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关于部分检验依据、项目的说明

一、抽检依据

（一）餐饮食品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1-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糕点、面包》（GB

7099-2015）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

（二）蜂产品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蜂蜜》(GB 14963-2011)、《食品

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农业农村部公

告第250号)、《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

量》(GB 31650-201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

用标准》（GB 2760-2014）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

要求。

（三）罐头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罐头食品》(GB 7098-2015)、《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GB 2761-2017)

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

（四）可可及焙烤咖啡产品



《焙炒咖啡》(NY/T 605-2006)、《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中真菌毒素限量》(GB 2761-2017)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

和指标的要求。

（五）食品添加剂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用香精》(GB 30616-2020)、

《食 品安全 国家 标准 复配 食品添 加剂 通则》 (GB

26687-2011)、《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黄原胶》

(GB 1886.41-2015)、《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 食

品工业用酶制剂》(GB 1886.174-2016)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

准和指标的要求。

（六）食用农产品

《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农

业农村部公告第250号)、《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兽药

最大残留限量》(GB 31650-201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

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鲜、冻动物性水产品》（GB 2733-2015）、《食品中可

能违法添加的非食用物质和易滥用的食品添加剂名单(第四

批)》(整顿办函〔2010〕50号)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

标的要求。

（七）食用油、油脂及其制品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植物油》(GB 2716-2018)、《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GB 2761-2017)

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

（八）蔬菜制品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酱腌菜》(GB 2714-2015)、《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7)

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要求。

（九）薯类和膨化食品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7)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膨化食品》 (GB

17401-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真菌毒素限量》

(GB 2761-2017)、《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预包装食品中致病

菌限量》(GB 29921-2021)等标准及产品明示标准和指标的

要求。

二、检验项目的说明

（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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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倍硫磷在豆类蔬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

为 0.05mg/kg。豇豆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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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呋喃唑酮代谢物

呋喃唑酮是硝基呋喃类抗菌药，具有抗菌谱广等特点。

长期大量食用检出呋喃唑酮代谢物的食品，可能在人体内蓄

积，引起恶心、呕吐、腹泻、头痛、头晕等症状。《食品动

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250号）中规定，呋喃唑酮为食品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

（在动物性食品中不得检出）。鱼中检出呋喃唑酮代谢物的

原因可能是在养殖过程中违规使用。

（三）腐霉利

腐霉利是一种广谱内吸性的高效杀菌剂，对低温高湿条

件下发生的灰霉病、菌核病有显著效果，但菌株容易对其产

生抗性。少量的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毒。《食品安全国

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

定，腐霉利在韭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 0.2mg/kg。韭菜中

腐霉利残留量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为快速控制病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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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



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是一种非内吸性杀虫剂，具有

触杀、胃毒作用，少量的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毒。《食

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在龙眼中的最

大残留限量值为 0.5mg/kg。龙眼中氯氰菊酯和高效氯氰菊酯

超标的原因可能是为控制虫害,不遵守休药期规定，致使上市

销售的产品中残留量超标。

（五）铅（以 Pb计）

铅是一种常见的重金属元素污染物。《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中污染物限量》（GB 2762-2017）中规定，在新鲜

蔬菜（芸薹类蔬菜、叶菜蔬菜、豆类蔬菜、薯类除外）中铅

（以Pb计）限量值为0.1mg/kg。蔬菜中铅超标的原因可能是

蔬菜种植过程中对环境中铅元素的富集。

（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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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噻虫嗪在根茎类蔬菜中的最大残留限

量值为 0.3mg/kg。萝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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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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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用于防治吮吸式口器害虫和植物性

螨。少量的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毒。《食品安全国家标

准 食品中农药最大残留限量》（GB 2763-2021）中规定，

氧乐果在茄果类蔬菜中的最大残留限量值为 0.02mg/kg。辣

椒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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