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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 HACCP 为基础的鳗鱼产品 

身份追溯系统及其应用成效 

张信仁*，李今中，吕水源 

（三明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福建 三明 365000） 

摘要:目的介绍以 HACCP 为基础的鳗鱼产品身份追溯系统。方法通过分析出口鳗鱼企业历史现状和存在困境, 

提出综合应用 HACCP、GAP、GSP 体系
(1)
，建立一个科学、有效、严密、可追溯的鳗鱼产品身份追溯系统。

结果鳗鱼产品身份追溯系统实施至今，成效明显，推广应用价值高。结论阐述了鳗鱼产品身份追溯系统及

其应用成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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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鳗鱼规模养殖加工在我国历史不长，但是发展很快，从上世纪七十年代首次引进鳗鱼养

殖至今已成世界上最大的鳗鱼养殖、加工和出口国家。鳗鱼产品已成为我国五大优势出口农

产品之一，其中烤鳗出口占世界贸易量的 80%以上，主要生产出口省份为福建和广东。福建

省是全国最大的鳗鱼养殖、出口基地，年产鳗鱼占全国的 1/2和全球的 1/3，绝大部分是由

鳗鱼加工成烤鳗出口，其中 80％以上出口日本。由于鳗苗和消费市场两头在外，受国际市

场影响较大。特别是进入 21 世纪以来，出口鳗鱼及其产品农兽药残留事件一波未平一波又

起：从 2002年日本、美国对我国出口的动物源性食品批批检测 11种药物残留开始，韩国、

日本大肆渲染在我国出口鳗鱼中检出恶喹酸和汞严重超标，到 2003年的“恩诺沙星事件”、

2005年的“孔雀石绿事件”、2006年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实施，以及 2007年 6月 29日开

始美国对来自中国的鳗鱼等四种水产品采取自动扣留措施等等。许多企业在一次次药残事件

面前面临关停倒闭的危险，严重影响了我国鳗鱼出口和鳗业可持续发展,对鳗鱼产业造成沉

重打击
(2)
。作为出口监管部门也深感压力重大，经多方调研并同辖区出口企业一起分析鳗鱼

历次出口危机，我们认为要从根本上保障出口鳗鱼产品的安全卫生，摆脱出口食品企业所面

临的困境，谋求企业经营利益的最大化，仅靠生产加工过程建立 HACCP体系是远不够的，重

点要从鳗鱼养殖源头的安全、卫生质量抓起，在鳗鱼养殖环节引入良好农业规范 GAP体系
(3)
，

在鳗药采购供应环节引入良好药品经营管理规范 GSP 体系，在鳗鱼加工环节实施和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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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CP体系
(4)
，并在这三个体系基础上探索建立“鳗鱼产品身份追溯系统”，从而建立一个贯

穿鳗鱼养殖、生产加工全过程的安全控制模式，从根本上解决药物残留问题，有效保障鳗鱼

产品的质量安全。 

1 鳗鱼产品身份追溯系统简介 

1.1 GAP、GSP 、HACCP体系简介 

1.1.1 良好农业规范 GAP(Good Agriculture Practice)是国际公认的从源头保障农产品质

量安全的有效措施，是当今世界倍受推崇的管理模式。对鳗鱼养殖实施 GAP 主要对养殖场

选址、饲料供应、设施设备、鱼病防治、渔药的合理使用、养殖生产过程的记录和追溯、员

工培训、鳗鱼福利及员工福利提出严格的要求，对养殖的每一个关键环节都进行规范控制，

最大限度地减少养殖风险，保证鳗鱼产品的质量
(3)
。 

1.1.2 良好供应规范 GSP (Good Supply Practice)是指在药品流通全过程中，用以保证药

品符合质量标准而制定的针对药品采购、验收、仓储、发售以及用药指导和药效跟踪进行规

范管理和控制。鳗药供应管理实施 GSP 主要依托当地鳗业协会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对药品

经营全过程进行有效的质量控制，防止质量事故发生，确保向鳗鱼养殖用户提供安全、有效

的合格药品。 

1.1.3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 HACCP (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是

一种建立在良好操作规范 GMP 和卫生标准操作规程 SSOP 基础之上的控制危害的预防体系，

是用来保护食品在整个生产过程中免受可能发生的生物、化学、物理因素危害的安全保证系

统，在出口食品生产领域推广应用较普及。其宗旨是将这些可能发生的食品安全危害消除在

生产过程中，而不是靠最后的检验来保证产品的可靠性。 

1.2 鳗鱼产品身份追溯系统的建立 

鳗鱼产品身份追溯系统的建立要以鳗鱼出口企业为依托，建立并有效运行完善的 GSP、

GAP、HACCP体系为基础，通过计算机软件设计开发，采用动态交互式网络开发 ASP.NEP技

术；交互文本语言 HTML、XML、AJAX、DIV+CSS；数据挖掘技术及数据库语言 SQLSERVER2000。

以实验室规范管理和严格检测作为追溯信息技术支撑的设计理念,实现对鳗鱼养殖过程和生

产流程的回溯查询和监管,通过采集鳗鱼养殖、加工过程中的质量安全卫生控制关键信息，

并将这些信息有机组合成完整的可追溯的信息，在互联网上（网址在鳗鱼产品包装箱及包装

袋上明显标识）以中、英、日三种语言，通过不同界面供消费者、采购商以及进出口国官方

监管部门查询，随时展示其完善的质量安全控制体系，展示其严密的由 GSP、GAP、HACCP

http://www.qaiso.com/HACCP/
http://www.qaiso.com/download/biaozhunzhongx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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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成的供应链全过程控制，以取信于采购商、消费者、进出口国官方监管部门，从而提升产

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 

鳗鱼身份追溯系统可以增加鳗鱼产业链的透明度，消费者可以在客户终端，通过互联网

输入生产批次号（追溯跟踪识别唯一代码）了解所购鳗鱼产品的全部信息，满足了消费者的

知情权和选择权，为保护消费者权益提供了有效手段
(5)
。 

2 鳗鱼产品身份追溯系统应用成效 

2.1提高鳗鱼附加值，延伸产业链，促进产业平稳发展 

三明检验检疫局从 2007 年下半年开始指导辖区出口鳗鱼企业建立鳗鱼产品身份追溯系

统至今，通过跟踪调查、统计、分析：该企业烤鳗出口值及精深加工产品的比例逐渐增长（详

见附表 1），取得了显著的成效。尤其是 2008年以来，由于受国际金融危机和贸易技术壁垒、

食品安全事件、人民币升值等诸多因素影响，烤鳗出口行业遇到前所未有的困难，众多烤鳗

厂停产，行业景气度持续下降，但是该企业烤鳗出口逆势增长，出口值首次突破 2000 万美

元，并逐年递增，在全省同行业中烤鳗出口排名逐年靠前，在全国鳗鱼产业中位居前列。这

些得益于建立并有效实施鳗鱼产品身份追溯系统后产品质量安全有保障，产品订单价格逐步

提高，并且从 2008 年开始国外客户也较放心将大量鳗鱼精加工产品订单交该企业，开发生

产鳗鱼精加工高端产品，提高了鳗鱼制品附加值，延伸了产业链，开启国外尤其是日本鳗鱼

产品高端市场，目前该企业鳗鱼精加工高端产品已占据其出口量值的半壁江山。 

附表 1 ：福建某鳗鱼出口企业 2007-2012 烤鳗出口情况 

烤鳗出口量和值\年份 2007 年 2008 年 2009 年 2010 年 2011 年 2012 年 

烤鳗出口值（万美元） 1890 2020 2176 3791 5635 4672 

精加工比例（%） 6.6 18.6 26.3 34.8 36.0 52.2 

注：2012年受钓鱼岛事件影响，出口量值有所下降，但是精深加工比例增幅明显。 

2.2 保持和开拓市场，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企业从中获益 

好的、有名的零售商为了保持自身的信誉，通常愿意购买质量安全有保障的产品。食品

生产企业如果具有一整套被零售商认可的、保证其产品质量安全的管理体系，企业就拥有了

进入该类零售渠道和大型超市的敲门砖，不但可以获得经济上利益，可以保持原有市场，而

且可不断开拓新的市场。鳗鱼产品目前在国内市场没有足够的消化能力，主要靠出口消费,

日、美、欧、韩等发达国家都是我国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但是近年来，恶性食品安全事件的

频频发生，使得消费者越来越在意所食用的产品是否安全，同时也使消费者愿意为质量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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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性高的水产食品支付更高的价格。一个科学有效适用的可追溯系统有利于满足消费者的

需求，从而提升产品国际竞争力
(6)
，同时，企业自身出口货值及产品占据进口国高端市场的

比例也将成倍增长，企业因此而获益。 

2.3 有利于提高产品质量，提高企业的管理水平 

鳗鱼产品身份追溯系统是一个涉及原辅料供应商、养殖和生产加工者、消费者各方面的

综合管理系统。三明辖区试点企业实施该系统以来鳗鱼产品质量稳定，连续六年未发生客户

投诉及被国外通报事件，取得显著效果。生产企业可以通过对供应商的资格审查和对原材料、

养殖过程、生产过程和最终产品的内部质量分析，及时消除质量安全隐患，剔除不合格产品

并提高产品质量和品质安全，从而降低管理成本，提高企业管理水平。 

2.4 增强抵抗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能力，适应国际市场高标准和严要求 

出口企业实施鳗鱼产品身份追溯系统后，加强了市场开拓和研究，可对国际水产食品贸

易法规变化做出迅速的反应，增强抵抗技术性贸易壁垒的能力，保持鳗鱼供应链之间与产品

质量安全相关信息的及时沟通，以便及时调整控制措施，消除质量安全隐患，减少法律责任，

更好适应国际市场对鳗鱼产品的高标准和严要求。 

2.5 形成可追溯示范效应，推广应用前景广阔 

福建某公司鳗鱼身份追溯系统的建立和运行几年来，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为其他相关企

业提供实施可追溯的参考，向民众展示可追溯在保障食品安全上发挥的功用，以示范效应带

动可追溯的推广应用。在福建和三明两级出入境检验检疫部门的推动引导下，2010年开始已

在福建辖区得到积极推广和应用，并从鳗鱼水产业推广至其它出口行业。如今已有福建某水

产公司罗非鱼、福建某食品集团公司的番茄制品、福建安溪茶叶、福建某食品股份公司的有

机笋等出口企业建立了身份认证与供应链管理系统。几年来运行该系统的企业，其出口批次、

数量及金额保持持续增长，效益稳步提升，未发生客户投诉及被国外通报事件，同时也引起

许多其他出口企业和国外采购商的关注，取得良好效果。今后该系统应用辐射面将陆续扩大，

推广应用前景广阔
(7)
。 

结束语 

在市场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各进口国为保护自身的利益，不断设置技术壁垒，提高

市场准入门槛。随着人们对水产品质量安全卫生要求的不断提高，国外水产品贸易技术壁垒

的设置不断变化和检测项目数量指标的层出不穷，使得我国出口鳗鱼产品面临日益严峻的考

验，其中药物残留是制约鳗鱼出口的瓶颈。据了解，几乎所有的出口鳗鱼加工厂都已建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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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CP 为主的体系，但还是难以确保产品的药物残留能完全符合各进口国要求，表明单一

HACCP体系在鳗鱼产业的应用效果还存在差距。为有效控制鳗鱼中的药物残留及其他安全隐

患，需将 HACCP原理应用于贯穿初级生产到最终消费的整个食品链，始于养殖场，止于消费

者，全过程预防控制鳗鱼的安全危害，建立起以预防为目的、过程控制为主线的质量监控体

系，监控整个养殖、加工和销售过程，从养殖源头开始消除或降低鳗鱼产品安全隐患，保障

其质量安全卫生，从而促进水产品国际贸易，推动中国水产品工业健康、有序、快速的成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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