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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2021年全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中
鲜蛋抽检情况及分析

赵 芳，郝莉花，吕尊严，李少鹏，王振旭，曹 硕

（河南省产品质量检验技术研究院，河南省食品安全数据智能重点实验室，河南 郑州 450047）

摘 要：针对2019—2021年全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中鲜蛋发现的问题和存在的风险点进行分析。采

用Excel 2010软件对2019—2021年全国鲜蛋的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果进行汇总，分析监督抽检整体

完成情况及存在的主要食品安全问题。结果显示：2019、2020、2021年我国食用农产品不合格率分别

为1.90%、2.23%和3.15%，2019—2021年鲜蛋不合格批次占食用农产品不合格批次总数的10.71%，仅

次于淡水鱼和韭菜。检出鲜蛋不合格项目涉及氟苯尼考、恩诺沙星、氧氟沙星残留等9项，其中氟苯

尼考和恩诺沙星残留不合格项次检出率分别为47.17%和37.74%。我国食用农产品不合格率逐年上

升，且鲜蛋的食品安全问题较为突出，氟苯尼考和恩诺沙星不合格是鲜蛋食品安全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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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ampling Inspection and Analysis of Fresh Eggs in the National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Sampling Inspection from 2019 to 20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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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problems and risks points found in fresh eggs in the national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sampling in⁃
spection from 2019 to 2021 were analyzed. The results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sampling inspection of the fresh
eggs were summarized to analyze the overall completion of sampling inspection and the main food safety problems us⁃
ing Excel 2010.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from 2019 to 2021, the unqualified rate of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in Chi⁃
na was 1.90%, 2.23% and 3.15%, respectively, among which the unqualified batches of fresh eggs accounted for
10.71% of the total number of unqualified batches of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second only to freshwater fish and
leek. Nine unqualified items were found in fresh eggs, including flufenicol, enrofloxacin and ofloxacin, among which
the detection rates of flufenicol and enrofloxacin were 47.17% and 37.74%, respectively. The unqualified rate of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is increasing year by year in China, and the food safety problem of fresh eggs is more prominent.
The unqualified florfenicol and enrofloxacin is the main probl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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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是世界禽蛋生产大国，自1985年以来，禽蛋

产量已连续 30多年位居全球首位[1]。随着禽业的集

约化和规模化，合理、科学地使用兽药药物可有效地

防治禽类疾病，促进禽类的健康生长，改善禽蛋品

质，提高养殖业的生产效率[2]。兽药在预防和治疗动

物疾病、降低动物发病率和死亡率等方面发挥着重

要作用，也以饲料添加剂的形式在促生长、提高饲料

利用率和改善产品品质等方面发挥着显著作用。但

是，在养殖过程中如果缺乏科学的指导和正确的认

识，药物的违规使用、误用，不遵守休药期，饲料与环

境污染诸多因素均可能导致畜禽蛋中存在多种药物

残留。兽药残留对人的危害一般不表现为急性的毒

性作用，主要表现为变态反应与过敏反应、细菌耐药

性、“三致”作用和激素作用等多方面[3]。禽蛋中可能

存在给人类健康带来危害的残留药物，被人们食用

后在体内长时间蓄积，影响人体的正常代谢，造成人

体耐药菌株大量增加等[4]，对人体健康造成直接或潜

在危害。据报道，鲜蛋为食用农产品中合格率最低

的品种，其中鸡蛋为鲜蛋的主要类别，部分药物残留

风险现状不容乐观[5-6]。

多年来，我国多部门相继出台各项法律法规及

政策文件，以期减少禽蛋中兽药残留超标问题。中

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和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

依法组织制定兽药残留限量标准、兽药残留检测方

法标准、兽药残留快检方法标准、国家食品安全监督

抽检实施细则等，先后颁布了《兽药管理条例》《食品

动物中禁止使用的药品及其他化合物清单》《兽药休

药期规定》等相关法规和标准，对食品动物允许使用

的兽药种类和剂量、给药途径和部位、用药期和休药

期等均做出了严格的规定。2022年 9月 2日第十三

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十六次会议修

订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7]将

于 2023年元旦起施行，该法指出，农产品生产者、生

产经营者要科学合理使用农兽药等农业投入品，并

严格执行农业投入品使用安全间隔期或休药期。

本研究通过汇总2019—2021年国家市场监督管

理总局发布的全国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果，对近3年

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找出存在问题的可能原因，为

分析全国鲜蛋食品安全形势提供参考。

1 数据来源与分析方法

1.1 数据来源

本文中的基础数据来源于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

局官方网站，数据统计的时间范围为 2019年 1月—

2021年 12月。需要注意的是，统计周期内官网还发

布了各类具有突发性、时令性等特征专项抽检公告，

不宜进行常态性分析，因此未纳入本文的基础数据。

1.2 分析方法

通过Excel 2010整理分析数据，对比2019—2021
年鲜蛋的抽检批次、不合格率、不合格项目等分布情

况，找出问题并分析原因。

2 结果与分析

2.1 食用农产品抽检结果与分析

2.1.1 基本情况

根据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布的市场监管部

门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情况统计[8-12]，2019 年 1 月—

2021年 12月期间共抽检了 1 807.857 7万批次样品，

不合格样品 44.215 3万批次，样品平均不合格率为

2.44%。其中抽检食用农产品约 756.234万批次，不

合格样品约 18.744 1万批次，样品平均不合格率为

2.48%。具体情况见表1。

由表1可以看出，2019—2021年抽检总批次数逐

年增加，体现了国家各级政府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

逐年提高。2019年和2020年各类食品全年不合格率

基本持平，分别为2.26%和2.31%，2021年各类食品全

年不合格率较 2020年略有升高，上升了 0.38个百分

点，但考虑到2021年抽检总数较2020年增加了近60
万批次，2.69%的不合格率仍然是可以接受的。2019—
2021 年各类食品的全年不合格率维持在 2.26%~
2.69%之间，这说明我国食品安全形势基本稳定。

2019—2021年分别抽检食用农产品2 032 049 批

次、2 768 145批次和2 762 146批次，这3年食用农产

品抽检数量占各类食品抽检比值均在 40%左右，分

别为 2019年 42.9%、2020年 43.3%和 2021年 39.7%，

表1 2019—2021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结果
Table 1 Sampling inspection results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from 2019 to 2021

年份/年
2019

2020

2021

2019——2021

食品种类

食用农产品

35类食品（含
食盐）总计

食用农产品

34类食品总计

食用农产品

34类食品总计

食用农产品食用农产品

各类食品总计各类食品总计

样品抽检
数量/批次

2 032 049
4 736 773

2 768 145
6 387 366
2 762 146
6 954 438
7 562 340

18 078 577

不合格样品
数量/批次

38 638
107 064

61 684
147 721
87 119

187 368
187 441

442 153

样品不
合格率/%

1.90
2.26

2.23
2.31
3.15
2.69
2.48

2.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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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样品不合格率却逐年上升，分别为1.90%、2.23%和

3.15%。具体情况见图1。

由图1可以看出，2019—2021年食用农产品的不

合格率增幅明显大于各类食品的平均不合格率。这

说明我国食用农产品质量安全情况逊于食品安全总

体情况，同时也可以看出食品安全监督抽检是以问

题为导向的抽检原则。

2.1.2 食品细类分析

笔者整理了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于 2019—
2021年发布的食用农产品不合格信息分别为 214批

次、119批次和106批次，共计439批次，涉及淡水鱼、

韭菜和鲜蛋等31个食品细类，具体情况见表2。
由表2可以看出，共有47批次鲜蛋检出不合格，

占食用农产品不合格批次总数的 10.71%，仅次于淡

水鱼（15.94%）和韭菜（13.21%）。由此可以看出，食

用农产品中鲜蛋的食品安全问题较为突出。鲜蛋包

括鸡蛋和其他禽蛋（如鸭蛋、鹌鹑蛋、鹅蛋、鸽蛋等）[13]。

检出不合格的47批次鲜蛋全为鸡蛋，但并不能说明其

他禽蛋食品安全情况就优于鸡蛋，这与鸡蛋抽检基数

较大有显著关系。

2.2 鲜蛋抽检结果与分析

2.2.1 抽检区域情况

检出问题的 47批次鲜蛋的抽样单位涉及 15个

省、3个自治区和2个直辖市，覆盖了全国26个城市，

各省市之间并无显著性差异，具体情况见表3。
2.2.2 近年鲜蛋抽检项目情况

检出问题的47批次鲜蛋全为鸡蛋。2019—2021
年鸡蛋抽检项目涉及氟苯尼考、恩诺沙星、氯霉素残

留等22项，具体情况见表4。
由表 4可以看出，2019—2021连续 3年都抽检的

项目有氟苯尼考、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

之和计）、氯霉素、金刚烷胺、金刚乙胺、呋喃唑酮代谢

物、氟虫腈7项；连续两年抽检的项目有多西环素、氧

氟沙星、诺氟沙星、甲硝唑、磺胺类（总量）5项；甲砜霉

素、沙拉沙星、地美硝唑3项是2021年新增检验项目；

洛美沙星、培氟沙星、呋喃它酮代谢物等7项仅在2019
年设置为抽检项目。抽检项目的设置与抽检情况及

舆情信息等有着密切的关系。

2.2.3 检验项目结果

检出问题的47批次鲜蛋不合格检验项目涉及氟

苯尼考、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环丙沙星之和计）、

氧氟沙星等9项，共计53项次，具体情况见表5。
由表 5可以看出，检出不合格项目均为药物残

留，其中不合格项次占比较高的为氟苯尼考（47.17%）、

恩诺沙星（37.74%）和氧氟沙星（3.77%）。由此可见，

图1 2019—2021年食品安全监督抽检不合格情况
Fig.1 Unqualified situation in sampling inspection of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from 2019 to 2021

表2 食用农产品中不合格食品细类情况
Table 2 Details of unqualified food in edible agricultural

products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食品细类

淡水鱼

韭菜

鲜蛋

鸡肉

豇豆

芹菜

海水虾

其他水产品

猪肉

海水鱼

贝类

海水蟹

牛肉

豆芽

柑、橘

普通白菜

辣椒

姜

菠菜

菜豆

淡水虾

香蕉

猪肝

大白菜

淡水蟹

梨

芒果

其他禽副产品

茄子

羊肉

油麦菜

批次

70
58
47
44
41
19
18
18
16
14
13
13
11
8
8
8
7
5
3
3
3
2
2
1
1
1
1
1
1
1
1

不合格细类占比/%
15.94
13.21
10.71
10.02
9.34
4.33
4.10
4.10
3.64
3.19
2.96
2.96
2.50
1.82
1.82
1.82
1.59
1.14
0.68
0.68
0.68
0.46
0.46
0.23
0.23
0.23
0.23
0.23
0.23
0.23
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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氟苯尼考和恩诺沙星药物残留超标是鲜蛋食品安全

的主要问题。

氟苯尼考属于氯霉素类药物。氯霉素残留对人

体的造血机能有抑制作用，危害人类健康，已被中

国、美国和欧盟等国家列为禁用药[14]。氟苯尼考又名

氟甲砜霉素，是新一代氯霉素类动物专用广谱抗生

素[15]。GB 31650—2019《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中

兽药最大残留限量》[16]中规定，氟苯尼考在家禽产蛋

期禁用，即鲜蛋中不得检出。氟苯尼考残留标志物

以氟苯尼考与氟苯尼考胺之和计。

恩诺沙星作为广谱抗菌药，对革兰氏阴性菌、革

兰氏阳性菌、支原体有良好的抑制和杀灭作用，被广

泛应用于畜禽水产疾病防治中，但该药物的半衰期

较长，代谢需要一定的时间[17-20]。同样，GB 31650—
2019[16]规定，恩诺沙星在家禽产蛋期禁用，即鲜蛋中

不得检出。

2.2.4 检出数值情况

由表6可以看出：检出不合格的53项次中，25项

次氟苯尼考检出数值范围为 0.5~298 μg/kg，20项次

恩诺沙星检出数值范围为2.56~5 827.6 μg/kg，2项次

氧氟沙星检出数值范围为11.2~75 μg/kg，1项次氯霉

表3 鲜蛋抽检样品覆盖区域情况
Table 3 Fresh eggs sampling coverage area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总计总计

省份

安徽省

广东省

广西壮族自治区

贵州省

海南省

河北省

河南省

湖北省

吉林省

江苏省

江西省

辽宁省

内蒙古自治区

青海省

山东省

陕西省

天津市

西藏自治区

云南省

重庆市

地市

合肥市

广州市

北海市

南宁市

贵阳市

海口市

石家庄市

郑州市

武汉市

长沙市

长春市

连云港市

南京市

宿迁市

南昌市

上饶市

沈阳市

通辽市

海东市

济南市

渭南市

西安市

天津市

拉萨市

昆明市

重庆市

批次

1
2
3
2
4
1
3
1
1
1
3
1
2
1
1
1
3
1
1
2
1
2
3
2
3
1
47

表4 鸡蛋抽检项目情况
Table 4 Egg sampling inspection items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检验项目

氟苯尼考

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
与环丙沙星之和计）

氯霉素

金刚烷胺

金刚乙胺

呋喃唑酮代谢物

氟虫腈

多西环素（强力霉素）

氧氟沙星

诺氟沙星

甲硝唑

磺胺类（总量）

甲砜霉素

沙拉沙星

地美硝唑

洛美沙星

培氟沙星

呋喃它酮代谢物

呋喃西林代谢物

呋喃妥因代谢物

利巴韦林

铅（以Pb计）

2019年
√
√

√
√
√
√
√
√
√
√

√
√
√
√
√
√
√

2020年
√
√

√
√
√
√
√
√
√
√
√
√

2021年
√
√

√
√
√
√
√

√
√
√
√
√

表5 鲜蛋检出不合格项目情况
Table 5 Unqualified items in fresh eggs sampling inspection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不合格项目

氟苯尼考

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
环丙沙星之和计）

氧氟沙星

磺胺类（总量）

甲砜霉素

甲硝唑

金刚烷胺

氯霉素

地美硝唑

项次

25
20

2
1
1
1
1
1
1

不合格项次占比/%
47.17
37.74

3.77
1.89
1.89
1.89
1.89
1.89
1.89

注：√表示对应年份抽检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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素检出数值为 185 μg/kg，1项次甲硝唑检出数值为

24.2 μg/kg，1项次金刚烷胺检出数值为 22.1 μg/kg，1
项次磺胺类（总量）检出数值为 9.18 μg/kg，1项次甲

砜霉素检出数值为 4.48 μg/kg，1项次地美硝唑检出

数值为4.1 μg/kg。

3 可能存在的问题

3.1 违反规定滥用药物

部分养殖户对禁用的兽药了解较少，用药安全

意识较差，在养殖过程中禽类出现疫病之后随意地

选择药物使用，未认识到氟苯尼考、恩诺沙星、甲砜

霉素等药物在家禽产蛋期禁用，或未按照说明书使

用导致超剂量用药，药物无法通过新陈代谢作用转

移到体外，造成禽蛋中兽药残留超标。

3.2 使用药物不规范

部分养殖户使用药物不规范，超剂量使用，或者

长时间使用，不遵守休药期，又或者改变给药途径、

给药间隔和用药次数等，导致药物无法及时有效代

谢而在禽类体内蓄积。

3.3 药物本身存在质量问题

市场上不乏含量超标或含量不明确的药物，甚

至有些企业为了达到某些目的在药物生产过程中违

背国家规定添加禁用成分，养殖户若在不知情的情

况下购买并使用了此类存在质量问题的药物，极易

导致禽蛋产品的兽药残留超标。

3.4 环境问题

部分养殖户不重视科学养殖技术，采取小规模

大群体的养殖方式，饲养环境卫生差，消毒设施不完

善，在一定程度上增加了禽类患病的可能性，进而提

升了使用药物治疗的概率。此外，如果禽类食用了

被污染的水源、饲料等，也会造成药物蓄积。

4 结论与建议

2019—2021年我国食品安全抽检全年食品不合

格率为 2.26%~2.69%，食品安全形势基本稳定，但食

用农产品的不合格率却逐年上升，增幅明显高于各类

食品的平均不合格率。鲜蛋不合格批次占比食用农

产品的10.71%，仅次于淡水鱼和韭菜。检出问题的鲜

蛋皆为鸡蛋，涉及氟苯尼考、恩诺沙星（以恩诺沙星与

环丙沙星之和计）、氧氟沙星等，其中氟苯尼考和恩诺

沙星残留超标是鲜蛋食品安全的主要问题。

违反规定滥用药物、使用药物不规范、药物本身

存在质量问题和环境问题等是鲜蛋药物残留超标的

主要问题。建议各相关部门加大对禽蛋产品质量安

全的监督管理力度，依法整治在养殖过程中存在的

兽药残留问题。通过采取多种措施和多方联合的方

式督促养殖户了解国家关于禽类产蛋期用药的规定

和用药规范，普及更多的食品安全知识，使养殖户认

识到兽药残留的危害，不断降低鲜蛋中兽药残留发

生的风险，保障我国农产品的质量安全，构建食品安

全共治共享新格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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