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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和农业现代化的推进，砷污染问题日益严重，
对生态环境和人类健康构成潜在威胁。

砷污染现状

食用菌作为一类重要的农产品，其安全性直接关系到消费
者的健康。砷在食用菌中的积累不仅影响食用菌的品质，
还可能通过食物链对人类健康产生危害。

食用菌中砷的重要性

对市售食用菌中砷的形态进行分析，并评估其健康风险，
对于保障食品安全、保护消费者健康具有重要意义。

研究意义

背景与意义



砷形态分析方法
目前，国内外学者已经建立了多种砷形态分析方法，如高效液相色谱法、原子

荧光光谱法等，这些方法在砷形态分析方面具有较高的准确性和灵敏度。

食用菌中砷的研究进展
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对食用菌中砷的积累、形态转化及其影响因素进行了广泛

研究，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然而，关于市售食用菌中砷形态分布及其健康

风险的研究仍相对较少。

国内外研究现状



研究目的：本研究旨在通过对市售食用菌中砷的形态进

行分析，评估其健康风险，为食品安全监管和消费者健

康保护提供科学依据。

研究内容

采集市售食用菌样品，进行前处理并提取砷元素； 利用高效液相色谱法等手段对砷元素进行形态分析；

结合人群膳食结构和暴露参数，评估市售食用菌中砷的

健康风险；

提出降低食用菌中砷含量和风险的措施和建议。

研究目的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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砷广泛存在于土壤、水体
和空气中，食用菌在生长
过程中可能从环境中吸收
砷。

自然环境 农业活动 工业污染

使用含砷农药、化肥等农
业投入品，可能导致食用
菌中砷的积累。

工业废水、废气排放以及
固体废弃物的不当处理，
都可能导致环境中砷含量
升高，进而影响食用菌。

030201

砷的来源



砷的形态与分类

无机砷

包括三价砷（As(III)）和五价砷

（As(V)），毒性较大，对人体健康危

害严重。

有机砷

如甲基砷酸、二甲基砷酸等，毒性相

对较低，但在一定条件下可转化为无

机砷。



积累机制
食用菌通过菌丝吸收土壤或培养基中的砷，并在子实体中积累。不同种类的食用

菌对砷的积累能力存在差异。

转化过程

在食用菌生长过程中，部分无机砷可能被转化为有机砷形态，降低其毒性。然而，

这种转化并不完全，因此食用菌中仍可能含有较高浓度的无机砷。

食用菌中砷的积累与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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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地农贸市场、超市等销售渠道收集不同种类的市售食用

菌样品。

样品来源

将采集的食用菌样品进行清洗、烘干、粉碎等处理，以便后

续分析。

样品处理

样品采集与处理



采用原子荧光法、原子吸收法等方法

测定食用菌样品中总砷的含量。

利用高效液相色谱-电感耦合等离子体

质谱联用技术（HPLC-ICP-MS）对食

用菌中不同形态的砷进行分离和测定。

砷的形态分析方法

形态分析

总砷测定



砷形态分布

通过形态分析，发现市售食用菌中砷的主要形态包括无机砷（如三价砷和五价砷）和有机

砷（如一甲基砷和二甲基砷）。

不同种类食用菌中砷的形态差异

不同种类的食用菌中，砷的形态分布存在一定差异，可能与食用菌的生长环境、品种等因

素有关。

健康风险评价

根据总砷含量和形态分析结果，对市售食用菌中砷的健康风险进行评价。一般来说，无机

砷的毒性较大，而有机砷的毒性相对较小。因此，需要关注食用菌中无机砷的含量，并合

理控制摄入量以降低健康风险。

结果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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