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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品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脂肪酸、维生素和矿

物质等，是人类重要的食物源之一。为了提高水产品质

量与安全水平，我国初步建成了以检测监测为重点，以

质量控制为落脚点，结合风险评估、追溯、召回、监测、

预警等技术支撑的水产品质量安全保障体系。 

1  水产品质量与安全研究现状 

确保水产品安全，加快水产品安全检测技术的发

展势在必行。我国检测体系日趋完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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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同构成的检

测监控体系显示出较为清晰的框架轮廓。检测技术迅

速发展，检测技术日益趋于高技术化、系列化、智能

化和速测化，使检测仪器向着高灵敏度和高选择性的

复杂仪器体系和便携化速测体系发展。但整体上，我国

现行的水产品检测技术在基础、深度、广度和响应速度

四个方面还落后于发达国家。另外复杂、低效、自动化

程度低的前处理技术仍成为制约检测技术尤其是免疫

检测技术发展的技术瓶颈。因此国家加大对食品质量与

安全领域相关技术的支持力度，尤其加强了在食品安全

检测技术方面的人力与财力支持力度。据统计，我国食

品安全领域在“十五”、“十一五”、“十二五”等重大科技
项目立项中，共有 53项与检测技术相关的课题，明显
高于质量控制、溯源、预警和风险评估等相关的课题数

量，占食品安全立项课题总数的 45%。 
我国水产品质量与安全标准经过几十年的发展, 

已初步建立起结构相对合理、较成熟、具有一定配套

性的体系，包括国家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和企

业标准。但与发达国家相比, 我国水产品质量与安全
标准体系在科学性与有效性方面仍然存在一些差距，

如国家标准与行业标准存在交叉，通用标准与专业标

准甚至存在矛盾，质量等级的标准非强制性标准，另

外体系中仍存在有限量标准而无检测方法等缺乏基

础性研究的问题。 
随着科技迅速发展，水产品中的掺假方式、范围、

内容也越来越复杂，打假技术随之由传统的经验判

断、感官鉴别，迅速发展至通过综合利用现代生物技

术、新型仪器分析技术、现代信息技术等先进手段实

现对水产品假冒伪劣的鉴别，初步形成了鉴真（伪）

技术的技术框架。 
水产品质量与安全追溯管理的实施需要建立一

整套技术体系, 根据生物、化学标志物，指纹化合物
形成资源数据库，建立和完善多级互联互通的可追溯

网络，开发推广普及多样性食品可追溯终端，引导企

业和行业建立覆盖面全、链条完整的追溯体系，保障

水产品质量与安全。目前我国已基本解决了追溯体系

建设中的关键技术问题, 水产品追溯体系已初见雏
形，但还没有建立起宽覆盖的溯源体系。 

我国水产品风险评估方面经过 10年的发展已取
得一定的成绩，逐步建立了风险分析制度，并初步开

展预警和召回制度，但由于起步较晚，对水产品产业

链中危害因子生成的基础研究薄弱，因此理论研究与

实际应用之间联系不强，与国外发达国家存在一定的

差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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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新型研究保障水产品安全 

“水产品质量与安全”专题，在检测技术、质量控
制、溯源、预警、风险评估、鉴别等相关技术领域内

对投稿稿件按照《食品安全质量检测学报》的创新性、

科学性、实用性标准进行筛选。本期共收录了研究水

平相对较高的 18 篇优秀学术论文，分别从水产品质
量与安全领域的检测技术、质量控制、风险评估等方

面进行研究。 
本专题收录的 5篇综述性文章，对农兽药残留、

转基因食品检测技术、水产品鲜度评价方法、转基因

鱼的安全性及水产品质量安全及监管体系等方面的

研究进展进行了详细论述。 
10 篇研究性论文被本专题收集，从不同层面介

绍了提升水产品质量与安全的检测技术。首先，针对

水产品中特有的危害因子多氯联苯、甲基汞，分别建

立简单、快速的毛细管气相色谱检测方法和操作简

单、灵敏度高甲苯萃取-原子荧光光谱检测法。其次，
针对水产品中的农兽药残留及非法添加物的检测，本

专题选录了数篇原创性强较强的论文，详述了丙酸睾

酮、呋喃苯烯酸钠、红霉素、硼酸的具体检测和确证

方法的开发，且均利用目前国际上较为先进的仪器分

析方法，其中有些方法为首次提出或者具有引导意

义，技术上已接近或达到国际领先水平。再次，本专

题中加入了高纯度牛磺酸提取检测方法和首次从蟹

黄、鱼籽中测定雌二醇的方法，为水产品食用安全性

提供理论依据。另外海参中外源性糖溶出条件的优

化，为干海参的品质鉴别提供参考。 
对于水产品质量与安全领域的质量控制方面的

研究，为提升水产品食用安全性和为传统方法规模化

加工咸鱼提供理论指导，本专题引入海鱼加工过程中

的质量控制研究和水产品中氧化三甲胺含量的测定

研究。 
本期专题通过对多重耐药副溶血性弧菌耐药性

的研究，加强对致病性副溶血弧菌的风险控制；分析

国内外渔药残留标准差异，进一步完善我国水产品中

渔药残留标准体系。 
本期的 18 篇综述及研究性文章，立意新颖，选

材广泛，涵盖了水产品质量与安全相关领域的技术、

法规、政策、体系等方面。本专题的文章是从大量来

稿论文中通过层层筛选获得，具有较高的水平，既能

反映出当前我国水产品质量与安全检测技术、质量控

制、标准体系、风险评估领域研究热点、前沿技术及

发展方向，又能推动本领域与国际相关研究接轨。同

时本期专题的论文整体比较集中于水产品中化学危

害物的分析，而对微生物污染、超范围超限量使用食

品添加剂等水产品中存在其他问题涉及相对较少，这

与著者的收稿意愿与期刊录稿量相关，但并不能详尽

地反应目前国内整体研究方向或水平。 
希望本期专题的出版能够增进水产品质量与安

全工作者间的技术交流, 提升水产品质量与安全领
域科技支撑能力，保障水产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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