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擒蔓：为了解广西沿海养殖的牡蛎体内Pb古量水平及污染危害情况，于2006年7～10月对广西沿海养殖的近

江牡蛎(Crassostrea rlvularis)进行抽样检测，共采集牡蛔样品14批次，各采样点采2～3龄牡蛎20只。结果表

明，垒都样品均检出舍有Pb，音量为0．08～2．3mg／kg，全部样品古Pb的平均值为1．2mg／kgI有9批次样品Pb

古量C>I．Omg／kg)超过国家《无公害食品近扛牡蛎》的限定标准，超标率为64．3％。基于养殖贝类在人们总膳

食结构中所占比倒很小，参考国外相关做法，建议我国牡蛎等贝类产品卫生质量标准应以养殖贝类产品中大

肠菌群效值作为划型标准，以铅、铜、镉等重金属作为海水贝类养殖生产区的监控指标进行监铡，并结合环境

因素(水质、底质等)监测结果，评价贝类养殖区环境质量状况以及产品质量状况，这更符合生产及消费的客观

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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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In order tO understand Pb concentrations contained in oysters and the pollution

conditions in Guangxi eoastines·the oysters are sampled for test during July and October of

2006．The result shOWS that the Pb concentrations in the tested oyster ranges from 0．08 to

2．3mg／kg with an overal average of 1．2mg／kg．There are 9 batchs of samples whose Pb

concentrations(>1．0mg／kg)overtop that of the state standard．The rate is 64．3％．Based on

the small proportion of mussel food in people’s diet．and the reference to correlative practices

abroad，the article suggests that the sanitation quality standards of mussels should be

compartmentalized with the amount of coliform group
as a standard，and the ores like lead，

copper，cadmium be taken as the index of monitoring in mussels aquaculture production area。and

the environmental quality and product quality he evaluated by integrating the results of

monitoring environmental factors(water，sediment，e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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铅(Pb)是广西沿海工业排海废水中主要污染

物之一，同时，含铅废气也通过大气沉降途径进入海

洋环境，参与海洋生物地球化学循环。由于Pb及其

化合物是蓄积性有毒物质，易于在海洋贝类体中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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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护及水产品质量安全研究工作．

累，因此，以贝类作为环境Pb污染的监测生物，对

了解及评价环境Pb分布、污染状况及发展变化趋

势有直观及重要的意义[1]。牡蛎是广西沿海主要养

殖的贝类品种之一，年产量40多万吨，约占海水养殖

产量的50％[广西渔业统计年报表(zoos)]。本文以

近江牡蛎(Crassostrea ritndaria)作为指示生物，分

析和评价广西沿海近江牡蛎Pb含量水平及污染危

害情况，并对相关标准进行分析评价，为贝类产地划

型及监督管理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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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材料与方法

1．1样品采集

2006年7～10月，分别于广西沿海主要牡蛎养殖

区采集牡蛎样品14批次，其中7月份于北海高德牡蛎

养殖区抽样1次；9、10月于钦州犀牛脚、茅尾、大风江

牡蛎养殖区各抽样1次；每次在各采样点分别采集2

～3龄的牡蛎20只，现场开壳，剥离和收集全部软组

织和体液，装入样品袋于泡沫箱冰冻保存，送回实验

室，用匀浆机匀浆后于一18。C环境保存至分析。

1．2样品检测

所有样品由已通过国家计量认证的农业部渔业

产品质量监督检验测试中心(南宁)检测。检测方法

按照《食品中铅的测定方法》(GB／T 5009．12)要求

进行。测定仪器：美国热电M6原子吸收分光光度

计。

1．3 Pb含量评价标准

依据《无公害食品近江牡蛎》(NY 5154—

2002)标准，近江牡蛎Pb含量大于1．0mg／kg即判

定为超标。

2结果与分析

检测结果表明，全部样品均检出含有Pb，含量

范围为0．08～2．3mg／kg，全部样品平均值为

1．2mg／kg。在14批次样品中，有9批次样品Pb含量

大于1．0mg／kg，单项判定为超标，超标率为64．3％。

在所有样品中，最高值出现在北海海城区高德岭底

(2．3 mg／kg)，最低值出现在钦州港七十二径旧营

盘(O．08 mg／kg)，最高值为最低值的28．8倍。

3讨论

3．1海洋贝类重金一标准台理性商榷

Pb是人体非必需的微量元素，人体90％的铅来

自食物，成人一般每月由饮食摄入100～300,ug

Pb口]。Pb及其化合物是蓄积性有毒物质，生物学半

衰期为6个月，主要对神经、造血系统和肾脏造成危

害，损害骨胳造血系统引起贫血，脑缺氧、脑水肿、出

现运动和感觉异常口4]。Pb的危害性指数为z2，危害

级别为II级，属中等毒性范围口]。国际食品添加剂

和污染物法典委员会(CCFAC)第33次会议制定贝

类Pb限量标准为1．0mg／kg“1，我国《无公害食品

近江牡蛎》(NY 5154—2002)标准与CCFAC标准

相同。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国则

对贝类体铅含量未予限制。根据上述标准，本次调查

检测结果表明，广西沿海牡蛎体Pb超标率为

64．3“。如单纯根据检测结果及超标情况分析，会造

成一般消费者产生贝类产品质量安全问题比较严

重，并影响食用消费信心的看法，从而对贝类生产、

销售以及出口贸易产生影响。因此，应该引起有关方

面的关注和重视。但如果据此就认为广西沿海养殖

的牡蛎存在较大的食用安全问题，则难免有较大的

片面性。

粮食中的Pb含量，现行无公害标准是0．4 rag／

kg；蔬菜是o．2 mg／kg。就我国居民膳食结构而言，

粮食和蔬菜在人们日常食物结构中占主导地位，由

于摄人量大，粮食和蔬菜是人体中铅的重要来源。此

外，茶叶消费与人们日常生活关联度也远比贝类食

物大，但茶叶的重金属限量(铅、镉、汞等)标准(农业

部无公害食品标准为≤5 mg／kg)却远低于贝类标

准。海洋贝类产品的消费量在人们日常食物消费结

构所占比例是很低的，因此人们从此类食物摄人铅

的总量相对较小，相对于粮食、蔬菜以及茶叶等食

物，贝类食物对人们健康的危害相对小一些。考虑到

海洋贝类产品的这一消费特点，其重金属限量有进

一步修订的必要。2002年在荷兰鹿特丹召开的

CCFAC第34届会议认为，鉴于甲壳类、软体动物在

人们总膳食中意义不大，CCFAC已经决定终止建

立甲壳类、软体动物的铅限量标准“j。由于我国是贝

类养殖大国，因此产品标准偏高(严)显然对发展贝

类养殖业不利。

3．2执行海洋贝类重金属标准若干问题的思考

3．2．1 贝类产品本身的特殊桂

当海域受到污染时，最终接触污染物质的海洋

生物就是潮间带生物，特别是牡蛎等定居性贝类品

种，因无回避能力，暴污时间较长，容易将有害物质

累积于体内口]。不同的贝类品种对污染物的累积效

应不同，研究表明，相对于贻贝等品种，牡蛎是重金

属Hz、Pb、CA的强的累积品种“”]，因此有必要根

据不同贝类品种分别制定不同的重金属限量标准。

3．2：2广西海水贝类养殖水域鸯际状况

就目前我国以及广西海水贝类养殖水域实际状

况分析，以目前的贝类重金属标准衡量，将存在普遍

超标的情况，国外工业稠密区或工业污染区附近海

域的含量水平也普遍存在超标情况口]。基于养殖贝

类重金属污染危害情况较低以及贝类食物在人们总

膳食结构中所占比例很小的客观情况．参考国外相

关做法，建议我国贝类产品卫生质量标准以养殖贝

类产品中大肠菌群数值作为划型标准，来对贝类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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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区域进行划分和评价，并制定相应的管理决策，

铅、铜、镉等重金属作为海水贝类养殖生产区的监控

指标进行监测，并结合环境因素(水质、底质等)监测

结果，评价贝类养殖区环境质量状况以及产品质量

状况，这更符合生产及消费的客观情况。

3．2．3制订且类重金属限量标准的战略思考

2005年1月20日，欧盟委员会正式发布法规

(EC)78／2005，修改法规(Ec)466／2001中有关食品

中重金属——Pb、cd、Hg的最大限量，对一些鱼类

品种重金属限量提出了新的要求，如将Pb在金枪

鱼和鲣鱼中的最大限量由0．4mg／kg改为0．2rag／

kgIHg在鲈鱼和鳕鱼中的最大限量由l_0 mg／kg改

为0．5 mg／kg等o]。此次调整虽然没有涉及对海洋

养殖贝类的调整，但综观近年来世界各国水产品标

准的发展趋势，可以看出，技术性限量要求越来越严

格．监管重点逐渐向源头转移，要求生产企业建立完

整的质量保证体系，推行无公害标准化生产，全面推

行HACCP制度并取得注册资格是大势所趋。

对我国而言，越来越严格，手段越来越多样化的

技术壁垒将是我国水产品开拓国际市场的最大障

碍。我国水产业由于基础研究落后及标准的制定和

实施方面跟不上世界发达国家，对待贸易技术壁垒

问题尚缺乏相应的应对措施和办法。由于发达国家

以自己的优势项目来对进口产品进行限制，而对于

工业化程度高造成的重金属及持久性有机污染物残

留等要求相对较宽松，因而形成我国水产品出口受

阻而进口畅通的局面。我国企业和相关部门应关注

这种趋势，严密跟踪各主要出口目的地国技术壁垒

的变化情况。一方面要积极应对，与世界有关组织协

调和沟通(如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等组织)，了解国

外在该领域的现状和发展趋势，做到知己知彼；另一

方面积极研究环境污染物发生、迁移、蓄积、降解规

律及环境毒理机理，研究各种污染物的分析测试技

术和方法，跟踪国际学科发展前沿，研究、制定既符

合我国国情又适应国际贸易需要的相关标准。将技

术壁垒带来的影响和损失减至最低。

4结束语

牡蛎产品重金属限量标准应根据我国海水贝类

养殖水域实际状况及国际贸易的具体要求来制定。

在目前的情况下，重金属铅限量标准不应成为牡蛎

产品质量安全的限制性指标。

考虑到牡蛎等贝类产品食用安全以及在人们膳

食消费结构中所占比例很低，结合国外一些发达国

家的基本情况以及国内外贸易的要求，我国海洋贝

类产品中重金属指标，特别是铅等的限量标准，应考

虑予以适当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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