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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目前，水产养殖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食品生产领域之一，随着渔业的过度开发和养殖业的发展，
环境安全和水产养殖安全的问题越来越突出。
我国是养殖大国，养殖产量和面积均居世界首位。
水产养殖业已成为我国最具活力的产业之一，但也面临着许多严重问题，其中水产养殖的安全问题已
成为当前制约水产养殖持续健康发展的主要因素。
主要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①渔业水域水环境污染日趋严重，富营养化现象时常发生。
某些地区不顾环境容量盲目扩大养殖规模，造成养殖品病害频繁发生。
②养殖者对药物安全性重视不够。
在养殖生产中普遍存在滥用药物现象，表现为多种药物大剂量重复使用，甚至为了防病而盲目使用药
物。
长期滥用药物，使细菌发生基因突变或转移，使部分病原微生物产生抗药性，药物使用后对养殖环境
的影响和在动物体内的残留问题越来越严重。
药物残留超标不仅影响了产品质量，而且严重危害了食用者的健康，同时在出口贸易方面也产生了不
良影响。
③养殖生产操作不规范，产品质量没有保证，市场竞争能力和抗风险能力较差。
为了防治环境污染，保障人、水产品的健康，促进水产业的可持续发展，科学防治水产养殖环境污染
，推广绿色健康水产养殖技术，加快推进规模化水产养殖场的技术改进与污染防治，已成为我国水产
养殖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淡水湖泊网箱养殖和池塘养殖，是我国内陆主要的两种水产养殖方式，本研究选取它们为研究对
象，通过近5年的实地试验研究，以江西省南昌市水产养殖为研究对象，设置了茅莲湖池塘养殖、柘
林湖网箱养殖、军山湖围网养殖等主要试验和观察点，从水质、底质、水生生态、水生生物、养殖饲
料、渔药、肥料、毒理、富营养化、水产品营养评价等多方面进行了科学研究，并应用HACCP的原
理对水产养殖过程进行了综合分析。
通过试验集中研究了影响水产养殖的诸多环境因素，包括养殖水域的水环境因子、浮游生物、富营养
化、养殖用渔药、养殖毒理学等科学问题，探讨了淡水鱼类的营养评价和HACCP体系的应用等理论
问题。
　　本书的编写内容是作者在承担江西省科技厅重大科技招标项目“九江观音塘无公害水产养殖模式
示范基地关键技术研究”、南昌市科技局科技项目“HACCP质量安全体系的推广和应用”和“孔雀
石绿在彭泽鲫鱼体内的残留和分布”期间工作的积累和综合起来的成果。
有9位硕士研究生参加了本课题的研究并完成了硕士学位论文，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1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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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淡水湖泊网箱养殖和池塘养殖，是我国内陆主要的两种水产养殖方式，本书选取它们为研究对象，通
过试验集中研究了影响水产品养殖的诸多不利环境因素，包括养殖水域的水环境因子、浮游生物、富
营养化、养殖用渔药、养殖毒理学等科学问题，探讨了淡水鱼类的营养评价和HACCP体系的应用等
理论问题。
    本书可供水产养殖单位技术人员和大中专院校师生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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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3.推行HACCP体系，有利于企业创立水产名牌　　建立和完善水产品质量标准体系和名牌水产品
评价和认证体系，为名牌水产品的创建提供良好的服务。
质量过硬是创建名牌水产品的基础，而对水产品而言，衡量其质量的主要依据是看其是否达到规定的
质量以及卫生标准和生产过程是否达到标准化。
名牌水产品的评价和认证体系可参照现行绿色食品的评价和认证模式来建立，严格按照水产品质量标
准和生产模式化标准对各类水产品的质量状况进行评价、认证，对达到标准要求的水产品许可使用专
门标志，确立其优质名牌水产品的身份。
水产品的标准化评价、认证应在企业自愿的基础上进行，不搞强制。
为配合水产品质量评价认证体系的建立，要逐步取消各种形式的水产品质量评比工作，杜绝以盈利为
目的的虚假质量评比活动。
要结合我国实际，制定出具体的实施办法和细则，鼓励和扶持一批条件成熟的企业积极申报HACCP
体系认证，并逐步使我国水产品的质量认证工作由自由态过渡到强制性，从根本上保证上市水产品的
质量与安全，增强我国水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经过HACCP体系认证的企业，就相当于拿到了进入欧盟成员国和北美世界主要水产品市场的通
行证，有利于我国水产品企业参与国际竞争，树立水产品的品牌。
　　4.推行HACCP体系，是我国大力发展无公害水产养殖的保障　　所谓无公害水产品是指产地环境
、生产过程和产品质量符合国家有关标准和规范的要求，经认证合格获得认证证书并允许使用无公害
农产品标志的未经加工或者初加工的水产品。
随着人们对水产品质量安全的认识逐步提高，无公害养殖已在全国各地逐步开展，水产品从“鱼苗到
餐桌”的安全质量监控贯穿在水产品养殖和加工的各个环节。
其中在亲体繁殖和育苗，幼苗的养殖，投喂饲料，鱼病的预防和治疗，水体环境的消毒过程中的每一
个阶段，以及水体周围环境的污染都会影响到水产品最终的品质。
发展无公害水产品不仅是满足国内日益增长的消费者的需求，也是水产品出口贸易的有效保证。
此外，在全国水产重点示范区内推行无公害水产品的同时，结合有效推行HACCP等国际质量管理与
体系认证，有利于我国大力发展无公害水产养殖，有利于全面强化水产行业标准意识和质量安全意识
，加强对整个水产品养殖加工过程的质量监控。
这是提高中国水产品质量，促进中国水产品出口贸易进一步发展的最根本途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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