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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气相和液相色谱法常用于检测氟苯尼考在动物产品和环境样品中的残留水平。 本文比

较了气相色谱和液相色谱检测氟苯尼考的优缺点，同时重点对动物产品和养殖场相关环境样品中

氟苯尼考的提取和净化方法进行了比较分析。 不同类型样品前处理方法有不同，乙腈是良好的蛋

白沉淀剂，有助于动物产品的纯化；环境样品的前处理比动物产品更复杂，色谱串联质谱能够有效

提高其检测效率。 本文旨在归纳氟苯尼考的残留检测的色谱方法，为动物类食品安全和氟苯尼考

环境风险评估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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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氟苯尼考（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ＦＦ），又名氟甲砜霉素，
是动物专用抗菌药物。 氟苯尼考能与细菌 ７０ Ｓ 核

糖体的 ５０ Ｓ 亚基紧密结合，降低肽酰基转移酶的

活性，从而抑制肽链的延伸，干扰细菌蛋白质的合

成，对革兰氏阴性菌、革兰氏阳性菌均有抑制作

用［１］。 因其良好的抑菌效果，氟苯尼考被广泛应用

于治疗牛、猪、鸡等家禽和鱼类的细菌性疾病［２］。
随着氟苯尼考的广泛使用，其残留问题也逐渐引起

了人们的广泛关注［３］。 氟苯尼考的残留主要表现

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是食品中的残留，在畜禽、水产

等动物性食品中残留的氟苯尼考，可通过食物链传

递，造成食品安全隐患，影响消费者健康［４］。 另一

方面，动物摄入的氟苯尼考不能被其完全吸收，会
以母体或者代谢物的形式随着粪便和尿液等排泄物

排出体外进入到环境中，造成氟苯尼考及其代谢物

在水体、底泥和土壤等生态环境的残留和累积［５］。
与此同时，环境中氟苯尼考的累积促进了氟苯尼考

耐药菌的富集和传播，对公共安全造成了威胁。 根

据我国《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

量》（ＧＢ３１６５０ － ２０１９）中的规定，氟苯尼考的最大残

留限量为氟苯尼考及其代谢产物氟苯尼考胺之

和［６］，研究人员建立了很多针对氟苯尼考及其代谢

物的检测方法，其中色谱分析法是各种检测方法中

的金标准。 氟苯尼考的色谱分析法主要有气相色谱

法和液相色谱法。 二者也可与质谱串联使用，称
为气相色谱 － 串联质谱法和液相色谱 － 串联质谱

法，均有高效、灵敏的优点，在水产品、畜禽产品和

环境样品检测中都有应用［７］ 。 本文对氟苯尼考及

其代谢物的色谱检测方法进行了综述，对各检测

方法的优、缺点进行了分析，并对不同的前处理方

法进行了比较，以期为氟苯尼考的残留分析提供

科学参考。

１　 前处理方法比较分析

１． １　 动物产品的前处理分析　 氟苯尼考的分析测

定过程中，除了定量方法的选择外，样品前处理是

至关重要的一个环节。 它将复杂体系中待测组分

与基体进行分离，除去对分析测定有干扰的杂质，
通过纯化和富集以提高浓度，制成便于测定的溶液

形式［８］。 样品的前处理直接影响到分析的效率和

结果，样品的种类和实验条件不同，所用的提取方

法和净化方法不同（表 １）。 合适的前处理技术结

合高灵敏度的检测方法，才能获得良好的检测结

果。 氟苯尼考易溶于有机溶剂，所以提取液大多选

择甲醇、乙腈、丙酮、乙酸乙酯等有机溶剂。 有研究

比较了不同提取试剂对猪肉中氟苯尼考回收率的

影响，发现甲醇和乙腈提取率较差，回收率较低；乙
酸乙酯提取效果最佳，带入的干扰物质较少，无须

固相萃取小柱的净化，简化净化过程，节约了样品

前处理的成本［９ － １０］。 对于禽蛋样品，蛋白质含量较

高，而乙腈比乙酸乙酯的极性大，在提取目标化合

物的同时可以沉淀蛋白，是良好的蛋白沉淀剂，能
有效提取氟苯尼考。 曾勇等［１１］ 比较了乙腈、乙酸

乙酯、甲醇三种试剂对禽蛋中氟苯尼考的回收率情

况，甲醇回收率较低，而在禽蛋中加入碱性乙酸乙

酯后样品基质会变成果冻状，无法充分提取，影响

回收率。 乙腈能有效提取药物，再用正己烷去除脂

肪等杂质，也可省去固相萃取步骤。 样品处理后用

超高效液相色谱 － 串联质谱（ＵＨＰＬＣ － ＭＳ ／ ＭＳ）分
析，氟苯尼考的检测限（ＬＯＤ）为 ０． ５ μｇ ／ ｋｇ，定量限

（ＬＯＱ）为 ２． ０ μｇ ／ ｋｇ，回收率为 ７３． ５％ ～ ８１． ７％ 。
鸡爪是家禽的副产品，但关于氟苯尼考在鸡爪中的

残留检测研究很少。 Ｐｏｋｒａｎｔ 等［１２］ 用水和丙酮提取

鸡爪中的氟苯尼考和氟苯尼考胺，加入二氯甲烷液

液萃取净化，再用液相色谱 － 质谱对分析物进行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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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 氟苯尼考和氟苯尼考胺的回收率为 ８８． ９１％ ～
１１５． ８３％，ＬＯＤ 均为 ５０ μｇ ／ ｋｇ，ＬＯＱ 均为 ５６． ８ μｇ ／ ｋｇ。
液液萃取（ＬＰＥ）和固相萃取（ＳＰＥ）作为样品预处

理技术，主要用于样品的分离和纯化，但传统的液

液萃取和固相萃取技术具有持续时间长、消耗有机

溶剂等缺点。 Ｉｍｒａｎ 等［１３］ 测定鸡肉中氟苯尼考和

氟苯尼考胺时，先用氨化乙腈提取，乙酸乙酯二次

提取。 正己烷脱脂后，用封端 Ｃ１８ 材料进行分散固

相萃取（ｄＳＰＥ），进一步对提取物净化。 氟苯尼考

和氟苯尼考胺的回收率分别为 ９１． ６％ ～ １００ ５％ 、
８６． ４％ ～ ９４． ５％ ， ＬＯＤ 分别为 ０． ７３ μｇ ／ ｋｇ 和

０． ５８ μｇ ／ ｋｇ，ＬＯＱ 分别为 ２． ４５ μｇ ／ ｋｇ 和１． ９ μｇ ／ ｋｇ。
相比于传统的固相萃取法，分散固相萃取具有快

速、简单的优点，并且不需要大量的溶剂来从吸附

剂中回收分析物。 Ｗｅｉ 等［１４］ 采用磁性分子印迹固

相萃取 （Ｍ － ＭＩＳＰＥ） 与高效液相色谱紫外检测

（ＨＰＬＣ － ＵＶ）相结合的方法检测鸡蛋和鸡血中的

氟苯尼考。 磁性双模板分子印迹聚合物（ＤＭＩＰ）具
有磁响应性，对氟苯尼考具有良好的吸附能力和选

择性。 结 果 显 示， 氟 苯 尼 考 的 平 均 回 收 率 为

８８． ３％ ～９９． １％ ，ＬＯＤ 为 ０． ０８ μｇ ／ ｋｇ。 此检测方法

快速、灵敏度高、选择性好，在动物样品检测中具有

良好的应用前景。 氟苯尼考的检测方法一般是基

于溶剂提取，然后去除杂质。 氟苯尼考代谢研究表

明，在鸡、猪、牛和鱼的可食用组织中，一些代谢产

物对蛋白质等生物分子具有较强的结合亲和力。
这些结合的氟苯尼考残基不能被有机溶剂直接提

取，需要酸水解步骤来释放结合残基并将其转化为

氟苯尼考胺［１５ － １６］。 Ｓｈｉｚｕｋａ 等［１７］ 开发了一种新的

方法，先从样品中释放结合残留物，然后将氟苯尼

考及其代谢物转化为氟苯尼考胺，最后检测氟苯尼

考胺的浓度。 Ｓｈｉｚｕｋａ 测定牛组织和鳗鱼中氟苯尼

考残留量，结果显示，氟苯尼考的回收率为 ９３％ ～
１０４％ ，ＬＯＤ 和 ＬＯＱ 分别为 １０ μｇ ／ ｋｇ 和 ０． ５ μｇ ／ ｋｇ。
该研究通过仔细优化样品水解和净化步骤，以最大

限度地减少基质效应和分析物损失，开发了一种可

靠的总氟苯尼考残留检测方法，通过使用溶剂标准

品的外部校准实现准确定量，既不需要同位素标记

的内标，也不需要基质匹配校准，具有很好的应用前

景。 Ｌｉ 等［１８］通过酸水解与溶剂萃取相结合，对鸡蛋

中氟苯尼考总残留量进行定量分析。 样品酸水解后

用乙酸乙酯洗涤去除干扰物质，在碱性条件下用乙

酸乙酯萃取，ＭＣＸ 固相萃取柱净化，鸡蛋中氟苯尼考

胺的回收率为 ９１． ２％ ～ １０２． ４％，ＬＯＤ 和 ＬＯＱ 分别

为 ０． ５ μｇ ／ ｋｇ 和１． ０ μｇ ／ ｋｇ。 动物产品中氟苯尼考的

残留检测大多集中于可食用组织，而对于家禽羽毛

研究较少。 羽毛作为一种替代样品材料，检测家禽

养殖中氟苯尼考的使用情况，可以在一定程度上

解决干扰基质多、收集不便等问题。 为了研究氟

苯尼考及其代谢产物氟苯尼考胺在肉鸡羽毛中的

残留情况，Ｃｏｒｎｅｊｏ 等［１９］ 用丙酮和水作为提取溶

剂，再加入二氯甲烷进行液液萃取。 氟苯尼考和

氟苯尼考胺的回收率为 ９９％ ～ １０２％ ，ＬＯＤ 均为

２０ μｇ ／ ｋｇ，ＬＯＱ 分别为 ２４． ４ μｇ ／ ｋｇ 和２４． ５ μｇ ／ ｋｇ。
１． ２　 环境类样品的前处理分析　 环境样品中抗生

素检测是评价环境安全的重要标准之一［２０］。 土

壤、水和畜禽粪便等环境样品都已经被检测出来含

有残留的抗生素［２１］。 不同于动物性产品，环境样

品成分复杂，其提取的杂质更多，易对检测分析造

成干扰。 对于土壤样品中氟苯尼考的残留检测，用
乙酸乙酯提取的杂质较多，净化过程较为繁杂，而
用甲醇、乙腈或丙酮提取，效果较好。 张冲［２２］ 建立

了土壤中氟苯尼考残留的检测方法，甲醇提取，
ＬＣ －１８ 固相萃取小柱净化。 实验比较了二氯甲

烷、甲醇和乙睛对土壤中氟苯尼考的提取效果，其
中甲醇提取效率最高，再辅以超声提取，最终氟苯

尼考回收率为 ８２． ５％ 。 Ｘｕ 等［２３］ 同时检测土壤中

氟苯尼考及氟苯尼考胺。 样品用氨化乙腈提取，加
入无水硫酸镁和氯化钠除水，ＰＳＡ 和 Ｃ１８ 吸附剂净

化后，震荡离心，取上清液上机测定。 结果显示，氟
苯尼考和氟苯尼考胺的平均回收率为 ７３． ６％ ～
９４ ９％ 。 此方法不用固相萃取柱净化，是一种简

便，低成本，有效的测定方法。 除土壤样品外，还有

一类环境样品———畜禽粪便，近年来也逐渐受到了

人们的关注。 畜禽粪便基质复杂，前处理较为繁琐，
大多需要用固相萃取小柱净化杂质。 Ｗａｎｇ 等［２４］ 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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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超高效液相色谱 －串联质谱法检测了畜禽养殖场

中有机肥料中氟苯尼考的残留浓度，用水：甲醇：丙
酮（５０∶ ２５∶ ２５，Ｖ ／ Ｖ ／ Ｖ）提取后，ＨＬＢ 萃取柱净化。 氟

苯尼考的 ＬＯＤ 为 ０． １ μｇ ／ ｋｇ，ＬＯＱ 为 ０ ５ μｇ ／ ｋｇ，平
均回收率为 ７６． ６％ ～ ８５． ４％。 Ｐｏｋｒａｎｔ 等［２５］ 从粪便

基质中提取氟苯尼考。 将样品均质后用乙腈和

ＥＤＴＡ －ＭｃＩｌｖａｉｎｅ 缓冲液（ｐＨ ４． ０）提取。 无粘合剂

的玻璃纤维滤纸过滤，ＨＬＢ 固相萃取柱净化，氟苯尼

考的 ＬＯＤ 为 １１． ２ μｇ ／ ｋｇ，ＬＯＱ 为 ３３． ５ μｇ ／ ｋｇ，回收

率为 ９７． ５％ ～ ９９． ２％。 目前，关于畜禽粪便中氟苯

尼考的残留检测文章较少，此方法可以为之后的残

留检测提供参考。

表 １　 不同类型样品的前处理方法比较分析

Ｔａｂ １　 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ｔｙｐｅｓ ｏｆ ｓａｍｐｌｅｓ
检测项目和文献 提取试剂 净化方法 回收率 结论

猪肉中的 ＦＦ 和 ＦＦＡ［９］ 。 氨水 － 乙酸乙酯 正己烷
８７． ７４％ ～８８． ７％
８７． ８４％ ～８８． ２８％

猪肉中的 ＦＦ［１０］ 。 氨水 － 乙酸乙酯 正己烷 ９０． ８％ ～１０８． ２％

对于猪肉样品，实验比较了乙酸乙酯、乙
腈、甲醇和丙酮对回收率的影响，其中氨
水 － 乙酸乙酯提取效果更佳，且简化了净
化过程，节约成本。

禽蛋中的 ＦＦ、ＦＦＡ［１１］ 。 乙腈 正己烷
７３． ５％ ～８１． ７％
６３． ４％ ～６８． ７％

对于禽蛋样品，乙腈在提取目标化合物的
同时可以沉淀蛋白，能有效提取氟苯
尼考。

鸡爪中的 ＦＦ 和 ＦＦＡ［１２］ 。 丙酮和水 二氯甲烷 ８８． ９１％ ～１１５． ８３％
对于鸡爪样品，用丙酮和水作提取，二氯
甲烷液液萃取净化，此方法操作简便且药
物回收率较高。

鸡肉中 ＦＦ 和 ＦＦＡ［１３］ 。 氨化乙腈，乙酸乙酯 正己烷
９１． ６％ ～１００． ５％
８６． ４％ ～９４． ５％

相比于传统的固相萃取法，分散固相萃取
具有快速、简单的优点，并且不需要大量
的溶剂来从吸附剂中回收分析物。

鸡蛋和鸡血中的 ＦＦ［１４］ 。 乙腈 Ｍ － ＭＩＳＰＥ ８８． ３％ ～９９． １％

采用磁性分子印迹固相萃取，无需固相萃
取柱填料，可以解决传统固体萃取技术具
有持续时间长、消耗有机溶剂、样品前处
理复杂等缺点。

牛组织、鳗鱼中的 ＦＦ［１７］ 。 乙酸乙酯
正己烷，Ｃｈｅｍ Ｅｌｕｔ

萃取柱
９３％ ～１０４％

鸡蛋中的 ＦＦ［１８］ 。 乙酸乙酯 ＭＣＸ 固相萃取柱 ９１． ２％ ～１０２． ４％

通过酸水解，将 ＦＦ 及其代谢物转化为
ＦＦＡ，优化样品水解和净化步骤，以最大
限度地减少基质效应和分析物损失。

肉鸡羽毛中的 ＦＦ 和 ＦＦＡ［１９］ 。 丙酮和水 二氯甲烷 ９９％ ～１０２％
丙酮和水作为提取溶剂，二氯甲烷进行液
液萃取，此方法操作简便且药物回收率
较高。

土壤中的 ＦＦ［２２］ 。 甲醇 ＬＣ － １８ 固相萃取小柱 ８２． ５％

对于土壤样品，用乙酸乙酯提取的杂质较
多，净化过程较为繁杂。 实验比较了二氯
甲烷、甲醇和乙睛提取土壤中 ＦＦ 的效果，
其中甲醇提取效率最高。

土壤中 ＦＦ 和 ＦＦＡ［２３］ 。 氨化乙腈 ＰＳＡ 和 Ｃ１８ ７３． ６％ ～９４． ９％ 通过 ＰＳＡ 和 Ｃ１８ 吸附净化，无需固相萃
取柱，操作简便，节约成本。

有机肥料中 ＦＦ［２４］ 。 水、甲醇和丙酮 ＨＬＢ 萃取柱 ７６． ６％ ～８５． ４％

粪便基质中提取 ＦＦ［２５］ 。
乙腈、ＥＤＴＡ －
ＭｃＩｌｖａｉｎｅ缓冲
液提取

无粘合剂的玻
璃纤维滤纸，
ＨＬＢ 固 相 萃
取柱

９７． ５％ ～９９． ２％

畜禽粪便中 ＦＦ 的残留检测文章很少，该
方法满足 ＦＦ 的检测要求，可为畜禽粪便
中 ＦＦ 的残留检测提供参考。

　 　 总的来看，氟苯尼考提取液大多选择甲醇、乙
腈、丙酮、乙酸乙酯等有机溶剂，但不同类型的样品

中提取液的选择不一样。 在动物产品分析中，乙腈

是良好的蛋白沉淀剂，提出的杂质相对较少，可以省

去固相萃取柱净化这一步骤。 对于土壤，粪便等环

境样品，提取过程中许多内源性物质无法得到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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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除，净化过程较为复杂，需固相萃取柱过滤纯化。
相较于传统的固体萃取技术，分散固相萃取技术快

速、简单，并且不需要大量的溶剂来从吸附剂中回收

分析物。 磁性分子印迹固相萃取无需固相萃取柱填

料，只需外置磁铁即可快速分离，耗时短，准确性高。
２　 色谱分析

２． １　 气相色谱法 　 气相色谱法（ＧＣ）是利用气体

作流动相的色层分离分析方法，原理如图 １ 所示，
试样被载气（流动相）带入色谱柱中，由于固定相对

各组份的吸附或溶解能力不同，因此各组份从色谱

柱流出的时间不同，组分彼此分离［２６］。 氟苯尼考

含有硫酰基和亚氨基，有很强的极性且难挥发，在
采用气相色谱法分析此类化合物时，需对其极性官

能团进行酯化、硅烷化或酰化，生成易挥发的衍生

物［２７］。 如表 ２ 所示，气相色谱对于氟苯尼考的残

留检测在动物组织中应用广泛。 胡红美等［２８］ 用乙

酸乙酯提取样品，正己烷除脂，ＰＳＡ 吸附剂净化，硅
烷化试剂衍生化后通过气相色谱法检测水产品中

氟苯尼考，结果显示氟苯尼考在鲫鱼、青蟹、南美白

对虾中的回收率分别为 ８２％ ～９３％ 、８９％ ～ ９６％和

９１％ ～ ９３％ ，ＬＯＤ 为 ０ ３ μｇ ／ ｋｇ。 该方法回收效果

较好，准确度也较高，可以满足水产品中氟苯尼考的

检测要求。 对于用乙酸乙酯提取，正己烷除脂后还

是净化不完全的样品，则需要借助固相萃取柱，如
ＭＣＸ 固相萃取柱、Ｃ１８ 固相萃取柱来完成进一步的

净化［２９ － ３０］。 孙丰云等［２９］ 同时检测了虾肉中的氟苯

尼考和氟苯尼考胺，提取剂为氨化乙酸乙酯。 氟苯

尼考胺呈碱性，极性高，故采用 ＭＣＸ 固相萃取柱净

化，弱碱性的氟苯尼考胺在酸性溶液中呈离子状态，
通过阳离子交换作用保留在柱上，而氟苯尼考通过

反向交换作用保留在柱上。 结果显示，氟苯尼考和

氟苯尼考胺的回收率分别为 ８９． ０％ ～ ９３． ３％ 和

８６．３％ ～１１９ ６％，ＬＯＤ 分别为０．４ μｇ ／ ｋｇ和 ０． ２ μｇ ／ ｋｇ，
ＬＯＱ 分别为 １． ３ μｇ ／ ｋｇ 和０． ８ μｇ ／ ｋｇ。 在胡红美和

孙丰云的研究中，分别用 ＰＳＡ 吸附剂和 ＭＣＸ 柱净

化，二者回收率和检测限相差不大。 对于氟苯尼考

的检测，ＰＳＡ 在乙酸乙酯中可吸附氟苯尼考，需用

丙酮溶解提取物，在丙酮中用 ＰＳＡ 净化。 ＭＣＸ 萃

取柱能达到较好的净化效果，但是，固相萃取需要

进行活化、上样、淋洗、洗脱等过程，步骤较多、过柱

时间较长，不利于大批量样品的检测。

图 １　 气相色谱原理

Ｆｉｇ １．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ｇａｓ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上述文献都是用的是气相色谱 － 电子捕获检

测器（ＧＣ － ＥＣＤ）来检测氟苯尼考。 ＥＣＤ 是一个高

灵敏度的检测器，但只对具有电负性的物质，如含卤

素、硫、磷、氮的物质有信号，而对电中性（无电负性）
的物质，无信号，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的使

用［３１］。 质谱仪灵敏度高，样品用量少，分析速度快，
与气相色谱相连实现对未知成分的分离和定性。 气

相色谱 －质谱联用（ＧＣ － ＭＳ）可根据样品中待测组

分在图谱上的保留时间和此保留时间内残留药物分

子裂解的特征离子碎片，由质谱仪对药物进行准确

定性，并以此作为定量的依据，从而克服了因杂质峰

与药物保留时间相同而将杂质峰误认为药物的缺

点，因此气相色谱 － 质谱联用法广泛用于复杂组分

的分离和鉴定［３２］。 气相色谱 －质谱联用法对样品进

行检测之前，需对其净化。 水产品中残留药物的净

化一般采用液 －液萃取法或固相萃取法。 邵会［３３］建

立了气相色谱法 － 质谱法同时测定 ６ 种水产品（中
国对虾、大菱鲆、鲫鱼、鳗鱼、蟹、甲鱼）中的氟苯尼考

和氟苯尼考胺。 氟苯尼考脂溶性强，而代谢物氟苯

尼考胺极性强。 由于极性的差异，普通固相萃取柱

对 ２ 种药物同时净化效果不太理想。 他比较了阳离

子交换固相萃取柱 ＰＣＸ、ＭＣＸ 柱以及反相吸附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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柱 ＨＬＢ 柱的净化效果。 结果表明，ＭＣＸ 柱净化效果

较好，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相符［３４ － ３５］。 氟苯尼考和

氟苯尼考胺的加标回收率为 ７６． ４％ ～ ９４． ３％，ＬＯＤ
均为 １． ０ μｇ ／ ｋｇ，ＬＯＱ 均为３． ０ μｇ ／ ｋｇ。 氟苯尼考的

检测分析中，固相萃取柱的选择很关键，固相萃取过

程中洗脱剂的选择和用量也十分重要。 氟苯尼考一

般用甲醇洗脱，洗脱剂量小，不足以把目标物从小柱

上洗脱下来；洗脱剂量大，会导致弱极性杂质洗脱出

来，影响检验效果。 乔青青等［３６］ 探讨了固相萃取柱

洗脱剂的用量对药物回收率的影响，当洗脱剂甲醇

用量小于 ５ ｍＬ 时，氟苯尼考和氟苯尼考胺的回收率

在 ９０％以下，而甲醇用量超过 ６ ｍＬ 时才能充分洗

脱，２ 种化合物回收率均在 ９０％ ～１１０％，回收效果较

好，ＬＯＤ 为 ０． ５ μｇ ／ ｋｇ。
气相色谱 － 质谱联用法结合了气相色谱和质

谱的优点，因而具有灵敏度高、分析速度快、选择性

高等优点，可同时完成待测组分的分离和鉴定［３７］。
氟苯尼考在硅烷化后有几个丰度较大的碎片离子，
易于定性鉴别，所以气质联用法对氟苯尼考的残留

检测灵敏［３２］。

表 ２　 气相色谱检测样品中的 ＦＦ

Ｔａｂ 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Ｆ ｉ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ｂｙ ｇａｓ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检测项目和文献 前处理方法 检测仪器 回收率 检测限 结论

鲫鱼、青蟹、南美白对虾

中的 ＦＦ［２８］ 。
乙酸乙酯提取，正己烷除脂，
ＰＳＡ 吸附剂净化。 ＧＣ － ＥＣＤ

８２％ ～９３％
８９％ ～９６％
９１％ ～９３％

０． ３ μｇ ／ ｋｇ

ＥＣＤ 是一个高灵敏度的
检测器，但只对具有电负
性的物质有信号。 实验
用 ＰＳＡ 吸附剂净化，操
作简便，回收率高和准确
度较高。

虾肉中的 ＦＦ 和 ＦＦＡ［２９］ 。
氨水 － 乙酸乙酯提取，ＭＣＸ
固相萃取柱净化。 ＧＣ － ＥＣＤ ８９． ０％ ～９３． ３％

８６． ３％ ～１１９． ６％
０． ４ μｇ ／ ｋｇ
０． ２ μｇ ／ ｋｇ

ＭＣＸ 萃取柱净化，效果
较好，但与吸附剂相比，
其步骤较多、过柱的时间
较长，不利于大批量样品
的检测。

中国对虾、大菱鲆、鲫鱼、
鳗鱼、 蟹、 甲 鱼 中 的 ＦＦ
和 ＦＦＡ［３３］ 。

氨水 － 乙酸乙酯提取，ＭＣＸ
固相萃取柱净化。 ＧＣ － ＭＳ ７６． ４％ ～９４． ３％ １． ０ μｇ ／ ｋｇ

ＧＣ － ＭＳ 广泛用于复杂
组分的分离和鉴定。 实
验比 较 了 固 相 萃 取 柱
ＰＣＸ、ＭＣＸ 柱以及反相
吸附萃取柱 ＨＬＢ 柱的净
化效果。 结果显示，ＭＣＸ
柱净化效果较好。

鸡蛋中的 ＦＦ 和 ＦＦＡ［３５］ 。
氨水 － 乙酸乙酯提取，Ｃ１８ 固
相萃取柱净化。 ＧＣ － ＭＳ ８６． ４％ ～１０２％

９４． ０％ ～１１９． ４％ ０． ５ μｇ ／ ｋｇ

ＧＣ － ＭＳ 检测分析时，固
相萃取柱的选择很关键，
固相萃取过程中洗脱剂
的选 择 和 用 量 也 十 分
重要。

２． ２　 液相色谱法目前，国内外对氟苯尼考及其代

谢物氟苯尼考胺的残留检测方法较多，原理如图 ２

所示，国家标准规定的检测方法以高效液相色谱法

为主［３８］。 气相色谱是利用惰性气体的流动相进行

分析，它的检测对象主要是具有一定挥发性的物

质，而液相色谱不受样品的挥发性和热稳定性的限

制［３９］，不需要较繁琐的衍生化步骤。 因此，在氟苯

尼考的检测分析中，液相色谱应用范围更广泛［４０］。

高效液相色谱可根据待测样品的特性以及实验条

件来选择不同的检测器来检测分析［４１］，如紫外检

测器（ＵＶＤ）、荧光检测器（ＦＤ）及二极管阵列检测

器（ＰＤＡ）和质谱检测器（ＭＳＤ）等，详细内容如表 ３

所示。 紫外检测器是高效液相中常用的检测器之

一，灵敏度较高，线性范围宽，噪声低［４２］。 李涛

等［４３］用高效液相色谱串联紫外检测器测定畜禽肉

中氟苯尼考残留量，样品经乙腈提取，正己烷除脂，

·９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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滤膜过滤后直接高效液相色谱仪分析。 平均加标

回收率为 ９１． ８％ ～ ９５． ２％ ，ＬＯＤ 为 １０ μｇ ／ ｋｇ，ＬＯＱ
为 ３０ μｇ ／ ｋｇ。 此方法操作简单，成本较低，适合畜

禽肉中氟苯尼考残留的检测。 相比于畜禽产品中

氟苯尼考的检测，饲料这类成分复杂的样品，其净

化步 骤 也 更 加 复 杂， 这 增 加 了 分 析 成 本。
Ｙａｎｇ 等［４４］建立了薄层色谱 －高效液相色谱法串联

紫外检测器测定猪、鸡、鱼饲料中氟苯尼考的方法。
氟苯尼考的回收率为 ８０． ６％ ～ １０５． ３％ ，ＬＯＤ 为

２０ μｇ ／ ｋｇ，ＬＯＱ 为 ５０ μｇ ／ ｋｇ。 实验对比了固相萃取

柱和薄层色谱这两种方法的净化效果。 结果显示，
净化猪饲料样品时，固相萃取不能有效去除干扰，
而薄层色谱具有较好的分离效率和较低的成本。
紫外检测器分析样品时，要求样品必须有紫外吸

收，且流动相的紫外吸收应尽可能的小，否则会有

较大的本底吸收，影响结果。 二极管阵列检测器作

为紫外检测器的升级，可以克服普通紫外检测器的

缺点，给出的是色谱、光谱的三维谱图，可以测出样

品中每一种物质的最大吸收，实现三维定性与定量

分析，为分析工作者提供十分丰富的定性定量信

息［４５］。 杨方等［４６］用二极管阵列检测器检测鳗鱼中

氟苯尼考含量。 采用乙酸乙酯提取样品，在提取过

程中，因鳗鱼肉中有大量脂质及类脂物质同时被提

取出，用正已烷除脂，再采用 Ｃ１８ 小柱净化以除去

水溶性杂质的干扰。 结果表明，该方法的平均回收

率为 ９３％ ，ＬＯＤ 为 ９． １ μｇ ／ ｋｇ，ＬＯＱ 为２２． ３ μｇ ／ ｋｇ。
马文瑾等［４７］用液相色谱串联二极管阵列检测器检

测土壤中氟苯尼考及氟苯尼考胺。 样品自然风干

后，用丙酮和水作为提取试剂，采用超声辅助提取，
再与二氯甲烷进行液液萃取净化杂质。 试验测得

土壤样品中氟苯尼考和氟苯尼考胺的加标回收率

分别为 ９０． １６％ ～ ９９． ３７％ 、６７． ６３％ ～ ９６． ８６％ ，
ＬＯＤ 分别为 １０、１５ μｇ ／ ｋｇ，ＬＯＱ 分别为 ４５、５０ μｇ ／ ｋｇ。
与畜禽样品的提取方法不同，土壤样品选用丙酮和

水来提取氟苯尼考，回收率相对较高，而且提取出

的内源性物质少，减少了杂峰干扰。 荧光检测器也

是常用的检测器，采用激光作为荧光检测器的光源

而产生的激光诱导荧光检测器极大地增强了荧光检

测的信噪比，具有良好的选择性。 荧光检测器的灵

敏度很高，比紫外检测器约高两个数量级，其线性范

围比紫外检测器窄。 刘永涛等［４８］ 和谢恺舟等［４９］ 用

高效液相色谱荧光检测法分别检测水产品和鸡肉中

氟 苯 尼 考 含 量， 最 终 ＬＯＤ 分 别 为 ５ μｇ ／ ｋｇ、
１． ５ μｇ ／ ｋｇ。 二者样品都用丙酮来提取，提取的内源

性杂质较少，省去了固相萃取步骤，方法的药物平均

回收率分别为 ７９％ ～９０％和 ７９． ３％ ～８２ ５％。 刘永

涛和谢恺舟采用传统的液 － 液萃取法提取氟苯尼

考。 为了简化样品的预处理及提高效率，Ｗａｎｇ
等［５０］采用加速溶剂萃取（ＡＳＥ）从样品中提取目标分

析物，结合超高效液相色谱 － 荧光检测器测定禽蛋

中氟苯尼考和氟苯尼考胺的残留量。 氟苯尼考和氟

苯尼考胺的加标回收率分别为 ８９ ４％ ～ ９８． ６％、
９１ ５％ ～ ９８． ０％，ＬＯＤ 分别为 ４ ７、１． ８ μｇ ／ ｋｇ，ＬＯＱ
分别为 １０． ５、４． ３ μｇ ／ ｋｇ。 此外，还比较了超声提取、
涡旋振荡提取、ＡＳＥ 提取的效果。 结果表明，ＡＳＥ 具

有自动化、试剂消耗少、回收率高以及适用于样品的

批量处理等优点。 比较上述三种检测器，紫外检测

器目前在液相色谱方面应用范围广。 二极管阵列检

测器可以测出样品中每一种物质的最大吸收，这样

可以分别进行灵敏度最高的检测，克服了普通紫外

检测器的缺点。 但是，其价格相对昂贵，对于成熟的

色谱条件分析没有优势，适合新产品的色谱条件开

发、摸索。 荧光检测器灵敏度最高，检出限最低，其
适用范围比紫外检测器窄，仅适用于被激发后能产

生荧光的物质。 并且，对发生在荧光测量中的一些

干扰非常敏感，在进行定量分析时，有必要验证这些

干扰是否存在，以及对样品测定的影响程度，该缺点

限制了荧光检测器的应用。
高效液相色谱是通过监测与计算保留时间来

对单个物质进行定性检测的，但是两个不同的物质

可能具有相同的保留时间，这就会导致高效液相色

谱在物质定性上可能存在不准确的情况［３５］。 高效

液相色谱 －串联质谱法（ＨＰＬＣ － ＭＳ ／ ＭＳ）是通过使

待测物质中各个组分在离子源中产生电离，通过质

荷比的差异来对各组分进行定性分析，提高了检测

的灵敏度，也避免了假阳性结果的出现［５１］ 。高效

·０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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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液相色谱原理

Ｆｉｇ ２． Ｐｒｉｎｃｉｐｌｅ ｏｆ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液相色谱 －串联质谱法测定氟苯尼考含量时，常用

的定量方法有外标法和内标法，外标法是用待测组

分的纯品作对照物质，以对照物质和样品中待测组

分的响应信号相比较进行定量。 张伟玮等［５２］ 用高

效液相色谱 －质谱分析鸡肉中残留的氟苯尼考时，
用标准品绘制标准曲线，外标法定量。 结果显示，
氟苯尼考的峰面积与其浓度均呈良好线性关系。
氟苯尼考的回收率为 ８４． ７％ ～ ９５． ２％ ，ＬＯＤ 为 ０． ２
μｇ ／ ｋｇ，ＬＯＱ 为 ０． ５ μｇ ／ ｋｇ。 内标法与外标法相对，
是在测定样品中某组分含量时，加入一种内标物质

以校准和消除由于操作条件的波动而对分析结果

产生的影响，以提高分析结果的准确度。 殷平等［５３］

用液相色谱 －质谱同位素稀释法测定水产品中的氟

苯尼考，采用同位素内标法定量，此法有机试剂消耗

量少、操作步骤少且测定周期短。 氟苯尼考在鱼肉

中回收率为 ７８． ６％ ～１０２． ７％，在虾肉中为 ７３． ５％ ～
１０９． ６％。 ＬＯＤ 为 １． ５ ｎｇ ／ ｍＬ，ＬＯＱ 为 ０． ５ ｎｇ ／ ｍＬ。
Ｘｉｅ 等［５４］ 选用内标法定量，高液相色谱 － 电喷雾电

离串联三重四极杆质谱（ＬＣ － ＥＳＩ ／ ＭＳ ／ ＭＳ）同时分

析鸡蛋中氟苯尼考和氟苯尼考胺。 在鸡蛋样品的

预处理过程中，优化了提取剂以及乙腈饱和正己烷

的体积，以更好地去除蛋白质和脂肪，从而提高了

回收率，也节省了实验成本。 氟苯尼考和氟苯尼考

胺的平均回收率为 ９０． ８４％ ～ １０７ ８４％ ，ＬＯＤ 分别

为 ０． １、０． ５ μｇ ／ ｋｇ，ＬＯＱ 分别为 ０ ３、１． ５ μｇ ／ ｋｇ。 外

标法和内标法都是色谱分析中定量方法。 外标法

简便，但对于进样量要求准确，要严格控制在与标

准物相同的操作条件下进行，否则造成分析误差，
得不到准确的测量结果；内标法在一定程度上消除

了操作条件等的变化所引起的误差，因而测定的结

果较为准确。 但内标法的操作程序较为麻烦，有时

寻找合适的内标物有困难。 超高效液相色谱（ＵＨ⁃
ＰＬＣ）是指一种采用小颗粒填料色谱柱和超高压系

统的新型液相色谱技术，与传统的高效液相技术相

比，能大幅度改善液相色谱的分离度、灵敏度，极大

地提高分析工作的效率和质量［５５］。 Ｌｉ 等［５６］ 建立了

一种用超高效液相色谱 －质谱联用测定中药明胶中

氟苯尼考残留量的方法。 氨水 － 乙腈提取药物，加
入胰蛋白酶来消除明胶药物中蛋白质成分引起的基

质效应，加入无水硫酸钠、Ｃ１８ 和 ＰＳＡ 吸附剂来减少

其他成分引起的基质效应。 氟苯尼考的回收率为

９２． ８％ ～１０２． ７％。 样品中氟苯尼考的 ＬＯＤ 和 ＬＯＱ
分别为 ０． ４ μｇ ／ ｋｇ 和 １． ５ μｇ ／ ｋｇ。 Ｆａｕｌｋｎｅｒ 等［５７］ 提

出了一种有效检测牛奶中氟苯尼考及其代谢物的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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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该方法采用 ＭＲＭ３采集技术，超高效液相色谱 －
质谱分析检测。 牛奶样品盐酸水解后调节 ｐＨ 到 １０
以上，再用乙酸乙酯提取，分散式固相萃取进一步萃

取净化。氟苯尼考胺的回收率为９２％ ～ １１３％ ，ＣＣα

（ Ｄｅｃｉｓｉｏｎ ｌｉｍｉｔ ） 为 ０． ２ μｇ ／ ｋｇ， ＣＣβ （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ｙ）为 ０． ３４ μｇ ／ ｋｇ。 与 ＭＲＭ（Ｍｕｌｔｉ Ｒｅａｃｔｉｏｎ
Ｍｏｎｉｔｏｒ）相比，ＭＲＭ３改进了牛奶中较低水平氟苯尼

考胺的选择性检测和定量。

表 ３　 液相色谱检测样品中 ＦＦ

Ｔａｂ 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Ｆ ｉｎ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ｂｙ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
检测项目和文献 前处理方法 检测仪器 回收率 检测限 结论

畜禽肉中的 ＦＦ［４２］ 。 乙腈提取，正己烷除脂净化。 ＨＰＬＣ － ＵＶＤ ９１． ８％ ～９５． ２％ １０ μｇ ／ ｋｇ

猪、鸡、鱼饲料中的 ＦＦ［４３］
乙酸乙酯提取，乙腈饱和的正
己烷脱脂，薄层色谱进一步
纯化。

ＨＰＬＣ － ＵＶＤ ８０． ６％ ～１０５． ３％ ２０ μｇ ／ ｋｇ

ＵＶＤ 分析样品时，为了
避免干扰，选择的流动相
的紫外吸收应尽可能小。
与其它检测器相比，此方
法成本较低，应用较广。

鳗鱼肉中的 ＦＦ［４５］ 。
乙酸乙酯提取，正己烷脱脂，
Ｃ１８ 固相萃取柱净化。 ＨＰＬＣ － ＰＤＡ ９３％ ９． １ μｇ ／ ｋｇ

土壤中的 ＦＦ 和 ＦＦＡ［４６］ 。
丙酮和水提取，二氯甲烷液液
萃取净化。 ＨＰＬＣ － ＰＤＡ ９０． １６％ ～９９． ３７％

６７． ６３％ ～９６． ８６％
１０ μｇ ／ ｋｇ
１５μｇ ／ ｋｇ

ＵＶＤ 给出的只是某一波
长的色谱图， ＰＤＡ 作为
ＵＶＤ 的升级，得出的是
三维谱图，可以测出样品
中每一种物质的最大吸
收，这样可以分别进行灵
敏度最高的检测，克服了
普通 ＵＶＤ 的 缺 点。 但
是，ＰＤＡ 价格相对昂贵，
对于成熟的色谱条件分
析没有优势。 因此，适合
新产品的色谱条件开发、
摸索。

鱼肉中的 ＦＦ 和 ＦＦＡ［４７］ 。
丙酮和二氯甲烷提取，正己烷
除脂净化。 ＨＰＬＣ － ＦＤ ７９％ ～９０％

８１％ ～９１％
５ μｇ ／ ｋｇ
１μｇ ／ ｋｇ

鸡肉中的 ＦＦ 和 ＦＦＡ［４８］ 。
丙酮、二氯甲烷提取，正己烷
脱脂。 ＨＰＬＣ － ＦＤ ７９． ３％ ～８２． ５％

８０． ５％ ～８５． ６％
１． ５ μｇ ／ ｋｇ
０． ５ μｇ ／ ｋｇ

禽蛋中的 ＦＦ 和 ＦＦＡ［４９］ 。
加速溶剂萃取，萃取剂为氨水
－ 乙腈，乙腈饱和的正己烷
脱脂。

ＨＰＬＣ － ＦＤ ８９． ４％ ～９８． ６％
９１． ５％ ～９８． ０％

４． ７ μｇ ／ ｋｇ
１． ８ μｇ ／ ｋｇ

与 ＵＶＤ、 ＰＤＡ 相比， ＦＤ
选择性好，灵敏度最高，
检出限最低，但适用范围
比 ＵＶＤ 窄，仅适用于被
激发后能产生荧光的物
质。 并且，对发生在荧光
测量中的一些干扰非常
敏感，在进行定量分析
时，有必要验证这些干扰
是否存在，以及对样品测
定的影响程度。

鸡肉中的 ＦＦ［５２］ 。
乙酸乙酯提取后，正己烷去除
脂肪，ＭＣＸ 小柱净化。 ＨＰＬＣ － ＭＳ ８４． ７％ ～９５． ２％ ０． ２ μｇ ／ ｋｇ

鱼肉和虾肉中的 ＦＦ［５３］ 。
氨水乙酸乙酯提取，正己烷除
脂净化。 ＨＰＬＣ － ＭＳ ７８． ６％ ～１０２． ７％

７３． ５％ ～１０９． ６％ １． ５ ｎｇ ／ ｍＬ

鸡蛋中的 ＦＦ 和 ＦＦＡ［５４］ 。
氨化乙酸乙酯 － 乙腈提取，乙
腈饱和的己烷脱脂。 ＨＰＬＣ － ＭＳ ９０． ８４％ ～１０７． ８４％ ０． １ μｇ ／ ｋｇ

０． ５ μｇ ／ ｋｇ

与 ＵＶＤ、ＰＤＡ、ＦＤ 相比，
用 ＭＳ 进行分析时的检
测限更低，灵敏度更高，
定性定量结果可靠，极大
提高了分析效率。 但仪
器昂贵，维修费用高。 因
此，检测成本较高。

中药明胶中的 ＦＦ［５６］ 。

氨水 － 乙腈提取，胰蛋白酶来
消除明胶药物中蛋白质，无水
硫酸钠、 Ｃ１８ 和 ＰＳＡ 吸附剂
净化。

ＵＨＰＬＣ － ＭＳ ／ ＭＳ ９２． ８％ ～１０２． ７％ ０． ４ μｇ ／ ｋｇ

牛奶中的 ＦＦ［５７］ 。
盐酸水解样品，调节 ｐＨ，乙酸
乙酯提取，分散式固相萃取进
一步萃取净化

ＵＨＰＬＣ － ＭＳ ／ ＭＳ ９２％ ～１１３％ ０． ２ μｇ ／ ｋｇ

与传统 的 ＨＰＬＣ 相 比，
ＵＨＰＬＣ 能大幅度改善液
相色谱的分离度、灵敏
度，极大地提高分析工作
的效率和质量。 与 ＭＲＭ
相比，ＭＲＭ３ 改进了对牛
奶中较低水平氟苯尼考
胺的选择性检测和定量。

·２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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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展 望

不同色谱检测方法各有优缺点。 用仪器分析

法检测氟苯尼考时，气相色谱法应用相对较少，主
要是由于氟苯尼考不易挥发，在使用气相色谱法分

析时需要进行衍生化处理，样品处理的成本较高。
相比较而言，液相色谱法更适合氟苯尼考的检测。
液相色谱可与多种检测器连接。 其中，紫外检测器

和二极管阵列检测器操作简单，但灵敏度比荧光检

测器低。 荧光检测器灵敏度高，检出限低，但只对

荧光物质有响应。 随着科技的发展，高效液相色

谱 －质谱联用技术提高了检测效率，对于复杂的环

境样品，可以增加额外的分析能力，消除基质的干

扰，准确鉴定和定量氟苯尼考，且检出限低，灵敏

度高。
对于复杂样品，前处理是影响检测结果的关键

因素。 关于氟苯尼考的前处理方法，还有待进一步

改进，如通过转化只检测氟苯尼考胺一种检测物，
以提高检测效率。 与此同时，简化色谱分析流程以

缩短检测时间也是实际检测的需要，根据需要有效

结合快速检测方法与色谱分析方法也是未来的分

析趋势。 总的来看，色谱法在动物产品和环境样品

的氟苯尼考检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进一步完善色

谱方法是食品安全检测和环境风险评估的需要。

参考文献：
［１］ 　 Ｗａｎｇ Ｂ， Ｚｈａｏ Ｘ， Ｘｉｅ Ｘ， ｅｔ 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ａｎ Ａｃｃｅｌｅｒａｔｅｄ

Ｓｏｌｖｅｎｔ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 ｆｏｒ Ｑｕａｎｔｉｔａｔｉｖ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ａｍｐｈｅｎｉｃｏｌ， Ｔｈｉａｍｐｈｅｎｉｃｏｌ，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Ａｍｉｎｅ ｉｎ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Ｅｇｇｓ［Ｊ］ ． Ｆｏｏｄ Ａｎａｌ Ｍｅｔｈｏｄｓ， ２０１９，１２（８）：

１７０５ － １７１４．

［２］ 　 李先强． 氟苯尼考研究进展 ［ Ｊ］ ． 中国兽药杂志，２０１６，５０

（１１）：５ － ８．

Ｌｉ Ｘ Ｑ．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ｆ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２０１６，５０（１１）：５ － ８．

［３］ 　 谭敏捷． 超高效液相色谱 － 串联质谱法测定猪肉和鸡蛋中氟

苯尼考兽药残留量［Ｊ］ ． 现代食品，２０２１，（２３）：１５６ － １５９．

Ｔａｎ Ｍ Ｊ．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ｉｎ Ｐｏｒｋ ａｎｄ Ｅｇｇ

ｂｙ Ｕｌｔｒａ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Ｔａｎｄｅｍ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Ｊ］ ． Ｍｏｄｅｒｎ Ｆｏｏｄ， ２０２１，（２３）：１５６ － １５９．

［４］ 　 李莹莹，宋永青，赵 榕，等． 液质联用检测鱼肉中氟苯尼考和

氟苯尼 考 胺 的 残 留 量 ［ Ｊ ］ ． 食 品 科 学， ２０１０， ３１ （ １２ ）：

２１９ － ２２２．

Ｌｉ Ｙ Ｙ， Ｓｏｎｇ Ｙ Ｑ， Ｚｈａｏ Ｒ ｅｔ ａｌ． ＨＰＬＣ － ＭＳ ／ Ｍ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Ａｍｉｎｅ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ｉｎ Ｆｉｓｈ［ Ｊ］ ． Ｆｏｏ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０，３１（１２）：２１９ － ２２２．

［５］ 　 Ｓａｒｍａｈ Ａ Ｋ， Ｍｅｙｅｒ Ｍ Ｔ， Ｂｏｘａｌｌ Ａ Ｂ Ａ． Ａ ｇｌｏｂａｌ ｐｅｒｓｐｅｃｔｉｖｅ ｏｎ

ｔｈｅ ｕｓｅ， ｓａｌｅｓ， ｅｘｐｏｓｕｒｅ ｐａｔｈｗａｙｓ， ｏｃｃｕｒｒｅｎｃｅ， ｆａｔｅ ａｎｄ ｅｆｆｅｃｔｓ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 ＶＡｓ ） ｉｎ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 Ｊ ］ ．

Ｃｈｅｍｏｓｐｈｅｒｅ， ２００６，６５（５）：７２５ － ７５９．

［６］ 　 ＧＢ ３１６５０ － ２０１９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食品中兽药最大残留限

量． 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农业农村部，国家市场监管理总局

［Ｓ］． 北京：中国标准出版社，２０１９．

ＧＢ３７６５０—２０１９．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 － Ｍａｘｉｍｕｍ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ｌｉｍｉｔｓ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ｓ ｉｎ ｆｏｏｄｓ． 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Ｈｅａｌｔｈ Ｃｏｍｍｉｓｓｉｏｎ，

Ｍｉｎｉｓｔｒｙ ｏｆ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Ａｆｆａｉｒｓ， Ｓｔａｔ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Ｍａｒｋｅｔ Ｒｅｇｕｌａｔｉｏｎ ［ Ｓ ］ ． Ｂｅｉｊｉｎｇ： Ｓｔａｎｄａｒｄｓ Ｐｒｅｓ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２０１９．

［７］ 　 刘传发，杨 帆． 动物源食品中氟苯尼考及氟苯尼考胺残留检

测方法的研究进展［ Ｊ］ ． 广东畜牧兽医科技，２０１５，４０ （０３）：

１ － ４ ＋ ７．

Ｌｉｕ Ｃ Ｆ， Ｙａｎｇ Ｆ．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ａｍｉｎｅ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ｉｎ ａｎｉｍａｌ － ｄｅｒｉｖｅｄ ｆｏｏｄｓ

［ Ｊ］ ． Ｇｕａｎｇｄｏｎｇ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ａｎｄ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５，４０（０３）：１ － ４ ＋ ７．

［８］ 　 刘建军． 新型样品预处理技术的开发及在高效液相色谱 － 质

谱分析中的应用［Ｄ］． 山东：曲阜师范大学，２０１５．

Ｌｉｕ Ｊ Ｊ．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ｎｅｗ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ｉｎ ｈｉ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Ｄ ］． Ｓｈａｎｄｏｎｇ： Ｑｕｆｕ Ｎｏｒｍ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５．

［９］ 　 宋 菲，黄 瑶，张利明，等． 猪肉中氟苯尼考残留量高效液相色

谱 － 串联质谱检测方法的建立［ Ｊ］ ． 国外畜牧学（猪与禽），

２０２１，４１（０２）：８９ － ９３．

Ｓｏｎｇ Ｆ， Ｈｕａｎｇ Ｙ， Ｚｈａｎｇ Ｌ Ｍ， ｅｔ ａｌ．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ＨＰＬＣ －

Ｍ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ｉｎ ｐｏｒｋ

［Ｊ］ ． Ａｎｉｍ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ｂｒｏａｄ （ Ｐｉｇｓ ａｎｄ Ｐｏｕｌｔｒｙ ）， ２０２１， ４１

（０２）：８９ － ９３．

［１０］ 陆春胜，马 莉，张学博，等． 超高效液相色谱 － 串联质谱法测

定猪肉中氯霉素类兽药残留量［Ｊ］ ．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

２０１９，１０（２４）：８２６８ － ８２７２．

Ｌｕ Ｃ Ｓ， Ｍａ Ｌ， Ｚｈａｎｇ， Ｘ Ｂ， ｅｔ 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ａｍｐｈｅｎｉｃｏｌ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ｉｎ ｐｏｒｋ ｂｙ ｕｌｔｒａ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ｔａｎｄｅｍ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２０１９，１０（２４）：８２６８ － ８２７２．

·３７·



中国兽药杂志 ２０２３ 年 ９ 月第 ５７ 卷第 ９ 期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１１］ 曾 勇，董文婷，龚 波，等． 超高效液相色谱 － 串联质谱法快速

测定禽蛋中氯霉素、氟苯尼考及其代谢物残留［Ｊ］ ． 中国兽药

杂志，２０１７，５１（１２）：４２ － ４６．

Ｚｅｎｇ Ｙ， Ｄｏｎｇ Ｗ Ｔ， Ｇｏｎｇ Ｂ， ｅｔ ａｌ． Ｒａｐｉ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ａｍｐｈｅｎｉｃｏｌ，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ｔｅｓ ｉｎ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Ｅｇｇｓ

ｂｙ ＵＰＬＣ － ＭＳ ／ ＭＳ［ Ｊ］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２０１７，５１（１２）：４２ － ４６．

［１２］ Ｐｏｋｒａｎｔ Ｅ， Ｒｉｑｕｅｌｍｅ Ｒ， Ｍａｄｄａｌｅｎｏ Ａ，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Ａｍｉｎｅ ｉｎ Ｂｒｏｉｌｅｒ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Ｃｌａｗｓ ａｎｄ

ａ Ｃｏｍｐａｒｉｓ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Ｅｄｉｂｌｅ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Ｕｓｉｎｇ ＬＣ

ＭＳ ／ ＭＳ［Ｊ］ ． Ｍｏｌｅｃｕｌｅｓ， ２０１８，２３（９）：２２１１．

［１３］ Ｉｍｒａｎ Ｍ， Ｈａｂｉｂ Ｆ Ｅ， Ｍａｊｅｅｄ Ｓ， ｅｔ ａｌ． ＬＣ － ＭＳ ／ ＭＳ － ｂａｓｅ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ａｍｐｈｅｎｉｃｏｌ， ｔｈｉａｍｐｈｅｎｉｃｏｌ，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ａｍｉｎｅ ｉｎ ｐｏｕｌｔｒｙ ｍｅａｔ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Ｐｕｎｊａｂ － Ｐａｋｉｓｔａｎ［ Ｊ］ ．

Ｆｏｏｄ Ａｄｄｉｔ Ｃｏｎｔａｍ Ｐａｒｔ Ａ Ｃｈｅｍ Ａ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ｘｐｏ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

２０１８，３５（８）：１５３０ － １５４２．

［１４］ Ｗｅｉ Ｓ Ｌ， Ｌｉ Ｊ Ｗ， Ｌｉｕ Ｙ， ｅｔ ａｌ．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ｏｆ ｍａｇｎｅｔｉｃ

ｍｏｌｅｃｕｌａｒｌｙ ｉｍｐｒｉｎｔｅｄ ｐｏｌｙｍｅｒｓ ｗｉｔｈ ｄｏｕｂｌｅ ｔｅｍｐｌａｔｅ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ｒａｐｉｄ ａｎｄ 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ｍｐｈｅｎｉｃｏｌ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ｂｌｏｏｄ， ａｎｄ ｅｇｇ ｓａｍｐｌｅｓ［Ｊ］ ． Ｊ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 Ａ， ２０１６，１４７３：

１９ － ２７．

［１５］ Ｚｈｏｕ Ｄ， Ｌｉ Ｙ， Ｈｕａｎｇ Ｌ， ｅｔ ａｌ． Ａ ｒｅｌｉ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ｃｏｓｔ － ｅｆｆｉｃｉｅｎｔ

ＴＬＣ － ＨＰＬＣ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ｔｏｔａｌ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ｉｎ

ｐｏｒｃｉｎｅ ｅｄｉｂｌｅ ｔｉｓｓｕｅｓ［Ｊ］ ． Ｆｏｏｄ Ｃｈｅｍ， ２０２０，３０３：１２５３９９．

［１６］ Ｉｍｒａｎ Ｍ， Ｆａｚａｌ Ｅ Ｈ， Ｔａｗａｂ Ａ， ｅｔ ａｌ． ＬＣ － ＭＳ ／ ＭＳ ｂａｓｅｄ

ｍｅｔｈｏ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ｆｏｒ ｔｈｅ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ｏｆ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ａｎｄ ｉｔｓ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ｅｓｔｉｍａｔｅ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 ｉｎ ｖａｒｉｏｕｓ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ｏｆ

ｂｒｏｉｌｅｒ ｃｈｉｃｋｅｎ［Ｊ］ ． Ｊ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 Ｂ Ａｎａｌｙｔ Ｔｅｃｈｎｏｌ Ｂｉｏｍｅｄ Ｌｉｆｅ

Ｓｃｉ， ２０１７，１０６３：１６３ － １７３．

［１７］ Ｓａｉｔｏ － Ｓｈｉｄａ Ｓ， Ｓｈｉｏｎｏ Ｋ， Ｎａｒｕｓｈｉｍａ Ｊ， ｅｔ 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ｏｔａｌ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ａｓ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ａｍｉｎｅ ｉｎ ｂｏｖｉｎｅ ｔｉｓｓｕｅｓ ａｎｄ

ｅｅｌ ｂｙ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ｔａｎｄｅｍ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ｕｓｉｎｇ

ｅｘｔｅｒｎａｌ ｃａｌｉｂｒａｔｉｏｎ［Ｊ］ ． Ｊ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 ２０１９，１１０９：３７ － ４４．

［１８］ Ｌｉ Ｘ， Ｚｈａｎｇ Ｙ， Ｓｕｎ Ｑ， ｅｔ 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ｅｘｔｒａｃｔａｂｌｅ ａｎｄ

ｎｏｎ － ｅｘｔｒａｃｔａｂｌｅ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ａｓ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ａｍｉｎｅ ｉｎ ｅｇｇｓ

ｂｙ ＵＰＬＣ － ＭＳ ／ ＭＳ［ Ｊ］ ． Ｆｏｏｄ Ａｄｄｉｔ Ｃｏｎｔａｍ Ｐａｒｔ Ａ Ｃｈｅｍ Ａ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ｘｐｏ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 ２０２２，３９（９）：１５１２ － １５２０．

［１９］ Ｃｏｒｎｅｊｏ Ｊ， Ｐｏｋｒａｎｔ Ｅ， Ｒｉｑｕｅｌｍｅ Ｒ， ｅｔ ａｌ． Ｓｉｎｇｌｅ － ｌａｂｏｒａｔｏｒｙ

ｖａｌｉｄ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 ＬＣ － ＭＳ ／ Ｍ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ｎｇ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ＦＦ）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ａｍｉｎｅ （ＦＦＡ）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ｉｎ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ｆｅａｔｈ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 ｒｅｓｉｄｕｅ － ｄｅｐｌｅｔｉｏｎ ｓｔｕｄｙ ［ Ｊ］ ． Ｆｏｏｄ Ａｄｄｉｔ

Ｃｏｎｔａｍ Ｐａｒｔ Ａ Ｃｈｅｍ Ａｎａｌ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Ｅｘｐｏ Ｒｉｓｋ Ａｓｓｅｓｓ， ２０１７，３４

（４）：４６９ － ４７６．

［２０］ 朱颖杰，胡红美，何鹏飞，等． 环境样品中抗生素检测方法的

研究进 展 ［ Ｊ］ ． 环 境 科 学 与 管 理， ２０２２， ４７ （ ０３ ）： １２７ －

１２９ ＋ １３４．

Ｚｈｕ Ｙ Ｊ， Ｈｕ Ｈ Ｍ， Ｈｅ Ｐ Ｆ，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ｏｎ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Ｍａｎａｇｅｍｅｎｔ， ２０２２，４７ （０３）：１２７ －

１２９ ＋ １３４．

［２１］ 张满成，黄从建，王 未，等． 环境样品中抗生素的预处理及检

测分析［Ｊ］ ． 环境保护科学，２０１３，３９（０２）：８４ － ８７．

Ｚｈａｎｇ Ｍ Ｃ， Ｈｕａｎｇ Ｃ Ｊ， Ｗａｎｇ Ｗ， ｅｔ ａｌ． Ｐｒｅｃｏｎｃｅｎ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ｔｉｂｉｏｔｉｃｓ ｉｎ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Ｓａｍｐｌｅｓ ［ Ｊ ］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Ｐｒｏｔｅｃｔｉｏｎ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３，３９（０２）：８４ － ８７．

［２２］ 张 冲． 氟苯尼考、喹乙醇的环境行为及污染控制技术研究

［Ｄ］． 江苏：南京农业大学， ２０１０．

Ｚｈａｎｇ 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ｔｈｅ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ａｌ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ｓ ａｎｄ Ｐｏｌｌｕｔｉｏｎ

Ｃｏｎｔｒｏｌ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ｏｆ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ａｎｄ Ｏｌａｑｕｉｎｄｏｘ． ［ Ｄ ］．

Ｊｉａｎｇｓｕ： Ｎａｎｊ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０．

［２３］ Ｘｕ Ｍ Ｆ， Ｑｉａｎ Ｍ Ｒ， Ｚｈａｎｇ Ｈ， ｅｔ ａｌ．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ｗｉｔｈ ｉｔｓ ｍｅｔａｂｏｌｉｔ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ｍｏｄｉｆｉｅｄ ｑｕｉｃｋ， ｅａｓｙ，

ｃｈｅａｐ，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ｒｕｇｇｅｄ， ａｎｄ ｓａｆｅ ｓａｍｐｌｅ ｐｒｅｔｒｅａ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ｔｈｅｉｒ ｄｅｇｒａｄａｔｉｏｎ ｂｅｈａｖｉｏｒ ｉｎ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ｏｉｌｓ［Ｊ］ ． Ｊ

Ｓｅｐ Ｓｃｉ， ２０１５， ３８（２）：２１１ － ７．

［２４］ Ｗａｎｇ Ｙ Ｙ， Ｌｉ Ｘ Ｗ， Ｆｕ Ｙ Ｌ， ｅｔ ａｌ．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ｗｉｔｈ ｔｈｅ ａｂｕｎｄａｎｃｅ ｏｆ ｏｘａｚｏｌｉｄｉｎｏｎｅ ｒｅｓｉｓｔａｎｃｅ ｇｅｎｅｓ ｉｎ

ｌｉｖｅｓｔｏｃｋ ｍａｎｕｒｅｓ［Ｊ］ ． Ｊ Ｈａｚａｒｄ Ｍａｔｅｒ， ２０２０，３９９：１２３０５９．

［２５］ Ｐｏｋｒａｎｔ Ｅ， Ｔｒｉｎｃａｄｏ Ｌ， Ｙéｖｅｎｅｓ Ｋ， ｅｔ 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ｉｖｅ

ａｎｔｉｍｉｃｒｏｂｉａｌ ｆａｍｉｌｉｅｓ ｉｎ ｄｒｏｐｐｉｎｇｓ ｏｆ ｔｈｅｒａｐｅｕｔｉｃａｌｌｙ ｔｒｅａｔｅｄ

ｂｒｏｉｌｅｒ ｃｈｉｃｋｅｎ ｂｙ ｈｉｇｈ －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ｔａｎｄｅｍ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 Ｊ ］ ． Ｐｏｕｌｔ Ｓｃｉ， ２０２１， １００

（９）：１０１３１３．

［２６］ 杜良慧． 果蔬中农残检测的 ＬＣ － ＭＳ ／ ＭＳ 方法构建及应用研

究［Ｄ］． 贵州：贵州大学，２０２１．

Ｄｕ Ｌ Ｈ． Ｃｏｎｓｔｒｕ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Ｃ － ＭＳ ／ ＭＳ ｍｅｔｈｏｄ

ｆｏｒ ｔｈ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ｉｎ ｆｒｕｉｔｓ ａｎｄ ｖｅｇｅｔａｂｌｅｓ［Ｄ］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Ｇｕｉｚｈｏｕ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２１．

［２７］ 王 淼，王 艳，吴艳云，等． 水产品中氯霉素类药物残留分析方

法研究进展［Ｊ］ ． 中国饲料，２０１７，（１６）：４０ － ４２．

Ｗａｎｇ Ｍ， Ｗａｎｇ Ｙ， Ｗｕ Ｙ Ｙ，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ｏｆ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ｆｏｒ ｃｈｌｏｒａｍｐｈｅｎｉｃｏｌｓ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ｉｎ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Ｊ］ ． Ｃｈｉｎａ Ｆｅｅｄ， ２０１７，（１６）：４０ － ４２．

［２８］ 胡红美，郭远明，雷 科，等． 分散固相萃取净化 － 气相色谱法

测定水产品中氯霉素和氟苯尼考［ Ｊ］ ． 食品科学，２０１４，３５

（０８）：２３１ － ２３５．

Ｈｕ Ｈ Ｍ， Ｇｕｏ Ｙ Ｍ， Ｌｅｉ Ｋ， ｅｔ 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ａｍｐｈｅｎｉｃｏｌ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ｉｎ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ｂｙ Ｕｓｉｎ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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Ｄｉｓｐｅｒｓｉｖｅ Ｓｏｌｉｄ Ｐｈａｓｅ Ｅｘｔｒａｃ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Ｇａｓ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 ［ Ｊ］ ．

Ｆｏｏｄ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１４，３５（０８）：２３１ － ２３５．

［２９］ 孙丰云，张素霞，沈建忠，等． 气相色谱法同时检测虾中氯霉

素、甲砜霉素、氟苯尼考及氟苯尼考胺残留量［Ｃ］∥中国畜牧

兽医学会兽医药理毒理学分会． 中国畜牧兽医学会兽医药理

毒理学分会第九次学术讨论会论文与摘要集． 广州：中国畜

牧兽医学会兽医药理毒理学分会，２００６：２０８ － ２１３．

Ｓｕｎ Ｆ Ｙ， Ｚｈａｎｇ Ｓ Ｘ， Ｓｈｅｎ Ｊ Ｚ， ｅｔ ａｌ．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ａｍｐｈｅｎｉｃｏｌ， ｔｈｉａｍｐｈｅｎｉｃｏｌ，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ａｍｉｎｅ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ｉｎ ｓｈｒｉｍｐ ｂｙ ｇａｓ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Ｃ］． ∥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ａｎｄ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Ｓｏｃｉｅｔｙ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Ｐａｐｅｒｓ ａｎｄ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ｏｆ ｔｈｅ Ｎｉｎｔｈ Ｓｙｍｐｏｓｉｕｍ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ａｎｄ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ｌｏｇｙ ａｎｄ

Ｔｏｘｉｃｏｌｏｇｙ Ｂｒａｎｃｈ ｏｆ Ｃｈｉｎａ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ａｎｄ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２００６：２０８ －２１３．

［３０］ Ｐｆｅｎｎｉｎｇ Ａ Ｐ， Ｒｏｙｂａｌ Ｊ Ｅ， Ｒｕｐｐ Ｈ Ｓ， ｅｔ ａｌ．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ａｍｐｈｅｎｉｃｏｌ，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ａｍｉｎｅ， ａｎｄ ｔｈｉａｍｐｈｅｎｉｃｏｌ ｉｎ ｓｈｒｉｍｐ ｔｉｓｓｕｅ ｂｙ ｇａｓ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ｗｉｔｈ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 Ｊ］ ． Ｊ ＡＯＡＣ

Ｉｎｔ， ２０００，８３（１）：２６ － ３０．

［３１］ 王争争，郭明刚，张 琦． 气相色谱仪电子捕获检测器的清洗方

法［Ｊ］ ．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２０１９，１０（０１）：２４５ － ２５１．

Ｗａｎｇ Ｚ Ｚ， Ｇｕｏ Ｍ Ｇ， Ｚｈａｎｇ Ｑ． Ｃｌｅａｎｉｎｇ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

ｃａｐｔｕｒｅ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 ｏｆ ｇａｓ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ｅｒ ［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２０１９，１０（０１）：２４５ － ２５１．

［３２］ 郭 浩，王燕飞，邹明强，等． 农兽药多残留检测方法的研究进

展［Ｊ］ ． 中国畜牧兽医，２０１２，３９（０１）：５０ － ５５．

Ｇｕｏ Ｈ， Ｗａｎｇ Ｙ Ｆ， Ｚｏｕ Ｍ Ｑ， ｅｔ 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Ａｄｖａｎｃｅ ｏｎ

ｍｕｌｔｉ －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Ｐｅｓｔｉｃｉｄｅｓ ａｎｄ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ｓ

［Ｊ］ ． Ｃｈｉｎａ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１２，３９

（０１）：５０ － ５５．

［３３］ 邵 会，冷凯良，周明莹，等． 水产品中氯霉素、甲砜霉素、氟苯

尼考、氟苯尼考胺多残留的同时测定 － ＧＣ ／ ＭＳ 法［Ｊ］ ． 渔业科

学进展，２０１５，３６（０３）：１３７ － １４１．

Ｓｈａｏ Ｈ， Ｌｅｎｇ Ｋ Ｌ， Ｚｈｏｕ Ｍ Ｙ， ｅｔ ａｌ．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ａｍｐｈｅｎｉｃｏｌ， Ｔｈｉａｍｐｈｅｎｉｃｏｌ，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Ａｍｉｎｅ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ｉｎ Ａｑｕａｔｉｃ Ｐｒｏｄｕｃｔｓ ｗｉｔｈ Ｇａｓ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 Ｊ ］ ． Ｐｒｏｇｒｅｓｓ ｉｎ Ｆｉｓｈｅ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５，３６（０３）：１３７ － １４１．

［３４］ 郭 霞，张素霞，沈建忠，等． 鱼肌肉中氟苯尼考和氟苯尼考胺

残留的高效液相色谱检测［ Ｊ］ ． 中国兽医科学，２００６，（０９）：

７４３ － ７４７．

Ｇｕｏ Ｘ， Ｚｈａｎｇ Ｓ Ｘ， Ｓｈｅｎ Ｊ Ｚ， ｅｔ ａｌ． Ｓｉｍｕｌｔａｎｅｏｕｓ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ｅｓｉｄｕａｌ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ａｍｉｎｅ ｉｎ ｆｉｓｈ ｍｕｓｃｌｅ ｂｙ ｈｉ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 Ｊ ］ ． Ｃｈｉｎｅｓｅ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Ｓｃｉｅｎｃｅ， ２００６（０９）：７４３ － ７４７．

［３５］ 谭力慆． 多种兽药残留的液相串联质谱高通量检测方法［Ｄ］．

广州：华南理工大学，２０１９．

Ｔａｎ Ｌ Ｔ． ＨＰＬＣ ｔａｎｄｅｍ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ｆｏｒ ｈｉｇｈ ｔｈｒｏｕｇｈｐｕｔ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 Ｄ］． Ｇｕａｎｇｚｈｏｕ： Ｓｏｕｔｈ

Ｃｈｉｎ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２０１９．

［３６］ 乔青青，郝莉花，巩 凡，等． 气相色谱质谱法检测鸡蛋中氟苯

尼考及氟苯尼考胺［Ｊ］ ． 食品工业，２０２１，４２（０１）：３２４ － ３２７．

Ｑｉａｏ Ｑ Ｑ， Ｈａｏ Ｌ Ｈ， Ｇｏｎｇ Ｆ， ｅｔ ａｌ． 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Ｆ ａｎｄ

ＦＦａ Ｒｅｓｉｄｕｅ ｉｎ Ｅｇｇｓ ｂｙ Ｇａｓ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Ｔｉｍｅ － ｏｆ － Ｆｌｉｇｈｔ

Ｍａｓｓ Ｓｐｅｃｔｒｏｍｅｔｒｙ ［ Ｊ］ ． Ｔｈｅ Ｆｏｏｄ Ｉｎｄｕｓｔｒｙ， ２０２１， ４２ （ ０１ ）：

３２４ － ３２７．

［３７］ 庄 宛，叶 玫． 动物性食品中氯霉素（ＣＡＰ）残留检验方法概述

［Ｊ］ ． 福建畜牧兽医，２００４（０１）：８ － １０．

Ｚｈｕａｎｇ Ｙ， Ｙｅ Ｍ． Ｏｖｅｒｖｉｅｗ ｏｆ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ｍｅｔｈｏｄｓ ｏｆ Ｃｈｌｏｒａｍｐｈｅｎｉｃｏｌ

（ＣＡＰ）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ｉｎ ａｎｉｍａｌ ｆｏｏｄｓ ［ Ｊ］． Ｆｕｊｉａｎ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Ａｎｉｍａｌ

Ｈｕｓｂａｎｄｒｙ ａｎｄ Ｖｅｔｅｒｉｎａｒｙ Ｍｅｄｉｃｉｎｅ， ２００４（０１）：８ －１０．

［３８］ 李 广． 氟苯尼考及氟苯尼考胺药物残留检测方法及应用［Ｊ］ ．

辽宁农业科学，２０１９（０５）：５９ － ６２．

Ｌｉ Ｇ． Ｍｅｔｈｏｄ ａｎｄ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ａｎｄ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Ａｍｉｎｅ Ｄｒｕｇ Ｒｅｓｉｄｕｅｓ Ｄｅｔｅｃｔｉｏｎ ［ Ｊ ］ ． Ｌｉａｏｎｉｎｇ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 ２０１９（０５）：５９ － ６２．

［３９］ 宋海梅． 气相色谱技术在水环境监测中的应用［ Ｊ］ ． 造纸装备

及材料，２０２２，５１（０２）：１４１ － １４３．

Ｓｏｎｇ Ｍ Ｍ，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ｇａｓ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ｗａｔｅｒ

ｅｎｖｉｒｏｎｍｅｎｔ ｍｏｎｉｔｏｒｉｎｇ ［ Ｊ ］ ． Ｐａｐｅｒｍａｋｉｎｇ Ｅｑｕｉｐｍｅｎｔ ＆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２０２２，５１（０２）：１４１ － １４３．

［４０］ 王瑞雪． 氟苯尼考在西伯利亚鲟的体内外药效学及药动学研

究［Ｄ］． 黑龙江：东北农业大学，２０１２．

Ｗａｎｇ Ｒ Ｘ．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ｄｙｎａｍｉｃｓ ｉｎ ｖｉｔｒｏ ａｎｄ ｉｎ ｖｉｖｏ

ａｎｄ Ｐｈａｒｍａｃｏｋｉｎｅｔｉｃｓ ｏｆ Ｆｌｏｒｆｅｎｉｃｏｌ ｉｎ Ａｃｉｐｅｎｓｅｒ ｂａｅｒｉ ［ Ｄ ］．

Ｈｅｉｌｏｎｇｊｉａｎｇ： Ｎｏｒｔｈｅａｓｔ Ａｇｒｉ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２０１２．

［４１］ 马博凯，勾新磊，赵新颖． 高效液相色谱法在食品和药品安全

分析中的应用［ Ｊ］ ． 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２０１６，７ （１１）：

４２９５ － ４２９８．

Ｍａ Ｂ Ｋ， Ｇｏｕ Ｘ Ｌ， Ｚｈａｏ Ｘ Ｌ． Ａｐ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ｈｉｇｈ ｐｅｒｆｏｒｍａｎｃｅ

ｌｉｑｕｉｄ ｃｈｒｏｍａｔｏｇｒａｐｈｙ ｉｎ ｆｏｏｄ ａｎｄ ｄｒｕｇ ｓａｆｅｔｙ 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 Ｊ ］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Ｆｏｏｄ Ｓａｆｅｔｙ ＆ Ｑｕａｌｉｔｙ， ２０１６，７（１１）：４２９５ － ４２９８．

［４２］ 刘 娜． 液相色谱紫外检测器关键电路的研制［Ｄ］． 河北：河北

大学，２００７．

Ｌｉｕ Ｎ． ｔｈｅ Ｋｅｙ Ｃｉｒｃｕｉｔ Ｄｅｓｉｇｎｉｎｇ ｏｆ ｔｈｅ Ｕｌｔｒａｖｉｏｌｅｔ Ｄｅｔｅｃｔｏ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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