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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从农药残留、重金属污染以及人为添加剂污染等角度简要分析了食用菌生产质量安全的潜在因素，
并提出了对潜在质量安全问题的防范措施：加强生产环节监管，尽量不用或少用农药；远离重金属污染源，加强
定期检查；加强采后监管，严查使用添加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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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用菌质量安全风险及其防范
寇向龙，徐美蓉

（甘肃省农业科学院农业质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甘肃 兰州 730070）

食用菌具有高蛋白、低脂肪、低热量、营养
丰富、味道鲜美的特点，“天然、营养、保健”的功
能能提高人体免疫力，因此，在 20世纪 90年代
中期，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向全
世界宣传和推广这类新食品资源［ 1］。我国是食用
菌生产大国，也是最早栽培、利用食用菌的国家
之一。甘肃省内很多地方气候条件比较适合食用
菌的种植［ 2］，食用菌已成为甘肃省的一个重要农
产品，在甘肃省农业生产中有着比较重要的地位。
但就甘肃乃至全国而言，在食用菌生产中由于缺
乏专门的管理机构，质量安全隐患等问题不容忽
视。我们根据工作实践，结合甘肃实际分析了影
响食用菌安全的因素及防范措施。
1 影响食用菌质量安全的潜在因素
1.1 农药残留污染

在食用菌生产过程中，为了防治病虫害，会
施用一些化学农药，部分化学农药在较短时间内
可通过生物降解成为无害物质，有些化学农药则
在一定时期内不易被分解，直接或间接残存于食
用菌中，造成农药残留［ 3］。

食用菌产品中常见的残留量超标农药有敌敌
畏、多菌灵、百菌清、氯氰菊酯、溴氰菊酯、噻
菌灵和咪鲜胺等。我国在《农药合理使用准则
（五）》（GB/T 8321.5-1997）中，规定了噻菌灵在食
用菌上的使用准则，规定 60%可湿性粉剂噻菌灵
可用于防治在食用菌发生的真菌病害，在代料栽
培中施用于培养料，添加量为 200～400 mg/kg（木
屑），装袋前将药均匀拌于培养料中，距收获的间
隔期为 65 d，最高残留限量参考值为 2 mg/kg。在
《无公害食品香菇》（NY 5095-2002）、《无公害食品

双孢蘑菇》（NY 5097-2002）行业标准中，规定了
干、鲜食用菌农药残留的最大限量为亚硫酸盐（以
SO2计）≤50 mg/kg、多菌灵≤O.5 mg/kg、敌敌畏≤
0.5 mg/kg，后者还规定六六六≤0.1 mg/kg、滴滴
涕≤0.1 mg/kg。农业行业标准《绿色食品食用菌》
（NY/T 749-2003）规定农药残留的最大限量为六六
六≤0.1 mg/kg、滴滴涕≤0.05 mg/kg、氯氰菊酯≤
0.05 mg/kg、溴氰菊脂≤0.01 mg/kg、敌敌畏≤0.1
mg/kg、百菌清≤1.0 mg/kg、多菌灵≤1.0 mg/kg。
农药残留量超标严重危害人体健康，食用含有大
量高毒、剧毒农药残留的食用菌会导致急性中毒，
长期摄入农药残留量超标的食用菌，则引起慢性
中毒，导致疾病的发生［ 4］。
根据甘肃省科学院生物研究所与甘肃农业大

学实验测试中心 2008—2009年对全省食用菌产品
农残抽样调查结果，175个样品中，检测出多菌灵
超标样本 7个，氯氰菊酯 2个，溴氰菊酯 1个［ 5］。
可见当时甘肃省的农药残留超标现象并不十分严
重。在 2013年的甘肃省食用菌风险评估调查中，
也有少量样品检出部分农残项目超标的现象。
1.2 重金属污染

食用菌对重金属不敏感，有的种类甚至对重
金属具有亲和性，它们可以在重金属浓度较高的
条件下生长，并且通过主动或被动方式将重金属
吸收至体内而发生富集作用［ 6］。食用菌常见含量
超标的重金属有铅（Pb）、汞（Hg）、镉（Cd）、砷
（As）、铜（Cu）和锡（Sn）等，其来源主要有培养基
质，以及产地环境。受重金属污染的土壤、大气、
水源以及包装袋等都可能会导致食用菌在生长、
加工、运输等过程中被重金属污染。人体内一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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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累一定量的重金属，将会引起肾脏机能衰退、
肝脏损害，甚至引发癌症。
1.3 添加剂污染

1.3.1 荧光增白剂 荧光增白剂是一种荧光白色
染料，能提高被添加物的白度和光泽，主要用于
纺织、造纸、塑料及合成洗涤剂工业，严禁在食
品加工中使用。荧光增白剂对食用菌污染主要途
径是不法商贩的违法使用和在采收、包装中的自
然污染。因为荧光增白剂普遍存在于多种生活日
用品，如包装箱、包装纸、面巾纸、办公纸等，
所以在生产运输及销售过程中，稍有不慎就可能
污染菇体，不过这种情况污染程度相对较轻，对
人体影响可忽略不计。
1.3.2 工业柠檬酸 柠檬酸是一种重要的食品添
加剂，果蔬原料在 1%～2%的食盐和 0.1%的柠檬
酸混合液中浸渍，可抑制其酶褐变引起的变色。
同时由于柠檬酸的高酸性，它还具有良好的防腐
功能，能抑制细菌增殖，且能增强抗氧化剂的作
用，在金针菇加工中常用柠檬酸增白和护色。柠
檬酸作为添加剂，分为工业级、化学级、食品级、
试剂级等，其差别在于纯度。根据国家标准，作
为食品添加剂的柠檬酸，砷盐含量在 1.0 mg/kg以
下，铅含量在 0.5 mg/kg以下。而工业级柠檬酸对
重金属含量无要求，因此，违法添加的工业级柠
檬酸也是食用菌重金属污染的来源之一。
1.3.3 增重剂 近年来，有一些黑心商贩为了谋
取利益，将黑木耳等食用菌干货用盐水或者糖水
浸泡，甚至有些人用硫酸镁或氯化镁等化学药品
浸泡，增加黑木耳的重量。黑木耳加工并人为增
重，几乎成为业内不公开的秘密，500 g黑木耳经
过加工后，能变成 600 g甚至更重。如果使用硫酸
镁等化学药品浸泡，则可能会产生中毒。
2 防范措施
2.1 加强生产环节监管，尽量不用或少用农药

切实抓好食用菌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正确指
导食用菌生产。相关部门要定期对食用菌种植基
地的生产情况开展检查，加强生产环节监管。重
视食用菌生产技术培训，指导食用菌从业人员采
取物理或生物防治措施，防治食用菌生产过程中
出现的病虫害，如挂灭蝇灯，防虫网等。对于使
用的农药，也应当遵循安全生产标准，绝不使用
剧毒、高毒、高残留的农药。低毒农药的使用也
要严格按照《农药安全使用标准》和《农药合理使用
准则》等国家标准执行。
选用优良品种、纯化健康菌种，使品种与高

产培养料配方相适应，优化栽培技术，规范管理

技术，创造有利于食用菌生长发育的环境条件抑
制病虫害侵染。
栽培基质要严格按照食用菌标准化生产的要

求选择，不仅要求新鲜、洁净、干燥、无虫、无
霉、无异味，而且还应无重金属、农药和其他有
害物质残留。
2.2 远离重金属污染源，加强定期检查

选择大气、水源、土壤等环境中，含重金属
等有毒物质均未超标的地方，作为食用菌生产场
地。对生产基地的周边环境，和所用的基质原料
等也要定期抽样检查，以防重金属的污染。生产
基地周边应确保没有排放“工业三废”的工厂、车
间等污染源。在包装运输过程中也因注意远离重
金属污染源。
2.3 加强采后监管，严查使用添加剂

相关部门要严格管理，通过组织开展专项整
治活动，严厉查处食用菌采后保鲜过程中违规使
用护色剂、荧光增白剂等违法违规行为，整顿规
范市场秩序。一经发现有违法添加及有害物质超
标的现象，应迅速反馈，清查来源，严防不合格
产品流入市场。
广大消费者也应当提高安全防范意识。如去

正规市场或超市购买，不购买不明来历的个体散
户的产品。在选购食用菌时，除了查看包装上的
内容是否齐备外，还可以通过“眼看、鼻闻、手
捏”进行质量判断，对于外观异常洁白的食用菌产
品应谨慎购买。在食用食用菌腌制品前，要先清
水脱盐，使柠檬酸及其它添加剂等都随脱盐而脱
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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