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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技术新动向 

林  洪*, 李梦哲, 米娜莎 

(中国海洋大学 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 青岛  266003) 

摘  要: 近年来, 我国水产品消费量不断增加, 水产品供应链愈加复杂, 一些新技术在水产品生产中应用的同

时伴随着新的风险产生, 非传统食品安全问题也日益凸显。由此, 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面临着更大的挑战。目

前, 我国的水产品安全性虽然已经达到可控的状态, 质量检测与控制技术也获得了长足进步, 但新兴问题的出

现促使新型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技术的发展。本文依据近年来国内外相关研究报道, 对水产品风险监测、原料

溯源、危害控制、产品召回以及突发事件的应急评估 5方面的新型监管技术进行综述, 为水产品监管部门提供

技术支撑, 并为确保水产品质量安全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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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urrent new trend of aquatic products quality and safety supervision  
technologies in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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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consumption of aquatic products was increasing continuously and the supply chain 

became more and more complicated. At the same time, new risks originated from new technologies in aquatic 

products and non-traditional food safety issues became even more serious. As a result, quality and safety supervision 

of aquatic products was faced with greater challenges. Even though aquatic products safety has been controlled and 

technologies in detection and control have been developed a lot, new troubles coul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novel aquatic products quality and safety supervision technologies. In this paper, new technologies of risk monitoring, 

traceability, hazard controlling, products recall and emergency assessment of aquatic products were summarized, 

which could provide technique supports for regulators of aquatic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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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近些年来, 我国水产品消费量不断增长, 同时随着贸

易全球化的发展, 水产品的供应链也更加复杂[1]。据统计, 

2014 年 1~11 月我国水产品来进料加工贸易出口量达到

106.3 万吨, 同比增长 0.9%[2]。水产企业的全球化、跨境电

商的兴起和发展[3], 都使得我国对水产品安全的监管面临更

大的挑战。同时, 新技术诸如辐照技术[4]、新型生物制剂[5]

以及转基因技术[6]等的应用在为消费者提供更多可选择的

优质产品的同时, 也对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提出了

更高的要求。除此之外, 日益突出的非传统食品安全问题也

促使我国加强对水产品质量安全的监管[7], 为消费者提供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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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更放心的水产品。本文将从水产品产业链的质量与安

全监测、原料追溯、危害因子控制、问题水产品召回以及突

发水产品安全事件应急评估 5 个方面进行技术方法的论述, 

为水产品质量与安全的监管提供技术支撑。 

2  风险监测: 发展实时快检技术, 突破非定向

筛查监测 

根据我国《食品安全风险监测管理规定》, 食品安全

风险监测是通过系统和持续地收集食源性疾病、食品污染

以及食品中有害因素的监测数据及相关信息, 并进行综合

分析和及时通报的活动[8]。然而在实施监测计划的过程中

存在一些亟需改进的技术问题。 

随着新兴技术的革新, 更多便捷实用的监测或检测

装置可应用在水产品全产业链中。水产品中富含蛋白质、

脂质等营养物质, 易在贮运、销售过程中因控温变化而使

其品质劣化甚至腐败变质[9]。目前, 以时间为基础的传统

食品标签制度虽然可以提供指示食品腐败程度的保质期, 

但其受限于反映食品在实际贮运过程中所经历的温度历史, 

难以精确指示食品的新鲜程度。因此, 对于生食或生鲜水

产品而言, 更为准确而直观地判断水产品新鲜度的方法的

确立是十分必要的。比如基于酶反应的时间-温度指示器

(TTIs)可指示冷冻水产品贮运过程中的温度及品质变化历

程, 可较准确地反映水产品的新鲜度[10]。另外, 生鲜水产

品因其新鲜味美、营养价值高而广受消费者喜爱, 但其货

架期较短, 对其进行监管检测的周期会影响其食用质量。

因此, 快速检测技术因其操作简便而快速、经济又准确的

优点[11]能较好地满足生鲜水产品初筛检测的要求, 这也是

目前生鲜水产品检测技术的主要发展趋势[12]。免疫层析技

术是广泛认可且适用的快检方法 [13], 由于水产品种类繁

多、成分复杂、影响因素较多而易造成假阳性结果。目前

正在对现有技术进行改进, 不断优化胶体金免疫层析法以

满足水产品的快检要求。例如改进前处理过程、消除样品

的基质效应[14]、基底材质的优化[15], 采用辅助的读数设备

实现检测结果的半定量和定量[16]以及建立水产品多残留

检测的方法[17]等, 实现水产品快速检测技术的逐步完善和

发展。 

水产品的风险监测不仅需要排除已知有害因素的风

险, 更要及时发现并排除未知风险因子的危害。目前我国

对于水产品中化学危害物的检测主要以定向检测为主, 即

已经明确了要检测的目标物, 然后按照标准进行检测。然

而, 现有的监测方法不能实现对未知的潜在危害物的发现

和检测, 不能有效地预防未知潜在危害物。2008年的“三聚

氰胺”事件足以引起我们对于未知危害物监测的重视。吴永

宁[18]在针对“十三五”国家重点研究计划在食品安全部署的

工作中介绍, 食品化学危害物检测从定向检测向非定向筛

查转变, 发展食品污染物和恐怖毒物人群健康危害的生物

标志物监测技术。这一监测重点的转移就需要相应技术方

法的支持, 如色谱[19]、质谱[20]、核磁共振[21]等大型精密设

备走进水产品企业, 及时、有效地监测潜在危害物是否存

在于水产品中, 为安全水产品的供给提供保障。 

3  原料溯源: 革新溯源预警技术, 集成安全信

息大数据 

水产品原料是水产品生产和消费的源头, 因此对其

进行质量与安全的控制是极其重要的。近些年来, 水产品

原料的安全性事件时有发生, 以低值虹鳟冒充高值三文鱼, 

使用不适宜食用的油鱼来冒充银鳕鱼, 将养殖大黄鱼粉饰

冒充野生大黄鱼, 将非阳澄湖的大闸蟹标注为原产地阳澄

湖, 将淡水鱼糜冒充海水鱼糜。这些现象的出现不仅影响

了水产品的声誉, 有些甚至危害消费者的健康。由此, 水产

原料物种及真伪鉴别技术成为了水产品质量与安全控制中

的新兴研究热点。 

水产品原料溯源技术是建立在消费者与生产商、加工

商间的重要桥梁。目前可应用于水产品监管的追溯技术研

究较为成熟, 主要分为 4类, 包括物理追溯、化学追溯、生

物追溯以及感官追溯。其中物理追溯是目前应用较广的技

术方法 , 包括条码、射频识别技术 (rapid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 RFID)等[22]。以蟹苗种为例, 上海已经采用

RFID 和二维码对其进行唯一识别, 并结合 GPS 和 GIS 技

术, 建立了基于Web的中华绒螯蟹蟹种精细养殖物联网智

慧服务系统, 构建了中华绒螯蟹蟹种质量的全程动态追溯

体系[23]; 对于消费者而言, 感官追溯是最直观的鉴别方法, 

可以结合水产品的外观、大小、形态、色泽、质地等综合

因素[24], 对水产品来源地进行追溯。而以同位素指纹为标

志的化学追溯[25,26]和以不同物种 DNA 为特征的生物溯源
[27,28]都可为产地溯源提供科学的身份鉴定信息。然而目前

溯源预警系统仍较分散, 地域性特征较明显, 尚未集成涵

盖广域水产品的风险预警的大数据系统。因此, 将溯源预

警从分散趋于统一, 整合全国乃至全球水产品资源追溯信

息是目前水产品溯源的主要发展方向。例如, 建立水产品

的生物信息数据库, 其中包含水产品的特征信息如红外光

谱图谱等, 这样可有效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 便于消费者

对水产品进行鉴真辨伪、追根溯源。 

原料溯源可以追溯水产品产业链信息, 利于水产品

的质量安全监管。另外, 一些食源性疾病的爆发更需要通

过技术手段对病源进行追溯以防止影响扩大。近些年来, 

微生物导致的食源性疾病广受关注[29], 然而常用的微生物

检测方法仅限于指示已知微生物的种类和数量。微生物的

全基因组测序技术成熟后, 不仅能快速检测特定、已知的

微生物, 也可以将未知的微生物一次性筛选出来。这也是

“十三五”规划中的既定目标, “微生物诊断溯源由传统技术

向下一代全基因测序转移”[18], 这不仅能够快速诊断由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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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物引起的食源性疾病并进行溯源, 而且对新型抗体的识

别和制备技术的发展都大有裨益。 

4  危害控制: 以脆弱性评估引导控制, 消减水

产品产中产后危害 

水产品的质量安全在对危害因子进行监测、溯源的同

时, 更需要主动地控制, 从而减少水产品安全事件的发生, 

包括对水产品原料、水产品产中及产后的危害因素的控制

与消减工作。以冷冻牡蛎为例, 近几年, 我国出口日本的冷

冻牡蛎产品被多次通报检出腹泻性贝毒(DSP), 然而调查

结果显示, 其生物检测方法的结果为假阳性。这是因为牡

蛎产品中富含多不饱和脂肪酸酯, 在低温贮藏情况下水解

酶依然存有活性而产生游离脂肪酸, 生物检测法的结果显

示其具有较强的毒性而呈假阳性[30]。对现有传统检测方法

存在问题的认识促进更为科学的检测方法的出现和替代, 

比如质谱、液相等仪器检测的引进; 同时也科学地指导了

水产品贮运条件的合理控制 , 确保水产品安全。比如 , 

-25 ℃贮存温度条件下, 贮存时间长达 12个月的牡蛎产品

中游离脂肪酸含量也未达到临界值, 一直处于安全范围内
[30]。这样就可以通过已有的生产技术成果指导安全控制措

施, 从而确保水产品的安全。 

另外, 关于水产品安全的控制理念也随近几年安全

事件的发生特征而转变。“十三五”规划中提出“食品安全控

制理念从 HACCP向脆弱性评估为基础全程控制转变”[18]。

HACCP[31]即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 能够确保食品在消

费的生产、加工、制造和食用等过程中的安全, 在危害识

别、评价和控制方面是一种科学、合理和系统的方法, 这

对加工贮藏过程中病原微生物的防控[32], 渔药、重金属以

及环境污染物等典型危害因子的消减及脱除等[33]都有重

要意义。然而, 食品掺假、替代等风险的存在就急需脆弱

性评估(BRC 评估)[34]的实施, 这一评估方法旨在水产品的

生产、贮运、销售以及消费者使用过程中对任何水产原料、

辅料掺假、替代风险进行严格分析, 从而避免此类现象出

现。在水产品监管中该评估方式主要涉及到食物链脆弱性

评估、产品真实性溯源、产地污染以及水产品安全控制等

技术, 将最新的检测仪器和方法应用于水产品全产业链, 

同时促进水产品现场和在线监管所需的新型技术。 

5  产品召回: 水产品监管信息化, 杜绝问题水

产品危害扩散 

根据食品召回制度的规定, 由食品生产者自己主动、

或者经国家有关部门责令, 对已经上市销售的不符合食品

安全标准的食品, 由生产者公开回收并采取相应措施, 及

时消除或减少食品安全危害的制度。 

由于消费者获得水产品质量信息的成本高, 供求双

方对水产品质量信息掌握的不对称性[35], 导致市场自身对

水产品质量的调节失效。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 其召回方

式的有效性决定着对消费者的影响范围[36]。美国泰森食品

在遭到消费者针对产品异味和食用产品后有轻微病状的投

诉之后召回了相关产品。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检验局(FSIS)

于 2015年 11月 16日发出通告, 要求泰森食品公司召回的

鸡翅大概有 52486磅, 这些鸡翅有异味, 涉嫌掺假。目前官

方尚未收到消费者食用这些产品后导致不良反应的确认报

告[37]。1998年 12月美国沙莉集团召回了近 3500万镑的熟

食和热狗, 但因召回不及时, 导致爆发了由李斯特菌引起

的全球性疾病, 事件导致 21人死亡、100余人住院[38]。由

此可见, 有效、及时地召回不符合生产标准的产品才能保

证食品的质量和安全。这几个案例给予了水产品召回很好

的借鉴。 

目前美国农业部食品安全与检验局向公众告知采取

产品召回措施主要有两种方式: 一是新闻发布; 二是召回

告知报告。我国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发布的《食品

召回管理办法》的第三章第十七条也对不安全食品召回方

式做了相应要求, 规定食品召回公告要通过省级食品药品

监督管理部门网站和省级主要媒体发布, 并应当与国家食

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网站链接[38]。然而, 水产企业多而分

散, 还有一些小型企业未被纳入监管系统, 这就给不合格

水产品及时召回带来了困难。因此, 健全水产品追溯系统, 

使水产品在整个流通环节中“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

究”, 既能快速锁定风险源头, 又能快速启动产品召回, 提

高召回效率, 这也是水产品监管信息化[39]的主要要求。水

产品“身份证明”不仅可以追溯原料产地及产品信息, 也可

以完整记录水产品在整个产业链中的流通情况, 在水产品

货架期内完整保留各项记录信息, 为确保水产品质量安全

提供保障。 

6  应急评估: 发展传统评估替代技术, 加速应

急评估进程 

一些突发的水产品安全事件或者可能会影响到水产品

安全却缺乏相应评估手段的事件, 极易引起消费者的恐慌

并有可能会威胁消费者的健康[40]。如 2005年 11月 13日, 中

石油吉林石化公司双苯厂发生爆炸事故, 事故区域排出的

污水致使污染物硝基苯和苯对松花江水及江中的生物造成

污染, 造成该地区渔业生产人员的极大困惑, 不知江中的水

产品是否还能符合食品安全标准。由此可见, 有些水产品安

全事件的发生不局限于常规检测项目不合格等引发, 对于

该类事件需采用相应的应急评估方法预测其风险, 进而提

出科学的防控手段、消除生产者和消费者的恐慌。 

传统的对化学物的安全性评价主要基于动物实验进

行, 包括急性毒性实验、亚慢性和慢性毒性实验、致突变

实验、致癌实验、生殖发育毒性实验以及免疫毒性实验等
[41], 通过实验结果来推测化学物对人体造成的危害。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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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上述动物实验评估化学物的安全性周期长、通量低[42], 

不能满足应急事件发生后短时间内评估危害物的危害程度

及特点的要求。因此, 寻找有效且快速的评估化学品的毒

理学替代方法成为了毒理学方法学研究领域的热点。吴永

宁[18]在“十三五”规划中指出“以动物实验为基础的传统评

估技术向人为基础的新型评估技术的转移”。目前实现这项

转移的关键技术领域是“突破人源性细胞体外替代毒性实

验”。并且美国国家研究委员会(NRC)“21世纪的毒性测试: 

愿景与策略”这一极具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报告的发表 [43], 

预示着毒理学实验方法将发生革命性的改变。而基于人体

细胞的靶向性测试和毒性通路测试将取代以实验动物为中

心的传统毒性评价方法成为研究热点[42]。除此之外, 一些

新型生物制剂在应用之前也需通过对其安全性进行相应评

价, 分子生物学技术如 PCR[44]、全基因组测序分析[45]等方

式都可初步推测一些新型微生物的致病因子、毒性情况。

这些新技术的引进, 不仅可以较为准确地评估新兴风险因

子的毒性情况, 还可以加速评估进程, 快速、及时地向消费

者报告危害程度, 可有效规避水产品安全事件的发生。 

7  结  语 

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技术日益完善, 并可充分

利用新兴技术严格防控水产品从产前、产中到产后各个环

节中可能发生的危害。为避免水产品安全问题的出现, 实

时监测水产品全产业链中各风险因素的指标, 以期及时发

现并阻止安全事件的发生成为趋势。与此同时, 积极控制

并消减水产品产前、产中和产后各个环节中的危害因子, 

从而实现水产原料可溯源、危害可控制这一目标。当水产

品安全事件爆发后, 一方面能通过科学、有效的手段及时

召回, 缩小危害影响范围。另一方面, 对于突发的水产品安

全事件通过快速有效的应急评估手段给予消费者科学、健

康的饮食指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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