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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对兰州市常见的八大类19种蔬菜的硝酸盐含量进行测定。结果表明，硝酸盐含量由
高到低的顺序依次为绿叶类、白菜类、根菜类、甘蓝类、葱蒜类、茄果类、薯芋类、瓜类。所检测样品中，绿叶类蔬
菜和白菜类蔬菜中硝酸盐含量属于中度污染，不能生食，只能盐渍、熟食外，其余类别的蔬菜硝酸盐含量均属于轻度
污染，可以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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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是人们日常饮食中必不可少的食物之一，
可提供人体所必需的多种维生素和矿物质［ 1］，人
体摄入的硝酸盐有 70%～80%来自蔬菜［ 2］。大量
实验证明，人体摄入的硝酸盐在微生物的作用下
可以被还原成亚硝酸盐，而亚硝酸盐是一种有毒
物质，在人体内达到一定剂量时可致癌、致畸、
致突变，严重危害人体健康［ 3～4］。我们于 2013
年 12月对兰州市常见的八大类别 19种蔬菜样品

中硝酸盐含量进行了测定，并做出初步分析评
价。
1 材料与方法
1.1 供试材料

供试蔬菜样品均随机采购于兰州市定西南路
二支路蔬菜市场。
1.2 试验方法

将供试样品用去离子水冲洗干净，晾干表面

部是无翅孤雌蚜，取食 2～3 d，开始胎生第 2代。
1头雌蚜一般胎生 1头 /d，最多可产 4头 /d。成蚜
寿命 27 d。5月下旬至 6月上旬第 2代开始分化有
翅孤雌蚜和无翅孤雌蚜，无翅孤雌蚜留守原寄主
危害，繁殖第 3代。有翅蚜迁飞到同一寄主上，
取食 4 d，开始胎生第 3代若蚜。第 3代若蚜于 6
月中旬发育为有翅雄蚜和无翅雌蚜，1头雄蚜可与
数头雌蚜交配。
2.2.2 若虫 4月下旬初孵若蚜爬到一年生的小侧
枝上群集取食 5 d，2、3、4龄若蚜龄期均为 4 d。若
蚜于 5月中旬转移到当年新生嫩梢主侧枝上群集危
害。5月下旬若蚜分泌胶状分泌物，污染受害枝梢。
2.2.3 卵 雌蚜于 6月下旬开始在针叶上产卵，
每产 1粒卵更换一次地方，有少数成虫只产 1粒
卵，平均 4粒，最多可达 7粒。卵在云杉一年生
针叶上单粒排列越冬。
3 防治措施
根据云南云杉长足大蚜的生物学特性，其防

治应抓好 3个关键措施。一是忌密植，休眠期人
工剪除有虫侧梢，集中烧毁，消灭虫源；二是保
护和利用异色瓢虫、红点唇瓢虫、七星瓢虫、中
华草蛉、微小花蝽、月斑鼓额食蚜蝇、三突花蛛
等天敌生物；三是 4月下旬卵孵化后，选用 0.5%
藜芦碱可溶性液剂 4 000倍液、1%苦参碱可溶性
液剂 3 000倍液和 4.5%联菊·啶虫脒乳油 6 000倍
液喷雾，防效可达 95%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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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分，取可食部分切碎混匀，于食物粉碎机中匀
浆（部分少汁样品可按质量比例加入等量超纯水）。
硝酸盐含量测定采用紫外分光光度法［ 5］，每个样品
测定 3次，取平均值。
2 结果与分析
2.1 硝酸盐含量

由表 1可以看出，供检的蔬菜中硝酸盐含量差
异较大，其中绿叶类蔬菜最高，为 817.37 mg/kg；
白菜类蔬菜居第 2，为 628.57 mg/kg；其次为根菜
类蔬菜（339.52 mg/kg）、甘蓝类蔬菜（303.69 mg/kg）、
葱蒜类蔬菜（194.89 mg/kg）、茄果类蔬菜（174.67
mg/kg）、薯芋类蔬菜（153.35 mg/kg）；瓜类蔬菜中
最低，为 143.65 mg/kg。所检测蔬菜中，硝酸盐平
均含量以西芹最高，为 968.91 mg/kg；其次为大白
菜，为 910.03 mg/kg；番茄中含量最低，为 89.43
mg/kg。

2.2 蔬菜中硝酸盐含量食用安全评价

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国粮农组织
（FAO）1973年规定，硝酸盐的日允许量（ADI）为
3.6 mg/kg（体重）。目前我国尚未制定食品中硝酸
盐含量的限量标准，普遍采用的是沈明珠等在
1982 年提出的蔬菜硝酸盐卫生评价标准［ 6］。该
评价标准按每人平均体重 60 kg，每天平均食用
蔬菜 0.5 kg计，参照世界卫生组织（WHO）和联合

国粮农组织（FAO）规定的硝酸盐的日允许量
（ADI）的值，并根据蔬菜在经过盐渍、煮熟后硝
酸盐含量分别减少 45%和 60%~70%进行计算与
分级，推算出我国蔬菜可食部分中硝酸盐含量的
卫生标准（表2）。
参照表 2的分级评价标准，所测定的蔬菜中

葱蒜类蔬菜、甘蓝类蔬菜、茄果类蔬菜、瓜类蔬
菜、薯芋类蔬菜和根菜类蔬菜中的硝酸盐含量均
低于一级，属轻度污染，可以生食；绿叶类蔬菜
和白菜类蔬菜属于中度污染，不宜生食，但可以
盐渍、煮熟后食用。

3 小结
兰州市常见蔬菜中，硝酸盐含量由高到低的

顺序为绿叶类蔬菜（817.37 mg/kg）、白菜类蔬菜
（628.57 mg/kg）、根菜类蔬菜（339.52 mg/kg）、甘蓝
类蔬菜 （303.69 mg/kg）、葱蒜类蔬菜（194.89
mg/kg）、茄果类蔬菜（174.67 mg/kg）、薯芋类蔬菜
（153.35 mg/kg）、瓜类蔬菜（143.65 mg/kg）。在所检
测蔬菜中，西芹硝酸盐平均含量最高，为 968.91
mg/kg；番茄最低，为 89.43 mg/kg。绿叶类蔬菜和
白菜类蔬菜中硝酸盐含量属中度污染，不能生食，
只能盐渍、熟食；其余类别的蔬菜硝酸盐含量均
属于轻度污染，可以生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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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类别 名称
NO3

-含量（mg/kg） 类别均值
（mg/kg）范围 平均值

绿叶类 西芹 718.89~1 155.67 968.91 817.37

菠菜 574.19~1 028.91 783.46

莴笋 302.58~944.08 673.33

上海青 555.94~1 004.67 843.79

葱蒜类 洋葱 89.02~203.63 157.41 194.89

大葱 220.79~251.28 232.37

甘蓝类 甘蓝 302.41~553.34 423.13 303.69

西兰花 146.44~306.84 245.33

花椰菜 201.64~304.72 242.33

茄果类 辣椒 55.16~194.26 137.11 174.67

茄子 173.27~384.58 297.47

番茄 75.81~107.64 89.43

瓜类 黄瓜 86.27~131.42 114.90 143.65

西葫芦 134.68~207.64 172.40

根菜类 萝卜 435.68~704.64 568.23 339.52

胡萝卜 66.12~181.96 110.82

薯芋类 马铃薯 102.03~214.16 153.35 153.35

白菜类 大白菜 646.27~1 046.37 910.03 628.57

娃娃菜 257.22~407.59 347.11

表 1 供试蔬菜样品中硝酸盐（NO3-）含量

分级 NO3
-含量 参考卫生性 污染程度

一级 ≤432 生食允许 轻度

二级 ≤578 生食不宜，盐渍、熟食允许 中度

三级 ≤1 440 生食、盐渍不宜，熟食允许 重度

四级 ≤3 100 不宜食用，但不中毒 严重

表 2 蔬菜硝酸盐含量分级评价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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