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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户的“免疫记录簿”，台账放在村防疫员手中，养

殖户外购畜禽动物时，村防疫员可以根据其动物检

疫合格证填写免疫信息，准确掌握养殖信息，保证

能够按时做好防疫工作。

5）厘清责任人，自免有保障。对于在防疫中申

请自行免疫的，县区动监局与其签订《动物防疫保

证书》，明确防疫第一责任人，对其加强免疫相关知

识技能的讲解，加大对自免户的监督，确保应免尽

免。

5 意见和建议

1）加大村防疫员的培训工作，强化工作技能，增

强安全意识，做到安全生产，要对基层工作人员的

安全防护装备和仪器设备方面加大投入。

2）加大防疫的宣传工作力度，让更多的养殖户

认识到防疫的重要性，增强免疫积极性，变强制免

为主动免疫，减少免疫工作中不必要的纠纷，保障

免疫质量。

摘要 作为水产品监督管理的第一步，科学规范的抽样是影响监测数据质量的关键环节之一，是保障检测

结果真实、公正的首要前提。本文分析了水产品抽样全过程中的常见问题，并提出了具体处置意见，以引起水产

品安全监督管理工作者的关注，使监测数据质量得到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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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通市滨江临海，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为渔业

的发展提供了优越的条件。海淡水养殖、水产品加

工是南通市渔业重要组成部分。水产品质量安全与

老百姓的生命财产安全息息相关，习总书记提出了

最严谨的标准、最严格的监管、最严厉的处罚、最严

肃的问责“四个最严”要求，严把从农田到餐桌、从

实验室到医院的每一道防线。抽样工作，作为水产

品质量检测的首个环节，是否合理合规直接关系到

样品的检测结果和政府制定相关政策的依据。笔者

就自身从事水产品抽样检测工作以来，在水产品的

抽样过程中遇到的一些问题，与同行交流，并展开

探讨，提出处置意见。

1 水产品抽样中的常见问题

1）采样记录（抽样单）填写规范问题。抽样单上

主要包含受检单位名称、地址、电话、样品名称、样

品编号、规格型号、商标、抽样地点、样品数量、抽样

基数、抽样人员等信息[1]，有些抽样人员在实际填写

时，往往会忽略一些重要信息，如样品编号为空，野

外抽样应该在抽样单填写野外自编号，样品回到实

验室进行交接登记时，应另行登记实验室编号，样

品登记时应备注野外编号；有些时候 1家受抽检单

位中有多个样品，抽样人员图省事，将所有样品填

写在 1张抽样单上，每个样品的抽样数量和规格都

不同。抽样单中明确要求要经受检单位有关负责人

签字，加盖受检单位公章，但实际操作中，偶尔会有

代替签字的情况，如某某代，这样如果遇到不合格

指标，会给今后溯源、追责带来一定困难。

2）沟通联系、现场起捕等问题。目前养殖场抽

样是由当地渔业主管部门牵头联系，检测部门提供

技术支持，沟通联系的主体是渔业主管部门，信息

由于市、县、乡镇逐级传达造成理解偏差，偶尔会发

生到了现场样品品种和数量达不到要求的样本数

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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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抽样过程中，目前最普遍采用的是拉网捕

捞，此法方便快捷，但是由于多混养养殖、特种养殖

等，起捕对水面影响比较大，偶尔造成鱼伤或者由

于鱼惊吓而导致不进食等情况，而最被认可的方式

垂钓，在实际操作中也存在一些问题。特别是时效

性和受天气影响的局限性，笔者 2016年参加省局

异地监督抽检，在兴化抽检时，当天样品全部采用

垂钓方式，由于下雨前气压低，1 d下来仅仅采到 3

个样品，抽样任务重，效率就很难保证。

3）样品的制样、保存和交接。省局水产品产地

监督抽检从 2014年开始要求现场抽样、制样，执法

人员不低于 2名。现场制样是对检测基本功和能力

的考验。鱼类现场制样相对简单，去皮去骨取中段

肉质即可，而河虾等小虾就要将虾头、虾尾、虾壳去

掉，如果混入虾壳类，则有可能造成硝基呋喃代谢

物假阳性的检测结果；蟹的现场制样则只能采取粗

制的方式，去钳去壳后封样，回实验室精制。

样品包装好后，应当场对抽样进行现场加封，

封条应粘贴在样品密封口处，封条上加盖抽检单位

公章、产地抽检应由陪同执法的渔政人员签字。样

品 1份交受检单位留存，作为对检测结果有异议时

复检用，另 1份由检测机构带回实验室检测。实际

抽样中，部分养殖户由于不具备储存留样的条件而

放弃留样，部分采样人员图省事并未主动将留样给

被检单位，或者未填写放弃留样说明。

目前普遍的水产品样品途中保存方法是泡沫

箱放冰块，但是此方法也有局限性。很多时候抽样

人员由于工作需要，几天之内要往返几个城市抽

样。泡沫箱保存时间短，夜晚人员入住宾馆，暂存宾

馆的样品有可能受到污染或者丢失。最好使用具备

长时间冷藏效果的专业冷藏箱、车载保温箱等全程

冷链系统存放。

样品交接是很容易被忽略的一个重要环节。接

样人员应仔细查看样品状况（包装、外观、数量等）

并清点样品，认真检查样品的性质和状态是否适宜

于所要求的检测。当样品存在异常情况或与要求的

正常状态有偏离时，如样品缺损或样品数量缺少

时，接样人员应作记录并及时报告。

2 水产品抽样对策探讨

1）加强抽样人员培训学习。抽样人员应熟悉有

关法律法规，具有一定的专业技术知识，掌握抽样

工作程序和抽样操作技术，受过专门的抽样技术培

训并获得资格。学习 SCT3016-2004水产品抽样方

法，按照作业指导书、质量手册中对抽样的规定和

要求进行规范抽样。

2）建立沟通（联系）机制，提高抽样效率。检测

机构应将抽检过程中遇到的情况与问题向渔业主

管部门汇报，畅通沟通渠道，建立联系机制，产地抽

样之前提前确定信息，提早确定抽检的品种和数

量，对于抽样中可能遇到的情况早做计划，提前起

捕和暂养，节约时间，提高效率。

3）抽样记录、档案的保存。档案是过去检测工

作的记录和重现，它可以为检测提供备查依据，记

录档案是历史检测的真凭实证，是今后检测的第一

手参考材料。所有抽样的资料（方案、抽样单、抽样

记录等）应与检验记录、报告一起保管存档，记录保

存时效应不少于 6年，它是今后的溯源体系的重要

一环，也是检测争议的重要证据，所以记录应保存

完好、齐全。

3 小 结

水产品抽样看似简单，实则是个连续的过程，

环节众多，需要控制的关键因素也很多[2]，完整的记

录、专业的人员、细致的沟通、精良的工具都是影响

样品质量结果的关键。只有善于总结、不断创新才

能做好抽样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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