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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为了调查研究重庆市肉兔中农药、兽药残留情况,按照国家标准对采自重庆市９个区、县的３０批肉兔肌

肉组织进行了农药、兽药多残留检测分析．结果表明,在被检肉兔肌肉组织中农药六六六、DDT的最大残留量分

别为１７１６０μg/kg,２５２８５μg/kg,兽药四环素、金霉素、土霉素、地克珠利的最大残留量分别为２４２０μg/kg,

５１２０μg/kg,０５９２μg/kg,１０９００μg/kg,１６种磺胺类药物的残留范围为０００２~８１４０μg/kg,氯霉素和呋喃唑

酮均未检出．被检兔肉中２种农药和２２种兽药残留量合格率均达到１００％．结论:抽检的重庆市兔肉中农药、兽

药残留指标符合我国现行国家标准、农业部行业标准以及欧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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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兔肉在国内外市场的需求均呈上升趋势．据统计,当前我国肉兔出栏量、存栏量、兔肉产量均

居世界首位．重庆市是中国肉兔主要产区之一,２０１１年出栏肉兔４１６０４万只,兔肉产量５７７１９t,肉兔出

栏居全国省(市)的第六位[１]．欧盟是兔肉的主要消费国,由于其质量标准严、进口价格高,为此各国都制定

了较为完善的残留监控计划和管理措施,以期能全面掌握残留监控结果并建立行之有效的自检自控体

系[２]．然而,重庆市兔肉产品是否受到农药、兽药的污染迄今未见报道．本研究对重庆市部分地区的市售活

兔进行了常用农、兽药的残留现状分析,旨在为重庆市肉兔农药、兽药残留现状提供数据参考,也为完善

肉兔生产中农药、兽药残留监控体系和肉兔安全生产提供理论依据．

１　材料与方法

１１　取　样

从重庆市９个区、县(万州区、涪陵区、永川区、合川区、北碚区、开县、璧山县、铜梁县、江津县)随机

采取３０批次市售活兔,每只体质量为２５~２７kg．活兔宰前经严格健康检查,屠宰加工后,取其肌肉组织

作为被检材料．
１２　主要仪器

MARSＧX型微波消解萃取系统,７８９０A 型气相色谱仪,LCＧ２０A 型高效液相色谱仪,高通量正压固相

萃取仪,氮吹仪,凝胶渗透色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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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３　主要药品

农药标准品:α 六六六、β 六六六、γ 六六六、δ 六六六、p,pＧDDE、p,pＧDDD、o,pＧDDT、

p,pＧDDT(纯度均≥９８％);

兽药标准品:１６种磺胺类药物(纯度９８％~１００％),四环素(纯度９７５％),土霉素(纯度９５６％),金

霉素(纯度９２％),地克珠利(纯度９９％),氯霉素(纯度９８５％),呋喃唑酮(纯度１００％,购买于德国

WITEGA公司);其他标准品均购自德国DrEhrenstorfer公司．

１４　方　法

１４１　检测指标

依据我国 GB/T１７２３９Ｇ２００８«鲜、冻兔肉»[３]标准,欧盟药物(兽药、农药)残留的相关要求及农业部

２０１１－２０１３年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项目等,本研究针对目前肉兔生产中可能涉及的兽药种类、禁用药

物及环境污染物等设定待检疫物种类．分别依据GB/T５００９１９Ｇ２００８[４],GB/T２０７５９Ｇ２００６[５],GB/T２１３１７Ｇ

２００７[６],SN/T２３１８Ｇ２００９[７],GB/T２２３３８Ｇ２００８[８]和SN/T１６２７Ｇ２００５[９]检测肉兔肌肉组织中的有机氯农药

(六六六、DDT),磺胺类药物,四环素类药物,地克珠利和禁用药物氯霉素、呋喃唑酮．全部检测项目均在

重庆市万州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综合实验室完成．

１４２　结果的评价方法

被检肉兔肌肉组织中农药、兽药残留量检测结果的评价参照表１所列的相关标准．被检样品中任何一

项指标不合格,则该样品被评定为不合格．同一个样品中有几个指标未达到标准要求,不重复计算样品的

不合格数．检出率(％)＝批次检出数/批次检测总数;超标率(％)＝批次超标数/批次检测总数;合格率

(％)＝批次合格数/批次检测总数．
表１　肉兔肌肉组织中农药、兽药残留量检测结果的评价标准

项　目
标　　　　　　准

GB２７６３Ｇ２０１４[１０] GB/T１７２３９Ｇ２００８[３] 欧盟标准[１１]

六六六 ０１mgkg－１ ０１mgkg－１ ０１mgkg－１

滴滴涕 ０２mgkg－１ ０２mgkg－１ ０１mgkg－１

四环素 ０１mgkg－１ ０１mgkg－１ ０１mgkg－１

金霉素 ０１mgkg－１ ０１mgkg－１ ０１mgkg－１

土霉素 ０１mgkg－１ ０１mgkg－１ ０１mgkg－１

氯霉素 不得检出(mgkg－１) 不得检出(mgkg－１) 禁用

呋喃唑酮 不得检出(mgkg－１) 不得检出(mgkg－１) 禁用

磺胺类(１６种) ０１mgkg－１ ０１mgkg－１ ０１mgkg－１

地克珠利 － － ５００μgkg－１

１４３　结果的统计方法

用SPSS１９０系统软件对样品数据进行整理、分析．

２　结果与分析

２１　被检兔肉中药物残留量检测结果

在抽检的３０批肉兔肌肉组织中六六六、DDT、四环素、金霉素、土霉素、地克珠利及磺胺间二甲氧嘧

啶等１６种磺胺类药物残留的检出范围,均为痕量残留,符合我国国家标准、农业部行业标准以及欧盟标

准,且远远低于各被检药物最大残留限量要求(表２)．兔肉样品中经检测农药、兽药最大残留量的合格率均

达到１００％．禁用药物氯霉素和呋喃唑酮均未检出,其合格率达到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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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兔肉中被检农药、兽药残留量检测结果统计

药　物
样本总数/

批次

检出率/

％

超标率/

％

合格率/

％

残留量范围/

(μgkg－１)

平均值±标准差/

(μgkg－１)
六六六 ３０ ９３３３ ０ １００ １０５４~１７１６０ ４７４９±３３８８

DDT ３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１４３７~２５２８５ ７３２０±４６９９
四环素 ３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３２０~２４２０ ０７２３±０３７６
金霉素 ３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３４３０~５１２０ ３６０１±０４０８
土霉素 ３０ １６６７ ０ １００ ００３５~０５９２ ０１５８±０２１５

地克珠利 ３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８２~１０９００ １７６１±２４８１
氯霉素 ３０ － ０ １００ － －

呋喃唑酮 ３０ － ０ １００ － －
磺胺间二甲氧嘧啶 ３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３~１２５０ ００７０±０１７７

磺胺苯吡唑 ３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４４~０７０５ ００９４±０１０５
磺胺二甲嘧啶 ３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７~０５１８ ００４５±０１１１
磺胺甲氧哒嗪 ３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４~１２６０ ００３５±０１６１

磺胺对甲氧嘧啶 ３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７~１９９０ ００４５±０２５８
磺胺吡啶 ３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６~０９５３ ００２７±０１２５
磺胺多辛 ３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２~３６３０ ００８３±０４６９

磺胺甲基嘧啶 ３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６~０２５０ ００１４±００３３
磺胺间甲氧嘧啶 ３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９~００４３ ００１７±０００８

磺胺噻唑 ３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４~０９２１ ００３３±０１２６
磺胺甲噻二唑 ３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７~０５３６ ００２６±００６９
磺胺异恶唑 ３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１６~０２１２ ００３６±００２８
磺胺氯哒嗪 ３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７~０２２１ ００６９±００９０
磺胺嘧啶 ３０ ９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０５~８１４０ ０６１２±１９１９

磺胺甲恶唑 ３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１８~６５９０ ０６０３±１７１６
磺胺醋酰 ３０ １００ ０ １００ ００４１~１３９０ ０１２７±０２０１

２２　不同产地兔肉中药物残留量分析

２２１　不同产地兔肉中农药六六六、DDT残留量分析

被检兔肉中农药六六六和DDT在９个区、县均被检出(表３),其中铜梁县被检兔肉中六六六和 DDT
的平均残留量最高,分别为７４４７μg/kg,９９８５μg/kg,北碚区兔肉中六六六和 DDT 的残留量最低,为

１７７３μg/kg,５２２７μg/kg．所有被检样品中的DDT残留量均高于六六六残留量．
统计分析得出,９个区、县间所采肉兔肌肉组织中 DDT残留量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六

六六残留量存在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铜梁县与万州区、北碚区、江津区兔肉中六六六残留量

的差异极具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１),与璧山县、合川区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 (p＜００５),与其他３个区、
县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永川区、开县与万州区、北碚区、江津区兔肉中六六六残留量差异具

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与其他４个区、县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涪陵区与北碚区差异具有

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与其他７个区、县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表３　不同产地肉兔肌肉组织中农药残留情况 μgkg－１　

测定项目
样　品　来　源

Y Bs T W H K B J F
六六六 ６１１４ ３６５３ ７４４７ ２２４１ ３７７５ ５９８５ １７７３ ２０５５ ５４９１
DDT ７１７３ ５９９８ ９９８５ ６５５６ ６１１９ ９１９４ ５２２７ ６０４７ ７７８７

　　注:表３中 K,W,H,B,Y,T,F,Bs,J分别代表开县、万州区、合川区、北碚区、永川区、铜梁县、涪陵区、璧山县、江津

县(以下各表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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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２２　不同产地兔肉中四环素类兽药残留量分析

被检兔肉中兽药四环素和金霉素在９个区、县均被检出,土霉素仅在３个区、县(璧山县、合川区、江

津县)被检出(表４)．金霉素在肉兔肌肉中的残留量均比其他两种的残留量高,且永川区的金霉素残留量最

高,达４７４８μg/kg,极显著高于其他８个区、县(p＜００１)．被检兔肉中四环素、土霉素残留量在９个区、

县间差异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表４　不同产地肉兔肌肉组织中四环素类药物残留情况 μgkg－１　

测定项目
样　品　来　源

Y Bs T W H K B J F
四环素 ０６５３ ０８０１ １０９３ ０４２０ ０７６６ ０４９１ ０４７５ ０９６２ １０８４
金霉素 ４７４８ ３４７０ ３４７７ ３４７５ ３５５３ ３４６８ ３４８５ ３４３２ ３４３２
土霉素 － ００６４ － － ０２１２ － － ００３５ －

２２３　不同产地兔肉中１６种磺胺类兽药残留量分析

被检肉兔肌肉组织中１６种磺胺类兽药在９个区、县均被检出(表５)．合川区所采肉兔肌肉组织中除了

磺胺间二甲氧嘧啶、磺胺间甲氧嘧啶、磺胺异恶唑、磺胺嘧啶、磺胺甲恶唑、磺胺氯哒嗪和磺胺醋酰,其他

９种磺胺残留量均为最高,其中磺胺苯吡啶、磺胺二甲嘧啶残留量极显著高于其他区、县(p＜００１);开县

兔肉中磺胺异恶唑的残留量显著高于其他区、县(p＜００５);万州区兔肉中磺胺嘧啶和磺胺甲恶唑的残留

量极显著高于其他区、县(p＜００１);其余各区、县肉兔肌肉组织中的１６种磺胺类药物不仅残留量低,而

且数量和种类的差异均不具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表５　不同产地肉兔肌肉组织中１６种磺胺类药物残留情况 μgkg－１　

测定项目
样　品　来　源

Y Bs T W H K B J F
磺胺间二甲氧嘧啶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２ ０１００ ０２３０ ００５６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４

磺胺苯吡唑 ００５９ ００７７ ００６２ ００５１ ０２９４ ００８０ ００８１ ００５３ ００８８
磺胺二甲嘧啶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２ ０３３７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０
磺胺甲氧哒嗪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４ ０２１６ ００２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磺胺对甲氧嘧啶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４ ０４０５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９
磺胺吡啶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 ０１９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７
磺胺多辛 ００１１ ０００９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４ ０６１１ ００６１ ００１５ ０００７ ００２８

磺胺甲基嘧啶 ０００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０ ００５８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４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磺胺间甲氧嘧啶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３ ００２０ ００１６ ００１９

磺胺噻唑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１ ００１０ ００１３ ０１９３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３ ００２８
磺胺甲噻二唑 ００１８ ００１５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７ ０１０８ ００１７ ００１４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７
磺胺异恶唑 ００３８ ００３０ ００２０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３ ００６３ ００３６ ００２９ ００２８
磺胺氯哒嗪 ００５４ ００１７ ００５０ ００８２ ００５３ ００９１ ００８６ ００８２ ００８２
磺胺嘧啶 ００１３ ００１２ ００１４ ６０２８ ０００９ ０００９ ００２０ ０００８ ０００６

磺胺甲恶唑 ００２７ ００３４ ００３２ ５２５８ ０２１８ ００４１ ００３１ ００２６ ００３４
磺胺醋酰 ００７２ ００８５ ００７２ ００６１ ０１９６ ０２６５ ０１００ ００７５ ００７８

２２４　不同产地兔肉中地克珠利的残留量分析

结果由表６显示,被检肉兔肌肉组织中地克珠利在９个区、县均被检出,其中涪陵区的残留量最高

(７１１０μg/kg),与其他区、县差异极具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１);开县的残留量较高,为３３８７μg/kg,与

表６中前５个区、县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００５)．
表６　不同产地肉兔肌肉组织中地克珠利残留情况 μgkg－１　

测定项目
样　品　来　源

Y Bs T W H K B J F
地克珠利 ０５０９ ０２８５ ０１７９ ０１０１ ０２０２ ３３８７ １１４９ １３０１ ７１１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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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讨　论

３１　农药在兔肉中的残留情况

六六六和DDT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在我国被禁用,由于其在土壤中很难降解,在植物体内积累或进入地

下水,甚至可以挥发进入大气,至今全国各地仍可检测到有机氯农药的残留[１２]．而肉兔为草食性牲畜,环

境中的六六六、DDT可通过食物链进入肉兔体内残留．本次调查采集的肉兔肌肉组织中六六六和 DDT残

留量的检出范围分别为１０５４~１７１６０μg/kg和１４３７~２５２８５μg/kg,远远低于欧盟农药残留限量标准

(０１mg/kg),与国内其他文献报道基本一致[１３－１４]．重庆市肉兔在养殖过程中可能受到有机氯农药的污染,
尤其是铜梁县的肉兔,值得进一步对其进行污染来源分析．
３２　兽药在兔肉中的残留情况

兽药早已广泛用于防治肉兔疾病、改善肉品质量,然而滥用兽药现象也越来越普遍．兽药残留已成为

全球关注的一个焦点,在肉兔中易引起兽药残留量超标的兽药主要有抗生素类、磺胺类、呋喃类和抗寄生

虫类等．本次调查采集的肉兔样品中经检测的兽药均存在一定程度的残留(除了禁用兽药氯霉素和呋喃唑

酮未检出),说明所检兽药在重庆市肉兔生产中使用广泛．其中,合川区肉兔的磺胺类和四环素类药物残留

量相对较高,涪陵区肉兔中抗球虫药地克珠利显著高于其他地区,这可能与肉兔养殖中用药情况及休药期

有关[１５]．本实验所检兔肉中兽药的残留量较低,均符合相关残留限量标准,表明重庆市部分地区肉兔兽药

残留现象不严重,且不存在使用违禁兽药的问题．
３３　重庆市肉兔中农药、兽药残留的产地差异

铜梁县的农药残留相对其他地区高,其原因是否是铜梁当地土壤中的残留进入饲草最终导致兔肉残留

较高,有待进一步分析研究．兽药的残留差异是否与当地用药有相关性,也有待进一步调查研究．充分了解

并追踪兔肉中农药及兽药残留的根源,根据不同产地、不同药物残留的差异性加强肉兔农药、兽药检测监

控,进一步提高肉兔的安全品质．

４　结　论

在抽检的重庆市肉兔肌肉组织中农药(六六六、DDT)、兽药(四环素、金霉素、土霉素、地克珠利及１６
种磺胺)残留量检测合格率均达到１００％,肉兔肌肉中农药、兽药残留指标符合我国现行国家标准、农业部

行业标准和欧盟标准,达到了无公害食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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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DetectionandAnalysisofPesticideand
VeterinaryDrugMultiＧResiduesinRabbit

MuscleTissuesinSeveralDistrictsofChongqing

RONG　Xia１,２,　PENG　Yi３,　BAO　Yu１,
LIU　Li１,　WANGYongＧkang４

１SchoolofAnimalScienceandTechnology,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４００７１６,China;

２DaxingTownAnimalHusbandryandVeterinaryStationofBishanCountyofChongqing,BishanChongqing４０４０００,China;

３SchoolofEngineeringandTechnology,SouthwestUniversity,Chongqing４００７１６,China;

４ChongqingScienceandTechnologyExtensionStationofAnimalHusbandry,Chongqing４０００２０,China

Abstract:ToevaluatethepesticideandveterinarydrugresiduesofChongqingcommerciallyavailablerabbit,in
thisstudy,wedetectedandanalyzedthirtybatchesrabbitmuscletissuesfromninecountiesinChongqingaccording
to“nationalstandard”and “PollutionＧfreefoodproductsamplingnorms(NY/T５３４４６Ｇ２００６)”．Theresults
showedthatthemaximumresiduelevelsofBHC,DDT,Tetracycline,Aureomycin,OxytetracyclineandDiclazurＧ
ilwere１７１６０μg/kg,２５２８５μg/kg,２４２０μg/kg,５１２０μg/kg,０５９２μg/kgand１０９００μg/kgrespectively,

andtherangeof１６sulfaＧdrugsresiduewas０００２－８１４０μg/kg．TheChloramphenicolandFurazolidonewerenot
detected．Furthermore,thepassrateoftheresiduesofthosetwopesticidesandtwentyＧtwokindsofveterinary
drugswereupto１００％inallthesamples．TheresiduesofpesticideandveterinarydrugsinrabbitwhichwerecolＧ
lectedfromChongqinginaccordancewith“Nationalstandard”,“IndustryＧstandardoftheMinistryofAgriculture”

and“EuropeanUnionstandard”．
Keywords:rabbitmeat;pesticide;veterinarydrugs;multiＧresidues;det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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