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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品安全生产的现状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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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使我国水产品产运销质量管理体系趋于完善 ,更好地与国际接轨 ,介绍了美国、欧盟、挪威和日本的水产

品安全保障体系 ,概括了我国目前水产品安全存在的一些问题 ,如监管体系的薄弱、饲养环境内外源污染的问题

等。并针对水产品中的各种危害来源及控制方法做了分析论述。最后就欧盟着力推广的水产品可追溯体系

(Tracefish)以及近年来预报微生物学在水产品生产上的应用做了相关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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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In order to improve the quality management system of aquatic products in China , this article introduced that the safety

assurance systems of aquatic products in the developed countries and districts ,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 European Union ( EU) ,

Norway and Japan. Also the problems existing in China were summarized , for example , weakness in the monitoring system and

pollution of breeding environment. Detailed discussion was made on the sources of hazards and responding control methods.

Finally , tracefish , part of an EU project , was discussed as well as the application of predictive microbiology in the production of

aquatic foo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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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 ,人们的饮食结构正在发

生着变化 ,水产品具有低脂肪、高蛋白、营养平衡性

好[1 ]
,味道鲜美等特点 ,深受消费者的喜爱。正因如

此 ,水产品的安全性愈来愈受到关注。我国是水产

养殖和水产品生产大国 ,水产品质量安全对于保护

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 ,促进社会稳定 ,促进水产品的

外贸出口 ,保持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下面就国内外水产品安全现状 ,水产品中存在的危

害、危害来源、危害控制等做一综述。

1 　国内外水产品安全保证体系的建立

1. 1 　发达国家的水产品安全保证体系情况 　发达

国家对水产品的安全性极为关注 ,在产品检验和质

量控制上大量投入 ,取得了全球同行业的主导地位。

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 (FDA) 和美国国家海洋与大气

管理局 (NOAA)对水产品的各类危害及其控制 ,从养

殖的原料、捕捞 , 到加工销售各环节如何实施

HACCP 都提出相应的准则标准或模式 [2 ,3 ] 。1995

年 ,美国 FDA 颁布的《加工和进口水产品安全卫生

程序》中规定 :凡进入美国的水产品 ,其生产加工企

业都必须实施 HACCP 体系 ,并在美国官方机构

注册[4 ] 。

欧共体“对投放市场和生产水产品的卫生的规

定”( EEC 91Π439) 是强制性欧洲议会法规[2 ] 。近年

来 ,欧盟致力于推行关于水产品链的可追溯性法律

法规 ( Traceability of Fish Products , Tracefish) , ( EC ,

178Π2002) ,水产品追溯计划是由欧盟委员会资助的

一项协同工作计划 ,由挪威渔业研究所牵头 ,由来自

欧盟及北欧等国家的各个相关领域的企业和机构团

体自愿组成 ,主要目标是研究调查水产品的全链可

追溯性 ,建立水产品可追溯体系的执行标准 ,即鱼产

品从养殖或捕捞直至消费者整个链所需要记录的信

息以及信息记录和传递的方法等共同的标准。

Tracefish 标准是对于 2005 年 1 月 1 日生效的欧盟新

食品法规的建设性发展指南[5 ] 。

挪威的渔业管理 ,从机构设置到政策的制定和

实施都是以质量为主线 ,同时注重保护渔业资源 ,保

护生态环境。有关保障海产品的安全和质量惯例是

实行欧洲经济区协议的有关规定 ,水产品加工业根

据 (国际) 食品规范委员会建议的 HACCP 原则实行

自检系统。成立于 2004 年 1 月 1 日的挪威食品安

全局 ,负责海产品安全和质量 ,鱼的健康和伦理上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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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的鱼类养殖。挪威食品安全局代表挪威动物健

康局、挪威农业检验局、挪威食品控制局、渔业理事

会海产品检查员和当地政府食品控制局的联合

权力[6 ,7 ] 。

日本是水产品进口与食用大国 ,水产品作为占

国民摄取动物蛋白质 40 %的食品 ,在食品安全管理

中占有重要地位[8 ] 。近几年开始注重推行 HACCP

制度 ,对水产企业采取非强制性的质量认证 ,生产企

业可以通过多种渠道取得认证。自 2002 年开始 ,日

本在“安全、安心”(保证食品安全 ,让消费者放心)大

的目标之下 ,对食品安全相关法律制度和行政管理

机构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 ,如制定《食品安全基本

法》(2003 年 7 月开始实施) ,内阁府内设立独立于

其它省厅的“食品安全委员会”,导入风险分析概念 ,

专门对农林水产省、厚生劳动省进行监督 ,将风险管

理行政机关与产业管理部门分离并予以强化

等等[9 ] 。

由于多方面的原因 ,在水产品出口时发展中国

家只能严格遵守上述国家的规定。某些国家为扩大

水产品的出口创汇已把推行 HACCP 质量管理纳入

法律轨道[10 ] 。

112 　我国水产品安全现状 　我国水产品安全与质

量控制工作虽有了较大的改善 ,但仍不容乐观。目

前还没有建立完善的水产品、渔用饲料、渔药与药物

残留、水产品养殖水域及其环境的监测和管理体系。

水产品的安全性与质量控制工作程序也不完善 ,不

能及时监控国内出现的水产品安全卫生状况[11 ] 。

出现的一系列问题突出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水产

养殖环境外来污染严重[12 ]
,如生产生活的排污影

响 ;养殖水源内污染严重 ,如不当使用或滥用渔用肥

料、渔用添加剂、渔用药物等[13 ] ,不仅破坏养殖生态

环境 ,而且直接危害水产品质量 ;水体病原菌和寄生

虫污染 ;水产品收获、贮运、加工、销售过程中卫生条

件不合格 ,质量安全操作不规范等。

2 　水产品中存在的主要安全危害及其来源

211 　生物性危害 　水产品的生物性的危害分为致

病菌、病毒和寄生虫危害。水产品中生物性危害导

致的疾病占全部危害的 80 %左右 ,且不确定因素

多 ,难于控制 ,微生物所引起的食源性疾病是影响水

产品安全的主要因素[14 ] 。

21111 　致病菌 　致病菌是生物性危害最主要的来

源。淡水、海水水产品均可感染沙门菌 ( Salmonella

sp1) 、霍乱弧菌 ( V . cholerae) 、副溶血性弧菌 ( Vibrio

parahaemolyticus) 、大肠埃希菌 ( E. coli) 等细菌或其

他病原微生物。病原微生物通常可分为两组。一组

是自 身 原 有 的 细 菌 , 如 肉 毒 梭 菌 ( Clostridium

botulinum) 、李斯特菌 ( Listeria monocytogenes) 、霍乱弧

菌和副溶血性弧菌等。鱼体携带的致病菌数量比较

低 ,除非在鱼的贮藏过程中 ,体内的微生物开始繁

殖 ,否则这些少量致病菌导致疾病的危险性可以忽

略 ;另一组是非自身原有细菌 ,而是不卫生条件下加

工贮运所污染 ,如沙门菌属、大肠埃希菌、志贺菌

( Shigella sp. ) 和 金 黄 色 葡 萄 球 菌

( Staphylococcusaureus)等[11 ] 。

2. 1. 2 　病毒 　只有少数种类的病毒会引起与水产

品有关的疾病 ,如甲型肝炎病毒、诺瓦克病毒或者类

诺沃克病毒等。水产品中的病毒是由带病毒的食品

加工者或者被污染的水域造成的。病毒性疾病爆发

的载体以双壳软体动物为主[2 ,11 ] 。已报道的所有与

水产品有关的病毒感染事件中 ,除少数外都是由于

食用了生的或未经充分烹调的贝类引起的 ,如 1988

年上海市爆发的甲肝 ,就是食用了被甲肝病毒感染 ,

而又没充分加热的毛蚶引起的。

2. 1. 3 　寄生虫 　在鱼体中发现有几种寄生虫能够

感染作为非传统宿主的人类。这种传染一般是由于

人们食用了生的或未经烹调且伤口被感染的鱼类而

造成的 ,可以通过烹调、冷冻或盐腌Π酸渍的方式加

以避免。常见的有线虫、绦虫、吸虫等[2 ,11 ] 。

2. 1. 4 　毒素 　水生生物中的天然有毒物质有 :鱼肉

毒、鲭鱼毒 (组胺) 、河豚毒素、麻痹性贝毒、神经性贝

毒、腹泻性贝毒等[15 ] 。其主要来源是有毒海藻 ,鱼、

贝摄食或滤食了有毒海藻在体内富集而成。目前通

过人为干预来避免这种进程的发生是不可能的 ,但

是 ,公众的警觉性 ,海岸工程和水域的分级能够保护

人们免受或减轻海洋藻类毒素的危害。传统方法是

规定污染物的最高含量 ,超标则查封。

2. 1. 5 　鱼类中的过敏原 　在水产品消费量高的地

区 ,鱼类过敏反应较为普遍。挪威正常人群鱼类过

敏的发生率是千分之一。一项研究表明 30 %有食

物过敏症状的儿童在进食鱼类后会发生过敏。过敏

原存在于鱼肉 (肌肉)中。近来研究表明鱼皮和骨头

制成的鱼胶制品也包含一定的过敏原。最新研究表

明海产食品微粒的烟雾化扩散也是导致过敏的因

素 ,烟雾化是固体或液体的微小颗粒悬浮在空气或

气体中形成的分散系 ,籍由吸入导致过敏。由于水

产品的生产和消费量不断增加 ,生产过程中过敏原

的烟雾化扩散成为潜在的呼吸和接触过敏原的来

源[16 ,17 ] 。

2. 2 　化学性危害

2. 2. 1 　化学物质的使用不合理 　水产品生产中常

会使用一些化学添加剂 ,用以防腐、发色、保水等 ,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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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水产品的感观性能和质量。但不当使用可能会

导致严重的危害。下面仅就较严重的几类做一

介绍。

孔雀石绿 　孔雀石绿又称孔雀绿 ,是工业用染

料 ,具有强大的杀菌药力 ,水产养殖中曾被广泛用作

消毒药物 ;而且为了使鳞片受损的鱼延长生命 ,在运

输过程中和存放池内也常使用孔雀绿。使用孔雀绿

消毒后的鱼即使死亡后颜色也较为鲜亮 ,从外表上

难于分辨[18 ] 。

由于孔雀绿在鱼体内残留时间长 ,具有高毒素、

高残留、致癌、致畸、致突变等副作用 ,加拿大在

1992 年就禁止将其用作渔用杀菌剂 ,美国规定在食

用水产品中禁止检出孔雀石绿和无色孔雀石绿 ,欧

盟在 2002 年 6 月颁布法令在渔场中禁用孔雀石绿 ,

我国于 2002 年 5 月将孔雀石绿列入《食用动物禁用

的兽药及其化合物清单》,禁止使用。

甲醛 　低浓度甲醛对眼、鼻和呼吸道有刺激作

用 ,可导致皮肤过敏 ,出现急性皮炎。长期接触低浓

度甲醛 ,可引起神经系统、免疫系统、呼吸系统和肝

脏的损害。发生甲醛急性经口中毒后可直接损伤人

的口腔、咽喉、食道和胃黏膜 ,同时产生中毒反应 ,重

者可致死亡。研究表明 ,甲醛容易与细胞亲核物质

发生化学反应 ,形成化合物 ,导致 DNA 损伤 , 因此 ,

国际癌症机构已将甲醛列为可疑致癌物之一[19 ] 。

水产品中甲醛的来源有 : ①用于设施、工具消

毒 ,加工场所立体空间熏蒸消毒的残留。②一些以

甲醛为原料制成的树脂成型食品容器 ,甲醛易溶出

而污染水产品。③甲醛可与细胞质的氨基部分结

合 ,使烷基化而呈现杀菌作用 ,对寄生虫、藻类、真

菌、细菌、芽孢和病毒均有杀菌效果 ,常用于鱼类和

甲壳类等疾病防治。④为使水产品防腐、延长保质

期、增加持水性、韧性等 ,而向水产品特别是水发水

产品中添加甲醛。⑤在储藏过程中包括冷藏和冷冻

过程中水产品在酶及微生物特别是在氧化三甲胺酶

的作用下可自身产生甲醛[20 ] 。

由于一些水产品可自身产生甲醛 , 在缺乏对水

产品中甲醛的含量进行系统研究的情况下 ,目前我

国行业标准对甲醛安全限量规定“不得检出”,致使

标准在具体的实施应用中遇到问题 ,认为只要检测

到甲醛都是人为添加的。尽快开展水产品中甲醛产

生机理的研究 ,为我国制定甲醛的安全限量指标提

供可靠、完整的数据及理论支持 ,以保证水产品的食

用安全 ,避免国际贸易争端 ,减少不必要的经济损

失 ,显得尤为迫切[21 ] 。

(3)农药 　有机氯农药主要有六六六 (BHC) 、滴

滴涕 (DDT)等 ,在我国已禁用有机氯农药的情况下 ,

有机磷农药逐渐成为主要的污染源[22 ] 。目前我国

有使用有机磷农药用于加工水产品 (尤其是咸鱼加

工方面)以达到防虫目的的案例[23 ] 。有机磷农药主

要有敌敌畏、敌百虫、甲胺磷、乐果等 ,大部分有机磷

农药不溶于水 ,而溶于有机溶剂 ,在中性和酸性条件

下稳定。有机磷农药主要是抑制生物体内的胆碱脂

酶的活性 ,导致乙酰胆碱这种传导介质代谢紊乱 ,产

生迟发性神经毒性 ,引起运动失调、昏迷、呼吸中枢

麻痹、瘫痪甚至死亡。作为典型的酶毒剂 ,有机磷农

药可以通过消化道摄入 ,也可以通过皮肤、粘膜、呼

吸道吸收而引发中毒[24 ,25 ] 。

2. 2. 2 　环境污染物的危害 　环境污染物是指无意

或偶然混入水产品中的化合物质 ,如农药残留 (一部

分来自人为用作杀虫剂 ,一部分来自受污染的养殖

水域) ,渔药残留 ,有毒有害元素和化合物 (如重金属

和有机化合物) ,清洁用化学药品残留 ,包装中的化

学物质污染等[11 ] 。

2. 3 　物理性危害 　物理性危害包括任何在食品中

发现的不正常的潜在的有害外来物 ,消费者误食后

可能造成伤害或其他不利于健康的问题。最常见的

是金属 ,可能来源于捕捞时残留的鱼钩或作业船只

上及捕捞工具混入的金属物质 ,亦可能来源于生产

过程中 ,设备、机器损坏而混入的。再者就是玻璃碎

片 ,可能来源于照明灯、消毒灯、玻璃温度计等[2 ] 。

3 　水产品中危害因子的控制方法

311 　实施无公害和绿色水产品的生产 　从 2001 年

起 ,农业部开始组织实施“无公害食品行动计划”,其

初衷是解决低收入者的农产品消费问题。随着工作

的深入 ,已发展到菜篮子产品和出口农产品[26 ] 。无

公害水产品是指 :产地环境、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符

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 ,经认证合格获得认

证证书并允许使用无公害农产品标志的未经加工或

者初加工的水产品[27 ] 。

广义的无公害分为 2 类 :第一类是完全不使用

渔药、农药、化肥、添加剂等人工合成化学物质而生

产出来的水产品 ,人们称之为纯天然水产品 ,如有机

食品、生态食品、AA 级绿色食品等 ;第二类是生产中

允许限品种、限量、限时使用渔药、农药、化肥、添加

剂等人工合成的化学物质而生产的水产品 ,A 级绿

色食品即属此类。目前 ,《无公害农产品行动计划》

已成为《食品药品放心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

312 　水产品生产加工中 HACCP 体系的建立 　在水

产养殖方面我国逐渐推行 HACCP 管理体系 ,已经在

养殖环境、水质、苗种、饲料、药物等方面颁布了许多

相关的国家标准 ,如 NY 5072 —2001《无公害食品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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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配合饲料安全限量》,NY 5073 —2001《无公害食品

水产品中有毒有害物质限量》等 ,这些标准是制定

HACCP计划的依据[28 ] 。目前我国相当一部分的水

产品生产企业已通过了 HACCP 体系认证。

313 　水产品可追溯体系的建立 　2005 年 5 月 ,由欧

盟第六框架计划 (FP6)项目资助 ,我国农业部渔业主

管部门举办的海水贝类食品安全研讨会上介绍了欧

盟质量追溯制度等信息 ,同时也提出了我国建立质

量跟踪体系的建议[29 ] 。

ISO9000 对可追溯性的定义为 :根据记载的标

识 , 追踪实体的历史、应用情况和所处场所的能力。

就产品而言 ,它将涉及 :原材料和零部件的来源 ,产

品形成过程的历史 ,交付后产品的分布和场所。对

于易于腐烂的鲜水产品需要一套可行的产品链与合

适的信息记录、管理、监控系统以实现水产品的可追

溯性[30～32 ] 。

欧盟正在推行关于水产品全链的可追溯性法律

法规 ( EC ,178Π2002) 。Tracefish 标准从整个水产品生

产流通链的角度出发 ,分别制定了建立海捕鱼产品

和养殖鱼产品可追溯体系的标准细则。细则对生产

流通链各个环节的参与者 ,详尽规范了信息范畴、信

息的建立、记录与传递方法等标准[5 ,36 ] 。

314 　预报微生物学的应用 　微生物预报技术

(Predictive Microbiology)是通过预报微生物计算机软

件模拟系统 ,确定相关温度、pH 值、水分活度、防腐

剂等环境因素后 ,在不进行微生物检测的情况下 ,判

断产品中微生物的生长、残存、死亡的情况 ,快速对

产品的微生物安全和品质进行预测的技术[33 ,34 ] 。

预报微生物学在食品领域并不是个全新的概

念。早在 20 世纪 20 年代 ,微生物数字模型的应用

就成功地防止了肉毒梭菌对罐头食品的污染[34 ] 。

但预报微生物学技术在水产品中的应用却才刚刚起

步 ,它是通过对水产品中各种微生物的基本特征及

其受各种因子影响程度的研究 ,建立微生物数据库 ,

使用计算机建模程序导出微生物生长、残存、死亡的

数学模型 ,在不进行微生物检测分析的情况下 ,运用

模型快速对其中微生物的动态进行预测 ,实现对水

产品加工及贮藏过程中产品质量和安全进行客观和

定量的评估及安全预警[35 ] 。

4 　水产品质量安全的展望

近年来我国水产业的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

就 ,水产品总产量连续十多年居世界首位。然而水

产品质量安全已成为影响我国水产品出口贸易 ,威

胁消费者的健康和安全 ,影响渔业经济可持续发展

的重大问题。

随着我国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整体技术的进步 ,

水产品质量管理工作正在逐步健全 ,并参照国际惯

例开始实行水产品质量认证、产品抽查制度和个别

产品的许可制度 ,显著促进了某些产品的质量改善。

水产品标准化和质量检测机构的建设也正在健全 ,

已颁布了几十项行业标准 ,对提高水产品的质量起

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随着水产品安全研究工作的

进行 ,先进的质量管理体系的推广与实施 ,质量监管

力度的加强 ,法规体系的健全 ,我国水产品的质量安

全保障体系将更加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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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国家食品可追溯性管理实施研究

管恩平1 ,2 　张艺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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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加强中国的食品追溯管理 ,并为中国食品追溯管理提供依据 ,综述了欧盟、新西兰、加拿大等国家和地区

已经建立的食品可追溯性体系及其存在的不足 ,分析了中国已开展的食品可追溯性管理方面的工作 ,并结合中国

在该方面工作存在的问题 ,提出了下一步加强食品追溯管理工作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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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 To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food traceability and provide experience on food traceability for China , The traceability

systems developed by EU , New Zealand , Canada and some other countries and regions were reviewed. The evolvement of food

traceability management in China was also analyzed. Finally , some suggestions on strengthening food traceability management were

proposed according to the situation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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