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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 为防控海贝类食源性污染、食物中毒的发生 , 通过开展贝类生物海洋污染本底调查、进行贝类食用安

全性分析评价、在海区布设预警站点、实施贝毒素预警监测、建设海贝类食品安全示范基地等方式 , 探索出一

条适合当地沿海实际的贝类食品安全预警保障模式 , 并对贝类食品依法行政、贝类的清洁生产与健康养殖等提

出了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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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近海贝类产品一直是深受群众喜爱的食品。近

年来国内沿海屡屡发生食用贝类食物中毒事

故[1 - 2 ] ,对人民身体健康构成严重威胁。为实现贝

类及其产品从“水体到餐桌”的全程监控 ,保障群众

健康 ,南通市政府资助实施“海产贝类食品安全示

范工程及污染预警研究”课题项目 ,该课题由南通市

卫生监督所主持 ,南通市海洋、水产、检验检疫、食品

药品监督、环境、工商等多个行政部门以及江苏省海

洋水产研究所、南通大学等多个研究单位共同参加。

通过开展贝类生物污染海洋本底调查、布设预警站

点并实施预警监测、建设贝类食品安全示范基地、加

强贝类产品综合卫生监督、实施贝类清洁生产与健

康养殖等技术 ,逐步探索出一条适合本地沿海实际

的贝类食品安全预警保障模式。

1 　贝类污染现况调查

111 　重金属 　按照《海洋监测规范》[3 ] ,在沿海滩涂

布设站点 ,对南通沿岸的文蛤、泥螺、青蛤、四角蛤

蜊、缢蛏等 69 份 (含平行样)贝类样品体内重金属含

量进行了调查取样并送实验室分析 ,平均含量 :汞

01017 mgΠkg , 镉 0114 mgΠkg , 铅 0143 mgΠkg ,铬 0141

mgΠkg , 总砷 1136 mgΠkg ,无机砷 0128 mgΠkg ,铜 5111

mgΠkg
[4 ] 。按无公害水产品安全要求[5 ] 进行初步分

析评判 ,认为重金属铅、镉是本海区今后贝类生物监

测的重点。

112 　贝毒素 　对 1999 年～2002 年间经由南通口岸

出口的文蛤等1 579份贝类产品贝毒素检验情况进

行整理分析 ,结果在 2 份暂养文蛤样品中检出腹泻

性贝毒素 (diarrhetic shellfish poison ,DSP) ,所有贝样

均未检出麻痹性贝毒素 (paralytic shellfish poison ,

PSP) 。在沿海滩涂设置调查点 ,定点调查贝类 PSP、

DSP 的污染状况 ,监测贝类样品 42 份 (含平行样) ,

均未检出 PSP 和 DSP。由于在 2 份暂养贝样中检出

DSP ,有必要对本地产海贝类产品开展长期定点监

测 ,对贝类生产环境实施监督监测[6 ] 。

113 　致病微生物 　近年来 ,地方餐饮行业制售生炝

虾贝类产品增加 ,为掌握海贝类微生物污染情况及

其卫生质量 ,对南通海域出产贝类的 HAV、致病微

生物状况进行了调查。采集泥螺、文蛤、青蛤等贝类

样品 28 份 ,结果在 3 份贝类样品中检出副溶血性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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菌 ,HAV 、单核细胞增生性李斯特菌等其它病原微生

物均未检出。抽取餐馆待上桌的生炝文蛤样品 5 份 ,

结果在 1 份样品中检出副溶血性弧菌。副溶血性弧

菌广泛存在于海水中 ,有调查证实 ,从海水和健康的

贝类内脏中曾多次分离到副溶血性弧菌[7 - 8] 。

2 　预警措施

211 　贝毒素预警

制定工作导则 　在开展海洋贝类生物污染调查

和评价的基础上 ,制定了《南通市海洋贝类贝毒素卫

生监测工作导则》,并在实践中不断加以应用与完

善 ,规范化指导贝毒预警。该导则的技术内容上包

括了海洋现场调查取样、实验室检验、分析评价、预

警响应 4 部分内容。

21111 　海洋现场调查取样 　根据滩涂状况及贝类

养殖区域的实际位置 ,于长江入海口的启东市寅阳

至海安县境内老坝港口之间 ,设置调查取样点 11

处 ,具体采样站点设置见图 1。以贝类生物污染现

况调查结果和各点的具体情况为依据 ,选取其中

04、07、09、10 4 个点作为经常性预警监测的站点。

01 寅阳 , 02 东元 , 03 茅家港 , 04 吕四港 , 05 包场 , 06 团结闸 , 07 东凌港 , 08 北渔 , 09 刘埠 , 10 小洋口 , 11 老坝港

图 1 　采样站位

　　由海洋水产部门牵头 ,卫生、环保等部门配合 ,

对各站点上的调查员进行系统的调查培训和现场实

践培训 ,调查员主要由站点周边水产养殖场人员、渔

民和沿岸乡镇海洋办工作人员组成 ,他们熟悉海情

海况 ,能够随时传送海区和站点信息。

由于贝类染毒与甲藻赤潮密不可分[9 ]
,因此对

海水水质与赤潮实施监测十分重要。由沿岸海洋环

境部门组织 ,重点对海水污染物、海水中甲藻类浮游

生物实施监测 ,并协同水产、卫生部门实施贝体贝毒

素监测。

监测的采样位置在近岸海域 ,考虑潮间带生物

的特性 ,取样时兼顾高潮区、中潮区和低潮区。位置

选择上为避开局部影响 ,通常不在紧靠污染源的地

方设点。

根据不同季节里贝类的污染状况 ,一般每 2 个

月至少采样 1 次。由于 5～8 月份是贝类食物中毒

的高发时节[2 ,10 ]
,5～8 月份逐月实施监测。遇赤潮

或其它突发污染事件时启动应急跟踪调查 ,每半月

或每周实施连续监测 ,随时发布预警信息。每次每

个站点取样品数不少于 6 份 ,其中包括留样 1 份。

考虑样品的代表性和评价的实际需要 ,采样遵

循以下选择原则 : (1)滩涂常见贝类、经济贝类为主 ;

(2)分布较广、大量存在 ,易于采集 ; (3)样品大小、重

量适中 ,以便有足够可供分析的肉质 ; (4) 有一定的

生活周期 ,确定是可被人类直接食用或作为食物链

被人类间接食用的海洋贝类生物 ; (5)为邻近或其它

海域发生贝毒中毒的常见贝类品种。

织纹螺、泥螺为本海域周边常见引发中毒的贝

类品种[2 ,10 ]
,但织纹螺在本海区滩涂分布较少 ,不易

采集 ,本地渔民亦无采捕和食用织纹螺的饮食习惯。

故本海区预警监测贝类以泥螺、文蛤、青蛤、缢蛏等

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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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记录的内容包括采样日期、站点位置、滩涂

特征、天气状况、采集的贝类品种、数量等。

采集的样品使用冷链、冰排等措施低温尽快送

达实验室 ,避免运输中发生变质。储运过程中注意

保护好样品及外包装上的采样记载 ,以免混淆。

21112 　贝毒素实验室分析 　检测内容与方法 　毒

素检测以常引起本地及周边海区食物中毒的 PSP、

DSP 为主 ,适时开展神经性贝毒 (NSP)和健忘性胺酸

类毒素 (ASP) 检测。将生物测定法“出口贝类腹泻

性贝毒素检验方法”SN 0294 —1993、“出口贝类麻痹

性贝毒素检验方法”SN 0352 —1995 作为基层单位检

测 PSP、DSP 的常规方法。近年来高压液相法已较

广泛应用于贝类毒素测定 ,采用《记忆丧失性贝类毒

素软骨藻酸测定》[11 ]的标准方法检测 ASP。

留样与复检 　实验室在收样后立即开展贝毒素

检测工作 ,至迟不超过 12 h ,每种检验样品均做留样

登记并对留样进行低温保存 ,对经检测发现的阳性

品种 ,应立即进行复检。为避免毒素危害 ,要求检验

时戴手套 ,移液管等用过的器材和废弃的提取液在

5 %的次氯酸钠溶液中浸泡 1h 以上 ,以使毒素分解。

21113 　贝毒素评价 　根据无公害水产品安全要

求[5 ]对检验结果实施评价 ,当 PSP 检测值大于 80

μgΠ100 g 或 DSP 检测值大于 60μgΠ100 g 时 ,对人类

食用不安全 ,判为阳性结果。

21114 　预警响应机制 　根据海区赤潮发生情况、贝

毒素检验和综合评价情况 ,采取相应预警干预措施 ,

实施三级预警响应制度。

一级预警响应 　在海区污染监测特别是海水甲

藻监测中 ,发现甲藻类生物已成为海水中优势种群

时 ,提示海区贝类可能染毒 ,实施一级预警。当在 1

个预警监测点发现贝毒素阳性或在 2 份以内贝样品

中检出贝毒素阳性时 ,对留样进行复检 ,立即通知所

在站点增加取样监测频次与数量 ,并对海区气候条

件、养殖水环境实施综合分析。对经留样复检贝毒

素阳性、二次取样监测结果阳性的海域 ,通知所在乡

镇海洋办、水产养殖场、户及渔民停止该滩涂贝类的

采捕活动。以预警监测阳性的站点为基点 ,向其两

侧的临近区域扩大采样 ,力求确定阳性海域范围。

二级预警响应 　当在 3 份贝样中检出贝毒素阳

性或 2 个预警监测点监测为阳性时 ,或海区发生赤

潮时 ,在一级响应的基础上 ,海洋渔业、检验检疫、工

商、环境保护、卫生监督、疾病预防控制等响应成员

单位 ,按照各自职责分工 ,密切配合 ,加强对贝类及

海域的监管 ,依法采取行政手段予以干预 ,对已采捕

的贝类产品实行销售流向登记与溯源追踪控制。

三级预警响应 　当 3 个及以上监测点的贝样中

检出贝毒素阳性时 ,在二级响应的基础上 ,由海洋渔

业部门牵头 ,全面终止海区的贝类采捕活动 ,实行信

息日报告和 24 h 联络制度 ,向政府、省级相关职能

部门实施紧急报告 ,并通过地方媒体及时向社会发

布预警公告。

响应终止 　赤潮消退后至少 1 个月以上 ,各站

点连续 2 次以上贝类毒素监测为阴性结果时 ,综合

同期海洋环境、水质监测分析结果 ,结束响应。整

理、汇总监测结果和其它资料 ,于结束响应 15 d 内

形成书面总结。

212 　其它污染物预警控制 　按照海贝类生物污染

本底调查结果的指引 ,确定贝类生物重金属铅、镉含

量为南通海区今后经常性监测的重点。就贝类重金

属富集能力而言 ,陆超华[12 ] 研究表明 ,同科牡蛎在

相同海水环境下镉含量差异无显著性。不同科属贝

类的重金属富集力则存在差异 ,吕海燕[13 ] 对浙江沿

岸贝类重金属进行了调查 ,结果贝类镉含量排序为

蚶科 > 牡蛎科 > 帘蛤科 > 贻贝科 > 竹蛏科 ;铅含量

排序为蚶科 > 帘蛤科、牡蛎科 > 竹蛏科 > 贻贝科 ,显

示蚶科对铅、镉 2 种重金属富集力强 ,而竹蛏科富集

力较弱。根据南通海域调查结果 ,对个别铅、镉含量

高值站点区域的贝类养殖品种进行了适当调整。当

然通过调整贝类养殖的种属并非治本之策 ,还需控

制陆源污染物的近海排放 ,保护海洋环境 ,从根本上

保证海产品的安全。

由于海水中本身含有大量副溶血性弧菌等微生

物 ,对沿海餐饮单位用少量的酒、醋炝制加工贝类、

直接食用生贝类等行为通过地方政府、立法机构发

布规范性文件[14 ]
,由卫生监督机构检查予以制止。

213 　海贝类食品安全示范基地建设 　在贝类食品

安全预警研究中 ,选择综合条件较好站点的周边养

殖场 ,设置贝类食品安全示范基地 ,及时将研究内容

附诸实践 ,在实践中不断总结、提高、完善 ,通过典型

示范 ,对全海区的贝类食品安全工作起到正面引导

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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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 ;法规文件部分刊登有关食品卫生的国家法律、法规、标准、行政答复、通告等。读者可以通过本刊及时掌握

国家新颁布的食品卫生法律、法规 ,了解最新食品卫生科研成果 ,解决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提高论文水平。

本刊可通过邮局订阅 ,邮发代号 :82 - 450 ;亦自办发行并常年办理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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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 :订阅册数、详细收件人地址、邮编、单位、姓名 ,以便准确邮寄。

希望挂号投寄期刊的用户 ,每期杂志需加挂号费 3 元 ,全年合计挂号费 18 元 ,并请在寄款时同时说明要

求挂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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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　　正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2006 年第 18 卷第 2 期第 103 页“福建省零售生食牡蛎中副溶血性弧菌的定量危险

性评估”一文作者陈艳、刘秀梅的英文名因疏忽错拼为“CHEN Jun2shi , CHEN Jun2shi”,正确的拼应为“CHEN

Yan , LIU Xiu2mei”。

特此更正并同时向作者陈艳、刘秀梅致歉。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编辑部

2006 年 5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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