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瘦肉精是我国明令禁止的物质，因为经实践研究证

明，其会对人体造成极大的损伤和危害。虽然运用于畜

类产品养殖中时，能够协助生成更多瘦肉，但如果人体

摄入此种物质，则会引发中毒、电解质紊乱等现象，严

重者还会死亡。如今人们对于食品安全的关注度越来越

高，瘦肉精更加成为了相关部门需要切实解决的问题。

因此，针对瘦肉精的危害及检测方法进行探讨，具有不

可忽略的重大意义。1

一、瘦肉精的药用原理及特点

（一）药用原理

在 1987 年时，我国科研领域首次接触到了瘦肉精，

此后在社会上便发生了不少瘦肉精中毒事件，引起了广

泛关注和重视。瘦肉精是一类药物的总称，其能够抑制

动物脂肪的合成，并促进其瘦肉生长，因此被一些商家

用在了猪、牛、羊等动物的体内，以此提高养殖经济效

益。瘦肉精还有一个名称叫盐酸克伦特罗，其属于天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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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儿茶酚胺衍生物，同时也是一种促效剂，可以提高动

物体内的瘦肉含量。当动物摄入了瘦肉精之后，就会通

过新陈代谢来合成更多蛋白质，并加快脂肪分解的速度。

但这种物质在进入动物体内后会长期留存，一旦人们食

用了这些畜类，就会引发轻重程度不一的毒副作用，严

重的情况下还会致人死亡。综合来看，瘦肉精对于养殖

牲畜的作用主要有如下方面：首先，瘦肉精能够提高动

物的代谢水平，并在其体内合成腺苷酸环化酶，提升环

腺苷酸的浓度以及敏感脂酶的活性，从而加快脂肪分解，

生成蛋白质。其次，瘦肉精也是一种植物性神经调节剂，

其能够降低动物体内的镁离子浓度，增强它们肌肉的兴

奋性。最后，瘦肉精还是一种肾上腺类神经兴奋剂，动

物食用之后，皮毛会变得更加光亮，肉色也十分鲜红，

肥肉较少而肌肉饱满。因此，有许多不良商家即使冒着

风险，也要使用瘦肉精来获利。

（二）特点

瘦肉精能够加快动物的生长速度，并增加其体内瘦

肉所占的比例。当畜类摄入了一定量的瘦肉精饲料后，

能在短时间内满足销售需求，若是使用在养殖猪上，则

可获得更为显著的效果。简单来讲，不良商家就是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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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自己养殖的牲畜能够更早上市，且提高其瘦肉率，获

取暴利，所以将瘦肉精掺入饲料中进行牲畜喂养，罔顾

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

二、瘦肉精的危害分析

（一）引发人体中毒

一旦大量进食了含瘦肉精的动物肉或内脏等，超出

了人体能承受的范围后，就可能引发人体中毒，产生各种

不良反应。若是轻度中毒，则患者大多表现出心悸、烦躁

不安、双手震颤、眼睑肌肉不停颤动等症状。随着病情进

一步加重，还可能出现代谢失常、头晕、头痛、反胃、上

吐下泻、骨骼肌震颤等。这是由于瘦肉精会降低人体血液

中的血细胞浓度，加强内脏平滑肌的兴奋性，严重的话还

会导致染色体变异，从而引起癌变。当发现中毒情况时，

应马上停止进食可疑食物，并多喝水，平躺休息，等待症

状缓解。如果是中度或重度中毒，则患者需要立刻就医，

通过催吐、洗胃以及导泻等方式，尽快将体内的毒素排

出。之后再结合具体情况，按照医嘱来服用相关药物。

（二）造成电解质紊乱

若患者在平时就会使用到糖皮质激素进行治疗，那

么在摄入一定量的含瘦肉精食物后，就可能出现低血钾

一类的电解质紊乱现象，具体症状有肌无力、心律失常、

呼吸困难、吞咽障碍等。当发现这些症状后，就应对患

者的血钾浓度进行严密监测，并让其按照医嘱来服用相

应药物或是静脉输注补钾药物等，以达到治疗效果。另

外，如果患者本身就有高血压、心脏病、甲亢等原发疾

病，则其摄入瘦肉精后可能会导致原有的疾病进一步加

重，乃至于危及患者的生命。针对这一点，在治疗过程

中必须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三）容易在体内残留

瘦肉精是一种十分容易被人体吸收的物质，其脂溶

性较高，并且化学结构稳定。含有瘦肉精的食品即便是

经过了高温煮熟，里面的瘦肉精仍然会存在，并且在被

人体摄入后，可能很长时间都无法排出。瘦肉精的化学

式为 C12H18N2Cl2O，属于非常稳定的化学结构，一旦人体

食用后，就很难将其代谢掉。摄入过瘦肉精的人，通常

其体内的各个器官中均会残留许多盐酸克伦特罗，如此

便会对人体造成长期影响。含有瘦肉精的肉类在经过高

温加热后再被人体摄入，其中的瘦肉精依旧能够经由腺

体进入到人体组织细胞内膜中，并长时间留存下来，对

人产生的危害不容小觑。

三、常用的瘦肉精检测技术及方法

在如今科学技术快速发展的时代下，人们对于绿色

健康生活的重视程度也越来越高，国家政府出台了一系

列严格的监管政策，并推动了相关检测技术的发展，促

使含有瘦肉精的产品的销售得到了有效管理和控制。具

体来说，常用的瘦肉精检测技术及方法包括以下几点。

（一）免疫分析法

1. 放射免疫分析技术

该项技术是瘦肉精检测过程中经常用到的一种方法，

其最低检测限能够达到 0.5ng/g，精确度很高。这种方法

主要是采用受体来取代抗体结合瘦肉精，检测限可达到

2.4ng/g，但在国内，关于该方面的研究还不成熟。综合

来看，放射免疫分析法具有许多优势，比如特异性强、

灵敏度高、操作简单、技术相对完善，同时也容易标准

化实施。但从另一角度来看，该方法也存在一些不足，

比如仪器价格较高，并且必须要用到放射性同位素来作

为标记物，所以在使用过程中还可能产生辐射及污染的

问题，需要予以防范。此外，放射免疫分析试剂盒的使

用时间很短，且每次操作时均需要做标准曲线，测量区

间较小，很难实现操作确认测量自动化。

2. 酶联免疫吸附法

这一方法主要是运用了免疫学抗原抗体特异性结合

以及酶的高效催化功能，根据有色物的变化，来检测出克

伦特罗量和莱克多巴胺量。该方法用于检测瘦肉精的下限

一般为1.0μg/L（尿液）、0.5μg/kg（组织）。酶联免疫吸

附法具有操作简单方便、准确率较高、对仪器设备要求不

高、节约成本且检测速度快等优势，所以经常运用于活体

大批量样品的速检过程中。但要注意的是，这种方法不可

用于进行现场检测，并且检测出来的结果可能会有着一定

的假阳性率。如果样品内含有一些抗生素或是磺胺类等药

物，就容易使得检测结果的假阳性率进一步上升。

3. 胶体金免疫层析技术法

该种方法是利用了抗原抗体的特异反应，结合侧向

层析与胶体金技术，针对尿液中的克伦特罗分子进行快

速定性检测。采用此项技术来检测猪尿液中的瘦肉精残

留时，可发现其样品处理较为简单，实践操作方便，并

且很快就能得出结果。除此之外，操作人员即便没有经

过专业的培训，也能在较短的时间内掌握检测方法，且

检测过程中不需要用到大型、精密的实验室仪器，所以

花费的成本也不高，十分适合用在现场速检以及筛选工

作当中。不过该方法基本只能用于快速初筛，如果想要

得出最终的确切结果，还需要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或气—

质联用法，开展进一步的检测工作。就目前情况看，市场

上已出现了不少运用胶体金免疫层析法的商品化试纸条，

并且大量使用在了基层监管部门的行政执法工作中。

（二）仪器分析检测法

1. 气相色谱—质谱法检测

此方法的基本原理就是对检测样品进行气相分离，

之后再以离子源进行轰击，使其裂解为分子，接着再裂

解为离子。通过磁场和电场的双重作用，结合质荷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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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小，让样品分离出来，最后再运用感应器将其传达至

检测器，再绘出对应的质谱图。该种方法成功地将色谱

仪高速分离的效果与质谱的灵敏定性效果融合在了一起，

在真正意义上达到了定量定性分析的目标。和其余检测

方法比起来，气相色谱—质谱法检测有着更高的灵敏度，

且检测出假阳性结果的概率较低，因此是瘦肉精检测过

程中常用的一种精确方法。

2. 高效液相色谱检测技术

该技术主要是促使瘦肉精分子和固定相分子产生相

互作用，以此达到检测效果。这种技术的检测精确度较

高，出现假阳性结果的概率很低，当用于检测瘦肉精盐

酸克伦特罗残留时，其最低含量可以达到 1— 15μg/kg。

现阶段，高效液相色谱检测技术已成为了我国检测瘦肉

精残留的主要半确证性手段。然而其也具有一定的缺点，

即无法同时开展多种 β—受体激动剂的检测，并且在实

践操作中可能会产生较多杂质干扰，给最终的定性结果

造成影响。

3. 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

迄今为止，这种方法是检测 β—受体激动剂的过程

中采用得最多的方法，其具有很高的灵敏度，且分析速

度较快，可节约不少时间，而且还能对 β—受体激动剂

的药物残留检测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不过这一方法需

要用到昂贵的精密仪器，且对溶剂的消耗量大，所以成

本很高，加之操作起来比较复杂，故而在实际使用时也

会碰到一些障碍。在今后的发展中，应当尽量探索出更

为便捷、经济的科学处理方法。

（三）生物传感技术

此项技术能够对尿液和血液进行直接检测，快速得

出瘦肉精在其中的含量。生物传感技术的主要原理就是

采用生物传感器来开展检测工作，其最为显著的优点是

灵敏度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并且检测效率高，操作

简单。工作人员在运用该项技术进行瘦肉精检测时，可

以随时携带相关仪器，所以十分方便。目前，生物传感

技术已在我国的食品安全检测领域中得到了广泛应用。

四、瘦肉精的监督管理措施

（一）广泛宣传相关知识

一些商家只顾眼前利益，忽略了瘦肉精的危害，在

畜类产品中大量添加瘦肉精，如果放任此类产品在市面

上流通，将会对人们的身体健康造成很大影响。所以，

食品安全监管部门必须要不断加强宣传力度，广泛普及

瘦肉精的有关知识，确保更多商家和消费者都能正确认

识到瘦肉精的危害。与此同时还要进一步完善畜类产品

屠宰场的监督管理工作，对从事养殖业的商家进行食品

安全知识教育。另外，相关部门还可利用互联网渠道来

宣传瘦肉精产品的分辨方法，并讲解瘦肉精会对人体造

成怎样的影响，以此减少这类产品在市场上的流通数量。

（二）增强监督管理力度

制度是监管工作的基础所在，要加强监督管理力度，

则首先要建立并完善相应的制度，坚持从实践活动着手，

优化法律法规，树立起良好的监管体制，让畜类产品的

安全性得到充分、可靠的保障。针对长期存在的瘦肉精

产品问题，相关部门还需集中力量进行打击和监管，争

取从源头下手，把控好各方面的细节工作，并做好养殖、

销售等一系列流程的监督管理，逐步构成全面、系统的

监管体制。

（三）提高检测技术水平

采用先进的检测技术，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对瘦肉精

产品起到控制和监管的作用，并给市场上瘦肉精食品的

安全管理工作做好铺垫。食品安全管理部门必须要构建

专门的检测部门，针对瘦肉精的检测工作进行深入探究，

加快速度研发和完善科学的检测技术，促使瘦肉精检测

效率和准确性进一步提高。

（四）构建完善的举报奖励机制

虽然瘦肉精食品问题在我国已得到了较好的控制，

但仍然有部分商家利欲熏心，铤而走险，以贩卖瘦肉精

产品的方式来获取高额利润。对于这种情况，相关部门

应当构建长效、完善的举报奖励机制，由广大群众共同

进行监督。当有人主动举报后，相关部门便进行检查与

核实，再给予举报人适当的奖励。通过于此，瘦肉精产

品便可得到更好的遏制。

五、结束语

综上可知，瘦肉精问题长期以来都是食品安全领域

中的一项重大问题，随着人们对于绿色食品的期待值越

来越高，针对瘦肉精的管控也成为了相关部门必须要完

成的关键任务。在这样的情况下，有关部门就应当积极

研发和完善瘦肉精检测技术，不断提高检测效率，同时

采用科学的方式对养殖户进行引导，并面向人民群众广

泛宣传瘦肉精的相关知识。在此基础上树立起全方位管

理体系，真正将瘦肉精的监督管理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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