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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地区零售肉品卫生防疫敲响警钟。 根据本地

沙门菌的流行特点，制定切实可行的防治策略，加
强对优势群和优势型菌株的监测和研究，将有利于

传染病的防控和预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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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了解烟台市市售生鲜肉中违禁硝基呋喃类兽药及 β⁃受体激动剂残留量的污染程度。 方法　 按照

《２０１３ 年国家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风险工作手册》中兽药及违禁药物检测的标准操作程序要求，对烟台市市售

３０ 份散装猪肉、羊肉、牛肉、猪肝脏，进行硝基呋喃及其代谢物（呋喃唑酮、呋喃它酮、呋喃西林、呋喃妥因）以及 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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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合格。 结论　 烟台市市售生鲜肉总体质量状况较好，硝基呋喃及其代谢物均未检出，但克伦特罗有阳性结果检

出，需要加大监测和监管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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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违禁药物及兽药残留是影响生鲜肉类食用安

全的重要问题之一［１ － ４］。 在牲畜的饲养过程中常需

使用兽药等物质，以预防治疗疾病，促进生长，提高

饲料的利用率或有目的地调节动物生理机能。 但

不法经营者往往过量使用兽药或使用违禁药物。
针对消费量较大的猪、牛、羊肉及猪肝脏存在的安

全问题，本研究于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对烟台中心城区部分

超市、农贸市场和个体经营店的肉类进行了随机抽

样监测，对 ４ 种硝基呋喃及其代谢物和 ４ 种 β⁃受体

激动剂的残留量进行检测，以了解烟台市肉类食品

的卫生安全状况，为此类食品安全进一步的风险评

估以及相关部门有效监管提供科学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 １　 材料

１ １ １　 样品来源

２０１３ 年 ７ 月对烟台市 ３ 个大型超市和 １５ 个农

贸市场销售的生鲜肉（包括冷却、冷冻肉）及猪肝脏

进行随机抽样，一次性采集样品 ３０ 份（其中超市

１０ 份，农贸市场 ２０ 份）。 所采样品来自 １３ 个屠宰

场，１７ 个销售点，均为卖家销售时自行简易包装。
３０ 份样品中，猪肉 １５ 份，牛肉 ６ 份，羊肉 ４ 份，猪肝

脏 ５ 份；除 ２ 份猪肉样品和 １ 份猪肝脏样品没有检

验检疫标识外，其余 ２７ 份均有检验检疫标识。
１ １ ２　 主要仪器与试剂

气相色谱⁃质谱仪（美国 Ａｇｉｌｅｎｔ），超高效液相

色谱⁃三重串联质谱仪（配有电喷雾离子源 ＥＳＩ）（美
国 Ｗａｔｅｒｓ）， ＯＡ⁃ｓｙｓ 氮吹仪 （美国 Ｏｒｇａｎｏｍａｔｉｏｎ），
ＳＵＰＥＬＣＯ 固相萃取仪、高速离心机、涡旋混匀器等。

标准 物 质： 克 伦 特 罗 （ 纯 度 ９８ ５％ ， 编 号：

Ｃ１１６６８５５０）、 沙 丁 胺 醇 （ 纯 度 ９９ ５％ ， 编 号：
Ｃ１６９０３０００）、 莱 克 多 巴 胺 （ 纯 度 ９７ ０％ ， 编 号：
Ｃ１６８０５０００）、 特 布 他 林 （ 纯 度 ９９ ０％ ， 编 号：
Ｃ１７２９５０００），呋喃唑酮、呋喃它酮、呋喃西林、呋喃

妥因（纯度均为 ９９ ０％ 。 编号分别为 Ｃ１３９７０２００、
Ｃ１３９６３０００、Ｃ１６９３３５００、 Ｃ１５５７０９００ ），均购自德国

Ｄｒ． Ｅｈｒｅｎｓｔｏｒｆｅｒ ＧｍｂＨ；甲醇、乙腈、乙酸乙酯（均为

色谱纯），盐酸、氢氧化钠、无水硫酸钠、氨水、正己

烷（均为分析纯），一级试验用水。
１ ２　 方法

１ ２ １　 检测方法

检测 β⁃受体激沙剂（克伦特罗、沙丁胺醇、莱克

多巴胺、特布他林）、硝基呋喃代谢物（呋喃唑酮、呋
喃它酮、呋喃西林、呋喃妥因）共 ８ 项指标。 依据

《２０１３ 年国家食品污染和有害因素风险工作手

册》 ［２］中兽药及违禁药物检测的标准操作程序的方

法要求，β⁃受体激动剂残留采用气相色谱⁃质谱法

（ＧＣ⁃ＭＳ）检测，检出限均为 ０ ５ μｇ ／ ｋｇ；硝基呋喃代

谢物采用液相色谱⁃二级质谱法（ＬＣ⁃ＭＳ ／ ＭＳ）检测，
检出限均为 １ ０ μｇ ／ ｋｇ。
１ ２ ２　 结果判定方法

依据农业部 ２００２ 年颁布的公告《食品动物禁

用的兽药及其它化合物清单》，克伦特罗、沙丁胺

醇、莱克多巴胺、特布他林、呋喃唑酮、呋喃它酮、呋
喃西林、呋喃妥因为禁用兽药，故“不得检出”，阳性

结果即判定为产品不合格。

２　 结果

样品总合格率为 ９３ ３％ （２８ ／ ３０），其中有检疫

标识样品合格率为 ９６ ３％ （２６ ／ ２７），无检疫标识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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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合格率为 ６６ ７％ （２ ／ ３）。 ６ 份牛肉和 ４ 份羊肉样

品各项指标均合格。 猪肉样品合格率为 ９３ ３％
（１４ ／ １５），１５ 份猪肉样品中 １ 份检出克伦特罗（含量

为 １ ８２ μｇ ／ ｋｇ），其余各项均未检出，２ 份无检验检

疫标识的样品均合格。 猪肝脏合格率为 ８０ ０％
（４ ／ ５），其中 １ 份检出克伦特罗（含量为 １ ８５ μｇ ／ ｋｇ），
其余各项均未检出，该不合格样品无检验检疫标

识。 结果见表 １。

表 １　 不同类别样品合格率情况的比较

Ｔａｂｌｅ １　 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ｆｉｅｄ ｒａｔｅ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ｓ ｏｆ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ｅｓ ｏｆ ｔｈｅ ｓａｍｐｌｅｓ

样品名称 样品数 ／ 份 合格样品数 ／ 份 合格率 ／ ％
猪肉　 　 １５ １４ ９３ ３
牛肉　 　 ６ ６ １００ ０
羊肉　 　 ４ ４ １００ ０
猪肝脏　 ５ ４ ８０ ０

３　 讨论

近年来，各类食品中存在的兽药及违法添加物残

留问题日益增多，呋喃类物质代谢物与组织蛋白结合

可以形成稳定的化合物［５］，其强毒性和致癌副作用已

成为当今社会广为关注的焦点问题。 β⁃受体激动剂

是一类化学合成的苯乙醇胺类物质，主要用于防治

人、动物支气管哮喘和支气管痉挛［６］，由于在动物饲

料中添加该类药物可以明显提高动物的瘦肉产量而

被滥用于肉食动物的饲养中［７］。 我国早已明令禁止

在饲料和畜牧生产中使用 β⁃受体激功剂，但仍存在违

法制售和使用盐酸克伦特罗（瘦肉精）现象［８］。
２０１３ 年烟台市区生鲜肉类监测结果表明总体

状况较好，市民普遍关注的抗生素呋喃类药物残留

并未检出。 但样品总合格率（９３ ３％ ）低于本研究

团 队 同 时 检 测 的 威 海 市 （ １００％ ） 和 东 营 市

（９５ ０％ ）。 本次检测发现的问题是猪肉及其肝脏

样品中检出了克伦特罗，需引起相关部门的重视。
通过抽样对比发现，有检疫标识样品合格率较无检

疫标识样品高，这进一步说明加强监管、严把质量

关，能够有效杜绝不合格产品流入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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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新修订农兽药最大残留标准

　 　 据澳新食品标准局消息，２ 月 ２５ 日澳大利亚农药和兽药管理局发布 ２０１４ 年第 ４ 号公报，修订《澳新食

品标准法典》第 １． ４． ２ 章《最大残留限量标准》，并自发布之日起生效。 （摘自食品伙伴网）
（相关链接：ｈｔｔｐ： ／ ／ ｗｗｗ． ａｐｖｍａ． ｇｏｖ． ａｕ ／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 ｇａｚｅｔｔｅ ／ ｉｎｄｅｘ． ｐｈｐ）

更正

　 　 本刊 ２０１４ 年 ２６ 卷第 １ 期王闻卿作者发表的《食源性气单胞菌属种水平检测和表型特征研究》一文中，
第 ２ 页“１． ２． １ 样品处理和分离程序及属种的生化鉴定”中“０％和 ６％ ＮａＣｌ 肉汤不生长者，纯化于营养琼脂

平板”应为“０％ ＮａＣｌ 肉汤生长、６％ ＮａＣｌ 肉汤不生长者，纯化与营养琼脂平板”。 特此更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