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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庆市北碚地区食用菌重金属含量情况调查与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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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采集北碚的主要食用菌样品，分析其重金属平均含量表明，铅 E 镉 E 汞 E 砷，低于国标，说明重金属含量总

体上是安全的。但是，%#F 样品的铅含量和 "F 样品的汞含量超过国标，全部样品的砷含量均低于国标。食用菌重

金属的平均总含量大部分符合国家卫生标准的要求。此外，食用菌的重金属含量呈现出冬季最高的趋势，这种现象

可能与环境中的重金属本底值有关。值得注意的是，食用菌重金属含量的变异系数极大，说明环境条件，品种和栽

培技术影响食用菌的重金属含量。选择环境条件好，采用优良品种，改革栽培技术能降低食用菌的重金属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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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在“土壤—植物—食用菌—人”的食物链中，食

用菌处于较高的位置。由于食用菌以植物材料为生

产原料，食用菌的重金属含量一般高于粮食和蔬菜

等植物性食品，甚至也可能高于动物性食品［%JB］。当

土壤和水体遭受重金属污染时，植物体内的重金属

含量可能增加，食用菌重金属含量则可能进一步提

高。因此，在食品安全方面，食用菌的重金属含量是

不可忽略的问题。目前尚不完全清楚我国食用菌重

金属含量的基本情况和富集程度，以及它们与生产

原料和环境条件的关系，致使人们难于了解食用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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