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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中重金属检测技术解析

傅华靖
绍兴市食品药品检验研究院 浙江 绍兴 312000

摘� 要：粮食是人们日常食用的食物之一，其安全系数事关大众的人身安全，目前已经引起社会相关部门高度重

视。强化对粮食检验技术的合理利用，可以促进粮食生产的成功开展，提升粮食安全性，为粮食安全生产保驾护航。检

验环节中，要专注于提高粮食安全检测精确度，选用多元化的无损检测技术，将待检验目标和标准进行差异对比，将不

同种类的重金属元素精确精确测量出来，贯彻落实粮食生产安全管理的工作规划，确保在我国粮食能够安全生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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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粮食作物检验做为食品安全检验中的重要环节，针

对大众的生命健康安全具有重要的影响。伴随着食品卫

生安全战略、粮食安全战略的进一步贯彻落实，农业生

产企业对粮食安全快速检测技术和设备的要求会变得越

来越高。高灵敏、高检验、高效率、简单容易操作、操

作成本低的无损检测技术可能越来越流行。与此同时，

因为信息科技、电子信息技术和传感器技术等方面的迅

速发展，一体化、便捷化、多用途化、便携式化重金属

超标快速检测仪器设备呈发展的趋势。

1 粮食检测中的重金属污染问题

在粮食种植过程中，容易受各个方面的重金属元素

的影响，促使许多人在经常食用重金属污染的粮食时，

大量重金属元素就会威胁到大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

全。现阶段，重金属污染是导致粮食可靠性难题日益显

著的主要原因之一。为切实维护粮食质量平稳，务必开

展对粮食中重金属超标因子的检测工作，根据检测结论

对粮食品质开展全方位分析，明确粮食物质中重金属超

标因素具体含有市场份额，为下一步粮食质量安全防范

措施的建立打下充沛的信息内容基础。重金属污染涉及

到各个方面的元素，主要包含铬、锌、钡、镍、铜等，

粮食里的重金属元素大部分主要是因为许多人在生产活

动中排出的重金属元素、空气地基沉降等多个方面渗透

到在土中，从而使栽种粮食土壤得到了重金属元素的环

境污染，从而渗透到在粮食农作物中。

需注意，虽然重金属超标里的砷、汞等多种因素具

备比较大的危害性，但是，少量的重金属元素针对人体

的危害性比较小，可以从人体的新陈代谢中排出至身体

之外。不一样剂量的重金属元素针对人体存在不同类型

的危害，如：过量铅对人体具备比较严重的危害性，尤

其是对于婴儿童，具备慢性危害神经的特点；而过量汞

则不容易伴随着基础代谢排除身体之外，会慢慢分布于

身体内的每个部位，损害人体大脑、肾脏功能、肝部等

部位，以持续的危害严重危害到人体的大脑神经系统，

从而造成听障、语言发育迟缓、感观阻碍，很严重的乃

至会导致偏瘫及其身亡。

2 重金属超标检测工作要求

检测工作人员运用重金属超标检测技术对粮食开展

检测，该技术效率比较高，能够测到粮食的使用质量。

在这个过程中，一旦发现重金属污染难题，应该马上开

展降级使用等相对应解决措施，防止出现服用风险，为

粮食的安全性给予确保。依据检测所获得的标值，科学

研究并判断出栽种土壤层实际情况，并采取有效措施对

它进行解决。

3 粮食中重金属检测技术的应用

3.1  光电催化技术快速检测方式
光电催化技术中一类标准化的电有机化学系统软件

包含电解质溶液标准溶液、光电催化传感器设备与光电

催化检测设备。专家学者王志强等结合纳米技术与光电

催化传感器高新科技，科学研究了许多敏锐性理想化、

工程造价相对较低的重金属传感器设备。结合微电子技

术科技和虚拟设备高新科技，制取出耗费小、有利于佩

戴检测设备，把二者结合从而形成一套适宜农村底层的

重金属检测媒体，研究出出以铬离子光电催化传感器设

备为代表4类传感器设备，铬离子光电催化传感器设备，
以传送物分子结构导向性为黏连剂，制取一类新型的碳

糊系统软件，融合表面的Nafion膜与锡膜[1]，应用波形阳

极溶解光电流的方式来检测铬元素的现象。

3.2  原子光谱检测技术
运用该技术对粮食重金属环境污染问题进行检测，

具有很高的敏感度和抗干扰性，而且检测范围比较小。

可是，只有对一种重金属化学物质开展检测，该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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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应用外辐射源激起方式，对检测的重金属开展分子

蒸气荧光强度的检测，科学研究重金属存不存在超标准

难题。在具体检测环节中，该技术和原子吸收仪技术相

比，其检测限比较低，精确测量中常用的光谱线更方

便，受外界危害的几率比较低。可是，具体检测时，只

有对一种重金属开展检测，检测过程中需要的成本还是

比较高的。针对原子发射光谱技术，根据正离子体基本

原理专业知识，完成对粮食中重金属的检测，假如与原

子荧光亮度技术融合应用，能更准确的判断出粮食里的

重金属含量。针对火苗原子吸收仪技术，在具体检测期

内，应用特殊信号频率辐射源放射线直射试品，检测重

金属的摄取量，该技术在实际应用期内敏感度更高一

些，具体的应用领域更加全面。

3.3  实验试剂比色计检测方式
重金属能够与不同的铬黑T反映，产生有色板块分子

团，使用固定不动光波长的分光光度精确测量明确进行

快速高效的测量。该方式中常用的机器设备占地总面积

有效、成本费用低，被认定为重金属检测的高效方式。

此测试模式中常使用的样版一定要通过融解即可检测，

化作标准溶液后才可测量。倘若调整为浸获取方式，就

能完成快速测量。砷可以被当做硼氢化物还原比色计方

式，铅运用二硫腙比色计方式，汞应用二硫腙比色计方

式，镉应用6-溴苯丙噻唑甲酰胺萘酚比色计方式[2]，铬应

用二苯碳酰二肼比色计方式。

3.4  原子光谱法
原子吸收仪方法的检测速度很快，使用方便，运用

比较完善，主要用于痕量元素及微量分析。该检测技术

在使用中的敏锐性比较高，检测效果比较好。根据消化

吸收的方式去展开剖析，并算出重金属含量的标值，检

测工作人员必须按照步骤要求去进行，将粮食检测的样

本开展妥善处理，检测其中的化学元素，并对成份展开

分析。在这个过程中，选用发射光谱的形式，提升检测

速度，并针对性地对涉及元素进行测试，得到其抗压强

度的结果，得到最后的标值含量。该技术方法的检测程

度比较低，技术操控的难度系数比较小。火焰原子吸收

发射光谱在使用过程中，主要运用于检测重金属能量，

其应用特征是检测的速度更快、精确度高而且容易操

纵、信息化管理比较高、受别的方面的原因危害比较

小，因此，能有效防止数据信息偏差发生，检测过程的

准确性比较高[3]。在检测环节中，分子的稳定性比较高，

含量成分比例结论标值精确。该检测技术主要运用于检

测金属材料含量相对较低的元素，相比于其他检测技

术，应用的特性非常明显，被广泛运用。

3.5  生物传感器检测技术
生物传感器技术做为粮食重金属检测中最快速地检

测技术之一，针对粮食检测里的重金属检测具有重要实

际意义。运用生物传感器检测技术对粮食重金属环境

污染问题进行检测时，检测速度相当快，在实际应用期

内，根据电子信号变换传感器设备，完成粮食作物重金

属的全方位检测与分析，科学研究因素的每个指标值是

不是在规范范围之内，做到粮食中重金属环境污染水平

的精确科学研究。根据有关实践探索研究，发觉应用生

物传感检测技术，不但能节省更多检测时长，确保检测

质量的稳步增长，也能够在粮食重金属检测中获取很好

的效果，使其实际意义提高。在当代社会经济的飞速发

展下，由于我们生活品质的提高，传统检测技术已无法

符合要求，因此，检测技术的十分重要，需发挥出便捷

的优点。对稻米、黄豆等具体试品开展检测时，可以用

吸咐总混伏安法，对Pd、Zn含量开展认证，其得到的结
果更加靠谱。对全麦面粉开展检测中，应用微波加热密

封性迅速溶样技术，把与正离子可选择性电级方式紧密

结合，检测的结论也更加靠谱[5]。

3.6  紫外分光光度计方式运用
大部分粮食农作物的重金属环境污染都来自于栽种

土壤层，因为土壤层在长久的重金属积累中，非常容易

对粮食农作物的生产品质和生产量造成很大的影响，因

此，就需要充足依靠紫外分光光度法，有针对性地开展

粮食检测里的重金属检测工作。采用紫外分光光度计方

式检测粮食里的重金属，通常是依据待检测物针对紫外

可见光吸收，来检测物件当中所含的重金属。紫外分光

光度计方式检测全过程如下所示，关键在于在待检测物

里加入铬黑T，工作员根据对比分析着色水平的差别，参
照铬黑T规范，确立重金属元素含量。紫外分光光度计方
式贯彻到实践应用的一个过程非常简单，实际操作规定

比较低，不用消除管理等繁杂操作，对实验试剂和仪器

设备规定也不是很高，只需比照相对应原素铬黑T就可以
完成检测全过程[6]。

3.7  重金属快速测量方式
将兼具独特效应的动物着色剂通过沾染粘附到检测

白纸，获得重金属快速测试试纸，并通过多类研究确立

测纸与重金属的快速响应自然环境。测纸测量重金属的

准确率超出95%，拥有快速、敏锐性高、精确性高、循环
系统性强的优点。以此为例，设计了快速检测检测试剂

盒，适宜当场即时测试，只用时10min就能完成检测，对
重金属检测敏锐性可以上升到0.01-20.00mg/kg。专家学者
王红勇使用铬的动画特效反映结合智能化摇杆光电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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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实现了铬比例快速与定量分析检测[7]，最终检测出额

度是0.2mg/L。
3.8  电感耦合等离子质谱分析
该技术广泛应用于检测粮食里的营养元素，在实际

应用时，根据对粮食试品开展痕量分析来查询这其中的

重金属元素。该技术的好用性很强，可以确保粮食的安

全可靠，在高温状态下释放出来汽体，根据颗粒的方式

去保质保量分开的实际效果，并对重金属元素含量和百

分比开展检测，得到其过程和结果比率。根据光谱线的

形式进行剖析，明确元素范畴，进一步降低其操控的偏

差，应用水溶液去进行定量分析，同时做好有关对策，

以此减少外在因素对过程的危害。该技术的应用领域比

较广泛[8]，在粮食检测层面效果比较好，还可用作蔬菜检

测。中国在该技术等方面的经验与操作步骤较为完善，

检测技术的效果比较好。

4 粮食中重金属检测前处理方法的注意事项

4.1  设备及原材料的提前准备
为防止粮食样品在重金属检测早期综合性操作时出

问题，在开展相对应检验以前，必须按粮食样品解决要

求及各种方式表达形式明确有效设备及基础原材料，

进而提升粮食中重金属检测实际效果，为中后期妥善处

置粮食中重金属超标成分粮食质量更新改造给予合理依

据。并且在粮食样品综合性处理方式中运用规范化实验

仪器，还可以降低粮食样品解决难度系数，确保粮食样

品解决与中后期粮食重金属检测工作中中间相关性，切

实推进粮食中重金属检测和相关解决一切顺利开展。在

开始基础试剂时，应加强各种试剂与粮食中欠佳成份反

映幅度，这样才能加强各种基础试剂在粮食样品检验早期

审核中功效实际效果，达到粮食中重金属检测规定，将粮

食中各种重金属超标成分含量等信息清晰表现出来。

4.2  检验自然环境温度操纵
在粮食中重金属检测早期，务必规定相关负责人遵

照重金属检测要求及粮食样品解决规定及其实验室环境

和温度等基础信息内容展开有效管理，防止粮食中重金

属检测工作中在具体开展环节中因温度要素影响而出问

题，保证粮食中重金属检测工作中实施情况和最后的结

果精确性等多个方面可以获得有效管理，提升粮食中重

金属检测能力和实际功效[9]。并且不同的粮食样品检验早

期处理办法针对自然环境温度的要求存在一定差别，这

便应在决定各类基础差别环境下即时调节试验室温度趋

势分析。提高各种粮食样品解决实际效果，保证粮食样

品早期解决与中后期重金属检测规定相符合，这便能够

确保粮食中重金属检测精确性。

结束语

总的来说，我们的生活离不开粮食，粮食做为人类

活动支撑，产品安全性对人们健康安全有着直接地危

害。在日常生活中，应加强粮食中有害物质的检测，尤

其是剖析粮食里的重金属，对它进行规范化、科学化的

检测，应用尖端技术，可以获得更加精确的检测结论，

也可以维护保养粮食的企业安全生产。相关部门必须强

化对粮食安全生产工作的高度重视，保证社会给予高质

量的粮食，根据对粮食中重金属等有害物质的检验跟检

测，在具体运行时保证规范化、科学化的细致检测解

决，确保粮食检测过程的精确性，为中国粮食生产加工

生产制造的安全性服务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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