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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华出口产品中药材二氧化硫安全现状和控制对策研究

【摘要】目前我们国内使用硫磺熏蒸中药材的现状仍较为普遍。为防止硫磺熏蒸的情况在中药材粗加工过程中过度使用

或者滥用，保障重要产品拥有较高的质量以及较好的疗效，本文主要针对我市部分出口企业使用工业用硫磺在中药材熏制的

过程中使用的问题，通过对常见的一些传统中药材二氧化硫含量实验测定，并对这些试验结果进行了数据分析，以达到中药

材硫磺熏蒸安全控制应用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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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硫磺熏蒸中药材的情况分析

1.1  硫磺按用途可分为工业硫磺和食品硫磺

工业硫磺中含有较多的重金属杂质，是生产硫酸、

染料以及橡胶制品的主要材料。在食品中广泛使用的硫

磺是食用硫磺，在食品加工过程中的主要作用是防腐、

漂白、杀虫以及熏染等。硫磺同时也是一味中药，它性

酸、温，有毒，归肾和大肠经。也就是说，应用到食品、

中药材上的硫磺，必须达到食品硫磺的要求，如砷含量

低于国家标准要求在百万分之一以内。从毒理学上来说，

硫磺属低毒危化品，如果在熏制过程中使用时间较长或

者使用工业用硫磺来进行熏制，就会出现在服用之后发

生重金属中毒的现象。对人的肝脏或肾脏造成严重影响。

在我国中药生产过程中，用硫磺熏制中药材是一项传统

的中药加工养护方法，在熏制过程中硫磺与氧气发生反

应生成二氧化硫，这样可以对中药材进行增色和漂白；

同时，硫磺具有杀菌作用，在中药保存中能够有效预防

中药材发生霉变的情况，能够延长中药材的保质期。

1.2  硫磺熏蒸养护中药材一般在熏室或熏柜内实施

点燃适量硫磺，利用其产生的二氧化硫气体熏死各

种霉菌与害虫，熏蒸后再通风散气。而整个熏蒸过程硫

磺并不直接跟药材接触。中药材在熏制会残留少量的二

氧化硫以及一些亚硫酸盐类物质。其中二氧化硫具有一

定的挥发性，在中药材保存中会挥发进一步地减少。但

是会存在一部分残留物进入人体中，残留物中的二氧化

硫会在人体中反应产生亚硫酸盐，进一步反应生成硫酸

盐，这部分硫酸盐会经过人体的解毒系统和泌尿系统来

排出体外。同时人体内本来就存在着亚硫酸盐和硫酸盐，

所以少量的二氧化硫和亚硫酸盐通过药材进入人体是不

会对人体造成伤害的，但是在中药熏制过程中使用工业

硫磺的情况以及熏制过程中使用不规范的情况会很严重。

过度熏制的药材，刺鼻难闻，含水量即使高达 15% 甚至

更高，也不会发霉变质。 

2  检测方法与试剂

（1）采用国家标准 GB/T5009.34-2003 的蒸管法测

定二氧化硫含量采用试剂：分析纯盐酸、蒸馏水、琪标

准溶液、乙酸铅（2Og/L）吸收液 2.3 蒸饱法介绍，试样

处理：将药材粉碎成碎末后混匀，称量 500g 实验样品放

入 500mL 的蒸管烧瓶中。蒸管：将处理好的式样在蒸管

中加入 250mL 的蒸馏水，然后再装上冷凝管，冷凝管的

下端插入梨形瓶中，梨形瓶中加入 25mL 的乙酸铅吸收液

（20g/L），冷凝管的关口要被乙酸铅吸收液完全淹没。

然后再将 10mL 的盐酸（1+1）溶液加入蒸管瓶中。导入

氮气至瓶底。加热蒸管。在蒸管瓶中溶液为 200mL 的情

况下将冷凝管的关口离开乙酸铅吸收液，再对蒸管瓶蒸

管 1 分钟，最后用少量的蒸管溶液清洗在乙酸铅吸收液

中的冷凝管。

（2）在检测试样的同时做空白试验：滴定：向取下

的梨形瓶中依次加入l OmL 浓盐酸、lmL淀粉指示液（10g/ 

L）。摇匀之后用殃标准溶液滴定溶液（0.01mol/L）滴

定至变蓝且在 30s内不褪色为止。二氧化硫浓度可直接由

所耗用的琪液量来计算。二氧化硫在中药材中多以亚硫酸、

亚硫酸纳或亚硫酸何形式存在，这些化合物与盐酸反应生

成二氧化硫，经蒸管与烧杯内的破起还原作用，随着溶液

中有典浓度的减少，溶液有褪色现象，后滴加 0.01mol/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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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标准溶液补充耗用掉的殃。使溶液回复成蓝色。

3  检测结果

3.1  磐安中药材市场采购样品二氧化硫检测情况二氧化

硫浓（ppm)

贝母（ppm12）、半夏（ppm22）、鱼腥草（ppm24）、

桑叶（ppm30.5）、山百竹叶（ppm30.5）、厚朴（ppm39）、

玫瑰花（ppm39）、金银花（ppm40.5）、黄连（ppm30.5）、

菊 花（ppm37.5）、 猪 苓（ppm43）、 川 穹（ppm※  

89）、百花蛇舌草（ppm※117）、石葛蒲（ppm ☆ 274）、

丹皮（ppm ☆ 405.5）、白术（ppm ☆ 358）。

3.2  根据硫磺熏蒸和以往检测数据比对 

药材中的二氧化硫来源于 4 个方面，一是硫磺熏蒸

熏蒸过药材的二氧化硫含量在 100 ～ 200ppm 以上； 二

是煤炭烘干药材导致的二氧化硫超标；三是未熏蒸的药

材和熏蒸过的药材混放，污染导致；四是由于药材中的

化学成分被检测方法识别为二氧化硫导致。综合各方面

因素，首先，标注“☆”的 3 个中药材品种肯定是用了

硫磺熏蒸。丹皮和白术在市场上熏蒸现场很普遍，白术

由于价格高，易于腐烂，硫磺熏蒸能防止腐烂；丹皮熏

蒸防止内部发黄，检测结果与市场现象高度吻合。石葛

蒲由于根茎入药，颜色深，秋冬采挖，客观上不需要硫

磺熏蒸，但在以往抽样检测中也有硫磺超标现象，市场

存在熏蒸的情况。其次，标注“※”的存在较大用硫磺

熏蒸的可能，但不排除是用煤烘干导致二氧化硫超标。

白花蛇舌草，易于晒干，不需要硫磺 熏蒸，但如果采收

时逢下雨等潮湿天气，存在硫磺熏蒸或煤炭烘干导致的

超标。最后，指标高于 30ppm，在 30.5ppm ～ 43ppm 之间

的品种，不存在用硫磺针对性熏蒸的可能，如硫磺直接

熏蒸，二氧化硫浓度肯定在 100～ 200ppm 以上；指标高，

可能堆放环节污染。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浙贝母一直存

在用硫磺熏蒸的情况，近几年，在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大

力宣传下，市场上存在使用硫磺和不使用硫磺的两种情

况，种植户对不使用硫磺熏蒸的单独存放，声明不使用

硫磺以求高的销售价格，导致检测结果最低为 12ppm。

3.3  本地公司仓库采购样品二氧化硫检测情况

本地外贸药业公司仓库采购样品二氧化硫检测情况

汇总二氧化硫浓度（ppm)

品名：猪苓野生（ppm10）、半夏（ppm12.5）、浙

贝母（ppm13.5）、雪夜苓（ppm14）、元胡（ppm15.5）、

地黄（ppm28）、玉竹（ppm29）、黄连去皮（ppm30）、

葛根（ppm32.5）、云木香（ppm37.5）、川芎片（ppm40.5）、

厚朴去皮（ppm43.5）、厚朴未去皮（ppm51）、山自

竹叶（ppm52.5）、鱼腥草（ppm ☆ ※163）、石苔蒲

（ppm☆296.5）、丹皮（ppm☆377）、综合分析，标注“☆”

的中药材品种从二氧化硫数值上分析，肯定是用了硫磺

熏蒸。鱼腥草与白花蛇舌草的情况类似，硫磺熏蒸的可

能性更大，不再重复。其次，结果在 32.Sppm ～ 52.5ppm 

的中药材品种，不存在用硫磺针对性熏蒸的可能，指标

高可能系堆放环节污染。与市场采购浙贝母的情况类似，

本地公司仓库的浙贝母二氧化硫数值也较低，为硫磺熏

蒸药材。其次，野生的猪苓二氧化硫含量最低，也符合

科学判断。

3.4  安徽亳州药材市场采购样品二氧化硫检测情况

葛 根（ppm22.89）、 茯 苓 片（ppm29.88）、 兀 胡

（ppm31.52）、丹皮（ppm37.06）、山药（ppm46）、丹

皮切割（ppm46.02）、玄参（ppm46.43）、厚朴（ppm54.18）、

自 术（ppm54.5）、 获 苓（ppm ☆ 118.76）、 贡 菊 花

（ppm ☆ 121.42）、 自 苟（ppm ☆ 131.57）、 夜 苓

（ppm ☆ 141.21）、 贝 母（ppm ☆ 155.67）、 石 富 蒲

（ppm ☆ 466.07）

综合分析，中药材品种从二氧化硫数值上分析，并

综合药材特性，基本肯定是用了硫磺熏蒸。白巧为安徽

主要中药材品种，硫磺熏蒸现象较多；石葛蒲、丹皮和

贝母情况已作分析；获苓为白色，硫磺熏蒸可保证色泽

纯白；菊花和白巧类似，硫磺熏蒸可保证质量不腐烂等，

熏蒸情况普遍；厚朴从树上剥下后，直接卷成捆，晒干

后切丝，熏蒸一般在成捆时进行。其次，其他中药材品

种二氧化硫浓度在 22ppm ～ 58.llppm，超标的也不存在

直接硫磺熏蒸的情况，多为存放环节交叉污染导致。

3.5  重点品种二氧化硫含量比较分析 

用硫磺熏蒸和不用硫磺熏蒸的同一中药材品种，数

值差异非常悬殊，如白巧，54.5ppm ～ 632.69ppm；贝母，

12ppm ～ 155.67ppm；夜苓，14ppm ～ 141.21ppm；丹皮，

37.06ppm ～ 45.5ppm；鱼腥草，24ppm ～ 163ppmo 数值差

异基本在 10 倍以上。但未用硫磺熏蒸的中药材，二氧化

硫含量基本稳定，如山白竹叶、元胡、葛根、半夏等。

3.6  不同产地的同种中药材二氧化硫含量差异分析

鱼腥草磐安市场（24mg/kg)、鱼腥草四川市场（163mg/

kg) 半夏磐安市场（22mg/kg)、半夏浙江市场（12.5mg/

kg)、贝母磐安市场（43mg/kg)、贝母亳州市场（155.67m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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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g)、菊花亳州市场（121.42mg/kg)、菊花磐安市场

（37.5mg/kg)、葛根亳州市场（22.89mg/kg)、葛根湖北

英山市场（32.5mg/kg) 通过对贝母、半夏、葛根、菊花

等 5 种中药材不同来源的同品种二氧化硫残余量结果比

较显示，半夏、葛根、两种来源的二氧化硫含量较低且

相差不大，来自药材市场与产地明确的菊花、贝母、鱼

腥草中二氧化硫含量相差较大，来自亳州市场的贝母样

品中二氧化硫残余量是来自浙江磐安本地贝母的 12 倍。

4  关于中药材中二氧化硫的结论分析与控制措施

4.1  本试验测定的传统中药材二氧化硫含量

中药材样品都有二氧化硫残留。通过与韩国实施

的标准中对 267 种中药材中二氧化硫的残留量不能超过

30mg/KG(30ppm）的标准进行对比可以发现本次检测的中

药材中二氧化硫的残留量是严重超标的。同时按照《食

品添加剂使用卫生标准》所规定关于二氧化硫类物质在

食品中使用的用量，使用的范围以及允许的最大残留量

也说明本次测验的结果严重超标不符合国家规定的标准。

4.2  从调查的情况及二氧化硫检测的结果来看

药材中熏制硫黄的现确实比较普遍，同时在多种中

药材中出现二氧化硫严重超标的情况，并且超标的中药

材品种繁杂且没有较大的规律，由此分析可能是种植户

以及经营户在对中药材进行熏蒸的过程是随意进行的。

所以政府相关部门应当加强在中药材熏蒸过程中硫磺使

用情况的相关管制工作。虽然在中药生产过程中熏蒸是

常见的加工方式，在一定程度上也存在合理性和不可替

代性，相关部门在更为全面的调查研究基础上，应尽快

制订出适合我国实际的控制措施，从标准规定的层面解

决目前熏蒸硫磺的普遍性和随意性 。

4.3  加工工艺的差异能影响中药材中二氧化硫的变化

进出口企业常用的为蒸汽烘干，经相关测试，蒸汽

烘干能降低药材中二氧化硫含量 10 ～ 20ppm，不能显著

降低或根除，但蒸汽烘干会带来药材有效成分的流失，

为此综合考虑，蒸汽烘干只能作为一种加工工艺在部分

品种上应用，难以推广应用不具备代表性。利用萃取等

药材深加工工艺，通过对药材中有效成分的提取，能有

效地去除药材中的二氧化硫残留，该类方法多作为药材

提出物或中成药等其他形式出口。

4.4  出口企业面临国内外规定不一致的情况

收购中药材原料等生产经营活动的难度加大。统计

表明，出口企业对中药材的质量控制还是有效的，确保

了大部分出口产品二氧化硫符合标准。出口企业应当对

种植户进行先进技术引导，通过先进的技术来提升中药

材在生产种植中的生产规范来提升中药材的质量。同时

要按照 GAP 要求来对主要的地方出口品种建立药材生产

基地，并且进行相应的渠道整合来保障药材在采购过程

中出现的质量问题。

5  结束语

对出口中药材品种二氧化硫的检测结果来看，还是

存在二氧化硫超标的问题。目前，国内法规未全面禁止

硫磺熏蒸，导致市场上中药材仍存在二氧化硫残留超标

的现象，对于出口中药材品种而言，由于面临国外对二

氧化硫残留严格要求，企业应建立自己的基地严格控制

质量，即使在市场采购中药材原料时，也要对供货商提

出明确要求，不得使用硫磺熏蒸或不采购硫磺熏蒸的药

材，才能保证出口中药材的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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