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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省海水贝类应急监测和处置措施探讨 

张  成, 杜  伟, 黎  飞, 封震静, 王  扬* 

(浙江省水产质量检测中心, 杭州  310023) 

摘  要: 浙江省沿海近年来赤潮频发, 给渔业生产造成严重损失, 尤其是对海水养殖的贝类更是造成直接影

响。2011年 5月浙江省宁波、舟山等地发生市民因食用贻贝中毒事件, 随后相关管理部门立即采取应急措施, 这

起“问题贻贝”事件得到了妥善处理。但事后反思, 针对水产品质量安全应急监测和处置措施上尚存不足之处进

行分析, 并对如何借鉴国外先进做法、加强贝类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力度提出几点建议。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加

快推进我国贝类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建设、加大贝类质量安全监管基础性科研投入、提高水产品安全事故的应

急处理能力是当务之急, 必须做到应急职责明确、信息渠道畅通、应急监测迅速、决策处置有效, 才能尽快使

我国的贝类质量安全监管与国际接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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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iscussion of shellfish emergency monitoring and disposal measures in 
Zhejiang province 

ZHANG Cheng, DU Wei, LI Fei, FEN Zhen-Jing, WANG Yang* 

(Aquatic Product Quality Testing Center of Zhejiang Province, Hangzhou 310023,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frequent occurrence of red tide along the coast of Zhejiang province had 

caused serious damage to the fishery production, especially the direct influence on the mariculture shellfish. In 

May 2011, poisoning events of eating mussels occurred in Ningbo and Zhoushan of Zhejiang province. Due to 

the emergency measures taken by the related management department, this “mussel” event had been disposed 

of properly. However, after introspection, the deficiencies remaining in the emergency monitoring and disposal 

measures for aquatic products quality and safety were analyzed, and some suggestions on how to draw lessons 

from foreign advanced practice and strengthen the management of shellfish products quality and safety were 

put forward. In view of the practical situation of China, the top priority is to propel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shellfish quality and safety supervision system of China, increase the input into basic scientific research on the 

shellfish quality and safety supervision and improve the urgent processing capacity upon aquatic product 

accidents. We must have clear-cut emergency duties, unimpeded information channel, prompt emergency 

monitoring, and efficient decision and treatment to make the shellfish quality and safety supervision of China 

be geared to international standard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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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浙江省沿海岛屿港湾众多, 滩涂面积广阔, 水质肥沃, 

饵料生物丰富, 盛产泥蚶、缢蛏、牡蛎、扇贝、文蛤等贝

类, 海水贝类已成为浙江省重点培育的水产养殖特色优势

产业之一。2013年全省海水贝类养殖面积 44400公顷, 产

量 69.86万吨, 养殖产值达到了 79.85亿元, 分别占全省海

水养殖总面积和产量的 46.9%和 81.2%[1]。规划在“十二五”

期间, 贝类养殖面积、产量和产值还将进一步扩大和提升。 

贝类养殖产业发展与海洋环境质量有密切关系, 产

品质量安全问题是产业持续高效发展的重要保障。贝类污

染来源包括工业污染(重金属、石油烃等)、微生物和贝类

毒素污染, 尤其是有毒赤潮对贝类质量安全的影响最为严

重[2]。赤潮发生时, 不仅可使养殖的鱼、虾、贝类等大量

死亡, 而且有毒藻类的毒素易在贝类产品中富集而造成水

产品质量安全事件[3-5]。随着海产贝类食用安全问题受到各

方的高度关注, 如何加强贝类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显得十分

迫切和重要。 

2  “问题贻贝”事件回顾 

2011年 5月下旬, 浙江省宁波、舟山等地市民因食用

含腹泻性贝毒的紫贻贝突发中毒, 短期内宁波、舟山、苍

南共有 236 人相继发病, 这是一起因食用受污染贝类而引

发食源性疾病的食品安全事件[6]。事件发生后由浙江省食

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牵头, 渔业、工商、卫生等部门密切

合作, 积极应对, 调查摸清产品来源, 有效控制了事件的

蔓延, 维护了水产品消费市场的稳定。最终这次“问题贻

贝”事件虽然得到了妥善处理, 但是也留下了深刻的教训。 

回顾这起“问题贻贝”事件, 当海水贝类养殖海域受到

赤潮侵袭时, 相关部门在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方面做出的

应急处理尚存在一些问题。 

(1) 被动的事后处理突发事件 

海水养殖贝类由于摄食有毒藻类, 经过一段时间后

会在贝体内转化、富集和蓄积一定量的腹泻性或麻痹性毒

素[7-10]。应该在上市销售前对贝类产品进行严格检测, 从源

头及时发现有毒贻贝, 切断其上市途径, 尽量将此类事件

扼杀在萌芽状态。如何防范贝毒污染引发的突发事件, 在

国际上也是重点研究课题。 

(2) 贝类应急监管机制不完善, 专职管理人员和经费

不足 

在渔业行政管理机构及人员方面, 省、市和县级由渔

业处(或养殖处)行政人员负责渔业产业发展之余, 兼管水

产品质量安全工作 , 缺少专职从事水产品质量监管的人

员。虽然政府已制定《浙江省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预案》, 

但在贝类应急事件处理中各级管理人员欠缺专业培训, 缺

少具体实施细则来规范操作。渔业行政管理部门缺少水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的财政专项经费, 根本无法按要求做到上

市产品批批检测。 

(3) 缺乏相应的赔偿机制 

2011年“问题贻贝”事件中, 宁波、舟山等地集中销毁

了数十吨贻贝产品, 经济损失达数十万元。在查扣处理问

题贻贝的执法过程中, 货主和养殖户的抵触情绪严重, 场

面混乱, 相关部门执法人员开展工作很艰难。 

(4) 水产品质量检测技术力量不够 

若贝类养殖海域发生赤潮, 需要立即按照“就近送检”

的原则进行贝类采样检测。以浙江省为例, 通过计量认证

可以开展贝类毒素的检测机构只有 4 家, 分别在杭州、舟

山、台州、宁波四个市区, 现有检测能力难以满足“高效、

高频”的应急监测要求, 内陆地市消费市场应急水产品抽

检存在同样困难。由于省、市、县三级监管体系的机构、

人员、设备、技术、经费等条件不足, 严重制约了水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工作的深入开展, 降低了贝类水产品质量安

全应急反应能力。 

3  贝类质量安全应急监测和处置措施探讨 

一旦赤潮发生, 需要控制其对养殖贝类的污染, 降低

危害, 保障消费者的健康安全, 同时也要维持养殖户的正

常生产秩序。如何做好这项工作, 美国和欧洲诸国都有值

得借鉴的经验和方法。我们可以在现有机构设置基础上进

行改进, 建成一个涵盖专业且高效的综合工作机构、强有

力科研与技术支持体系、公正透明的新闻发布系统和全面

畅通的信息保障机构的应急响应系统。具体对策如下:  

3.1  完善突发水产品质量安全事故应急处置机制 

第一, 建议对现行的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条例、法规

等内容进行补充修订, 设立适合当地实际的突发水产品安

全事件的应急处理专门章节, 为应急事件处置提供法律依

据。第二, 制定应急预案。成立应急处理指挥机构, 下设办

公室和办事人员, 一是负责指挥调度省、市、县三级渔业

系统应急处理的人员和物资设备; 二是负责协调渔业系统

之外相关部门的配合支持, 形成合力共管。第三, 建立监测

预警系统。按照准确、及时、高效、全面的原则, 规范各

级环境监测及水产品质检机构的职责、义务和权利, 合理

界定省、市、县三级监测与质检机构应承担的任务。建立

应急小分队, 能够在事故发生的第一时间到达出事地点, 

尽可能监测各种数据, 及时掌握各种信息动态, 为事故处

理提供依据。同时要成立应急专家组, 提供技术支持。第

四, 完善应急系统。即事前有防范预警机制, 事中有联合行

动、应急处置、损失控制的应急机制, 事后有恢复生产、

追究责任、总结教训的责任机制。 

3.2  水产品质量监管机构配备必要的人力和物资 

我国农业部渔业局每年制定贝类主产区的有毒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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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质监测计划, 省级开展海水贝类养殖生产区划型工作。

沿海各市、县(市、区)海洋与渔业局要设立专门的水产品

质量安全监管处(科), 配合省级划型工作做好各自的监测

工作和划型区管理工作。需按照当地水产品产量配备一定

数量的水产品质量安全专职行政管理人员(每 1 万吨产量

配备 1 名专职人员), 组织专职管理人员培训, 学习水产品

质量安全知识和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处理办法, 并协同

相关机构开展突发重大食品安全事故的应急演习演练, 提

高水产品安全应急处理组织实施技能和水平[11]。 

贝类养殖场在沿海滩涂或海岛上, 贝类采集后需要

保持鲜活状态送至实验室检测, 对样品的采集、封装、保

存条件有一定要求, 所以当地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部门需

要配备一定的监管装备器材。省、市和县(市、区)需要配

备采样工具、冰箱(或冰柜)、交通车辆(含车载样品低温储

存箱); 省、市和重点县(市、区)专业检测中心需要配备 1

个移动检测室(检测车, 含车载检测设备及电源)。在软件、

硬件两方面做好针对此类贝类污染事件的应急工作保障, 

以便政府做出高效的应急反应。 

3.3  开展科学监测, 建立水产品质量监测预警系统 

贝类质量安全管理主要依靠对贝类产品和生产海域

环境的日常监测。如美国贝类日常管理以州和地方管理为

主, 养殖者是管理的主体。养殖者必须进行日常记录, 每天

记录养殖场的气象、水文、降雨量、贝类采捕等情况, 同

时每周送样进行 1次水质检测, 确保贝类产品的质量。FDA

每年至少 1次对养殖场进行巡视监管, 州贝类卫生主管部门

在贝类采捕季节, 每月巡视 4~16 次, 主要对养殖场的生产

情况、水质和环境等进行检查, 确保贝类产品的安全[12-14]。 

我国海水贝类养殖生产者多为个体养殖渔民, 即便

是有一定规模的养殖企业或专业合作社, 也没有能力进行

产品质量自检。国际上普遍实施的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要

求是: 每 100 吨水产品官方监督抽检 1 个样品, 上市产品

则要求批批检测。因此, 要保障初级水产品质量安全和公

众的消费安全, 目前水产品质量安全检测必须依靠专业检

测机构。当前, 在进一步强化省级检测中心能力建设的基

础上, 重点建设市级和水产品重点县(市、区)的水产品质量

安全检测站和快速检测室, 使其具备开展微生物、贝类毒

素等项目的能力。这样日常监测工作可以由贝类产地所属

的市、县检测机构承担, 做到对贝类质量“长期监测、及时

预警”。市、县级水产品质量检测机构没有动物实验室尚无

法开展小白鼠生物法检测的, 可以配备贝类毒素快速检测

设备(如酶标仪), 采用酶联免疫法筛选测定[15-18], 若检出

阳性样品, 再送到市、省级质检机构进行结果确认[19-21]。

一旦发现贝类可能存在安全风险, 各级检测机构及时将检

测结果按照《食品安全法》、《国家重大食品安全事故应急

预案》相关规定上报有关部门。通过监测预警网络向公众

发布警示性的安全信息, 以便公众可以根据安全提示采取

相应措施, 防止贝类质量安全事故的出现。 

3.4  规范检测程序, 提供贝类安全技术支撑能力 

只有检测机构提供的贝类应急监测结果科学准确 , 

行政管理部门才能做出正确的决策、采取适当的措施。一

旦接到赤潮预警, 行政部门和检测机构双方必须密切合作, 

开展贝类应急抽检工作。目前采样方法依照水产品抽样方

法执行, 每批次样品采样量至少 4 kg, 根据贝类个体大小, 

可以适当调整, 确保处理后获得贝肉大于 500 g。微生物样

品要单独用灭菌后的包装器具盛装, 在低温保活状态下送

达实验室。从抽样至送到实验室的时间不能超过 48 h, 样

品采集、运输、预处理和分析过程中要防止被污染[22]。采

样时, 技术人员利用 GPS 定位仪准确定位, 记录采集点经

纬度, 填写抽样单, 并对采样地点的环境状况进行简要现

场描述。 

我国参照欧共体理事会指令《活双壳贝类生产和投放

市场的卫生条件》(91/492/EEC)内容, 根据贝类中大肠杆群

检测结果将生产区域划分为三类。目前开展的贝类监测项

目、依据标准及限量值具体见表 1[23]。 

一类贝类养殖区为良好生产区域, 该区域生产的贝

类产品可直接上市并可供生食; 二类贝类养殖区为合格生

产区域, 该区域生产的贝类产品可直接上市; 三类贝类养

殖区为有条件生产区域, 生产者对该区域采捕的贝类产品

须进行暂养、净化, 直至大肠杆菌值达到第二类生产区域

规定数值后方可上市, 或者在加贴完整信息标签的前提下, 

直接运往加工厂进行密封杀菌或热处理。 

若由于受到突发污染事件或赤潮等影响, 贝类中有

毒有害物质超出了限量标准, 例如麻痹性贝类毒素含量超

过 80 µg/100 g或检出腹泻性贝类毒素(DSP), 则将该区域

划定为临时性关闭区域, 实行临时性关闭。 

省级渔业管理部门每年组织开展养殖贝类生产区域

划型工作, 监测工作一般在 6 月~11 月间每隔两个月进行

一次。在贝类采捕期间, 检测频率原则上要求增加至每周 1

次, 一旦贝类养殖海域发生赤潮, 该海域的贝类不得起捕, 

同时还需增加应急监测频次。直至受抽检贝类连续检测两

次均合格、获取《产地证明》和《产品检验合格证》后方

可起捕销售。 

3.5  建立信息平台, 实施贝类质量追溯体系管理 

实现贝类产品的全程监管和质量可追溯体系、建立健

全贝类养殖企业生产记录和销售记录制度, 是贝类质量安

全监管的核心。以美国为例, 为确保贝类的生产及州际间

运输、销售均符合统一的卫生和质量标准, 该国从 1925年

开始实施“国家贝类卫生计划”(NSSP), 要求严格实行贝类

标签跟踪管理制度, 贝类产品在采捕和运输时必须加贴标

签, 注明采捕日期、地点和位置、品种和数量、采捕者姓

名及船的名称或注册编号等信息, 美国的国家渔业信息网

络能及时、有效提供以上渔业数据信息和信息节点间的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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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贝类检测分析方法及限量值 
Table 1  Determination method and safety evaluation of shellfish 

序号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检测限量值 

1 腹泻性贝类毒素(DSP) SC/T 3024-2004 不得检出 

2 麻痹性贝类毒素(PSP) SC/T 3023-2004 80 µg/100 g 

3 菌落总数 GB 4789.2-2010 500000 CFU/g 

4 大肠杆群 GB/T 4789.38-2008 

≤230 MPN/100 g 

(第一类生产区) 

230 MPN/100 g＜N≤4600 MPN/100 g 

(第二类生产区) 

4600 MPN/100 g＜N≤46000 MPN/100 g 

(第三类生产区) 

N＞46000 MPN/100 g且长期无改善(禁止生产区) 

5 铅 GB 5009.12-2010 1.0 mg/kg 

6 镉 GB/T 5009.15-2003 2.0 mg/kg 

7 多氯联苯 GB/T 5009.190-2006 2.0 mg/kg 

 
行情况, 这样消费者从多个环节都可了解到贝类基本信息

并层层追溯其来源[12,24-26]。 

借鉴美国贝类质量安全信息发布方面经验, 建议我

国建立贝类质量安全管理平台, 将贝类生产企业名单、贝

类养殖许可证发放、贝类养殖区划型结果及处于开放或关

闭状态等关键信息纳入, 实时更新并通过网络或市场警示

公告等形式及时向社会公布[27]。一旦发生贝类质量安全事

件, 政府可以从标签查找到贝类的产地和质量安全等记录, 

实现贝类质量安全的溯源[28-30]。 

3.6  细化信息报告和发布制度, 正确引导社会舆论 

水产养殖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突发时, 是否及时掌握

信息、及时报告有关管理机构是控制事态发展的关键。为

此, 根据我国国情需要建立和完善信息报告、通报和发布

制度。第一, 明确突发事件的责任单位和责任报告人、报

告时限和程序; 第二, 省级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突发事件的

情况, 及时向上级部门报告, 向市、县的相关部门通报; 第

三, 突发事件引发的紧急状态, 应该由被授权部门统一发

布准确权威的信息, 引导媒体正确客观地报道, 防止因讹

传造成民众恐慌。 

3.7  设立水产品养殖生物自然灾害救助基金 

就养殖海域因赤潮引起贝类等水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而言, 实属类同于禽流感等生物自然灾害, 贝类养殖者、经

营者都属于无过错方, 他们也是自然灾害的受害者, 可能

蒙受巨额经济损失。一旦养殖者遭受赤潮或由于贝类产品

受到贝毒素污染, 常会血本无归, 生活陷于贫困, 给社会

带来不稳定、不和谐的隐患。建议国家设立水产品养殖生

物自然灾害救助基金, 专门用于生物自然灾害中受损的水

产养殖者, 这样有助于解决受损渔民的生计问题, 同时还有

利于渔政人员采取强制性执法活动, 有利于社会的稳定。 

4  小  结 

反思“问题贻贝”事件, 分析目前我国贝类质量安全监

管方面存在的不足之处, 发现我国贝类质量安全管理与美

国、欧盟等国存在一定差距。我国贝类质量安全监管工作

才刚刚起步, 在贝类微生物、化学污染物以及生物毒素产

生、富集和消解规律、毒理毒性和安全性评价等方面缺少

系统性研究, 贝类质量安全监管体系的背后需要大量的基

础研究数据和研究成果作为支撑。结合我国实际情况, 加

快推进我国贝类质量安全监管体系建设、加大贝类质量安

全监管基础性科研投入、提高水产品安全事故的应急处理

能力是当务之急, 必须做到应急职责明确、信息渠道畅通、

应急监测迅速、决策处置有效,才能尽快使我国的贝类质量

安全监管与国际接轨, 推动我国贝类养殖产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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