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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HACCP 体系在保障食品安全领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试讨论将 HACCP

原理延伸应用在进口水果的检验检疫安全监控中，以更好达到保证生物安全和食品安全的

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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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ACCP即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Hazard Analysis and Critical Control Point），

是预防性的食品安全卫生控制体系。上世纪 90年代初，原进出口商品检验局开始在出口食

品加工企业卫生注册要求中加入部分 HACCP 原理，直到相应法规出台，HACCP 在中国食品

加工业内全面铺开，HACCP 在确保食品在生产、加工、制造、准备和食用等过程中的安全

方面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HACCP 原理的应用从根本上来说，是从检查转向预防，从结果控制转向过程控制，以

关键控制点为主要抓手来保障安全。其理念是先进的，也是有效的，对食品生产以外的其

他领域也有很显著的借鉴意义。 

水果属于国际农产品贸易中的重要敏感产品，既有传带有害生物的检疫风险，也有作

为即食商品的食品安全风险，因此，本文试将 HACCP原理延伸应用在进口水果的检验检疫

安全监控中，以更好达到保证生物安全和食品安全的目的。 

1 进口水果的安全风险 

近年来，随着经济迅速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国外的“洋水果”逐渐在人们的食谱中

占据重要位置，更随着世界贸易一体化进程，进口水果数量逐年剧增，其安全风险也越来

越受到关注。进口水果属于即食农产品，大体上来看，存在着国门生物安全风险和食品安

全风险两个方面的风险。 

1.1 国门生物安全风险 

目前，我国进口水果主要来自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智利、泰国、菲律宾等 30

多个国家，各国的有害生物分布情况不尽相同，大量涌人的进口水果所可能携带的各种外



来生物会对我国农林业生产产生重大影响。 

首先，水果自身存在的病虫害疫情蔓延的风险。在稳定的农业生态系统中，各种生物

在生态环境有其各自稳定的生态位，即使发生病虫危害，通常也较轻，一般不会高于防治

的阈值。但一旦传入新的生态环境，就有可能迅速增殖、扩散，造成严重的危害。进口水

果属于新鲜商品，不能经过长时间的隔离检疫，这就给口岸检验检疫增加了难度，也给外

来病虫害提供了入侵的机会。如美澳型核果褐腐病菌、苹果牛眼果腐病菌等，在有发生的

国家可能并非首次，且已受到了较好的控制，但一旦传入，由于生态环境的不同，就有可

能造成大的损失。 

其次，是外来物种入侵的风险。在我们所关注的检疫性有害生物之外，还有许多我国

没有分布或者局部地区分布的杂草、昆虫、真菌不在检疫性有害生物名录内，而这些都是

新鲜水果在贸易过程中可能传带的。如果对其传入可能性不加以防范，就有可能再次重演

“一枝黄花”的故事。 

此外，还有水果箱、木质包装、运输工具等传带有害生物的风险。包装箱箱体内外可

能混入虫体、霉菌、杂草、土壤、枝叶或其他污染物，木质包装也可能携带有线虫、钻蛀

型昆虫等，集装箱等运输工具也可能由于清洁不到位或者装箱环境等原因混入有害生物。 

1.2 食品安全风险 

进口水果作为即食食品，存在着一定的有毒有害物质超标的食品安全风险。主要来自

以下几方面： 

水果在果园生长过程中所使用的农药残留、土壤重金属残留。进口水果的来源国发达

程度不同，发达国家一般对果园农药使用控制较为严格，所使用的农药残留可能性、毒性

也更弱，如美国、澳大利亚等，而相对不发达国家对农药使用的控制水平相对较弱，其农

药残留超标可能性也就更大，如东南亚、非洲国家等。同时，如果种植地土壤某项重金属

含量超标，其果实可能也存在超标情况。根据目前情况，其水果存在农药、重金属残留的

可能性是客观存在的，所以其风险不容忽视。 

水果在包装厂包装过程中所使用的杀菌剂、消毒剂、果腊等的可能有害的残留。进口

水果在出口国出口前，经历了在包装厂内全面的、复杂的包装过程。以苹果为例，在采摘

后，苹果运输到包装厂流水线上，第一步即倒入含有杀菌剂、消毒剂的流水中进行大小、

色泽的自动化筛选，在不断的漂浮、滚动中也达到清洗的目的。整个包装过程中，一半以

上时间是泡在其中。此外，在装箱前，一般会进行打蜡，以方便保证其品相亮丽，另一方

面也能起到保鲜的效果，而到了消费者手中，果腊就直接入口。因此，食用果腊安全性、



是否无掺杂，也有其风险所在。 

另外，有部分水果出于其自身特点，在包装过程中有一些特殊处理方式，也会对食品

安全造成隐患。如泰国、越南等国龙眼在采收后，会使用二氧化硫熏蒸，以达到保鲜和提

高品相的目的，一旦用量控制不好，就会导致二氧化硫残留超标。 

 

2 基于 HACCP原理的进口水果检验检疫安全分析 

2.1 试制 HACCP系统简图 

根据《上海口岸进境水果检验检疫监督管理办法》、《进境水果检验检疫操作规程》以

及其他相关法规，将 HACCP原理的关键控制点理论延伸应用，确定了进口水果的关键控制

环节及相应控制标准。从检验检疫安全风险角度，试制了进口水果检验检疫 HACCP原理应

用简图（图 1）。 

2.2 重点关注 

简图对进口水果从生长期到包装、运输、进口等各环节分析了其关键控制点，在这些

过程中，包装厂包装和现场检验检疫两大环节可以说是关键点中的重点。 

包装厂是产品提供者的角色，水果处于包装厂的过程中，可以对之前处于果园和存储

阶段的一些不符合要求的部分进行全面的筛选，比如包装厂有人工剔除病果的环节，可以

弥补采收阶段的万一的失误，部分包装厂也有残留检测的环节，以防超标，很多的保障安

全的措施是贯穿始末的。因此，如能做好对包装厂的监管，将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现场检验检疫，是目前水果进口过程中，口岸检验检疫部门的最重要的工作，是从国

门生物安全、食品安全等角度全方位把关的环节，是对其之前的各环节关键点控制的总结，

起到的是质量控制流程中的合格判定的作用。如果合格，则通关上市；如果不合格，则视

其是否可以检疫处理后合格，而采取检疫处理、退运或销毁等措施来保障安全。 

此外，实验室检测实质上是口岸检验检疫的补充。以上海口岸为例，在进口水果中如

有截获可疑的病虫害，将送往实验室做进一步的鉴定，一般这个鉴定过程耗时不长，最多

1-2 天左右，货物会扣留在指定场所等待结果；而农残、重金属残留、添加剂等的检测，

由于其检测周期过长，一般要几周的时间，而水果属生鲜产品，对物流、通关速度有很高

的要求，因此采取抽批监控的形式，摸底性的一般监控加上针对性的重点监控，以保障食

品安全。如不合格，则采取召回措施，对后续批次采取扣检方式，等待检测结果合格后才

可放行。总体来说，风险处于可控范围之内。 

 



 

 



 

 

 

危害分析 流程 关键控制点及控制标准 监测核验或措施 

果园生长 

采收 

包装 

运输 

质量管理体系，

出口国有关部

门监督管理 

包装查验 

有害生物监测

与控制、农药使

用管理、良好农

业操作规范等 

现场检验检疫 

装箱时出口国

有关部门检查 

运输工具检疫，

冷处理核查 

实验室检测：病虫

害鉴定、残留安全

风险监控 

进入市场 

有害昆虫、真菌侵染，农

药残留、重金属残留 

病虫害有残余，消毒剂、

杀菌剂、果腊等的使用 

部分直接包装水果（不需

包装厂包装）混入土壤、

枝叶、病果等 

变质，运输工具污染，冷

处理无效 

木质包装不合格、包装箱

体污染 

混装夹带其他水果、非指

定包装厂、检疫性有害生

物 

是否检疫性，残留超标 

流向控制 

关键控制点：病虫害侵染、农药使用、土

质控制 

控制标准：不含有中方关注的有害生物或

在控制之下，确保农药使用安全，确保土

壤达标 

关键控制点：采收过程 

控制标准：如果是直接包装的水果，采收

人员需经过培训 

关键控制点：包装环节 

控制标准：完善的包装环节，最大限度降

低疫情和食品安全风险 

关键控制点：温度、运输工具检疫 

控制标准：保证运输工具自身无检验检疫

安全风险，对于需冷处理水果保证温度恒

定达标 

关键控制点：包装安全 

控制标准：木质包装有 IPPC标识，包装箱

内外不带有虫体、霉菌、土壤等 

现场抽查，检疫

处理 

关键控制点：合格判定 

控制标准：指定果园包装厂生产，不带有

中方关注的有害生物或检疫处理后合格 

现场查验，检疫

措施 

关键控制点：检测准确，不合格处理 

控制标准：无检疫风险，农药、重金属、

果腊等残留不得超标 

按一定比例抽

查，不合格召

回，后续加严 

关键控制点：可追溯 

控制标准：完善的溯源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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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进口水果检验检疫 HACCP 原理应用简图 



3 讨论 

HACCP 原理是过程控制的理论，经过多年的实践，监管由结果控制转为过程控制已被

证实了其优越性。对于进口水果检验检疫，以及其他植物产品的检验检疫，要更好地防范

风险，有必要在特点情况下，转在口岸的“严防死守”为对产品的“全程监管”，将我们的

检疫“前移”，将风险挡在国门之外。目前，很过国家之间新签订的鲜食水果贸易议定书都

加强了预检的作用，也强化了对果园、包装厂的要求，这对检验检疫风险的防控起了十分

积极的作用。 

此外，分类管理是过程控制的有力补充。可根据不同产地不同种类水果历年的检验检

疫情况，分为不同的风险等级，有针对性地采取不同的检疫查验模式。二者结合，既可以

提高低风险水果的检疫查验速度和通关速度，又可以保障检验检疫所关注的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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