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应用HACCP 原理，探索

“三关一优”检疫监管模式，

促进菊花扩大出口 

摘 要：将HACCP 原理和方法运用于出口菊花的检疫监管实践，从菊花基地备案、种植到出口的各

个环节进行危害分析, 确定关键控制点 , 制定菊切花检疫监管HACCP 计划和各种相应措施 , 探索菊花出

口检验检疫监管新模式，优质服务，做好三关即“准入关、过程监管关、口岸查验关”的“三关一优”检验检

疫工作，在保证产品质量同时，加快菊花出口通关速度，助力八所口岸“神马” 牌菊花扩大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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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言 

花卉是经济作物，是“两高一优（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特色农业，近年菊花市场需求量逐年

增长，是花农首选产品之一。 

冬季是我国菊花生产的一个薄弱环节，尤其是我国主要出口的“神马”白菊，其冬季的生长温度不能低于15℃，

由于冬季生产需要加温设施，能耗太大，每支花的成本至少要增加30％，因此我国北方不少企业在这个季节放弃

了菊花的生产。 

八所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以下简称八所局）辖区（海南省东方市、昌江县、白沙县和乐东县）冬季气候温暖，

干燥少雨，具有种植反季节菊花的天然优势，以日本、韩国市场为目标的八所局辖区菊花生产面积和产量每年都

大幅增长。 

菊切花是八所局辖区主要的出口农产品，该产业在辖区发展迅速，从2005 年1 家基地发展到现在16 家，

注册面积5000 余亩，出口量从几十万枝到如今3000 多万枝，每年都呈现20% 以上的增长。2012 年我局辖区

出口菊花 326 批，2074 吨， 3075 万枝，货值704 万美元，同比分别增长22%，27%，28%， 34%，出口量

占全省90% 以上，达到历史最高值。 

然而，菊切花是植物检疫敏感商品，极易携带各种有害生物如叶螨、蓟马、潜蝇、锈病等，对生产企业和检

疫部门都是一大挑战。大量的菊切花出口使得传统的病虫害防治方法和“批批检疫”的检疫模式已不能适应企业设

施化、集约化、高标准、严要求的出口生产需要。 

为改变这种局面 , 八所局借鉴已发展成为一种国际公认、在检验检疫监管中取得显著成效的危害分析与关键

控制点(HACCP) 体系的原理与方法[1-3]，建立起了出口菊切花生产出口全过程病虫害管理与检疫监管体系 , 建立



“三关一优”即“准入关、过程监管关、口岸查验关、优质服务”监管模式 , 使得出口产品连续8 年没有质量安全事

故, 并促成了八所局辖区外向型菊切花产业的跳跃式发展。 

2 HACCP 原理与方法 

“三关一优”模式的建立依据 HACCP 所包含的 7 个原理： 危害分析、确定关键控制点、确定关键控制点关键限

制、确定监控关键控制点的措施、确定纠偏措施、确定有效的记录保持程序和建立审核程序。具体见相关资料 [ 

3 基于HACCP 原理和方法，建立出口菊花“三关一优”检疫监管模式 

依据输入国对菊切花检疫的要求，对菊切花出口全过程进行分析，引入HACCP 的基本原理，找出影响质量的关

键控制点，以严格菊花生产基地出口资格准入为基点（准入关）， 以生产过程有害生物检疫监管为关键点（过

程监管关），以出口验放为辅点（口岸查验关），主动为企业提供优质服务（一优）， 提升辖区产品出口示范

影响力。 

“三关一优”模式与原检疫管理方式比较见表1。 

3.1 根据原理进行菊切花全过程分析、筛选、确定关键控制点， 形成严准入、重过程、辅以口岸抽验的监

管新模式 

出口菊花病虫害分析（HA) 及关健控制点（CCP）见表2。 

 



 

3.1.1 CCP1: 场地的选择 

对种植场地的空气、土壤和灌溉用水进行分析，选择符合相关标准的地块作为种植场地。该关键控制点的两个显

著危害： 一是化学性危害。包括土壤中的重金属、农药、化肥超标残留， 农膜增塑剂的残留等。二是生物性危

害。主要是潜在的病原菌和害虫等。  

针对显著危害产生的原因确定关键限值。根据选地的原则参考空气环境质量标准、农业灌溉水质标准、土壤环境

质量标准确定关键限值，限值为上述标准的控制值。 

3.1.2 CCP2：防虫设施状况 

督促企业改善生产硬件设施，建立防虫生产设施防止有害生物侵染，包括建立种植和加工区防虫网、缓冲间，成

品和半成品隔离，从生产加工设施和条件上防止或减少有害生物侵染。只有具备防虫设施的基地和加工厂才准许

备案。 

3.1.3 CCP3: 有害生物侵染源 

对有害生物侵染源实施关键点控制，督促企业从源头上把好病虫害检疫关，措施包括种苗的选择、苗床的消毒、

基肥的选择、育苗设施的建立、营养土的准备等。 

3.1.4 CCP4: 种植过程病虫害监控 

经田间调查和文献搜索发现，对菊切花生产具有潜在危害，并严重影响出口的主要病虫害有: l) 真菌病害 : 苗腐

病，菊花白锈病、炭疽病；2 ) 植物线虫: 菊花叶芽线虫；3) 害虫 : 南美斑潜蝇、白粉虱、烟粉虱；4 ) 软体动物:  

灰巴蜗牛、褐云玛瑙蜗牛等。以上这些病虫害对生产全过程或部分过程造成危害, 个别种类的危害是灾害性的, 如

菊花白锈病。 

3.1.5 CCP5: 出口装箱前检验把关 



 

 
督促出口企业完善装货区和装货过程中的防虫设施，实行一定比例随机抽查装出。箱前叶面害虫（潜蝇）等，

摘除病虫枝、叶，防止有害生物随货运出。 

3.2 主动、优质服务，快速验放通关 

3.2.1 及时指导生产基地种植和病虫害防治 

依托国家质检总局检验检疫信息平台，收集国外花卉进境检疫要求，及时开办业务培训班或通报会，为企业

提供有力技术支持。 

3.2.2 保持检疫绿色通道畅通，打造优质的菊花出口通关环境 

采取“5+2”、“24 小时”预约报检机制，方便出口报检。日常监管检疫合格的菊花在出口时无须批批进行检验

检疫，便可直接报检出口，简化了检验检疫环节，同时及时与出境口岸沟通协调，简便口岸查验手续，确保菊花

以最快速度出口通关。 

3.2.3 主动与各业务口岸交流，探讨解决菊花出口难题。 



协同全国监管鲜切花（主要是菊花）出口的检验检疫机构及各企业，组织技术力量探索菊花熏蒸、热处理等除害

处理技术。4 “三关一优”监管模式的特点与验证 

4.1 符合出口菊花生产规模化、通关便利化的要求 

新模式将检疫监管的重点由过去出口时的把关转至种植期间有害生物的检疫监管，将有害生物消灭在萌芽状态，

降低有害生物传播风险，避免出口时批批检，减少了人力，物力，缩短口岸通关时间，适应并促进出口菊花行业

规模化、产业化发展。 

4.2 上述模式, 是生产企业和检验检疫部门密切配合, 在实践中不断探索逐步建立起来的 

从2005 年起, 东方市某园艺公司开始尝试生产菊鲜切花出口日本, 建立了菊切花生产基地。投产初期, 由于用传

统的生产方法, 病虫害管理措施未能及时到位, 病虫害发生普遍 , 特别是菊花白锈病暴发。而白锈病菌是日本规定

的检疫性有害生物, 因此当年该公司菊切花出口的一个集装箱因检出白锈病被熏蒸处理而报废, 这事件不仅对企

业本身有影响, 也关系到整个地区鲜切花产业的发展。 

在应用HACCP 体系管理下, 菊花病虫害大幅减少, 特别是菊花白锈病得到有效控制, 产品检疫合格率从原

来30%~50% 提高到现在的95% 以上。而且菊切花的出口通关速度明显加快。 

新模式监管体系运行后的结果, 充分验证了建立在HACCP 原理和方法之上的出口菊切花病虫害管理及检

疫监管体系的科学性、可行性和经济性。 

5 讨论 

检疫监管和HACCP 原理相结合，还要进一步探讨完善并做好以下工作。 

5.1 实施分类管理 

根据输入国要求和企业经营状况制定分类管理措施。对不同类别的企业分别采取不同的日常监管措施和抽检

比例。分类管理有助于检验检疫机构提高工作效率和产品质量, 同时强化企业自身管理和产品质量的主体责任。 

5.2 加强口岸检疫处理水平 

熏蒸处理是控制花卉害虫的主要检疫处理方法。出口菊切花受熏蒸剂浓度和时间影响较大, 需尽快研究出对各种

病虫害的最佳处理浓度和时间, 确保菊花熏蒸达到最好效果。 

5.3 加强对生产基地植保技术人员培训 

过程监管的工作量大，检验检疫技术人员少，不利于计划的实施和监管。因此加强对生产基地栽培和植保技术人

员培训， 造就一批能协助监管的队伍能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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