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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重金属污染是威胁我国食品安全的重要问题之一。当前在我国要解决动物源性食品重金属污染问

题，一方面要从源头控制污染源，另一方面要尽快建立健全重金属污染检测技术体系及预警机制，扩大和加强对

食品污染的监测，提高食品中重金属污染的检测技术水平。重金属检测技术的发展方向和趋势是研制出检测重

金属的快速、简便、准确、价格低廉、能够实现现场检测的便携式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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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金属一般指标准状况下密度 5 g/m3以上的

金属。动物源性食品中的重金属有汞（Hg）、镉（Cd）、

铅（Pb）、锌（Zn）、锡（Sn）、铭（Cr）等。其来源主要是

动物采食含有重金属的饮水和饲料，通过生物富集

作用而蓄积于体内。食品生产加工过程中使用的金

属器械、管道、容器以及加工时使用的添加剂，在食

品运输过程中承载的运输工具也可使食品污染。重

金属元素可通过食物链经生物浓缩，浓度提高千万

倍，最后进入人体造成伤害，可使人急性或慢性中

毒、致癌、致畸、致突变等。不容置疑，重金属污染是

威胁我国食品安全的重要问题之一。

当前在我国要解决动物源性食品重金属污染

问题，一方面要从源头控制污染源，另一方面要尽

快建立健全重金属污染检测技术体系及预警机制，

扩大和加强对食品污染的监测，提高食品中重金属

污染的检测技术水平。传统的检测食品中重金属的

方法包括分光光度法、原子吸收法（火焰与石墨

炉）、原子荧光光谱法、ICP发射光谱法等。当前，生

产这些仪器的国外著名厂家主要有 Thermo-Fisher、

PerkinElemer、Shimaduzu、Varian、Agilent、Jena AG 等

公司；国内的生产厂家主要有普析通用、东西电子、

瑞利、上海精科、上海光谱、天美等公司。近年来国

内公司的技术得到大幅度提升和完善，主要技术指

标已接近国外同等水平。上述检测方法各有其优

点，但也有局限性。有的方法样品前处理复杂，需萃

取、浓缩富集或抑制干扰；或是不能进行多组分或

多元素同时测定，耗时费力；有的仪器检测限或灵

敏度达不到指标要求等。电感耦合等离子体质

谱———ICP-MS （Inductively Coupled Plasma Mass

Spectrometry）是近些年来发展起来的检测生物样品

中重金属污染的先进技术，具有检出限低、动态线

性范围宽、干扰小、分析精密度高、分析速度快、可

进行多元素同时测定以及可提供精确的同位素信

息等分析特性。但是上述检测农产品、食品重金属

污染的操作过程复杂，仪器昂贵，需要专门技术人

员，检测时间长而不适合现场快速检测。

目前在我国动物源性食品行业中小型食品加工

企业占一定比例。小型食品加工企业普遍存在生产

条件差、食品质量安全意识不强，没有条件建立检测

实验室等问题，因而动物源性食品中重金属污染监

控更加难以保证。因此无论是食品安全监督机构、环

保机构、食品生产、经营企业、甚至普通消费者都迫

切需要有科研机构研发出简便、快速、便携式的重金

属检测设备，以便在食品原料采购、生产加工、食品

流通、销售环节中作为检测或监督工具使用。

目前，国际上已有一些适合食品样品中重金属

现场快速检测的便携式设备，如澳大利亚 MTI公司

生产的 PDV 6000型重金属检测仪，检测精度高、时

间短、样品前处理简单。在国内，食品安全监控部门

及科研院所仍依赖进口设备或国产的传统大型仪

器对重金属进行检测，涉及现场快速检测重金属的

便携式传感设备研制还处于实验室探索阶段，还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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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发出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检测重金属的便携式

传感仪器。因此，重金属检测技术的发展方向和趋

势是研制出检测重金属的快速、简便（不需要专业

实验室条件及专业检验人员）、准确、价格低廉、能

够实现现场检测的便携式设备，以满足对重金属污

染监督、检验的需要，从而为保障食品安全提供强

有效的技术支撑和保障，具有重要的科学意义和社

会、经济价值。

摘要 随着畜禽饲养业的不断发展和国家退耕还林政策的实施，牧草种植业蓬勃兴起，种草养畜不仅改善

了畜禽日粮结构、节省饲粮，又将种植业、养殖业结合到一起，提高了土地的经济利用率。但也有部分农户盲目种

草，对饲草的营养特性和饲喂方法不是很了解，使得饲养成本并没有降低，动物的生产性能未能提高，种草未达

到目的，经济效益不高。笔者认为，应了解和掌握常见饲草的营养特点及饲喂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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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义的牧草包括青饲料和作物。作为牧草的条

件最好是具备生长旺盛、草质柔嫩、单位面积产量

高、再生力强、1年内能收割多次、对家畜适口性好、

营养上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和长骨骼所必需的适量

的磷钙及丰富的维生素类等。如紫花苜蓿、三叶草、

串叶松香草、黑麦草、羊草、青刈玉米、苦荬菜、聚合

草、菊苣等[1]。常用的饲草从营养价值这一点来看以

豆科植物为好。收割后可作为鲜草、干草、青贮饲料

使用或不收割直接放牧。广大牧农朋友也要根据自

身农场所在地区的气候和土壤等条件选择牧草。

1 牧区的选择

首先牧草的种植地区面积要广阔些，要选择宽阔

平坦的地区，土壤要比较肥沃、深厚而且排水性较好，能

够支持牧草茂密生长和多季生长的营养需要。在选定牧

区的位置后要对牧区的土地进行 1次翻修，可以使土质

更加疏松，也可以使土壤中的营养分布更加均衡。

2 饲草的营养及饲喂方法

2.1 紫花苜蓿

紫花苜蓿又名苜蓿、紫苜蓿，有“牧草之王”的

称号，豆科，抗逆性强，适应范围广。性喜干燥、温暖

气候和疏松、排水良好，富含钙质的土壤。不适应强

酸、强碱性土壤。播后 2～5年的每 666.67 m2鲜草

产量一般在 2 000～4 000 kg，干草产量 500～800

kg。田间栽培利用年限多达 7～10年左右。一般 1

年可刈割 2～4次，多者可刈割 5～6次。紫花苜蓿

茎叶柔嫩鲜美，不论青饲、青贮、调制青干草、加工

草粉、用于配合饲料或混合饲料，各类畜禽都最喜

食。最适收割期是在第 1朵花出现至 1/10开花，根

茎上长出大量新芽的阶段，此时，营养物质含量高，

根部养分蓄积多，再生良好。刈割时期还要根据饲

喂来确定，青饲宜早，调制干草可在初花期，喂猪宜

早割，喂牛羊可稍迟。在初花期刈割的干物质中营

养含量粗蛋白质为 20%～22%、产奶净能 5.4～6.3

MJ/kg、钙 3.0%，赖氨酸高达 1.34%，含有丰富的维

生素和微量元素。成年泌乳牛每日每头可喂 15～

20 kg，青年母牛 10 kg，舍饲小尾寒羊和大尾寒羊

每只每日喂 2～3 kg，用鲜苜蓿喂猪、鸡时多切碎或

打浆饲喂效果最好[2]。

紫花苜蓿含有皂角素，有抑制酶的作用，牛羊

大量采食鲜嫩苜蓿后可引起瘤胃臌胀，应控制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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