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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水产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研究现状和发展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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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海洋大学摇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 食品安全实验室,山东 青岛摇 266003)

摘摇 要: 旨在揭示我国水产食品安全和质量控制等研究的发展规律,通过分析近几年国内外文献

报导,聚焦水产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科研方面的发展,得知国内大部分研究工作聚集在质量检测和

控制技术,其余的分布于追溯体系、预警机制和风险评估. 目前,我国的水产食品安全性已经达到

可控状态,质量检测与控制技术等已获得很大进步. 但与国外先进的技术和管理制度相比较,我国

仍存有一些问题,在下一步的工作中,需要借鉴国际上的先进经验,结合我国社会与科技状况,进一

步推动和完善我国水产食品质量安全保障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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摇 摇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水产品的国际贸易的

增长加速,2011 年上半年进出口总量达到 381郾 16
万吨,进出口额 112郾 75 亿美元, 同比分别增长

14郾 7%和 25郾 9% ,成为近 5 年来农产品中唯一顺差

的产品,因此水产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问题所受关

注日渐提高. 目前,我国水产食品安全水平正在不

断提高,质量控制技术也已经有了很大提高,各项风

险评估、监测、监管系统和技术日趋完善,保证国内

消费者更加放心使用,也可以更有效的应对国际贸

易上的技术壁垒;但与国际先进水平相比,我国的水

产食品安全和质量控制技术仍旧存在一些问题. 本

文通过分析我国水产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现状,探
讨现今发展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今后一阶段

我国水产食品安全和质量控制发展的方向和重点.

1摇 我国水产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研究
现状

摇 摇 本部分主要通过水产食品安全检测技术、质量

控制方法、国家标准体系现状、国家质量监管与风险

评估分析控制手段等 5 个方面分析我国水产食品安

全与质量控制现状.
1郾 1 摇 我国水产食品质量安全检测技术及体系更加

完善合理

近年来检测体系更加完善,检测技术(方法)更
加丰富,大量新设备、新技术和新产品投入使用,由
确证检测、快速筛选检测和无损检测所共同构成的

检测监控体系显示出较为清晰的框架轮廓.
第一, 随着大型精 密 设 备 的 推 广 使 用, 以

HPLC、GC、ICP 等为代表的色谱检测技术更加完善

先进,并逐渐推广应用于渔药、重金属、环境污染物

等水产食品典型化学危害物的确证检测,甚至实现

了数十种乃至上百种化学残留的同时检测和确证,
各种相应的检测技术和方法也相继涌现,并不断地

被纳入到相关国家标准中[1 - 7] . 第二,以免疫检测

技术、发光检测技术、生物传感器技术、生物芯片技

术等为代表的快速筛选检测新技术发展迅速,成为

仪器检测的有效补充,完善了检测体系,并陆续有

ELISA 试剂盒、金标试剂条等快检产品面世[8 - 10] .
第三,射线检测、磁粉检测、超声波检测等借助先进

的技术和设备器材,对样品内部及表面结构、性质、
形态进行无损检测技术应用也越来越广泛[11 - 1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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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郾 2摇 我国水产食品质量安全控制技术逐渐开展

在食品质量安全的监控过程中,仅仅通过检测、
限量标准等手段对原料和产品进行被动性限制,远
远不能满足公共安全及产业发展的实际要求;而在

原料生产、加工及流通过程中,主动采取措施对质量

安全危害因子进行控制和消减,将其危害和风险尽

可能降低,无疑是一种更加积极、有效的应对方式.
因此,水产食品质量安全控制技术日益得到重视,并
已经在多个领域开展了研究应用工作.

等离子体杀菌、臭氧处理、紫外线杀菌、超高压

处理、高能电子束等冷杀菌技术开始逐渐应用于水

产食品的加工与贮藏,包括贻贝、对虾等生鲜水产

品,与高热杀菌等传统技术相比,采用冷杀菌方法不

仅能有效延长水产品保质期,而且较好地保持了原

有的优良食用品质[13 - 15] . 对于渔药、重金属以及环

境污染物等典型危害因子的脱除净化及活性消减技

术,目前国内外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但其重要性

已经引起了广泛关注,其中在贝类的净化技术方面,
已经取得了较为突出的研究成果[16],并已经产业化

应用. 另外在水产品过敏原方面,李振兴等人的研

究表明传统的食品加工方式如蒸煮、加热等并不能

有效地降低水产品的过敏原性,而一些现代的食品

加工技术如辐照技术,超声波能够比较有效地改变

水产品的过敏原性[17 - 18] . 开发环境友好的、非抗生

素的渔用抑菌剂,替代或者部分替代渔药、抗生素以

及化学添加剂等,也是解决水产食品安全性问题的

重要手段,如利用抗体或噬菌体裂解致病菌,降低其

密度,进而减少或避免致病菌感染或发病的机会,从
而达到治疗和预防疾病的目的[19 - 20] .
1郾 3摇 我国水产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逐步建立并

趋向完善

我国水产食品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建立工作正在

逐步健全,已发布了多项国家和行业标准,并开始实

行水产食品质量认证、产品抽查制度和产品的许可

证制度,明显地促进了产品质量的改善. 我国拟建

立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中心、贝类产品质量安全检

测中心、渔业环境质量安全检测中心、淡水鱼种质、
海水鱼种质和渔药及饲料等 6 个国家级专业质检中

心,以及东南沿海和长江中下游 2 个区域性水产品

质量检测中心,从而建立起由中央到地方的水产品

监测网络. 目前水产品中心、贝类产品中心和渔业

环境中心等专业中心的建设已经启动[21] . 作为水

产食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的重要支撑,追溯体系、预

警机制和召回制度已经有了初步进展. 为了应对欧

盟的水产品贸易壁垒,我国在 2005 年开始实施水产

品贸易追溯制度,加强水产品追溯制度的推广力度,
以尽快与国际规则接轨;目前已经研发出贯通养殖、
加工、流通全过程,适合多品种的水产食品质量安全

追溯技术体系,研发建立了水产品供应链数据传输

与交换系统、质量安全管理软件系统、水产品执法监

管追溯软件系统,编制完成了水产品质量安全追溯

信息采集、编码、标签标识规范 3 项行业标准草

案[22 - 23] . 此外,国家质检总局发布了《出入境检验

检疫风险预警及快速反应管理规定》,在《食品安全

法》、《产品质量法》和《食品召回管理规定》中也对

问题食品制定了召回规定[24] .
1郾 4摇 我国水产食品质量安全标准体系更加完善

目前我国已初步建立了以国家标准、行业标准

(协会标准)为主体,地方标准、企业标准为补充并

相互衔接配套的水产标准体系,已经形成了一个比

较完善的标准体系.
目前已制订水产类国家标准近百项,行业标准

600 余项,涵盖了产地环境、生产技术、生产质量、产
品标准以及包装、储存、运输标准等各个方面,其中

渔药使用规范、药物残留限量、渔用饲料安全限量、
水产品有毒有害物质限量等质量安全相关基础性标

准的制(修)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同时,标准推广

实施的力度也在进一步加大. 一些标准采用了国际

标准或国外先进标准,还有一些标准获得了国家和

行业奖励[25 - 26] .
1郾 5摇 我国水产食品风险分析技术取得初步成果

风险分析是目前国际社会普遍应用的食品安全

分析控制手段,针对的危害因子主要为致病微生物、
药物残留和环境危害化合物等. 风险分析的一个重

要用途,在于为相关质量安全标准和法规的制订、风
险的预警发布、质量的控制等提供依据,如危害因子

的安全限量、突发性污染事件中的应急措施等.
为了促进我国食品进出口贸易,保护消费者身

体健康,限制食品安全风险的传入和传出,国家质检

总局于 2002 年制订并启动了我国进出口食物风险

预警及快速反应管理措施;2003 年,中国农科院质

量标准与检测技术研究所成立了风险分析研究室;
2007 年 5 月,农业部成立了国家农产品质量安全风

险评估委员会;2009 年,卫生部成立了国家食品安

全风险评估委员会,并于 2011 年建立了风险评估中

心. 我国在水产食品的风险分析领域的研究工作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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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美国等发达国家起步较晚,目前的工作主要针对

典型的致病微生物进行,如杨宪时等人研究了预测

微生物学及其在水产品保藏流通加工中的应用性

能,邹婉红和陈艳等人先后完成了福建省牡蛎中副

溶血性弧菌的风险评估,孟娣等利用定量分析模型

开展了青岛地区水产品中副溶血弧菌的风险评估,
预测结果与实际致病率能够较好吻合[27 - 30] . 这些

研究成果为水产品微生物危害定量风险评估的进一

步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摇 国外水产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技术
现状与发展趋势

摇 摇 在检测技术体系方面,世界发达国家注重检测

方法的标准化战略,欧盟、美国、日本等世界发达国

家和地区一直致力于国际和区域标准化,以长期控

制国际标准化技术,并极力推动本国标准变成国际

标准. 另外在检测技术发展方面,发达国家呈现 2
个显著的趋势:一是对残留物的检测限量值逐渐降

低;二是检测技术日益趋向高技术化、系列化(多残

留)、速测化、便携化. 智能化芯片和高速电子器件

与检测器的使用,使检测速度不断加快;高效分离手

段、各种化学和生物选择性传感器的使用,使在复杂

混合体中直接进行污染物选择性测定成为可能;微
电子技术、生物传感器、智能制造技术的应用,使检

测仪器向小型化、便携化方向发展,实时、现场、动
态、快速检测成为现实. 无损检测技术如力学特性

分析法、电磁特性法、光学特性分析法、X 射线分析

法、计算机视觉技术及生物传感器分析法等已经在

发达国家被广泛应用于各种食品的快速检测与

鉴定[31 - 33] .
在食品安全监管方面,欧美等发达国家和地区

食品安全监管体制逐步趋向于统一管理、协调、高效

运作的架构,强调从“农田到餐桌冶的全过程食品安

全监控,形成政府、企业、科研机构、消费者共同参与

的监管模式. 在管理手段上,逐步采用“风险分析冶
作为食品安全监管的基本模式. 欧美食品安全监管

集中体现出以下几项基本原则:统一管理原则;建立

健全法律体系原则;实施风险管理原则;信息公开透

明原则;从“农田到餐桌冶全程控制和可追溯原则;
责任主体限定原则;专家参与原则;充分发挥消费者

作用原则;预防为主原则.
在追溯体系建设方面,欧盟一直走在世界的前

列,是可追溯性强制实施的坚决拥护者. 北美和欧

洲国家较早在水产品身份代码、信息范围的确定、信
息采集和管理、数据处理等水产食品可追溯技术领

域的多方面展开研究并将取得的成果应用于实践.
条码技术在超市系统的成功应用,带动了条码技

术在各行业的蓬勃发展. 电子标签、射频识别

(RFID)及计算机联体设备等现代技术的开发和应

用为信息采集和传递提供了技术支撑. 水产食品

追溯体系需要的数据处理软件已研发并用于实

践. 美国已经建立了较为完备的产品召回程序,并
纳入到法规中[34 - 35] .

3摇 我国水产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方面
存在的问题

摇 摇 同渔业发达国家相比较,我国在水产食品安全

与质量控制方面仍存在一些问题,主要体现以下 5
方面.

1)质量安全危害物的提取净化技术发展缓慢,
检测过程中普遍存在着样品前处理复杂、耗时、低通

量的问题;另一方面,我国现有的检测方法不够完

整,多残留检测方法少,快速检测技术不成熟,缺少

痕量分析和超痕量分析等高技术检测手段,尤其对

一些新型危害物的检测技术尚存在空白或不够

完善.
2)水产食品检测、控制新技术等研究成果与标

准法规衔接不畅,导致成果转化效率低.
3)追溯体系以及风险分析的研究水平明显滞

后于先进国家,无论是理论研究还是相关技术产品

的开发,近年来的进展都较为缓慢,例如潜在危害因

素的风险预测、突发食品安全事件的评估等均需要

在今后给予更多的重视和强化.
4)水产品标准体系还应继续完善,水产品质量

安全标准与控制体系等有关法规还不够健全,例如

快速检测方法几乎还没有形成标准,很多现行标准

的可操作性和指导性不强,每年立项制(修)订标准

数目不多.
5)在水产食品的安全质量监管方面,我国还缺

乏对水产食品安全快速反应的专门机构,对国内外

的水产食品安全动态信息系统跟踪不足且不能形成

有效的管理或控制手段,对国内监测数据不公开不

共享,因此科学评析不足,造成难以发布时效性强的

预警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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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摇 我国水产食品安全与质量控制发展
的重点和方向

摇 摇 借鉴国际先进经验和研发趋势,结合我国社会

与经济发展现状,我国今后在水产食品的安全与质

量控制方面,应注重以下 5 方面的工作.
1)加强检测与控制技术的开发研究,提高成果

的转化应用效率. 水产食品安全检测及控制相关技

术的研究开发仍将是未来主要的发展方向之一,但
是除保留适当的跟踪研究和集成研究外,应特别重

视样品前处理等关键共性技术以及新材料新装备的

研究,争取获得具有较高创新价值的自主知识产权

成果,并迅速得以转化应用.
2)完善水产食品追溯体系,建立与完善相关法

规,尽快制定相关追溯标准,完善包装和标签制度;
完善产品召回制度;建立监管、生产、消费等各方信

息共享的追溯平台.
3)结合实际开展水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

促进水产食品安全信息预报预警系统的整合与构

建,推动水产食品安全信息化建设;尽快建立科学、
及时、准确的信息收集、分析、发布系统,使得水产食

品安全风险预警信息的获取有途径、分析有平台、发
布有秩序.

4)继续推动标准体系建设与国际标准的衔接,
积极参与国际标准制订修订.

5)加强水产品安全质量监管的技术支撑研究,
提高监控技术水平,在生产和流通阶段大力推广以

HACCP、SSOP、GMP、GB22000 等质量管理体系,在
分销阶段以便捷快速检测等技术装备提升现场执法

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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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search Situation and Developing Tendency of Aquatic
Products Safety and Quality Control in China

LIN Hong,摇 LI Meng,摇 CAO Li鄄min
(College of Food Science and Engineering / Laboratory of Food Safety, Ocean University of China,

Qingdao 266003,China)

Abstract: The research on aquatic products safety and the quality control technology was summarized and
analyzed to reveal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aquatic products safety and quality control in China. Most of the
research was focus on quality detection and control technology, others were about tracing system, early
warning mechanism and risk assessment. At present, the enormous progress was made in technologies of
quality detection and control. However, comparing with the advanced technology at abroad, the technolo鄄
gy and management system in China still need to be improved. In the future, the aquatic food quality se鄄
curity technology should be promoted further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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