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3

不合格项目的小知识

一、铜绿假单胞菌

铜绿假单胞菌是一种条件致病菌，广泛分布于水、空气、

正常人的皮肤、呼吸道和肠道等，易在潮湿的环境存活，对

消毒剂、紫外线等具有较强的抵抗力。铜绿假单胞菌对于免

疫力较弱的人群健康风险较大。包装饮用水中检出铜绿假单

胞菌的原因，可能是源水防护不当，水体受到污染；也可能

是生产过程中卫生控制不严格；还可能是包装材料清洗消毒

有缺陷所致。

二、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

苯甲酸及其钠盐（以苯甲酸计）是食品工业中常用的一

种防腐剂，对霉菌、酵母和细菌有较好的抑制作用。长期食

用苯甲酸及其钠盐超标的食品，可能会造成肝脏积累性中

毒，危害肝脏健康。

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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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四、啶虫脒

啶虫脒是一种内吸性杀虫剂，具有层间传导活性和触

杀、胃毒作用。叶面或土壤处理，适用作物广泛，特别适用

于蔬菜、果树和茶树。啶虫脒超标的原因可能是种植户对用

药安全间隔期不了解，违规使用所导致。少量的农药残留不

会引起人体急性中毒，但长期食用农药残留超标的食品，对

人体健康有一定影响机

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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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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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毒死蜱

毒死蜱又名氯吡硫磷，是一种硫代磷酸酯类有机磷杀

虫、杀螨剂，具有良好的触杀、胃毒和熏蒸作用。少量的农

药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毒，但长期食用毒死蜱超标的食

品，对人体健康可能有一定影响。辣椒中毒死蜱残留量超标

的原因，可能是为快速控制虫害而违规使用。

七、恩诺沙星

恩诺沙星属第三代喹诺酮类药物，是一类人工合成的广

谱抗菌药，用于治疗动物的皮肤感染、呼吸道感染等，是动

物专属用药。长期食用恩诺沙星超标的食品，可能导致在人



体中蓄积，进而对人体机能产生危害，还可能使人体产生耐

药性菌株。淡水鱼中恩诺沙星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在养殖过

程中为快速控制疫病，违规加大用药量或不遵守休药期规

定，致使产品上市销售时的药物残留量超标。

八、孔雀石绿

孔雀石绿是一种工业染料，因具有杀菌和抗寄生虫的作

用，曾用于水产养殖。孔雀石绿及隐色孔雀石绿均对人体肝

脏具有潜在致癌性。长期食用检出孔雀石绿的食品，将会危

害人体健康。淡水鱼中检出孔雀石绿的原因，可能是在养殖

过程中违规使用。

九、吡虫啉

吡虫啉属内吸性杀虫剂，具有触杀和胃毒作用。少量的

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毒，但长期食用吡虫啉超标的食

品，对人体健康可能有一定影响。香蕉中吡虫啉残留量超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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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是一种大环内酯类杀虫剂，具

有触杀、胃毒和组织渗透作用，对豇豆中蓟马、豆荚螟等有

较好防效。少量的残留不会引起人体急性中毒，但长期食用

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超标的食品，对人体健康可能有一

定影响。豇豆中甲氨基阿维菌素苯甲酸盐残留量超标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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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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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蔬菜水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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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十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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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辣椒中镉超标的原因，可能是其生长过程中富集了

环境中的镉元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