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浅谈 HACCP原理在出口活鱼养殖场的应用 

王丽萍 

（丹东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摘要:本文论述了 HACCP原理在出口活鱼养殖场的应用。通过对活鱼养殖各个危害因素

进行分析，确立有种苗引进、养殖环境、饲料采购与管理、药物使用与管理 4个关键控制点，

找出有效控制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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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ACCP（危害分析和关键控制点）作为一种全新的食品安全管理体系，目前在世界范

围内已得到广泛的应用。我国于上世纪 90年代已将该体系引入对输美水产品的管理，取得

了很好的效果。国家质检总局于 2002年 5月 20日颁布实施了《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卫生注册

登记管理规定》（20号令），首次将 HACCP管理体系纳入其中，使中国出口食品注册企业的

HACCP管理进入了法制化的轨道，对于保证出口食品安全，提高中国食品在国际市场的竞争

力，具有划时代的意义。2011年 5月 20日，国家质检总局颁布实施了《出口食品生产企业

备案管理规定》（142号令），进一步完善了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备案要求，全国各地的出口食

品生产企业普遍建立了 HACCP体系，通过 HACCP体系的建立，使出口食品的安全卫生质量进

一步提高，风险进一步降低。实践证明 HACCP是降低食品风险，保证食品安全最有效、最经

济的管理体系。“安全的食品是生产出来的，而不是检验出来的”这一 HACCP的灵魂已成为

业内人士的共识。 

我国气候温和，有着丰富的淡水资源，淡水养殖量很大，年出口量和出口创汇额都非常

可观，也成为致富脱贫的重要产业。活鱼养殖品种有鲤鱼、鲫鱼、鳜鱼、黑鱼、鲶鱼、鳗鱼

等等，除大量内销外，其中很多活鱼出口韩国、日本、俄罗斯、香港等国家或地区，也有以

养殖鱼为原料通过加工成鱼制品出口。 

从国家对出口活鱼养殖场注册管理至今已有近十年，但养殖场管理仍存在一些问题，发

展参差不齐，病害频发，导致用药管理不善，对药物成分、残留期限不了解或用药时间、数

量、剩余回收等管理不当，导致出口活鱼被国外检出药残、重金属超标等被通报而退回或销

毁，严重影响我地区活鱼出口和我国食品在国际上的声誉。因此，在活鱼养殖生产中应用

HACCP体系，加强活鱼养殖生产过程安全控制，提高质量安全水平，具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活鱼养殖生产流程 



 

 

活鱼种苗验收一隔离养殖一成鱼养殖一活鱼捕捞挑选一中转包装—装箱出口销售 

 二、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的设立 

通过分析，我们认为，种苗引进、养殖环境、饲料采购与管理、药物使用与管理是影响

养殖活鱼安全卫生质量的四个关键环节，必须采取有效的措施，进行严格的控制，制定相关

的管理制度，建立相关工作记录。 

三、对关键控制点的监控及验证 

（一）、放养的种苗要选择规格一致、无药残、健康的优良种苗。引进种苗应当取得所

在地检验检疫机构批准，要从渔业部门批准的种苗场购买，购买前查看种苗药物使用情况或

有关孔雀石绿等药物检测合格证明，购买入场后要隔离养殖 30天以上，根据安全评价结果，

经检验检疫合格后方可投入正常生产，避免在自繁自养期间和运输期间添加违禁药物。必要

时对疫病或者相关禁用药物残留进行检测，做好追溯记录。 

    （二）、养殖环境： 

养鱼场的选址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水源、土壤和气候等构成的养殖环境的好坏直接关

系到养鱼的成败与鱼质量的优劣。水质好，可以减少鱼病虫害的发生，减少用药，降低药残

的发生。养鱼场要建在阳光充足、通风良好、远离有毒有害场所及污染源的地方，土壤的性

质能够影响到养殖池塘的水质，水质和土壤中的重金属或农药残超标，就可能导致鱼重金属

或农药残超标。池塘的水质应该符合国家渔业水质标准，水温应适合鱼生长。 

（三）、饲料采购与管理 

饲料包括配合饲料和生物饵料。投喂的饲料要国家质检总局《出境食用动物饲用饲料检

验检疫管理办法》、进口国家或者地区的要求和我国其它有关规定。鲜活饵料不得来自水生

动物疫区或者污染水域，且须经检验检疫机构认可的方法进行检疫处理，不得含有我国和进

口国家或者地区政府规定禁止使用的药物，防止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超标。配合饵料由于

个别饲料厂违规添加一些违禁药物或添加剂，造成活鱼药残超标，所以购买配合饲料要选择

有资质有良好信誉的大企业，并做好有毒有害物质的检测。 

（四）、药物使用与管理 

药残是目前困扰活鱼行业的一个主要问题，也是我国活鱼被国外通报的主要因素。一些

技术员为了治病，滥用或超标使用药品，这些都会导致药残的发生。因此，养殖过程必须始

终贯彻预防为主的方针，遵守国家有关药物管理规定，不得存放、使用我国和进口国家或者



 

 

地区禁止使用的药物；对允许使用的药物，遵守药物使用和停药期的规定，购买药物要选择

有资质有良好信誉的企业，坚决不用违禁药和不明成份或不明厂家的药物。养殖场在鱼发病

使用药物时，要做好管理，不使用禁用药，拌有药物的饲料用特殊包装，对用药的鱼群、用

药时间、用药名称剂量做好记录，并做好剩余饲料的回收，出口前做针对性的药残检测。 

四、制度及记录 

养殖场应建立种苗引进管理制度、饲料采购使用管理制度、药物采购使用管理制度和有

毒有害物质监控计划；检查各项制度落实情况，包括相关记录和证明文件：（1）、种苗引进

验收记录；（2）、隔离养殖记录；（3）、种苗输出地海洋渔业部门的证明文件；（4）、饲料采

购记录；（5）、饲料使用记录；（6）、饲料检验报告；（7）、饲料生产企业资质文件；（8）、药

物采购记录；（9）、药物使用记录；（10）、药物检验报告；（11）、药物生产企业资质文件；

（12）、疫病和有毒有害物质检测报告等。 

五、总结  

HACCP体系在活鱼养殖过程中的应用，真正做到从种苗到成鱼出口养殖全过程整个环节

的控制，确保活鱼质量的安全，建立相应的预防措施，在危害发生之前就采取措施避免危害

的发生，降低了生产、销售和消费环节的风险，有力于活鱼养殖出口及维护国家食品安全声

誉。因此，HACCP体系应用于活鱼养殖，具有很重要的应用价值和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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