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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切断疫病传播途径。发现患有传染病或疑似

传染病的动物要按照疫情报告制度逐级报告，不得

瞒报、谎报或阻碍他人报告动物疫情。要积极与相

关部门配合，强化执法检查，加强联防联控，严防病

死动物乱抛乱弃或流入市场和餐桌。

7 加强畜产品抽样监测工作

认真执行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抽样计划，严格

监测的数量、品种、频次、项目和区域，及时掌握动

物产品质量安全动向，有效防范安全风险隐患，对

检测中发现的问题样品追根溯源。

8 加强相关部门的联合执法

相关部门密切配合，通力协作，开展联合执法

活动，始终保持高压势头，依法查处各种违法行为，

维护畜牧业生产正常经营秩序。

摘要 黄花鱼具有高蛋白、低脂肪、营养高的特性，深受人们喜爱，是风靡全球的鱼类产品。黄花鱼的质量安

全关系着人类的健康和渔业的高速发展。本文主要分析黄花鱼水产品存在的质量安全问题，并提出相应的对策

和措施，以期提高黄花鱼水产品的质量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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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水产品质量安全事件频发，给我国出口

贸易企业和水产业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韩、日

对我国的水产品进口加大控制。桂花鱼和多宝鱼事

件、孔雀石绿事件，海洋发生赤潮时，人体摄入富集

藻类毒素的鱼贝类导致毒素蔓延暴发，我国广东、

福建等地相继发生过多起贝类中毒事件，给水产品

市场销售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水环境污染的日

益严重，水产品首当其冲受到不同程度的污染。下

面浅谈水产品黄花鱼的质量安全问题及对策。

1 药物残留超标

2002年农业部发布的《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

其它化合物清单》中明确提出孔雀石绿、氯霉素、氨

基呋喃类代谢物、甲醛为禁用药物。但实际上，在养

殖过程中为治疗疾病滥用抗生素、激素，为降低成

本使用腐败变质的饲料，为增加经济利益而不顾鱼

药的休药期，为使鱼体感官更好浸泡过氯霉素和孔

雀石绿等大量不良行为屡禁不止，药物残留超标是

水产品质量安全问题发生的最直接原因。水产品体

内也会含有耐药毒株，食用后直接感染给人体，在

人体内积累的残留药物产生毒副作用，致畸，致癌，

致突变，对人体健康产生危害[1]。

2 环境污染

随着工业的发展，工厂规模越来越大，工业三

废无处处理，废水、废渣、废气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水

里，使水中的鱼类受到污染。同时这些有害化学物

质通过食物链富集于其它生物表面，进而污染了其

他食品。环境污染会引发严重的饮用水危机和食品

安全隐患。

3 致病菌和寄生虫感染

水产品中致病菌和寄生虫是主要的生物性危

害，黄花鱼中存在寄生虫、甲肝病毒、副溶血性弧

菌、李斯特菌等，生食水产类食物和活鱼类极易引

起食物中毒，要格外重视。另外，鱼体中游离组胺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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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维生素 B2（核黄素）缺乏症防治

猪维生素 B2（核黄素）缺乏症是由于青饲料或饲料处理不当而使 B2遭破坏，使猪体物质代谢发生

障碍的营养代谢性疾病。

1 临床症状
猪缺乏维生素 B2，主要表现为口角发炎和口舌溃疡，角结膜发炎。严重的病猪，脚弯曲强直，皮肤

粗糙肥厚。有的发生皮肤疹，鳞屑和溃疡，脱毛，生长迟缓，消化障碍和呕吐，眼内障。

2 预防与治疗
维生素 B2缺乏时，可肌注维生素 B2注射液 1～4 mL或复合维生素注射液 2～8 mL，每天 1次，

连续注射 3～5 d；也可口服核黄素片 1～8片（仔猪 1片），2 次 /d，连喂 3～5次。

来源：中国饲料原料网

在组胺酸脱羧酶的作用下会形成一种毒性物质组

胺，大量食用组胺会引起过敏性食物中毒。鱼胆可

以治病，在民间常用来治疗疾病，但食用方法不当

会引起食源性疾病[2]。

4 鱼体中的致敏源

在水产品消费量比较大的省份，鱼类过敏反应

比较普遍，成人的过敏率高于儿童，症状主要是手、

脸、脚出现红色水肿，发生特异性皮肤炎症。过敏原

存在于鱼体中，鱼皮和鱼骨头制成的鱼类制品中也

会含有。

5 对 策

水产品质量安全是一个涉及社会、环境、饮食、

卫生、水产、经济、法律等多个领域的综合性问题，

想从根源上解决问题并非易事。从鱼类的饲养、运

输保鲜、生产加工到消费，各个环节都不能出现差

错，为改善我国黄花鱼水产品质量现状提出一些建

议。

1）全面提高黄花鱼水产品质量安全标准。根除

要从源头抓起，水产养殖企业的水源、鱼料、鱼药、

养殖过程、运输工具、销售地点及所使用物品的卫

生管理条件都要全程质量监管，严格按照国家法律

法规执行。

2）建立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完善我国水产行业

的安全管理条款、养殖证制度、用地用水规划保护

制度、水产用苗管理制度、养殖饲料和饲料添加剂

监管制度，进一步严格规范水产生产行为，杜绝违

规使用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按照休药期制度，严

格执行养殖记录制度和操作规程。近年来频繁发生

的水产品质量安全事件，暴露出我国在这个方面的

疏漏，必须建立并完善我国水产品质量安全管理体

系，杜绝水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发生，保障消费者

的食品安全。

3）加强水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检验体系的监管，

改革水产品产地抽检制度，建立安全信息监测系

统，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避免水域污染，建立鱼药、

饲料、有害物的监控体系，严格养殖防疫体系，加强

对黄花鱼水产养殖违禁鱼药的监管力度等。

4）提高食品安全意识。提高黄花鱼水产品养殖

管理人员、从业人员的安全意识，强化行业自律，把

食品安全意识放在首位，树立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生

产意识，宣传水产品标准[3]。

我国频发的水产食品安全事件，一定程度上影

响了我国水产市场的可持续发展，消费者对水产品

的安全产生了怀疑。水产品的质量安全，直接关系

到消费者的权益。全面提高水产品质量，对于人类

的健康发展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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