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出口水产品企业HACCP 体系中

实验室的作用及问题 
摘 要：HACCP 体系已在出口水产品企业中全面实施，截止目前，HACCP 体系已在出口水产品企业实施了11 年，体系运行日

渐成熟。实验室作为出口水产品企业自检自控的重要手段，在HACCP 体系的建立和实施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通过对HACCP 体

系的解读，挖掘企业实验室在HACCP 体系中的作用，剖析实验室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为出口水产品企业更好运行HACCP 体系提供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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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品是我国传统的出口优势产品，我国加入WTO 后， 水产品进出口贸易发展快速。但我国只是世

界水产品生产大国，并不是世界水产品贸易强国。近些年来，我国出品水产品履履被国外检出质量问题，

在国际上产生了很大的负面影响。HACCP 体系是在20 世纪60 年代诞生于美国的一种食品安全危害过程

控制的理论，是一种科学性强的食品安全控制体系。2002 年我国开始施行《出口食品生产企业卫生注册

登记管理规定》，首次强制要求出口水产品在内的六类食品企业必须实施HACCP 体系。要保证我国出口

水产品的质量安全，实施HACCP 体系是必要手段，企业实验室作为企业自检自控体系重要组成部分，在

HACCP 体系中的作用不容忽视。 

1 出口水产品实验室的特殊性和严峻性 

随着社会发展人类进步，人们已不单单满足吃得饱吃得香， 更在乎吃得安全吃得放心。水产品生活环

境特殊，且易腐败及滋生微生物，因此是我国出口敏感产品，美国首先要求对我国的水产品实施HACCP 体

系管理。实验室在HACCP 体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但是一些水产品出口企业认为实验室不仅不创造财

富，而且各种检测仪器、检测试剂花销较大，很多企业重在生产加工上下功夫，将实验室只作为应付检查

的摆设。事实上，实验室的价值是无形的，特别是目前各国进口的水产品要求越来越苛刻，实验室在保证

水产品质量安全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2 出口水产品企业实验室的作用 

2.1 水产品的原料检验和成品检验 

实验室是企业生产的眼睛，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出口水产品企业实验室最基本的职责就是保证

合格产品出厂， 不合格产品控制在厂内。HACCP 体系是预防性的质量保证体系，如果企业只在生产完成

后对成品进行检测，如成品检测不合格，则整批水产品不能出口，企业损失巨大。出口水产品企业的HACCP 

体系中，很多企业将原料验收作为第一个CCP 控制点，对源头进行把关。实验室对水产品原料进行检验，

从源头把关，将不合格原料控制在门外。此外，企业建立了HACCP 体系，要对HACCP 体系进行验证。

验证除了对监控设备和记录的重查和校准，还要针对性的对产品进行抽样和检测。实验室对成品的检测是



对HACCP 体系是否有效运行最重要的验证手段之一。 

2.2 水产品生产加工过程中环境的监控 

实验室的作用是多方位的，不仅对产品进行把关，还要对水产品加工过程中环境进行监控。HACCP 体系

有效运行的前提条件是建立完善的卫生标准操作程序（SSOP）。SSOP 的8 个关键方面中，实验室还负

责对生产加工中使用的水、与食品接触面卫生、药品等进行检测和验证，如出口水产品企业实验室要定期

对水进行余氯、PH 值和微生物监测，对日常使用的药品（如消毒剂）进行浓度、作用时间验证，确保药

品的有效性和使用时的准确性。 

2.3 出口食品企业认证要求 

企业拥有运作良好的实验室，原料供应商亦会自觉提供质量良好的水产品原料，合作企业也对企业的产品

更加信任。在SSOP 和HACCP 体系中，对企业实验室都有很明确的规定。不仅要求企业实验室建立实验

室管理制度，还要求实验室要达到自检自控能力。另外，国外官方检查中，对企业的检查一方面注重生产

车间的设计、设备、设施等硬件是否通过有关的质量体系认证等, 另一方面也着重对企业实验室的检测能

力、条件、水平, 实验室的仪器管理、人员资质以及所采用的检测标准等给予了更高的要求。 

3 出口水产品企业实验室存在的问题 

3.1 出口水产品企业实验室体系文件不健全 

企业实验室普遍存在实验室体系文件不健全。如新增检验项目或更新检验方法后，体系文件没能及时更新；

日常管理随意性较大，实验室台帐与检测报告不能一一对应，日常检验频率跟不上体系中规定的检测频率，

抽样检测具有随意性；留样柜中的样品无标识或标识不清，无法与台帐相对应，实验结果溯源困难；实验

人员变更后实验室管理体系不能及时反映新任实验室人员工作职责。 

3.2 人员变更频率高，专业人员缺乏 

目前出口水产品企业实验室检测人员素质能力参差不齐， 文化程度从中专、高中到大学不等。实验人

员没有经过相关培训，对检测原理不熟悉，实验操作不熟练，在实验过程中生搬硬套标准方法，以致对于



实验关键环节把握不到位，引起检测结果偏差。出口水产品生产企业实验室大多缺乏专业技术人员，原因

有以下二点：一是水产品生产加工企业一般选址在邻近江河湖海的郊区，地理位置偏远，生活条件艰苦，

多数高校大学生和有经验的技术人员不愿长久地呆在这些地方；二是出口水产品企业是劳动力密集型生产

加工企业，实行按劳分配制度，企业负责人往往重生产轻检测，企业车间工人的工资远远高于实验室检测

人员，高素质的实验室工作人员因不受重用纷纷离开。 

3.3 仪器管理和试剂管理不规范 

出口水产品企业实验室人员对仪器和试剂缺乏科学管理。对仪器定期计量检定认识不清，如微生物培

养箱的温度计未能定期校准，认为对仪器的定期检定只是应付检查。对试剂的购买随意性大，没有对供应

商进行合格评估，没有要求提供相关证书、检测报告和含量说明，对试剂保存的概念比较模糊， 普遍存在

试剂没有按规定存放于低温、避光的环境；配置培养液、标准物时不关注试剂有效日期，配置日期未标注

等。种种现象导致检测结果不准确，不能够反映水产品真实的安全卫生情况。 

4 改进的对策及建议 

4.1 建立科学的实验室体系 

各贸易国对出口水产品企业实验室要求严格，SSOP、HACCP 都对企业实验室提出了一定要求。因

此，企业实验室管理制度的建立应适应上述体系。此外，实验室管理体系还应科学全面，包括样品的接收、

检验与处理、设备仪器的管理、药品试剂的管理、实验人员的管理、工作流程的管理、检验标准的管理等。

而且每年要与官方的检验机构做水平测试，用来验证实验室检测结果的准确性。 

4.2 培养高素质检测人员 

实验室是高素质人才的培养地和集中地，各出口水产品企业应重视实验室在产品把关中的重要作用，重视

实验室工作人员的能力培养。一要加强与官方检验检疫部门联系，及时将企业实验室人员更新名单报送至

所在辖区检验检疫部门， 对新进实验室检测人员进行培训，新进人员拿到相关证书后才可上岗。二是提高

实验室人员工资待遇，为实验室检测人员提供良好的工作环境，制定实验室奖励机制，提高实验室工作人



员积极性。 

4.3 提高实验室检测能力 

如今出口水产品检测项目逐年增加，检测限值逐年减小， 给我国出口水产品实验室的检测能力带来了不小

的考验。企业实验室要时时关注我国和各出口国的贸易动态，明确当前各国检测标准和检测方法。为实验

室备配先进的检测仪器和高素质的检测人才，做到检测限值向国外严标准看齐，检测手段与国际检测方法

靠拢，检测准确度与世界先进技术接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