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不合格项目的小知识

一、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以十二烷基苯磺酸钠计）

阴离子合成洗涤剂是日常生活中经常用到的洗衣粉、洗

洁精、洗衣液、肥皂等洗涤剂的主要成分，其主要成分是十

二烷基磺酸钠，这是一种低毒的化学物质，它具有使用方便、

易溶解、稳定性好、成本低等优点，在日常生活中被广泛使

用。造成餐饮具中阴离子合成洗涤剂不合格的原因，一方面

可能是清洗餐饮具所用洗涤剂、消毒剂不符合标准要求；另

一方面可能是由于使用了过量的洗涤剂、消毒剂或水冲洗不

充分、不彻底，造成餐饮具洗涤剂、消毒剂残留；洗涤剂、

消毒剂浸泡餐饮具重复使用，造成交叉污染，也会使得阴离

子合成洗涤剂的残留。

二、大肠菌群

大肠菌群是国内外通用的食品污染常用指示菌之一。食

品中检出大肠菌群，提示被致病菌（如沙门氏菌、志贺氏菌、

致病性大肠杆菌）污染的可能性较大。如果食品中的大肠菌

群严重超标，将会破坏食品的营养成分，使食品失去食用价

值；还会加速食品腐败变质，可能危害人体健康。食品中大

肠菌群数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产品的加工原料、包装材料受

污染，也可能是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受人员、工器具等的污染，

还可能是灭菌工艺灭菌不彻底导致的。

三、菌落总数



菌落总数是指示性微生物指标，不是致病菌指标，反映

食品在生产过程中的卫生状况。如果食品的菌落总数严重超

标，将会破坏食品的营养成分，使食品失去食用价值；还会

加速食品腐败变质，可能危害人体健康。食品中大肠菌群数

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产品的加工原料、包装材料受污染，也

可能是产品在生产过程中受人员、工器具等的污染，还可能

是灭菌工艺灭菌不彻底导致的。

四、镉（以 Cd 计）

镉（以 Cd 计）是一种蓄积性的重金属元素。长期食用

镉（以 Cd 计）超标的食品，可能对肾脏、肝脏和骨骼造成

损害，还可能影响免疫系统，甚至可能对儿童高级神经活动

有损害。蔬菜中镉超标的原因，主要是生长环境被镉污染，

可能是灌溉用水、土壤等受到镉污染，导致富集了环境中的

镉元素。

五、倍硫磷

倍硫磷是一种具有触杀、胃毒和熏蒸作用的有机磷农

药，对蚜虫等有较好防效。少量的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

毒，但长期食用倍硫磷超标的食品，对人体健康可能有一定

影响。豆类蔬菜倍硫磷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为快速控

制虫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

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六、噻虫胺

噻虫胺属新烟碱类杀虫剂，具有内吸性、触杀和胃毒作

用，对姜蛆等有较好防效。少量的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



毒，但长期食用噻虫胺超标的食品，对人体健康可能有一定

影响。蔬菜中噻虫胺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为快速控制

虫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售

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七、氧乐果

氧乐果是一种广谱高效的内吸性有机磷农药，有良好的

触杀和胃毒作用。长期食用氧乐果超标的食品，对人体健康

可能有一定危害。蔬菜中氧乐果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

为快速控制虫害而违规使用所致。

八、乙酰甲胺磷

乙酰甲胺磷为内吸性的有机磷类杀虫剂，中毒后会出现

多汗、流涎、恶心呕吐、腹痛等不良反应。食用符合国家标

准规定的食品一般不会导致乙酰甲胺磷的急性中毒，但长期

食用乙酰甲胺磷超标的食品，对人体健康有一定影响。

九、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

氯氟氰菊酯和高效氯氟氰菊酯能抑制昆虫神经轴突部

位的传导，对昆虫具有趋避、击倒及毒杀的作用，杀虫谱广，

活性较高，药效迅速，如果人体接触量大会引起头疼、头晕、

恶心呕吐、双手颤抖、全身抽搐或晕厥等现象。氯氟氰菊酯

和高效氯氟氰菊酯超标的原因主要是由于在农产品的种植

过程中违规过量使用或来源于自然环境污染。

十、二氧化硫残留量

二氧化硫是食品加工中常用的漂白剂和防腐剂，具有漂

白、防腐和抗氧化作用。少量二氧化硫进入人体不会对身体



健康造成危害，但过量食用会引起如恶心、呕吐等胃肠道反

应。通常情况下该物质以焦亚硫酸钾、焦亚硫酸钠、亚硫酸

钠、亚硫酸氢钠、低亚硫酸钠等亚硫酸盐的形式添加于食品

中，或采用硫磺熏蒸的方式用于食品处理，同样发挥着防腐、

漂白的作用。少量二氧化硫进入人体不会对身体带来健康危

害，但若过量摄入可能会引发呼吸困难、腹泻、呕吐等症状。

十一、地西泮

地西泮为苯二氮卓类镇静催眠药，临床上用于抗焦虑、

镇静催眠、抗惊厥、抗癫痫及中枢性肌肉松弛作用。长期食

用检出地西泮的食品，可能引起嗜睡、头昏、乏力和记忆力

下降等。地西泮为允许作治疗用，但不得在动物性食品中检

出的兽药。鲫鱼中检出地西泮的原因，可能是为降低新鲜活

鱼对外界的感知能力，保证其经运输后仍然鲜活而违规使

用。淡水鱼中检出地西泮的原因，可能是为降低新鲜活鱼对

外界的感知能力，保证其经运输后仍然鲜活而违规使用。

十二、铅（以 Pb 计）

铅是一种慢性、积累性毒物，进入人体后，少部分会通

过自身代谢排出，但大部分都会沉积在体内，危害人体健康。

铅主要危害神经系统、肾脏和血液系统，容易导致肾功能损

伤，还会影响儿童智力等。蔬菜中铅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其

生长过程中富集了环境中的镉元素。

十三、甲胺磷

甲胺磷，一种内吸性强、兼有触杀和胃毒作用的有机磷

杀虫剂。超标的原因可能为种植过程中违规使用，或种植过



程中使用乙酰甲胺磷农药产生降解物所导致。甲胺磷能抑制

胆碱酯酶活性，造成神经生理功能紊乱。

十四、噻虫嗪

噻虫嗪是烟碱类杀虫剂，具有胃毒、触杀和内吸作用，

对蚜虫、蛴螬等有较好防效。少量的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

中毒，但长期食用噻虫嗪超标的食品，对人体健康可能有一

定影响。蔬菜中噻虫嗪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为快速控

制虫害，加大用药量或未遵守采摘间隔期规定，致使上市销

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