

6 5 95 

6.01 95 5 

8 95 5 

 
2.2.3  质谱条件 

离子源: 电喷雾离子源, 扫描方式:负离子扫描, 检测

方式: 多重反应监测(multiple response monitoring, MRM), 

离子源温度: 525 ℃, 点喷雾电压: 4500 V, 雾化气: 60 psi, 

气帘气: 40 psi, 辅助加热气: 60 psi, 离子对及碰撞气能量

和去簇电压见表 2。 

3  结果与分析 

本次实验对 6 个批次, 每批次分为 2 鸭蛋与咸鸭蛋两

组, 共计 12 组样品, 参考既有的标准检测方法进行定量分

析, 实验样本的抽样地点为鸭蛋及其制品的消费集中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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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区域中鸭蛋的产蛋到其制品的生产的产品链相对较为

发达[10], 产品需求量相对较大, 故药物残留的风险也较高, 

在多种兽药中 , 氟苯尼考在禽蛋制品中的残留风险较   

高[11,12], 故本文对氟苯尼考的残留情况做初步调查分析。 

在本次抽样及定量分析的结果中, 对氟苯尼考残留

量的定量分析实验结果仅一组检出, 样本总量为 12 组, 1

组检出, 检出率为: 8.33%。除产地为河南东部的咸鸭蛋外, 

均未检出氟苯尼考残留。 

不同批次不同组别均采用同一实验方法, 同时进样, 

减少由实验带来的客观误差。实验结果见表 2, 图 1。 
 

表 2  离子对、碰撞气能量和去簇电压 
Table 2  Ion pair, collision gas energy and de-clustering voltage 

药物名称 
离子对(m/z) 

(母离子/子离子) 

碰撞气 

能量/V 
去簇电压

/V 

氟甲砜霉素 356.1/336.0* 12 
81 

 (氟苯尼考) 356.1/185.0 26 

注: *表示定量离子。 

表 3  氟苯尼考残留检测结果 
Table 3  Detection results of florfenicol residues 

产地 

检测结果/(μg/kg) 

咸鸭蛋                鲜鸭蛋 

浙江南部 未检出 未检出 

福建北部 未检出 未检出 

广东南部 未检出 未检出 

湖北中部 未检出 未检出 

江西东部 未检出 未检出 

河南东部 1.44 未检出 

 
咸鸭蛋中可检出则表示腌制灭菌等生产工艺不能使

氟苯尼考在生产过程中被人为降解和去除。 
 

 
 

 
 

图 1  河南东部地区鸭蛋检测结果 

Fig.1  Detection results of duck eggs in eastern Hen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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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 准 曲 线 相关 系 数 为 : r=0.9996, 线性 方 程 为 : 

Y=118933X+864.79, 线性良好, 标准曲线见图 2。 

 

 
 

图 2  氟苯尼考标准曲线 

Fig.2  Standard curve of florfenicol 
 

4  结论与讨论 

4.1  结  论 

本次实验以浙江南部、福建北部、广东南部、湖北中

部、江西东部、河南东部 6 大区域产出的鸭蛋及其加工衍

生产品咸鸭蛋为实验对象, 实验根据 GB/T 22338-2008《动

物源性食品中氯霉素类药物残留量测定》, 标准曲线相关

系数为: r=0.9996, 实验结果准确可信。 

6 大不同产区的鸭蛋均使用同一生产加工条件生产, 

且鸭蛋具有蛋壳蛋膜等天然保护层[13], 并以鲜鸭蛋作为对

照组, 可排除氟苯尼考是在生产过程中带入的可能。实验结

果为, 六大区域, 每个区域样品分为鲜鸭蛋与咸鸭蛋 2 种样

品, 共计 12 个批次样品, 浙江南部、福建北部、广东南部、

湖北中部、江西东部出产的鸭蛋和其制成的咸鸭蛋为样品的

氟苯尼考残留量均在检出限以下, 以河南东部出产的鸭蛋

为原料制成的咸鸭蛋检出氟苯尼考残留量为 1.44 μg/kg。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 235 号规定, 氟苯尼考不

得检出, 该批次咸鸭蛋不符合国家相关标准。 

4.2  讨  论 

本次实验结果显示, 在大规模养殖的前提下, 仍然存

在小部分使用氟苯尼考不规范的情况出现。由于鸭子天性好

水, 在我国内范围, 绝大部分规模化养殖场的鸭子均采用散

养模式[14], 暂时未出现新型的生态养鸭模式。散养鸭在天然

水源或开阔区域中较容易接触病毒细菌污染源。与散养鸭相

比的笼养模式, 鸭子的生活环境受人工调控, 活动范围小, 

更易控制污染源[15], 若经科学饲养则可降低对鸭子的用药, 

同时也可降低鸭子的副产品中的兽药残留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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