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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水产品的质量安全问题关系到广大人民的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 在水产养殖和加工的过程中, 投入

品的合理使用, 对于改善水质、预防疾病、提高水产品质量都具有重要作用。然而由于投入品种类繁多、成

分复杂等原因, 导致许多投入品生产与使用不当的现象, 严重威胁了水产品的质量安全。因此, 必须严格规范

使用水产养殖投入品, 着力构建出完整的适用于投入品的生态安全评价与监管体系, 减少投入品对水产品质

量安全的负面影响。本文阐述了投入品使用现状和主要存在的问题, 以及对水产品质量的影响。同时介绍了

选择性育种等国际关注的新型研究方向, 并提出相关管理建议和改善措施, 帮助构建水产养殖投入品市场的

良好秩序, 推进水产养殖业未来的可持续性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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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aquatic products is related to the health of the people. In the process of 

aquaculture and processing, the rational use of inputs plays a positive role in improving water quality, preventing 

diseases and improving the quality of aquatic products. However, due to the variety and complex composition of the 

inputs, the improper production and use of many inputs have seriously threatened the quality and health of aquatic 

product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trictly regulate the use of aquaculture inputs, strive to build a complete ecological 

safety evaluation and supervision system applicable to inputs, and reduce the negative impact of inputs on the qual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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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safety of aquatic products. This paper pointed out in detail the application status of inputs and the main existing 

problems, as well as the influence on the quality of aquatic products, then introduced new research directions of 

international concern such as selective breeding and proposed improvement measures to help build a good order of 

aquaculture inputs market and promote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aquaculture industry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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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  引  言 

我国是渔业捕捞和水产养殖的大国, 水产品作为人

体重要的动物蛋白来源之一, 不仅口感鲜美, 还富含微量

元素和不饱和脂肪酸等营养物质, 一直以来广受消费者的

喜爱。水产投入品是指在水产品生产过程中投入的苗种、

渔药、饲料等物质, 是水产养殖中必需的重要物质基础, 

具有促进水生动物生长、提高机体抵抗能力、防虫除害、

净化水质等功能, 其质量好坏与使用状况直接关系到水产

养殖业的稳定发展, 对水产品质量、水域卫生、生态安全

有重要影响。随着新的培养体系和各种微生物疾病的出现, 

水产药物的广泛应用得到了进一步加强。然而, 投入品的使

用给水产品和水域环境也带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很多化学

物质在实现自身功能的同时也会带来副作用, 抑制某些水

生物的正常生长, 对环境也具有不同程度的毒害作用[1]。除

此之外, 生产和应用市场上也乱象横生, 例如饲料和兽药

中违规添加禁用药物、兽药产品成分标识不明或不属实等

现象[2]。还有某些商家企图用“非药品”等其他名义来掩盖

其生产的产品, 将本应按照饲料、渔药管理的药物刻意地

进行重新包装, 以此躲避监管人员的检测。有的厂家甚至

在商品生产过程中掺假使假, 这些现象都对水产品质量与

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的安全隐患。 

近年来为减少水产投入品的违规生产和不当使用 , 

强化对水产养殖用兽药、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等投入的管理, 

农业农村部每年均组织开展水产养殖用兽药及其他投入品

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3], 相关部门愈加重视构建水产投入

品从生产到使用的良好秩序, 同时开始实施投入品使用的

白名单制度[4], 即将获得生产许可的企业生产出的合格饲

料、渔药等纳入投入品的白名单之内, 严厉打击使用假劣

兽药或白名单之外的投入品, 逐步整治各个地区的投入品

违法生产、使用现象。农村农业部对各地的监管部门提出

明确要求, 定期按时发布当地水产投入品的监督、检测情

况以及水产品质量卫生的现状, 对可能出现或潜在的水产

品安全风险采取及时的信息警示。这在一定程度上划清了

投入品合理与违规使用的界限, 让某些不法生产商家与养

殖户不再有可趁之机, 也为水产养殖业者提供了一份安全

可靠的投入品清单。 

本文从我国目前水产投入品使用现状、对水产品的质

量安全影响等方面阐明了水产投入品的基本情况, 重点揭

露了投入品从生产至应用各个环节中的违规现象以及对水

产品质量安全的不利影响, 从水产养殖业的不同角度分析

投入品存在问题并分别提出管理建议与改善措施, 旨在为

促进未来投入品在水产品中进一步规范应用提供理论指导, 

也为投入品保障水产品质量安全提供参考。 

1  水产养殖的投入品使用现状 

1.1  水产投入品基本情况 

在水产养殖的各个环节中, 例如鱼苗繁育、鱼池消毒、

物流运输、产品保藏等过程均有投入品的参与, 以投入品的

用途和管理模式将其主要分为苗种、饲料及添加剂、渔药。 

1.1.1  苗  种 

苗种是指用于繁育、增殖养殖、生产的遗传育种材料, 

也是最基本的投入品。我国现阶段的苗种投入又主要分为

淡水鱼苗、海水鱼苗、虾苗等[5]。如今我国养鱼面积仍在

继续扩大, 因此对苗种的需求也在持续性上涨。目前, 全

国水产品种 550 多种, 拥有 300 多种实现了全人工繁育的

水产养殖经济品种, 年提供苗种已达 6 万亿尾以上, 2021

年水产品产量超 6575 万 t[6]。 

1.1.2  饲料及添加剂 

饲料及其添加剂是水产养殖最常用的投入品之一 , 

主要为水生生物提供生长所需的蛋白质和能量, 其生产与

使用的数量随着苗种数量和种类的增加呈上升趋势, 据中

国饲料工业协会统计, 2021 年我国水产饲料产量已达 2293

万 t, 同比增长 7.98%, 尽管受到疫情影响, 2022 年 1~8 月中

国水产饲料产量已完成 1803 万 t。新型饲料品种和微量物质

添加剂也随之更加多变, 其中少量的添加剂成分以其特定

目的和功效被加入饲料之中, 例如酸化剂可用于提高鱼类

性能, 提高饲料的消化率或抵抗营养物质的负面影响 [7]; 

益生菌[8]、益生元、植物成分添加剂[9]对鱼群肠道的改善。 

1.1.3  渔  药 

渔药是指在水产养殖的过程出于预防病害、净化水

域、清理病菌等目的而投入的药物, 其应用对象主要是水

产养殖动物, 其次是水生植物和水域环境[10]。渔药种类繁

多, 根据其用途, 主要可分为抗菌药[11]、消毒类药、抗寄

生虫药[12]、抗病毒药[13]、环境改良剂[14]、调节代谢和促生

长药物、免疫增强剂[15]以及中草药等[16]。例如氟苯尼考、

柳氮磺胺甲嘧啶等抗生素可短期应用于治疗鱼群感染的细

菌性病毒[17]; 淡水鱼群中寄生虫的感染率高, 包括单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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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生动物、甲壳类动物和节肢动物等[18], 可用氟喹诺酮类

等药物辅助治疗寄生虫感染。渔药是我国渔业生产者现阶

段防治水产动植物病害的首选途径, 市场对渔药的需求量

也越来越大, 渔药的生产仍将呈发展趋势。据统计, 我国

专业性渔药企业可生产 500 余种渔药, 其中消毒剂约占

35%, 抗菌药、中草药以及其他类渔药只占 20%左右; 总产

值在 4 亿元以上。 

1.2  投入品生产、应用及管理乱象 

1.2.1  药物滥用, 分类笼统 

目前市场上的水产投入品繁多且不断有新品种涌现, 

其中许多产品冠有相同名称, 而成分与效果各异; 还有的

成分相同或相近, 而名称却不相同。同时在投入品的使用

中, 滥用现象始终频繁出现[19]。当水产养殖动、植物病害

发生时, 水产养殖业者大多选择盲目增大药物用量, 反复

使用某些药物, 如福尔马林的消毒浓度从每立方水体几十

克增长至几百克, 抗生素类药物的消毒浓度从每立方水体

几克增至十几克, 甚至挺而走险使用某些违禁药物企图挽

回局面。更有养殖户在疾病未发生前, 就在水产动物饲料中

添加抗生素类药物。这些药物的滥用即使在短时间能取得一

定成效, 但从长远的角度看, 不仅不利于水生物对病害的抗

逆性和健康生长, 还容易导致养殖水体发生污染、水体生态

结构遭到破坏等[20]不良后果, 威胁水产品的质量安全。 

1.2.2  质量存疑, 标准过简 

由于不同地方的投入品存在不同标准, 市面上的产

品质量参差不齐, 很多投入品同时缺乏有效的药物学试验

和安全性评定, 对其有效范围和使用条件的了解并不清

楚。而且有些生产厂家对产品标注过于简单, 并未准确标

明产品的成分, 看不出具体是何种成分在起功效。这就会

导致同性质同类别的药物连续使用的现象, 也无法根据其

有效成分对症下药。甚至还有不法商家盗用他人的生产许

可证, 将不符合规定或过期失效的劣质产品重新包装上

市。这些都使养殖户在市场上繁多的投入品中, 很难正确

筛选和识别质量有保证的产品。 

1.2.3  产品说明不准确, 养殖户合理使用存疑 

从渔药市场买到的水产投入品的说明书, 大部分都

写着类似的功能, 例如调节水质, 降低水中的氮和氨, 减

少亚硝酸盐。根据某些药物说明书描述, 这些投入品在解

决水产养殖问题上甚至是万能的[21], 这显然不切实际。由

于这些药物的说明过于简单, 而我国大部分水产养殖户的

专业知识储备仍有待提高, 这就进一步导致了药物的滥用

和错用。例如将粉末剂加水后就直接喷洒, 细菌液体简单

稀释后就直接喷洒等[22]。很多商家为了追求利益, 在说明

书的指导上夸大了药物的作用与安全性, 并没有提及其副

作用, 甚至为了提高产量而诱导养殖户加倍的使用该药物, 

容易导致水生物的生物多样性失调, 不但提高了养殖户的

养殖成本, 还给他们带来潜在的养殖风险。 

1.2.4  生产水平参差不齐, 管理机制存在漏洞 

一方面, 我国目前许多投入品的小型生产厂家技术

水平偏低, 科技含量不高, 生产过程中存在众多安全隐患, 

如基础设施和生产条件落后、管理不规范、投入品制定标

准滞后等现象, 生产出来的投入品没有经过有效的试验和

监管部门的检测便投入市场并应用于养殖中。另一方面, 

相关监管部门众多, 但管理职能却存在有重复或空白的领

域, 缺乏权威机构的主持鉴定和裁决[23]。在投入品的纠纷

事件中, 利益受到损害的养殖户维权途径烦琐且困难, 走

常规的司法程序对于养殖户的时间成本往往会消耗很高, 

这也就导致了某些养殖户选择通过低价处理一些质量存在

问题的水产品来弥补一定的经济损失, 但却给水产品市场

带来了质量安全上的重大风险。 

2  投入品对水产品质量安全的影响 

2.1  苗种影响 

苗种是渔业的生产资料, 鱼苗的质量好坏对其存活

率、生长速度以及抗逆性都起到重要的影响。优质鱼苗通

常生长速度快、抗逆性强、存活率高, 而劣质鱼苗则相反。

一方面, 近亲繁育与繁殖季节后期所产的鱼苗体质相对较

弱, 种质退化容易得病, 生长缓慢且死亡率高[5]; 另一方面, 

某些苗种场内部的质量安全和卫生指标不合格, 在苗种的

生产过程中未严格按照国家标准进行培育, 甚至存在违规

用药现象。这些劣质鱼苗生长缓慢, 存活率一般低于 30%, 

且容易感染疾病, 甚至会影响优质鱼苗的正常生长, 导致水

产养殖的整体回报率降低[24]。劣质鱼苗培育出的水产品往

往体型更小且体表缺乏光泽, 常有畸形个体, 其鲜嫩程度、

营养效果与口感等品质也远不如优质鱼苗所培育出的水产

品, 且体内更易携带病菌, 影响水产品市场的质量安全。 

通过选择性育种来改良鱼苗的遗产特性的研究, 近

年来饱受国际关注, 这不但可以提高水生生物的存活率

和水产品生产的效率 , 还可减少对饲料等资源的消耗 , 

这就意味着经过选择性繁育的苗种可以更好地利用有限

的资源[25]。选择性育种计划在国内外已经纷纷展开了实验, 

根据遗传变化的记录进行调整和制定方案, 使用了多种测

量遗传变化程度的方法, 取得了不同程度的成功[26]。据统

计, 大多数选择性繁育的水生物种生长速率的遗传增益每

代在 10%~20%之间。在实践中, 这也就意味着有可能在四

到七代内将增长率翻一番。其他经济上重要的性状也获得

了遗传增益, 例如抗病性、性成熟年龄和产卵日期等[27]。 

2.2  饲料影响 

饲料是渔业的物质基础, 优质的水产饲料不但会供

给水生动、植物生长所需的营养成分, 还具有净化水域、

提高水产动物抵抗力等功能, 保障了水域生态安全与水生

动物的健康生长。饲料的实际生产过程需要经过烦琐的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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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 包括农作物的采集与加工、饲料的运输与保存等, 任何

环节出现问题都会影响最终的饲料成品质量。例如, 饲料的

生产原料或者产品饲料在运输、保存的过程中由于不利的环

境因素影响, 容易滋生黄曲霉菌、赤霉菌等微生物, 造成生

物性污染。同时由于饲料原料大部分源自于农作物, 而有的

农作物在种植过程中大量使用了化肥、农药等化学物质, 这

些化学物质残留难以检测, 并容易存在于饲料产品中。另外, 

人类目前对转基因的研究还不够透彻, 因此转基因农作物

制作的饲料也增加了水产养殖的风险[28]。如果将这些含有

化学药物或有害物质的饲料喂给水产动物, 则会在体内残

留有毒物质, 影响其健康生长以及最终水产品的质量安全。 

各个养殖品种在不同生长阶段所需饲料的营养要求

都不尽相同 , 幼鱼对饲料中的蛋白质需要量一般为

40%~48%, 成鱼为 28%~33%。如果养殖户不经过合理配比

投喂饲料, 依然会起到负面的影响。例如投喂过少会导致

水生动物缺乏营养, 体质变差, 生长减慢; 而投喂过多可

能会导致水域的富营养现象 , 造成鱼体肝脏脂肪积累 , 

破坏肝功能。还可能对水质的 pH 产生影响, 造成局部水

域的酸度过高, 严重时会增加生物的死亡率[29]。饲料中非

法掺入添加剂的现象同样值得注意, 例如饲料中的三氯

氰胺[30]、抗生素类药物、高剂量重金属[31]等, 不能企图借

此短期内提高水生生物的生长能力。水生生物对重金属有

较强的富集作用, 会使鱼的免疫功能、呼吸强度等基本生

理特征受到不同程度的损伤[32], 不但会降低水生动物的存

活率, 还会与其他残留药物通过食物链进入消费者的体内

威胁人体健康[33]。而新型功能性绿色饲料添加剂的不断研

发和改良, 对降低水产养殖成本、增强水生生物抗病能力

和生长速率等作用在未来仍具有强大潜力[34]。 

2.3  渔药影响 

水产品中渔药投入的初衷是为了促进生物的健康成

长, 预防常见疾病和改善水域生态环境[35], 但由于其不规

范使用所造成的养殖环境和水产品质量问题日益突出, 药

物残留超标现象严重影响到我国水产品的内销和出口。据数

据统计, 2022年 1~4 月中国罗非鱼被检测出药物残留导致美

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拒绝进口共 29 批次, 较去年同期剧

增 3 倍。首先, 养殖水产品在喷洒药物后, 药物的代谢物质

会残留在水域环境中, 这些难以降解的化学残留物会发生

转移或积蓄在水生动、植物体内, 不利于其健康生长。据研

究表明, 鱼类的生活史及其生理特征可能会使它们更容易

受到药物和化学物质的影响[36]。其次, 抗生素类药物的长期

使用, 很容易增加菌株的耐药性, 导致水域中对药敏感的种

群数量减少[37], 更容易引发水生动、植物的耐药菌株感染。

而一旦水生动物体内对药物产生了一定的耐药性, 则会导

致后续用量越来越大, 同类药物对于该种病情的效果会越

来越差, 进一步扩大了病害的程度, 提高了治疗成本。而长

期含有药物残留的水域会引起水产品整体生长速度减慢, 

生长周期缩短, 繁衍能力也会下降[38]。在这种情况下, 水

产品很难保证良好的生长态势, 经济效益也会显著下滑。 

化学药物在水产品体内的积累使其质量骤降, 大大

减弱了其原有的医疗功效和营养品质, 也导致了鱼类消费

者无形的食用抗生素, 可能诱导人体体内的某些耐药菌株

萌发, 降低机体免疫能力。药物残留一旦在人体浓度积蓄

到一定量时, 则会对人体器官造成损害。例如链霉素等氨

基甙类抗生素的积蓄会损伤听觉神经及肾功能; 四环素类

抗生素的积蓄会抑制幼儿牙齿发育和骨骼的生长[39]; 硫铵

类则会对肾脏造成损害; 氯霉素能引起再生障碍性贫血和

颗粒性细胞缺乏症, 导致白血病等[40]。 

细菌的抗生素耐药性和抗生素残留的增加, 已经成

为了全球关注的问题。在水产养殖中有必要开发针对细菌

病原体的替代疗法。其中, 接种疫苗是预防传染病的理想

方法[41], 但不能针对现有感染的疾病, 且在水产养殖领域, 

目前市售疫苗非常有限。另一种替代治疗的来源是精油[42], 

它是来自植物的天然成分, 通常被认为是安全物质。由于

它们的抗菌特性, 这些油可能成为水产养殖中的替代预防

和治疗剂。此外, 噬菌体治疗因其在预防和控制病原体感

染方面的优势而备受关注[43], 自 1999 年以来, 噬菌体已成

功地应用于水产养殖设施中。 

3  水产投入品的规范使用和管理 

3.1  从养殖户的角度出发 

想要控制好投入品的合理使用, 保证水产品的质量安

全, 养殖户必须承担其相应的责任, 树立起规范使用投入品

的意识, 主动学习与水产养殖相关的专业知识, 降低人为因

素引起的水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首先, 池塘的前期准备是提

高鱼类产量的第一步。在苗种选择过程中把好源头关, 找正

规、有生产许可证明的苗种生产厂家选购优质鱼苗, 保证全

部苗种质量的可追溯[44]。除了苗种的选择, 鱼苗下塘前也应

做好充分准备, 例如利用密眼网对培育池塘进行拉网处理, 

对鱼塘内的杂鱼、蛙卵、杂草、昆虫等进行有效清除[45]; 在

池底铺洒生石灰, 完成对池塘内部有害细菌和寄生虫的清

除[46]; 同时做好抗应激处理可以有效提高鱼苗活力, 保证

种苗在新的养殖环境中顺利生长。而饲料也应该根据环境、

温度以及水生生物的具体生长情况等进行科学、合理的投饵, 

以免造成不必要的浪费或对水域环境的污染[47]。 

养殖户在药物的使用中应严格秉持正确原则: 不可

威胁人体健康以及水域环境的生态稳定; 坚持“防治结合”

的原则去预防和治理虫害、疫病[48]; 严格使用获得生产许

可证以及执行证的药物并仔细了解药物的使用方法与时机; 

不可盲目用药或增大用药剂量与次数, 这不仅会造成药物

残留, 进一步恶化水质。甚至会产生病菌、寄生虫越杀越

多、越杀越难杀的现象, 或者造成水生生物的慢性中毒, 

带来更大的经济损失。当水域发生病害或其他极端条件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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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向当地的水生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寻求帮助, 借助专

业人员的分析, 对病害做出合理科学的应对措施, 更加高

效快速地根除病害。同时由于水域在养殖过程中会产生大

量的残饵、鱼类代谢物和药物残留, 以及受到工业和生活

污水的污染, 池底淤泥增厚, 硫化氢、非离子氨等各种有

害物质滋生[49], 威胁整片水域环境的稳定发展。应定期使

用生物制剂养护水生植物并清理池塘, 定期在饲料中混合

微生物饲料添加剂, 注重营养的消化和吸收, 改善池塘的

水质、鱼体微生物环境, 从源头上根除病害适宜的生存环

境。作为养殖户, 应始终以培育出健康的水生动物作为自

身最高的目标指向, 而数据统计安全性也正是消费者购买

水产品决策的最重要因素。 

3.2  从生产者的角度出发 

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的质量保证是水产养殖中的关键

环节, 作为投入品的生产者更应主动承担起应有社会责任, 

积极响应国家不断推行的新型管理政策, 抵制投入品生产

中的不正当违法行为, 配合监管部门的管理和检查, 对于

行业中他人出现的违法行为应主动予于举报, 维护行业名

誉。开办生产兽用生物制品的企业, 必须先由所在省或自治

区、直辖市农业厅同意, 再报农业部审核批准, 严格遵循农

业部制定的《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50]进行管理企业。

根据农业农村部发布的《关于加强水产养殖用投入品监管的

通知》[51], 任何水产养殖用的投入品, 都必须按照渔药、饲

料及添加剂的标准进行监管, 不论冠以任何其他名称, 都要

在获取了生产许可证和产品批准文号后才可进行生产和上

市。同时对水产养殖用投入品开始实施白名单制度, 生产者

想要上市的产品需要通过安全性评定、稳定性试验等一系列

法定检测程序, 验证了该产品在质量、卫生、成效等各方面

都合格, 符合政府的强制性标准, 才批准进行生产。不可按

照仅有自行声明的产品企业标准, 严格遵循农业农村部对

产品的安全性评价和临床试验, 合法生产白名单内的投入

品。根据《兽药管理条例》[52]最新修订, 研制新兽药, 应当

在临床试验前向临床试验场所所在地人民政府兽医行政管

理部门备案, 并附具该兽药实验室阶段安全性评价报告及

其他临床前研究资料。只有不断加强企业自律, 提高企业诚

信, 完善质量管理体系, 以信誉取信于社会, 服务于人民, 

才是生产者长久发展、走向成功的唯一捷径。 

3.3  从消费者的角度出发 

消费者作为整个水产品加工、生产、出售链的终端, 

保证消费者的安全和满意是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的最终目

的。消费者对水产品的满意程度、挑选倾向以及相关意见

对整个水产养殖业都具有重要的指向作用, 消费者自身具

备的食品安全防范意识和实践也会大大提高水产品安全管

理的效用。在购买水产品时尽可能发挥消费者的安全意识, 

主观选择安全、放心、经过国家权威认证的绿色水产品。

学会发挥消费者安全意识的监督作用, 对水产品生产及销

售的整个流程都有着依法监督的权利, 成为水产品安全监

督体系中的组成成分和有生力量。随着我国水产品质量的

不断增加, 以及市场经济的发展完善, 消费者在供求双方

中逐渐处于主导和支配地位, 消费者的行为对水产品企业

行为乃至企业的生存发展起着愈加重要的作用。消费者应

利用法律赋予的权力, 如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赋予消费

者的安全权、知情权、选择权等来维护其自身利益[53], 从

消费者的角度保护水产品的质量与卫生。 

3.4  从管理者的角度出发 

管理是保证整个行业高效运行所必不可少的条件, 想

要保证投入品从生产到使用的各个环节不出差错, 就必须

建立起完整且科学的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系。目前水产养

殖投入品的监管涉及部门多, 行业管理跨度大, 执法主体多

头, 监管未能有效统一。对此政府主管部门应当制定一整套

针对性强、可操作性高的法律法规以及投入品生态安全评价

体系, 使水产养殖整个过程的监管有法可依, 并明确不同部

门的分工。对于政府监管不全、企业自我监督不足的地方, 

可通过行业协会等第三方的参与, 以此更好地弥补政府治

理的缺陷。行业协会可以扩大公众的参与, 并为政府制定水

产品安全监管政策提供充足有效的信息[54]。精确法规中对

于“农业投入品”的涵义, 将除农药、兽药、饲料、肥料等之

外的其他农业投入品纳入监管范围之内。完善投入品的产品

标签标识管理办法, 禁止使用“非药品”等引入歧义、存在虚

假宣传的标识内容, 规范产品标识管理。根据农业农村部畜

牧兽医局等相关机关研究制定的《依法应按兽药管理的水产

养殖用物质类型清单》[55], 对水产养殖用的投入品种类进行

了严格的监控, 未经审查批准, 不得生产、经营或进出口。 

还应强化对行业中违规违法行为的惩治手段, 避免

出现违法成本低, 违法者不惧罚的现象。根据 2022 年《兽

药管理条例》[52]最新修订, 新增了对开展兽药临床试验应

当备案而未备案的处罚, 给予警告并处 5 万元以上 10 万元

以下罚款, 给他人造成损失的, 依法承担赔偿责任。除此

之外, 提高业内人员的总体素质水平也尤为重要。目前我

国渔业工作者总体素质水平仍不高, 同时养殖户大多缺乏

组织性, 仍然采用分散生产经营的传统模式, 集约化程度

相对落后。政府职能部门应采取相关措施, 注重对这些分

散养殖户的普法宣传教育和健康养殖理念培训, 帮助他们

建立起良好的水产养殖安全意识。安排专业的技术人员向

其传播科学规范的用药技术和使用方法, 引进先进的养殖

手段和优良苗种。从基层上全面提高水产养殖业工作者的

职业素质和能力、法律意识和安全意识, 使他们懂得规范

生产、守法生产以及有法必依、违者必究的道理[56]。管理

者也应根据水产养殖实践中反映出的问题, 不断开展有针

对性的讨论研究和改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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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总结与展望 

水产投入品的管理是影响水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因

素, 想要保证整个水产投入品体系的合理合法运转需要生

产者、养殖户、消费者以及管理者的共同努力, 任何一个

环节出现差错都可能使最终的水产品质量大打折扣, 甚至

影响整片水域的生态环境, 这也关系到消费者群众的切身

利益和生命安全。目前, 药动学、药效学等基础理论研究

水平还相对薄弱, 继续深化这方面的研究是促进投入品全

面安全使用的基础。加强水产药理学、水产养殖种质和遗

传育种等方面的研究, 培育出更加优质、抗逆性强的高产

苗种, 尽可能减少投入品对环境的负面影响。通过对新型

技术和药物的不断研发和引入, 进一步巩固投入品在水产

养殖业中的安全使用。水产养殖业在未来仍然具有很大潜

力, 投入品的相关应用也会持续增加, 望科学进步与公众

意识的提高相同步, 共同促进水产养殖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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