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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 月 日欧盟禁止我国贝类进入欧盟市

场 ∀主要原因是我国出口到欧盟的贝类多次被发现含

有贝类毒素 并且在欧盟官员来我国对贝类生产和管

理等进行考察时 我方未能提供出官方贝类卫生监控

计划 ∀若要恢复我国贝类对欧盟的出口 必须加强我

国贝类安全卫生的监管工作 建立符合欧盟要求的贝

类安全卫生监控体系 ∀

监控体系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的发

展趋势

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人们对食品安全卫生的管

理和要求也日趋进步 不再局限于对食品狭隘意义上

的检验 而是从环境保护和人类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角

度审视 既考虑当代人的健康 又关心对子孙后代的

影响 ∀发达国家已就食品中存在的或潜在的影响人类

健康的有害因素 或可能影响食品产生有害因素的物

质包括环境因素等实施监控措施 这是食品安全卫生

管理上的一个飞跃 ∀它要求食品或食品的原产品在生

产 生长 !加工 !储存和运输销售过程中按照科学的

监测控制程序运作 把食品安全卫生风险降低到最低

限度 尽可能地保证最终供人们消费的食品是安全可

靠的 ∀发达国家对禽肉类 !水产品等制定了安全卫生

监控计划 并要求与之贸易的出口国也必须制定相应

的监控计划 并依此作为准入条件 ∀如欧盟有关蜂蜜

监控计划的指令 欧盟关于某些物质及其在动物体内

和动物制品中残留监控措施的 2 2∞≤ 关于活双

壳贝类和水产品生产及投放市场的卫生条件

2 2∞∞≤和 2 2∞∞≤等 美国的 / 国家贝类

卫生计划 ≥≥° 0 ! 关于鲜果和蔬菜微生物危害控

制 ! 关于杀虫剂的残留监控计划等都是基于监控体

系 ∀可以说对食品中有害因素实施监控措施是食品安

全卫生管理的发展趋势 ∀

建立贝类卫生监控体系已成当务之急

我国是农畜产品和食品出口大国 但由于安全卫

生管理的相对落后 使我国农畜产品和食品出口不断

受到挫折 有些产品被国外禁入 我国出口欧盟的禽

肉类和贝类等产品遭到禁运就是一例 ∀ 欧盟在

2 2∞≤决议中 将中国列入了允许向欧盟出口水

产品的一类国家名单 这意味着中国出口水产品被允

许正常进入欧盟市场 ∀但遗憾的是我国贝类产品仍不

能向欧盟出口 去年欧盟水产品考察团对中国贝类领

域的评估仍不满意 考察团报告中建议 /官方贝类控

制计划0 从海区分类到产品出口必须付诸实施 要求

至少有 个月海区分析资料的官方分析结果和评估

建议中国有关部门仍需进一步努力 以能够保证输往

欧盟市场贝类的安全控制 ∀因此 建立和实施我国贝

类卫生监控计划并着手进行海区调查已成当务之急 ∀

加强贝类安全卫生监管 恢复贝类

产品出口

我国加入世贸组织在即 这对促进我国对外贸易

和国际交流带来了最大机遇 也为扩大产品出口拓展

了广阔空间 因此 要抓住这一机遇 尽快建立贝类卫

生监控计划 争取早日恢复我国贝类对欧盟的出口 ∀

欧盟对恢复我国贝类产品进入欧盟市场实行区

域性政策 即有条件达到欧盟要求的地区 通过国家

检验检疫部门验证向国外推荐 如通过欧盟认可 即

可恢复对欧盟的出口 ∀我国各地区发展不平衡 环境

状况 !卫生水平有较大差异 我们要抓住 /区域性政

策0 发挥地区优势 尽快建立贝类安全卫生监控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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渤海地处暖温带 水质肥沃 浮游生物繁生 十分

有利于海洋生物的繁衍 !生息 ∀因而渤海历来是多种

经济鱼虾类的产卵场和肥育场 素有 / 黄渤海鱼类的

摇篮0和/百鱼之乡0的美誉 ∀渤海区年捕捞产量约占

全国总产量的 养殖产量约占全国的 其中

对虾养殖产量约占全国的 是我国重要的渔业基

地 ∀再加上渤海是内海 封闭性强 便于控制 更决定

了渤海在我国海洋渔业中的特殊地位 ∀然而 如今的

渤海却告别了往日的辉煌 渔业资源持续衰退 生态

环境严重恶化 极大地制约着渤海渔业资源的可持续

利用 ∀在这种情况下 分析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 研究

实现渤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应采取的对策 不仅对

渤海有重要意义 对其他海域也有借鉴作用 ∀

制约渤海渔业资源可持续利用的因

素分析

超强度捕捞导致资源结构发生改变 渔

业经济价值下降

自 年代中期以后 由于忽视渔业资源特点

盲目追求高产 大量发展拖网和定置张网 对渔业资

系 重新打开欧盟市场 ∀

贝类安全卫生监控体系模式

健全的法律法规保障

国家和部门的法律法规 如渔业法 ! 食品卫生

法 !商检法 !动植物检疫法 !海洋环境保护法 !水污染

防治法 !水产资源繁殖保护条例 !贝类生产环境卫生

监督管理暂行规定 !水产品卫生管理办法等 为建立

贝类安全卫生监控体系提供法律保障 ∀

行政主管部门监管

海洋和水产管理部门是贝类生产的行政主管单

位 负责水产养殖 !捕捞 !运输和渔港 !码头的监督管

理 负责发放养殖和捕捞许可证 负责海区的划分 !开

放和关闭 卫生部门负责对投放市场贝类产品的卫生

管理 !从业人员健康 有权禁止不卫生的产品投放市

场 环境保护部门负责环境和污水排放的监督管理

检验检疫局负责出口水产品加工厂的监督管理和产

品检验 禁止不符合卫生要求的产品出口 ∀

科学划分海区和监测

根据国家海水水质标准 将海水划分为

类 类海水区为 / 贝类养殖捕捞区0 类海水区为

/ 条件养殖捕捞区0 类海水区为 / 禁止养殖捕捞

区0 ∀实行贝类养殖捕捞海区管理 对贝类育苗 !养殖 !

捕捞进行跟踪监管 ∀

由检验检疫部门对产品加工 ! 生产过程进行监

管 对生产企业实行质量体系管理 ∀由海洋和水产研

究及监测部门 对海洋生态环境进行监测 按欧盟要

求每年至少有 个月的监测数据 ∀在每年的 ∗ 月

赤潮多发期 每月进行 ∗ 次监测站位取样监测 尤

其监测有毒赤潮甲藻的出现 ∀一般当有毒赤潮藻细胞

浓度达 或 ≅ 时 或采集贝类样品检测

贝类毒素含量 Λ 贝肉时 发布警报 同时

可根据情况宣布临时关闭捕捞海域 ∀监测贝类毒素可

利用牡蛎 !紫贻贝 !菲律宾蛤 !扇贝等贝类生物品种来

进行 ∀ 本文编辑 李本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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