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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售百合和党参的二氧化硫残留量的监测与分析

朱丽丽　戴　洁　刘永和

阳江市检测检验中心　广东阳江　329500

摘　要：目的：通过采样监测与分析，了解阳江市市售百合、党参中二氧化硫残留量。方法：采用《中国药典》2020 年版

四部通则 2331 酸碱滴定法，以 3% 双氧水作为吸收液，0.01moL/L 氢氧化钠滴定液来测定二氧化硫残留量。结果表明，农

副食品经营场所销售的百合、党参二氧化硫残留量质量堪忧，药店销售的百合、党参二氧化硫残留量质量较为可靠。 结论：

食品监管部门应加强农副食品经营场所销售的百合和党参的抽检监测力度，为食品药品安全提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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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合，作为百合科特定种类（包括卷丹、普通百合及

细叶百合等）的干燥肉质鳞片提取物，其性质温和而偏寒，

主要药效作用于人体的心脏与肺部经络。在中医传统疗法

中，百合被广泛用于治疗因体内阴液不足所致的干咳无痰、

长期体力透支引发的咳嗽伴血痰症状，以及由虚火内扰心脏

导致的心神不宁、睡眠障碍（如失眠多梦）、情绪波动等心

理健康问题。党参，源自桔梗科植物，特别是党参、素花党

参及川党参的干燥根部，其味甘性平，主要作用于脾经与肺

经。在中医实践中，党参被视为强健脾胃、补益肺气、滋养

血液及促进体内水分平衡的重要药材。具体而言，它能够有

效缓解因脾肺气虚所引发的食欲不振、体力不支、气短伴咳

嗽等症状；同时，对于气血不足导致的面色无华、心悸不安，

以及因体内水分不足而感到的口渴或内热消渴等症状，党参

也展现出显著的治疗效果。[3]。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卫健

委）于 2012 年高瞻远瞩地将百合正式纳入“既是食品又是

中药材”的综合性目录之中，这一举措不仅体现了对传统中

医药智慧的尊重与传承，也彰显了国家对于民众健康饮食文

化的深度关怀。随后，在 2018 年，卫健委再次扩展了这一

目录的边界，将党参这一珍贵中药材同样赋予了“药食同源”

的双重身份。

百合与党参，作为历史悠久、药效显著的中药材，同

时也是人们餐桌上的美味佳肴，它们在中国拥有着深厚的文

化底蕴和广泛的群众基础。自古以来，这两味药材便以其独

特的药用价值和食用美味，深受百姓的喜爱与信赖，成为

了民间治疗保健、日常饮食调养中不可或缺的常用药食材。

它们不仅承载着人们对健康生活的美好追求，也体现了中医

药文化“药食同源，寓医于食”的独特理念。

在当今社会，随着各类药膳、保健品在日常饮食中的

普及，药食同源品成为了中医药健康养生领域的重要组成部

分，为人们的健康生活提供了有力的支持与保障。硫熏，这

一古老的中药材加工方法，旨在加速干燥并赋予药材多重保

护效果，如杀菌、防霉、驱虫及保持色泽 [1]。然而，该方

法可能导致的二氧化硫残留问题日益凸显。残留的二氧化硫

在人体内转化为亚硫酸后，对眼部及呼吸道黏膜构成威胁，

严重时可导致水肿甚至窒息风险。长期低浓度接触还可能引

发头痛、乏力等不适，以及慢性呼吸道疾病，并影响感官功

能 [2]。因此，近年来，中药材及食品中的亚硫酸盐残留问

题已引起社会广泛关注。经常食用这些物质，反而会对人体

健康造成危害，无法达到治疗补益身体的目的。本次试验选

取两种广泛食用的药食同源品，进行二氧化硫残留量分析，

一方面可了解阳江市市售百合党参的质量，另一方面可为监

管部门提供分析参考数据。

1 实验准备

1.1 材料 

在阳江市药店和农副食品经营场所随机抽取，共获得

16 批样品（每个场所同品种样品 1 批），经鉴定，性状均

符合 2020 年版 《中国药典》一部各品种项下的规定。

1.2 仪器 

AB204N 型电子分析天平（梅特勒托利多公司），二氧

化硫残留量测定仪（济南市盛泰电子科技公司）

1.3 试剂

0.1mol/L 氢氧化钠滴定液（深圳市博林达科技有限公

司），甲基红、双氧水、浓盐酸、亚硫酸钠均为分析纯 ( 

广州化学试剂厂)，纯水机（湖南创纯水处理设备有限公司），

N2（广东登峰气体有限公司）

2 方法与结果 

参考 2020 年版《中国药典》四部通则 2331 二氧化硫

残留量测定 第一法酸碱滴定法 [3]。 

2.1 样品测定

参考 2020 年版《中国药典》四部通则 2331 二氧化硫

残留量测定 第一法酸碱滴定法 [3] 中样品测定和计算。

计算公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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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氧化硫残留量（mg/Kg） = 

（A 为供试品消耗氢氧化钠滴定液的体积，mL；B 为空

白消耗氢氧化钠滴定液的体积，mL；C 为氢氧化钠滴定液的

浓度，mol/L；0.032 为 1mL 氢氧化钠滴定液 (1mol/L) 相当

的二氧化硫的质量，W为供试品重量。） 

2.2 空白试验

按“2.1”项下方法，用 300mL 蒸馏水（不加样品）进

行测定，记录数据（吸收液所消耗的滴定液用量），作为空

白对照。结果，平均消耗氢氧化钠滴定液0.20mL，RSD为1.6%。 

2.3 重复性试验

按“2.1”项下方法，对党参进行测定，重复6次。结果，

二氧化硫平均残留量为 264mg/kg，RSD 为 3.7% 。表明方法

的重复性良好。

2.4 加样回收率试验

精密称取二氧化硫残留量已知的党参粉末 10.0g，共 6

份，置于两颈圆底烧瓶中，精密加入 1mL 亚硫酸钠对照品溶

液 (( 取无水亚硫酸纳 80mg，精密称定，加新沸冷水 10mL

溶解，立即使用，临用新制 )[4]，按“2.1”项下方法测定

二氧化硫残留量，结果见表 1 。党参的回收率在 88% ～ 92%

之间，RSD 为 1.1%，说明回收率良好。

表 1 二氧化硫残留量加样回收率实验结果

二氧化硫残留量加样回收率实验结果（n=6）

样品中量
/mg

对照品中量
/mg 测得量 /mg 回收率 平均

回收率 RSD

2.615 2.032 4.233 91.09%

90.2% 1.1%

2.605 2.032 4.226 91.14%

2.622 2.032 4.177 89.75%

2.603 2.032 4.215 90.94%

2.633 2.032 4.190 89.82%

2.608 2.032 4.115 88.69%

2.5 残留量测定结果 按“2.1”项下方法测定，结果见

表 2、表 3 

根据《中国药典》2020 年版一部党参项下规定，党参

二氧化硫残留量不得过 400mg/Kg[3]，《中国药典》2020 年

版一部百合项下未规定二氧化硫残留量限值，根据《中国药

典》2020 年版四部 0212 药材和饮片检定通则，百合二氧化

硫残留量不得过 150mg/Kg[5]。

根据 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

用标准》中干制蔬菜的二氧化硫残留量不得过 200mg/kg。

药店抽取的样品须符合《中国药典》标准，农副食品

经营场所抽取的样品须符合 GB 2760-2014《食品安全国家

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标准》。综上，药店抽取的百合、党

参二氧化硫残留量均符合标准规定，农贸市场抽取的百合不

合格率为 50%、党参不合格率为 100%。

3 实验注意事项

（1）使用 3% 过氧化氢吸收液前，需加入 3 滴浓度为

2.5mg/mL 的甲基红乙醇指示剂，随后用 0.01mol/L 的氢氧

化钠滴定液调整至滴定终点。若溶液颜色转为过深的黄色，

则不宜使用，应予以废弃。（2）实验中发现在测定含量较

高的样品时，可使用氢氧化钠滴定液（0.05mol/L）滴定，

利于终点的检视。（3）大部分二氧化硫气体在最初的半个

小时就产生完毕了，尤其是含硫量低的样品，要控制好最初

半个小时的 N2 流速，太小可能导致二氧化硫吸收不及时，

从而使实验结果偏低。（4）双氧水见光易分解，应避光保

存，开瓶后遇杂质易分解，应尽快使用完毕或每次开启新瓶

使用。（5）硬质样品测定前，须混合均匀再粉碎，过筛使用。

4 讨论

4.1 不同售卖场所的比较 

根据售卖场所的不同，按农副食品经营场所和药店进

行统计，共采集农副食品经营场所样品 8 批次（百合、党

参各 4批），药店样品 8批次（百合、党参各 4批），农副

食品经营场所的样品二氧化硫残留量远超药店样品，农副食

品经营场所产品存在的安全风险也远高于药店产品。具体监

测结果见表 2、表 3。

在众多消费者群体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惯性思维，即

将产品外观的新鲜度与光泽度直接视为衡量其品质优劣的

标尺。尤其是面对某些特定产品时，这种“以貌取物”的心

理尤为显著，由于媒体的科普，大部分消费者已经认识到硫

磺熏蒸的危害，所以他们倾向于认为样品颜色越深接近于湿

表 2 百合中二氧化硫残留量 (mg/Kg)

药店 农贸市场

编号 1 2 3 4 5 6 7 8

结果 未检出 9 未检出 127 213 16 37 1356

表 3 党参中二氧化硫残留量 (mg/Kg)

药店 农副食品经营场所

编号 1 2 3 4 5 6 7 8

结果 未检出 8 未检出 260 2392 689 655 21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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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意味着更少的硫磺残留，甚至错误地将之与产品可能经

历的熏硫处理程度及二氧化硫残留量直接挂钩，认为颜色越

白，熏硫量及残留二氧化硫便越高。

然而，本次严谨的实验结果却为人们揭开了事实的另

一面——在同一品种的样本间，出现了令人意想不到的反

转：部分深色样品所检测出的二氧化硫残留量，竟高于那些

看似更为纯净的浅色样品。这一发现无疑挑战了长久以来基

于色泽深浅来判断产品含硫量高低的传统经验，揭示了仅凭

外观难以准确评估产品内在品质的局限性。

鉴于此，强烈呼吁相关监管部门及社会各界，应加大

对公众的科学普及与教育力度，通过权威渠道传播正确的消

费知识，引导消费者摒弃“以貌取药”的片面观念，学会从

更科学、更全面的角度审视和选择产品。同时，鼓励企业加

强自律，提升产品透明度，主动公开产品信息，共同营造一

个健康、理性的消费环境，让每一位消费者都能做出明智、

安心的选择。

4.2 对市场安全监管的建议

在针对百合与党参各 8 批次样品的二氧化硫残留量进

行检测分析后，结果显示，从农副食品经营场所采集的党

参样品全部未能通过检测标准，不合格比例达到了惊人的

100%。而百合样品方面，也有半数样品未能满足要求，不合

格率高达 50%，凸显了这两类中药材在二氧化硫控制上的严

峻挑战。且超标严重，其中一批党参检出值是标准限量值的

6倍，一批百合检出值是标准限量值的7倍。检验结果表明，

虽然《中国药典》和《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添加剂使用

标准》都规定了百合和党参中二氧化硫残留量的限度，由于

药品有较为严格完善的监管制度，药店的百合党参样品质量

整体可控，而作为食品销售的百合、党参目前的硫磺熏蒸情

况比较严重，市场上仍然存在二氧化硫残留量超限的情况。

建议强化百合与党参作为食品时硫磺熏蒸的规范化管理，同

时应将二氧化硫残留量的检测纳入常规监测体系，确保药食

同源产品的品质及安全使用。加大对百合、党参的监管力度，

将其作为重点监控与抽样对象，甚至开展专项抽检行动，以

严厉打击低劣品质行为，全方位保障药食同源产品的安全应

用。

4.3 对检验方法的探讨和展望

由于目前的二氧化硫残留量检验方法耗时长、需要专

业人员在实验室才能完成，但标准限制单一，易于判定结果，

且市场广泛存在二氧化硫残留量超标严重的药食同源品，未

来建立二氧化硫残留量的快筛方法就显得尤为重要，目前鲜

见二氧化硫残留量快筛方法的研究，快筛方法的建立可为监

管机构现场执法提供有利指导，同时方便生产企业和有需要

的消费者快速自检，判断产品质量。

5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阳江市市售药食同源品百合、党参中二

氧化硫残留量的监测与分析，揭示了农副食品经营场所与药

店销售产品在质量控制方面的显著差异。农副食品经营场所

销售的百合、党参二氧化硫残留量超标问题严重，而药店销

售的产品质量相对可控。这一发现提示人们，仅凭产品外观

来判断其品质是不可靠的，科学检测才是确保药食同源品质

量安全的有效途径。为保障公众健康，监管部门应加强对农

贸市场销售的百合和党参的抽检监测力度，同时加大对公众

的科学普及与教育，引导消费者树立正确的消费观念。此外，

企业也应加强自律，提升产品透明度，共同营造一个健康、

理性的消费环境，确保药食同源品的应用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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