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渔业环境及水产品中药物和个人护理用品( PPCPs) 的研究进展

黄 珂，赵东豪，杨宏亮，柯常亮，王旭峰，黎智广，李刘冬
( 中国水产科学研究院南海水产研究所，农业部水产品贮藏保鲜质量安全风险评估实验室( 广州) ，

农业部水产品加工重点实验室，广东 广州 510300)

摘要: 药物和个人护理品( PPCPs) 是一类新兴污染物，在环境中普遍存在，对渔业生态、水产品以及人类健康具

有潜在危害风险。文章结合国内外研究现状，对渔业环境及水产品中 PPCPs 的污染情况和分析检测方法进行归

纳，简述了当前 PPCPs 的毒性研究结果及风险评价工作，并对该领域今后的研究工作作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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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esearch progress on pharmaceuticals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 PPCPs) of fishery environment and aquatic products

HUANG Ke，ZHAO Donghao，YANG Hongliang，KE Changliang，WANG Xufeng，LI Zhiguang，LI Liudong
( Lab. of Quality and Safety Ｒisk Assessment for Aquatic Product on Storage and Preservation，Ministry of Agriculture; Key

Lab. of Aquatic Product Processing，Ministry of Agriculture; South China Sea Fisheries Institute，
Chinese Academy of Fishery Sciences，Guangzhou 510300，China)

Abstract: Pharmaceutical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 PPCPs) ，which are ubiquitous in environment，are a series of emerging con-
taminants presenting potential risks to fishery ecology，aquatic products as well as human health. This paper summarizes the pollution
and detection methods of PPCPs in fishery environment and aquatic products as well as introduces the current study on toxicity and risk
assessment of PPCPs. In the end，the direction of future research is provided.
Key words: pharmaceuticals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 PPCPs) ; fishery ecology; aquatic products; risk assessment

近年来，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对环境

污染和食品安全这两大民生问题越来越关注。在过去的几

十年里，“优先”污染物始终是广大学者的研究热点，相关

部门也制定了一系列法规、标准来确保环境及农产品、食

品安全，但却忽视了另一些在环境中普遍存在，对微生物、

动植物甚至人类具有潜在危害风险的环境污染物，这其中

就包括了药物和个人护理品。
1999 年 DAUGHTON 和 TEＲNES［1-2］提出了药物和个人

护 理 用 品 ( pharmaceuticals and personal care products，

PPCPs) 的概念，这是数千种化学物质的总称，涵盖所有人

用和兽用的处方或非处方药品，如抗生素、消炎退烧药、

止痛药、抗过敏药、抗癫痫药、避孕药、精神类药物、保

健品等以及日常生活中个人护理用品，如化妆护肤品、香

水、防晒霜、洗手液、香波、染发剂、发胶等，同时还包

括在生产制造 PPCPs 的过程中所添加的一些组分，如赋形

剂、防腐剂等。

随着社会 经 济 高 速 发 展，现 代 医 学 技 术 不 断 提 高，

PPCPs 这类 化 合 物 的 产 量 和 用 量 日 趋 巨 大。然 而，这 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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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CPs 在生产、使用过程中绝大部分没有被完全利用或吸

收，而是通过各种途径以药物原型、代谢物或是与其他物

质发生转化生成另一种化合物的形式源源不断的进入到环

境中，形成“伪持久性”。尽管多数 PPCPs 在环境中存在的

浓度很低，通常在纳克每升至毫克每升水平，但是由于其

具有较高的生物活性、旋光性和极性，长期暴露在环境中

却很难被微生物降解，表现出一定的生物累积效应、生态

毒性效应、遗传毒性效应和内分泌干扰效应，潜在的危害

不容忽视［3-4］。有研究证实，实验室条件下多种 PPCPs 在浓

度低至纳克每升时即可对水生生物( 如藻类、虾、鱼类等)

产生各种急性和慢性毒性作用［5］。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药物生产国，同时也是水产品生

产和消费大国，集约化水产养殖过程中大量使用的抗生素

仅 20% ～30% 被鱼类吸收，其余大部分进入水环境中［6］。

大多数 PPCPs 的极性强、易溶于水、挥发性较弱，这就意

味着它们无法像传统的持久性有机污染物 ( POPs) 那样“全

球蒸发”，在环境中的分布将主要通过水相传递和食物链扩

散［1］，给环境和人类、动物健康带来隐患。因此，全面了

解渔业环境及水产品中 PPCPs 的分布及污染情况，将为客

观评价水产品质量安全，及时有效开展水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保障消费者利益提供科学依据。文章就国内外报道的

渔业环境及水产品中 PPCPs 污染情况和分析检测方法进行

归纳，简述了当前 PPCPs 的毒性研究结果及初步的风险评

价工作，并对该领域今后的研究工作作出展望。

1 PPCPs 的污染现状

1. 1 渔业环境中 PPCPs 的污染情况

PPCPs 种类繁多，结构复杂，在生产和使用过程中可

以通过多种途径进入环境［7-8］。畜禽和水产养殖业中用于防

治病害或改良渔业环境的外源性投入品，尤其是抗生素的

广泛使用不可避免地造成了环境残留，并对渔业生态造成

威胁［9-10］。目前，国内外对污水处理排放水和污泥中 PPCPs

的存在情况研究较多，而有关渔业环境中 PPCPs 污染的报

道较少，研究较为集中的是中国珠三角水产养殖区内几类

指定的抗生素，如大亚湾、阳江海水养殖场底泥中的磺胺

类，珠江口西岸、三角洲地区的喹诺酮类、四环素类等。

这些抗生素在养殖水体中的含量普遍低于养殖区沉积物，

且部分沉积物中抗生素的检出率和种类也比水中的高，这

表明沉积物既能储存抗生素，又能成为养殖水体中抗生素

的潜在污染源。不同的养殖季节和养殖周期对渔业环境中

抗生素的污染也有不同的影响。在相同养殖模式下，夏季

的检出率和检出浓度普遍低于冬季，这可能与温度、光解、

微生物降解有关，同时抗生素的总量与养殖时间成正比，

显示出抗生素在渔业环境中具有累积效应［11-12］。

值得一提的是，渔业养殖用水大多是就近引水，或是

直接在江河湖海中围网而用，因此研究国内外有关河流、

湖泊等天然水环境中 PPCPs 的分布情况也能为当前渔业环

境中 PPCPs 的污染情况提供参考。王丹等［13］对中国地表水

环境 PPCPs 的研究情况进行归纳，指出目前中国河流及湖

泊等天然水环境中已有约 158 种 PPCPs 被调查研究，其中

药物类以抗生素居多，大致有 68 种被报道，其余 90 种为

非抗生素类 PPCPs。被报道次数最多的抗生素和非抗生生

素类分别是磺胺类( 磺胺甲噁唑、磺胺甲嘧啶) 和消炎止痛

药萘普生。前者在环境中存在的情况与某些工业发达国家

如美国和日本几乎未检出或者以很低的浓度检出［14-15］形成

鲜明对比。后者的浓度水平则略低于或接近国外相关报道。

这表明无论是渔业养殖环境还是江河湖泊等天然水域都普

遍存在 PPCPs，而且中国对抗生素的使用量巨大，生物使

用及废水处理均不能将其完全吸收或降解，因此不可避免

地造成环境污染。不同国家地区渔业养殖环境及天然水环

境中 PPCPs 的污染情况见表 1。

比较渔业环境和天然水环境中 PPCPs 的污染情况，就

其种类而言，前者中有关 PPCPs 的污染种类较后者中的略

显单一，且报道主要集中在抗生素类药物，特别是磺胺类

和喹诺酮类药物，而天然水环境中受 PPCPs 的污染报道则

涉及了几十个种类，如抗生素类、消炎止痛类、消毒剂类、

降血脂类药物等。另外，就 PPCPs 的污染水平而言，渔业

养殖水环境和天然水环境的水体中检出 PPCPs 的浓度比较

接近，但两者沉积物中的受污染程度则有较大差别，这可

能与 2 种水环境中 PPCPs 的来源、蓄积能力的强弱以及受

生态影响的多少有关。

1. 2 PPCPs 在水产品中的污染情况

水产品中 PPCPs 的残留研究始于 20 世纪 80 年代，研

究地区主要集中在北美和欧洲发达国家，中国起步较晚。

报道较多的研究品种为鱼类，合成麝香是检出频率较高的

PPCPs 成分。1981 年，研究人员第一次报道了在日本水域

鲫( Carassius auratus langsdorfii) 中检测出二甲苯麝香和酮

麝香［29］。PPCPs 的主要来源是生活污水和养殖废水的排

放，污水处理厂并不能将其彻底净化或降解处理，因此其

受纳河流中的鱼体易检出 PPCPs，也是目前研究报道最多

的水产品。近年来，美国和德国就此分别开展了全国性的

调查研究，结果发现，在受纳河流中的野生鱼体内佳乐麝

香和吐纳麝香均有较高的残留水平和检出频次，其总体残

留量分别达到 321 ～ 3 390 ng·g － 1 ( 干质量) 和 366 ～ 11 482
ng·g － 1 ( 脂肪质量) ［30-31］。这 2 种合成麝香甚至在瑞士偏远

高山湖泊中的鳟鱼体内、丹麦养殖场的鳟鱼以及日本锤头

鲨( Sphrna lewini) 的肝脏组织中都有检出，且残留水平达

到几十至几百纳克每克［32-34］。除此以外，抗过敏药物、精

神性药物、降压药物、消炎止痛药物以及杀菌消毒类药物

也在不同地区的野生鱼类中检出。德国城市污水厂受纳河

流中野生鱼的肌肉组织中检出抗抑郁药去甲基舍曲林和抗

过敏药苯海拉明［31］; 瑞士污水处理厂受纳河流中的褐鳟、

褐鳟鲑 ( Salmo trutta fario) 鱼体组织检出紫外防 晒 剂［35］;

美国 Pecan Greek 河流鱼体检出降压药地尔硫卓及精神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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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物卡马西平和去甲氟西汀［36］; 菲律宾 Manila 湾鱼体中

检出杀菌消毒剂三氯生和三氯卡班［37］。芬兰污水处理厂

出水下游河流中野生鱼类的胆汁里检出消炎止痛药双氯芬

酸、萘普生和布洛芬［38］。在中国一些水域的野生鱼体内

同样检测到了 PPCPs 的残留。厦门筼筜湖中的菲律宾蛤仔

( Ｒuditapes philippinarum) 检出激素类药物雌二醇、雌酮和

乙炔雌二醇［39］。不同国家地区水产品中 PPCPs 的残留情

况见表 2。

表 1 不同国家地区渔业养殖环境及天然水环境中药物和个人护理用品的污染情况

Tab. 1 Pollution of PPCPs in fishery environment and aquatic environment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种类
type

PPCPs 组分
component of PPCPs

污染水平 /μg·kg －1

或 μg·L －1

pollution level

报道样品及地区
reported samples and region

参考文献
Ｒeference

抗生素类 antibiotics 诺氟沙星、氧氟沙星、恩诺沙星、
四环素、脱水红霉素

0. 97 ～ 85. 25 珠江口西岸典型水产养殖
区的沉积物

［16］

诺氟沙星、环丙沙星和恩诺沙星 0 ～ 13. 28 珠江三角洲地区淡水养殖
区沉积物

［17］

诺氟沙星、环丙沙星 0 ～ 8. 81 珠江三角洲地区海水养殖
区沉积物

［17］

磺胺甲基异噁唑、磺胺甲噻二唑、
磺胺二甲氧嘧啶、诺氟沙星

1. 5 ～ 30. 1 天津近郊淡水养殖沉积物 ［18］

磺胺嘧啶、磺胺二甲基嘧啶、磺
胺甲基异噁唑

2. 1 ～ 7. 4 大亚 湾 海 水 鱼 类、牡 蛎、
珍珠贝养殖区沉积物

［12］

5. 3 ～ 38. 3 阳江某海水鱼类养殖区沉
积物

［12］

甲氧 苄 啶、新 诺 明、诺 氟 沙 星、
奥索利酸

1. 04 ～ 6. 06 越南某养虾塘水体 ［11］

诺氟沙星、氧氟沙星、四环素 0. 007 63 ～ 0. 059 珠江口西岸典型水产养殖
区的水体

［16］

环丙沙星、恩诺沙星和土霉素 10. 5 ～ 26. 8 天津近郊淡水养殖表层水 ［18］

诺氟沙星、磺胺二甲嘧啶、磺胺
甲噁唑、氟甲砜霉素、氧氟沙星

0. 003 54 ～ 0. 018 5
福建省九龙江入海口紫泥
镇滩涂养殖区虾池、蛏池
海水

［19］

诺氟沙星、氧氟沙星、磺胺嘧啶、
磺胺二甲嘧啶、磺胺甲噁唑、氟
甲砜霉素、甲氧苄氨的嘧啶

0. 000 9 ～ 0. 016 4 福建省九龙江入海口紫泥
镇滩涂养殖区进水口水体

［19］

消炎止痛药 anti-inflammatory
and analgesic drugs 萘普生 0. 139 加拿大的哈密尔顿海港水

样
［20］

0. 038 ～ 0. 23 日本东京河流水样 ［21］

布洛芬 0. 432 ～ 5. 044 英国河流水样 ［22］

6. 4 加拿大大西洋沿岸河流水
样

［23］

降血脂药 blood-lipid lowering
drugs 氯贝酸 0. 103 底特律河的水 ［24］

对氯苯氧异丁酸 ≤0. 248 广州城市内河水样 ［25］

杀菌消毒剂 antiseptics 三氯生、三氯卡班 ≤2 633 珠江水系底泥 ［26］

≤0. 338 珠江水系水样

表面活性剂 surfactant 硬脂酸，十二烷基苯磺酸钠( 阴离
子表面活性剂)

15 500 大沽口溯间带岩芯样 ［27］

抗 癫 痫 精 神 类 药 物 psycho-
tropic drugs 卡马西平 0. 002 德国北海水样 ［28］

其他 others 避蚊胺 0. 001 1 德国北海水样 ［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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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不同国家地区水产品中药物和个人护理用品的残留情况

Tab. 2 Ｒesidues of PPCPs in aquatic products from different countries

种类
type

PPCPs 组分
component of PPCPs

残留水平 /μg·kg －1

residual level
报道样品及地区

reported samples and region
参考文献
Ｒeference

合成麝香 synthetic musk 二甲苯麝香、酮麝香 50 ～ 200 日本水域鲫鱼 ［29］

佳乐麝香、吐纳麝香 321 ～ 3 390 美国污水处理厂受纳河流中的
野生鱼类

［30］

366 ～ 11 482 德国污水处理厂受纳河流中的
野生鱼类

［31］

62 ～ 284 瑞士偏远高山湖泊中的鳟鱼 ［32］

1. 6 ～ 13. 1 日本锤头鲨的肝脏组织 ［33］

8. 11 ～ 11. 24 丹麦养殖场的鳟鱼 ［34］

精神 类 药 物 psychotropic
drug 去甲基舍曲林 2. 65 ～ 3. 28 德国污水处理厂受纳河流中的

野生鱼类
［31］

卡马西平、去甲氟西汀 4. 32 ～ 6. 58 美国 Pecan Greek 河流鱼体 ［36］

抗过敏药 anti allergic drug 苯海拉明 0. 05 ～ 1. 65 德国污水处理厂受纳河流中的
野生鱼类

［31］

紫外防晒剂 UV filters 4-甲基苄亚基樟脑、氰双
苯丙烯酸辛酯

1 800 ～ 2 400 瑞士污水处理厂受纳河流中的
褐鳟、褐鳟鲑鱼体组织

［35］

降 压 药 anti-hypertensive
drug 地尔硫卓 0. 11 ～ 0. 27 美国 Pecan Greek 河流鱼体 ［36］

杀菌消毒剂 antiseptics 三氯生、三氯卡班 24 ～ 92 菲律宾 Manila 湾鱼体 ［37］

消 炎 止 痛 药 anti-inflam-
matory and analgesic drug

双氯芬酸、萘普生、布洛
芬

28 ～ 161 芬兰污水处理厂出水下游河流
中野生鱼类的胆汁

［38］

激素类药物 hormone drug 雌二醇、雌酮、乙炔雌二
醇

3. 14 ～ 3. 62 厦门筼筜湖中的杂色蛤 ［39］

综上，环境中的 PPCPs 通过生物累积和代谢使得水产

品中残留的种类和水平不断增加，对水产养殖业造成危害，

并最终通过食物传递链威胁人类健康。

2 PPCPs 的检测方法

PPCPs 种类繁多，其结构复杂，物化性质、生物活性

等性质差异大，在环境和生物体中的浓度相对较低。因此，

准确了解 PPCPs 的污染水平，首先要建立一套能够屏蔽大

量杂质的干扰，精确到超痕量水平的检测程序。目前，对

于 PPCPs 多组分的同时测定是研究难点，尚没有普遍采用

的方法，需要针对不同的样品性质进行多步骤处理，图 1

为不同样品中 PPCPs 的一般检测流程。

2. 1 提取净化方法

在 PPCPs 多组分同时分析中样品的提取是关键，选择

适合的方 法 将 决 定 检 测 的 灵 敏 度 和 准 确 性。液 液 萃 取

( LLE) 、固相萃取( SPE) 和固相微萃取 ( SPME) 等是液体

样品常用的萃取方法。对于固体样品，目前常用的提取富

集 方 法 有 超 声 波 溶 剂 萃 取 ( USE ) 、微 波 辅 助 溶 剂 萃 取

图 1 不同样品中药物和个人护理用品的检测流程

Fig. 1 Multistep approaches for analysis of PPCPs in
different samples

( MASE) 、加压液相萃取 ( PLE) 、加 速 溶 剂 萃 取 ( ASE ) 、

超临界流体 萃 取 ( SFE ) 、序 列 过 热 液 相 萃 取 ( SHLE ) 等。

由于大多数沉积物、水产品基质比较复杂，且溶剂萃取不

像固相萃 取 一 样 具 有 高 度 的 选 择 性，要 同 时 检 测 多 种

PPCPs 组分的残留，还必须对样品进行净化处理以避免样

品基质中的干扰组分影响目标组分的分析。常用的净化手

段有 固 相 萃 取 ( SPE ) 、硅 胶 柱 净 化、凝 胶 渗 透 色 谱 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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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PC) 净化等。而对于一些挥发性较低的组分，如果使用

气相色谱分析，则还需衍生化，比较常用的衍生剂有乙酸

酐、重氮甲烷、五氟苯甲基溴化物和 N-三甲基硅三氟醋酸

铵等。

2. 2 检测方法

PPCPs 的测定目前可选用的检测方法有气相色谱及联

用分析法，如气相色谱质谱法( GC-MS) 、气相色谱串联质

谱法( GC-MS /MS) ; 高效液相色谱及联用分析法，如液相

色谱与光谱联用中的紫外光谱法( HPLC-UV) 、荧光光谱法

( HPLC-FLD) 、( 电) 化学发光联用法［HPLC-( E) CL］，液相

色谱与质谱联用中的单级质谱法 ( HPLC-MS) 、液相色谱串

联质谱法 ( HPLC-MS /MS) 。近年来，随着分离手段的不断

发展，一些分析效率和质量更高的新兴技术被应用到药物

污染检测中，尤其与质谱联用更显示出其优越性能。如超

高效液相色谱质谱法 ( UPLC-MS)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质

谱法( UPLC-MS /MS) 、超高效液相色谱串联飞行时间质谱

法( UPLC-QTOF-MS /MS) 、高效毛细管电泳质谱法 ( HPCE-
MS) 等。

研究表明，早期有关 PPCPs 的检测方法多集中在污水、

污泥中某些高残留的组分分析上［40］，随着分离技术的不断

提高和检测仪器的不断进步，质谱分析，尤其是串联质谱

技术的应用大大提高了检测灵敏度，使得许多超痕量水平

的化合物得以检出。水和鱼类水产品中 PPCPs 的研究迅速

发展，一些方法相对解决了沉积物和水中几类药物多组分

同时测定的问题，但是这主要针对抗生素类，对比 PPCPs

庞大的种类和数量，特别是个人护理用品而言，目前的检

测方法仍然在可靠度、灵敏度和准确度等方面存在其局限

性，对于渔业养殖环境及虾、蟹、贝类等不同水产品中多

种类 PPCPs 的检测方法更是鲜有报道。表 3 归纳了已报道

的环境及水产品中 PPCPs 的分析方法。

3 PPCPs 潜在风险及评价方法

PPCPs 作为一类重要的新兴污染物，研究其对环境中

非靶生物的生态毒性已经成为全球范围的热点。就微生物

而言，PPCPs 进人环境以后，由于其本身的抑菌性，会对

一些微生物群落的生长和繁殖产生抑制，甚至杀死它们;

表 3 环境及水产品中药物和个人护理用品的分析方法

Tab. 3 Analytical methods of PPCPs in environmental samples and aquatic products

样品
sample

PPCPs 组分
component of PPCPs

提取和富集方法
extraction and
enrichment

净化方法
purification
method

检测方法
detection
method

检出限 /ng·g － 1

或 ng·L －1

detection
limit

参考文献
Ｒeference

沉积物 sediment
内分泌干扰物( 17β-雌二醇、炔雌醇、雌酮，
17α炔雌酮，16α-羟雌酮，壬基酚，辛基酚
和双酚 A)

MASE 硅胶柱 GC-MS 5. 0 ［41］

三氯生、2 4-二氯苯酚、2 4 6-三氯酚 MASE 硅烷化衍生 GC-MS /MS 0. 4 ～ 0. 8 ［42］

克拉霉素、红霉素、罗红霉素、磺胺二甲嘧
啶，磺胺甲恶唑和甲氧苄啶

USE SPE LC-MS 20 ［43］

氯贝酸、双氯芬酸、布洛芬、非诺洛芬、吉
非罗齐、2-羟基-异丁苯丙酸、吲哚美辛、酮
洛芬、萘普生、磺胺嘧啶、伊维菌素

USE SPE HPLC-MS /MS 0. 4 ～ 20 ［43］

水 样 water sam-
ple

27 种药物，激素，农药，和个人护理产品 SPE / HPLC-MS /MS 0. 001 ［44］

18 种 PPCPs ( 抗 生 素、β-阻 滞 剂、驱 蚊 剂、
抗癫痫药、中枢神经兴奋剂、血脂调节剂、
非甾体抗炎药、杀菌消毒剂)

SPE / HPLC-MS /MS 0. 1 ～ 10 ［45］

类固醇、抗炎药 LLE / HPLC 5 ［46］

磺胺类、甲氧苄氨嘧啶、氯霉素 SPE / HPLC-MS /MS 1. 1 ～ 34. 7 ［47］

水 产 品 aquatic
products

5 类 23 种渔用药物 ( 氯霉素、磺胺类、氟喹
诺酮类和四环素类)

USE C18 吸附剂 HPLC-MS /MS 0. 3 ～ 5. 0 ［48］

17 种 PPCPs ( 非甾体类抗炎药，抗菌剂，和
精神药物等)

USE 硅胶柱 + GPC UPLC-MS /MS 0. 020 ～ 8. 7 ［49］

合成麝香类 USE 硅胶柱 GC-MS /MS 50 ～ 100 ［50］

香料、造影剂、三氯生、卡马西平、地西泮 PLE 硅胶柱 + GPC GC-MS /MS 1. 2 ～ 38 ［51］

苯并三唑类防晒剂 ASE 硅胶柱 UPLC-MS /MS 1 ［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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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一些微生物在 PPCPs 的刺激下会发生基因突变或传代变

化从 而 产 生 耐 药 性［53］。CINIGLIA 等［54］ 研 究 发 现 裸 藻

( Closterium ehrenbergii) 经过质量浓度为 0. 5 ～ 1. 0 mg·L －1 的

三氯生作用 48 h 后，细胞成活率仅剩 10%，且体型变小，

细胞内的叶绿体个数减少。而在北德克萨斯州某河流中，

某些藻类则表现出较强的耐药性，对三氯生的富集量达到

50 ～ 400 ng·g －1 ( 湿质量) ［55］。就植物而言，某些抗生素如

磺胺类、三氯生会通过阻碍叶酸和脂肪酸的合成影响植物

代谢，氟喹诺酮类会对植物叶绿体的基因复制产生影响，

四环素类、林可酰胺类、大环内酯类等会影响 DNA 翻译和

转录［56］。就动物而言，根据欧盟委员会的相关规定 ( Com-
mission of the European Communities，1996) ，用半数效应浓

度( EC50 ) 界定污染物毒性等级，如 EC50 小于 0. 1 mg·L －1，

对水生动物有剧毒; 介于 0. 1 ～ 1. 0 mg·L －1，对水生动物具

有毒性; 介于 1. 0 ～ 10. 0 mg·L －1，对水生动物有危害。按

照这一分类，SANDEＲSON 等［57］对 226 种抗生素进行了生

态毒性评价，结果发现对大型蚤( Daphnia magna) 有剧毒作

用和危害作用的抗生素种类分别达到 16% 和 44%，对鱼类

具有毒性作用和危害作用的抗生素种类则分别为 33% 和

50%以上。张新铖等［58］研究了 3 种常效杀虫药在不同温度

下对美洲鲥 ( Alosa sapidissima) 的急性毒性，结果表明，3

种杀虫药的毒性较大，且受温度影响很大，应小心使用。

就人类而言，一些 PPCPs 如青霉素可以引起人体的过敏反

应，喹诺酮类会增加人体对光线的敏感性，四环素类会对

儿童牙齿的发育造成严重影响［59］，硝基麝香有神经毒性和

致癌性［60］，这些药物和个人护理品会通过直接使用或接触

引起人体反应，环境和水产品中的 PPCPs 通过食物链进入

人体中并富集，最终也对人体产生危害。

环境中 PPCPs 的 生 态 风 险 评 价 多 基 于 美 国 环 保 署

( USEPA) 制定的指导方针［61］和欧洲化学品总局( ECB) 推行

的评价 体 系 ( European Union System for Evaluation of Sub-
stances，EUSES) ［62］。而水产品中 PPCPs 对人体健康影响

的风险评估可采用美国科学院( NAS) 1983 年提出的健康风

险评价“四步法”，即危害鉴别、剂量-反应分析、暴露评价

和风险表征的评价模式［63］。迄今为止，虽然国外已经多次

通过污染物质的生态风险评价来确定环境中 PPCPs 残留的

生态风险水平［64］，但对于水产品中 PPCPs 的风险评价尚缺

乏可靠性，这主要是因为缺乏基于人体健康的 PPCPs 评价

基准，而且在实际环境中，通常是多种 PPCPs 母体化合物

及其代谢物共同存在，低浓度单一 PPCPs 可能不会带来风

险，但多种混合物共同作用时，或加合、或协同、或拮抗，

其联合作用情况将更为复杂，给风险评价带来困难。

4 展望

PPCPs 已经广泛存在于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中，它们

可以破坏渔业环境的微生态平衡，对水产品造成药物残留、

抑制免疫系统和产生耐药性的负面影响，最终通过食物传

递对人体健康造成潜在威胁。为了科学客观、切实有效地

评价渔业养殖环境及水产品中 PPCPs 的污染情况，为风险

管理提供可靠依据，亟需加强以下几方面研究: 1 ) 目前国

内外对环境和水产品中 PPCPs 的调查研究主要针对抗生素

类展开，种类较为单一，而对其他类别 PPCPs 的研究较为

缺乏，应加强相关调查研究。2) 在检测技术方面，需要开

发更多高选择性、高分离能力和高灵敏度的分析方法，同

时重视同位素内标物的开发以减少基质影响。3 ) 母体化合

物经过代谢或微生物分解代谢作用而产生的多种代谢产物

是否对人体及生态环境产生影响，也应成为 PPCPs 风险评

价的一个重要类别。4) 结合各国 PPCPs 的使用和污染实际

情况，建立适合自身特点的风险评价模型，为人类健康安

全评估和治理提供指引。5) 建立预防对策。一要“控源”，

即对 PPCPs 的排放源头，如污水处理厂、医药用品生产企

业、畜牧养殖场、水产养殖场等加强管理，特别应加强畜

牧水产类养殖的合理用药和科学用药，从而在源头上减少

PPCPs 进入生态循环系统的途径和污染量; 二要对已经排

放的 PPCPs 积极开展去除方法的研究，如研究活性炭及膜

工艺等联用技术提高污水处理对 PPCPs 的去除效果，研究

优势功能降解菌对 PPCPs 进行生物降解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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