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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海洋贝类标准中重金属污染指标的探讨

China’s marine shellfish standard and heavy metal pollution index

张卫兵 1，金 明 2，周 颖 1

（1. 江苏南通市卫生监督所 , 江苏 南通 226001；2.江苏南通市疾病控制中心 ，江苏 南通 226006）

中图分类号：X 503. 22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 - 3096( 2004) 02 - 0072 - 03

海洋贝类一直是深受群众喜爱的水产食品。近

年来，随着沿岸工农业生产的迅猛发展，海洋纳污量

增加，贝类产品的卫生状况如何，一直为社会大众所

关注。1998 年国务院发表《中国海洋事业的发展》白

皮书，把海洋经济、滩涂养殖经济确定为我国国民经

济的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贝类产品的安全卫生不仅

关系到出口创汇和经济发展，更直接影响到人民群

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1996 年我国曾专门发布

了《海水贝类卫生标准》GB2744 - 96，对贝体重金属

汞、无机砷含量予以限定。2001 年国标《农产品安全

质量 ：无公害水产品安全要求》GB18406. 4 - 2001[1 ]

（以下简称《要求》）发布，该标准规定了贝类产品中

17 项有毒有害物质最高限量，其中涉及重金属指标 6
项，分别是汞、无机砷、铅、铜、镉、铬。《要求》的出台，

成为地方海洋渔业、质监、出入境检验检疫、卫生监督

等部门指导贝类采捕和滩涂养殖的技术依据。但执行

过程中发现，对照《要求》的重金属限量，仅重金属镉

一项指标，南通地产海贝就有 30%以上超标，一些相关

管理部门则认为，超标只是说明该产品达不到无公害

要求，不影响食用。然而，普通消费者对此并不认同：

这类产品在消费者头脑中首先已经被确定是超标的

不合格产品，既然达不到无公害要求的标准，其中必

定存在超量污染，慎食或不食用为上策。尽管符合

CAC（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标准规定，由于达不到国

内标准要求，地方海洋贝类产品对外整体形象受损，

对贝类出口贸易也产生了间接影响。为探究沿海贝类

产品卫生状况，作者于 2002 年对南通海洋贝类重金

属含量进行调查 [2 ] ，结果认为本地贝类总体卫生质

量优良，类似的超标现象国内外普遍存在，似有必要

对《要求》中设定的贝类重金属指标限值的合理性进

行探讨。

1 我国贝类重金属含量及标准现状

1. 1 国内外某些海域贝类体内重金属含量

表 1 列举国内外一些不同水域测得的贝类体内

重金属含量，以求通过比较大致了解各海域沿岸贝类

体内重金属含量基本情况。

1. 2 我国海洋贝类重金属标准现状

汞：我国《要求》中规定贝类汞限量值为 0. 3µg / g，
与《食品中汞限量卫生标准》GB2762 - 1994 相一致。

该限量值严于 CAC（0. 5µg / g）、日本（0. 4µg / g）、加拿

大（0. 5µg / g）和美国（1. 0µg / g）等国家制定的贝类汞

限量标准。

砷：《要求》援引了《食品中砷限量卫生标准》

GB4810 - 1994，规定贝类无机砷限量为 1. 0µg / g。目

前 CAC 没有设定贝类产品的无机砷限量标准 [9 ]。杨惠

芬等 [10 ]对我国 108 份甲壳类和贝类鲜制品测得无机

砷含量均值为 0. 207µg / g，我国鲜贝类无机砷标准限

量值也将调整为 0. 5µg / g。

铅：CCFAC（国际食品添加剂和污染物法典委员

会）第 33 次会议制定贝类铅限量标准为 1. 0µg / g[9 ]，

我国《要求》中铅限值为 0. 5µg / g，美国、加拿大、澳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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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亚、新西兰、日本等则对贝体铅含量未予限定。

铜：我国《要求》将铜列为有毒有害物质指标，限

定值为 50µg / g，1999 年 CCFAC 第 31 次会议决定不

将铜作为污染物指标列在其污染物通用标准中 [9 ]。

铬：CAC 标准中没有贝类产品铬的限量值，我国

《要求》中限量值为 2. 0µg / g。国内贝类铬含量资料较

少，南通海洋贝类样品均值为 0. 41µg / g。

镉：《要求》中镉限量值为 0. 1µg / g，与我国《食品

中镉限量卫生标准》GB15201 - 1994 中规定的面粉、

肉、鱼类镉限量值相同。CCFAC 第 33 次会议讨论的贝

类镉限量值为 1. 0µg / g[9 ]。香港特区政府《食物掺杂

（金属杂质含量）规例》中规定的贝类镉金属最高准许

浓度为 2. 0µg / g[11 ]，是《要求》镉限量的 20 倍。

2 我国海洋贝类重金属限量标准修订

的理由

2. 1 贝类产品本身的特殊性

当海域受到污染时，最先接触污染物质的就是

潮间带生物，特别是定居性贝类品种，因无回避能力，

暴污时间较长，容易将有害物质富集于体内。同区域

的贝类产品重金属含量高于甲壳类、鱼类 [12 ] ，在标准

的制定与适用上应对贝类产品给予相应考虑。

2. 2 居民的膳食结构

目前《要求》中的各重金属限量值，均参照了我

国此前颁布的食品中相关重金属限量标准。就我国居

民膳食结构而言，海洋贝类产品的消费量之少与粮

食、肉、鱼类等主副食品的消费量显然不可同日而

语。考虑到海洋贝类产品的这一消费特点，其重金属

限量可以不完全套用普通食品中重金属限量要求。

2. 3 标准的制定既要立足长远，也应面对现实

就我国现实国情而言，全国很少有沿海的贝类

产品能符合《要求》的规定。按照 0. 1µg / g 镉最高限

量标准， 珠海市售贝类产品中 81. 8%超标 [12 ]， 全国

其他海区出产的贝类产品也都很难达到此标准中镉

限量要求[5 ～8 ]。 国外贝类产品亦不易达到该限量要求，

爱尔兰 Cork 港出产的贝类镉含量最低值为 1. 83µg / g，
超出我国镉最高限量标准的 18 倍。本文表 1 中列出

的各海区出产贝类镉平均含量，其中最低的为江苏南

通沿海，但其平均值 0. 14µg / g 也已经超标。

2. 4 国内标准的制定应考虑与国际要求相

接轨

协调各国食品法规，使之与国际标准和建议接

轨，是 WTO 有关协定的重要条款。CAC 的污染物标准

是由其属下的 CCFAC 制定的。CCFAC 首先根据污染

物对人类健康的危害程度及对贸易的影响程度，列出

食品添加剂和污染物专家委员会优先评价名单 , 专家

委员会根据污染物的毒理学资料、人群暴露量资料和

各国的污染水平等，确定名单中污染物的摄入量限

量，对有蓄积毒性的污染物制定出暂定可耐受的每周

摄入量或每日最大耐受摄入量，CCFAC 再根据这些资

料着手制定相关标准，并征求各国意见，通过一定的

程序（先后共 8 步）最终由 CAC 大会通过决定而成为

国际通行的法典标准。CAC 颁布的标准、准则在保护

消费者健康和保证国际食品贸易公平性方面有重要

作用，是解决国际食品贸易争端的标尺，各国食品标

准法规如无特殊理由，应与 CAC 制定的法典标准相

一致 [9 , 13 ]。因此，国内标准定值时应考虑与国际要求

接轨。为便于比较，表 2 专门列出了 CAC 及一些国家

和地区贝类水产品的重金属限量标准要求。值得一提

的是，2002 年在荷兰鹿特丹召开的 CCFAC 第 34 届会

议认为，鉴于甲壳类、软体动物在人体总膳食中意义

不大，CCFAC 已经决定终止建立甲壳类、软体动物的

铅限量标准。基于同样的考虑，由于通过此类食物的

镉暴露量很少，CCFAC 亦不着重考虑设立甲壳类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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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镉限量标准 [14 ]。

3 结语

综合以上分析，考虑到贝类食用安全和人体健

康，兼顾国际标准和国内外贸易要求，我国海洋贝类

生物标准中重金属指标，特别是铅、镉的限量要求，应

考虑予以适当放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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