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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产品加工企业水污染的治理策略探讨

王龙迪1 陶洁琼2 施斌豪3

浙江仁欣环科院有限责任公司 浙江 宁波 315100

摘� 要：物理化学污染是一种来源广、控制难度大、投诉多、易造成生物和化学危害的食品安全问题。为了提高

水产品加工企业的物理污染治理水平、降低客户投诉、减轻经济损失、提高企业形象、保护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和安

全。对各类原料采购、加工、成品出厂等一系列工艺过程中可能引入的物理污染物及其来源进行了分析，并提出了相

应的防治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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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水产品加工所产

生的经济、社会效益日益为人们所认识。水产品加工是

以一定规模的水禽为原料，以满足日益增长的人民对蛋

白质的需要。随着我国水产加工企业的不断发展，水产

品加工的质量标准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同时也关系

到水产品的质量与安全。为此，必须不断地研究我国的

水产品生产状况，并据此制定相应的对策。

1 水产加工环境污染现状

“十三五”期间，我国正处于经济转型、创新驱动

发展的重要阶段，正积极推进海洋产业的供给侧结构改

革，加快了海洋经济发展方式和战略取向的转变。随着

社会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人们对食物的

需求和选择也日益丰富，饮食的供应与消费结构也发生

了变化，海鲜已经成为了一种常态化的饮食选择。《中

国农业展望报告(2020-2029)》于2020年4月发表，预测
中国水产品在今后十年内会呈现出较慢的发展态势，到

2029年将会达到6971万吨；消费增长速度比生产增长稍
快，预计2029年将达到7232万吨。到2029年，我国水产
品的进口量将达到490万吨。水产品为人类提供了大量
的蛋白质，同时也是人类获取蛋白质的重要途径。近几

年，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环境问题日益突出，人类生

活、工农业生产、建筑施工等都已成为造成水体污染的

罪魁祸首。但是，由于加工模式和管理的不规范，使得

加工过程中的环境受到严重的污染，而且污染的范围还

在扩大[1]。

1.1  水产加工违背当地的环境状况
每个区域的利益都是有限的，盲目的扩张、滥用加

工地，虽然短期内能收获最大的利益，但无法实现长远

的发展，而且会对当地的生态环境造成极大的损害。比

如传统的水产食品加工方式与当地的环境不相适应，或

者为了节省成本，大量开采地下水，建设大型的工厂加

工食品基地。

1.2  加工模式不规范
加工方式直接关系到水产品的品质，而大部分个体

为了获得更高的收益，必须不断加大处理密度，而更换

的水量也会造成水产加工地的换水系统过载，长此以

往，当地水质和地质都会遭到破坏。另外，由于管理体

制的不健全，无论是在水产品加工企业的内部治理，还

是在地方政府的监管上，都没有相应的法律依据，也没

有相应的管理体制。个体加工企业分散，加工模式固化，

环境保护意识薄弱，这些都与经营制度的松散有关。

1.3  水产品自身的污染
水产养殖是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行业，它对国民经

济的发展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也是促进我国经济发展的

一个重要因素。对其进行加工，既能为人民提供高质

量的蛋白质资源，又能解决农民就业问题，提高渔民收

入，改善农业和农村的经济发展。由于水产养殖过程中

的高投入、高产量的处理方式，造成了处理场地的短

缺，同时由于密度过大，造成了水体的超负荷，从而造

成水质的富营养化，不利于水质的自我净化和恢复，造

成污染的加重。水产品养殖过程中的污染主要来源于过

程中所投入的物质，如苗种、加工药物、饵料、肥料、

水质改善剂等，此外，还会造成固体废弃物和液体废弃

物，如残余饵料、固体颗粒溶出物、动物粪便、植物腐

烂物等。

1.4  水产加工环境的外源性污染
水产加工对水的要求是高质量的，而加工用水则是

从自然中产生的，如湖泊、河流、海洋等。在水体中，

以氨氮、亚硝酸盐、无机磷、耗氧有机物为主要污染

物。这些外来污染物主要包括蛋白质、碳水化合物、

氮、磷、油脂等，在进入水体后，会被微生物分解，产

生氨氮、硫化氢等有害物质，造成水体缺氧、富营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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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不仅能引起加工过程中的生物中毒、致死，而且还

会在水中积累，对食品的质量造成危害，进而危害人体

健康。

1.5  氨氮污染
除了由农业、工业、生活污水等污染物引起的工业

废水污染之外，还有人工处理时所产生的饲料和鱼的排

泄物，处理后的废水也会产生相应的污染。目前，我

国水污染问题十分严重，其中氨氮污染最为突出。根据

《2008年的环境质量公报》的数据，2008年中国各排
污口中88.3%的污染物含量超过了88.3%，氨氮是最主
要的污染物，在众多的排污口中，处理后用于渔业资

源利用和维护的约有40.7%，而在处理过程中，超标的
占95.2%；经统计，处理的废水中，总的氨氮处理量达
170,000 t，处理后处理的67.2%的氨氮排放到了养护区和
渔场；通过对排污口的监测，结果表明，73%的排污口的
水质状况已逐步恶化，不符合海洋功能区的标准，67%
的排污口的水质状况已降至 IV、 IV级，27%的排污口为
Ⅲ，30%的排污口的沉积物超过了标准，超过了海洋功能
区的标准，15%的海域的排污口中的沉积物含量超过了
3/3，而环境监测数据表明，在水质和底质状况非常恶劣
的附近水域，将近40%的排污口和废水被倾倒到养护和渔
业资源利用区，其中含有大量氨氮、亚硝酸盐、磷酸盐

等，这些营养盐使水体过度肥化，降低了水体质量。

1.6  水产加工废水镉污染
随着社会的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高，水产

作为高蛋白、低脂肪的加工食物，越来越受到人们的

欢迎。水产品加工废水中悬浮物、动物油脂含量高、

NHN、 P含量高、水温低、生物降解缓慢。同时，水产
养殖环境中的镉含量较高，可能与镉在海水中的富集有

关。镉在生物体中的降解十分缓慢，并通过食物链的迁

移而累积，已成为危害食品安全的主要原因。海洋环境

中的镉污染以工业污水为主，而工业污水的排放导致了

海洋水体和水体中的 Cd浓度呈上升趋势。
2 产生水产品加工污染问题的原因

2.1  水产品从业人员安全与法律意识淡薄
一是由于从事水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等行业存在的

问题，对水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等方面的认识不足，

导致水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等方面的问题，可以说

是因为水产品从业人员的知识水平造成了水产品安全问

题。二是，水产品经营者为了获得更高的利润，往往忽

视水产品生产、加工、流通等各个环节的安全问题，造

成安全隐患，既有伦理问题，也有法律问题，也正是由

于水产品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淡薄，忽视水产品安全问

题所决定。

2.2  水产品自身具有易受环境污染的特点
一是水产品和家禽不一样，它们的生长环境主要集

中在水里，如果水质受到了污染，那么水产品也会受到

污染，但就目前的情况来看，水资源受到的影响比陆地

资源要大得多，而且水产加工废水水体的流动性也很容

易将其放大。二是水产品的品质比畜禽产品要差，抵抗

力也要差一些，如果被细菌和其他微生物感染，很可能

会导致大量的鱼类死亡，所以，在水产食品加工中，人

们总是会优先考虑预防，而不是治疗。三是水产品的食

物链比动物更加复杂，这为重金属的富集提供了有利的

环境，某些肉类鱼类的重金属含量比一般的草食性动物要

高，这也是造成鱼类加工废水重金属超标的主要原因。

2.3  水产品安全监管的漏洞一直存在
一是由于水产品的质量安全标准体系太过复杂，水

产品生产企业在生产、加工等方面难以形成一个统一的

标准，国内、外的标准差别很大，各省份的水产品质量

标准也各不相同，这让水产行业的从业人员感到不知所

措。这不但给水产行业的从业人员带来了极大的麻烦，

而且对我国的水产品加工出口也有很大的影响。二是水

产食品加工污染的监督制度不健全；我国水产行业涉及

的行业较多，但由于各行业分工不清，在监管过程中很

容易发生疏漏和重复。虽然监管部门很多，但实际上只

有市场监管局才能行使执法权力，这也导致其它部门没

有权力进行管理。

3 水产品加工企业造成的主要污染物

水产加工业是一个典型的高耗水产业，它排放大量

的污水，对环境造成了很大的影响。污水来源于水产生

产中的解冻、清洁等工艺，其废水量大、有机物含量、

蛋白质、油脂等大分子有机物含量高、生物降解速度缓

慢。另外，水中含有泥沙，植物纤维，色素，胶体等。

水产加工过程中的污水。污染程度按工艺可划分为：小

型污染（例如冲洗工艺）、中等污染（例如鱼肉切片）

和重度污染（例如从鱼池中排出的血液）。水产品生产

废水中含有多种有机化合物，其污染程度与污染物的浓

度、排放量、水体自身净化能力有关。在水产加工中，

除内脏和烹饪废水中， COD、油脂、油脂含量较高。由
于加工食品企业和加工食品种类的差异，水体中的溶解

度和 COD浓度存在较大差异。为了满足日益严格的排污
标准，必须采用优良的污水处理工艺，对高浓度的水产

品生产废水进行有效的处理[2]。

4 水产加工环境污染的控制和管理策略

4.1  发挥政府职能，从源头出发控制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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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质是水产品生产的基本保证，它关系到人民的饮

食卫生，也关系到加工区域的生态环境。因此，要确保

水产品加工企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必须建立良好

的水环境。近几年，水产加工企业或个人在处理水产品

时，往往会被动地接受水质质量差和质量超标等问题。

一般情况下，处理企业所使用的水质会受到外界的污

染，所以，对天然的河流、湖泊进行保护就成了各国政

府义不容辞的责任。政府要充分发挥自身的作用，以保

护水产加工企业的利益，促进地方经济的发展。第一，

各级政府要承担对全国范围内的河流、湖泊的保护责

任，加强监督和整治，确保生活、工业废水的达标排

放；第二，加强监测，加强对天然水体的监测，以达到

控制水体污染的目的，从根本上实现天然水体的自然恢

复，从而为水产加工企业提供更多的发展空间。

4.2  建立和完善加工模式，保障水产加工用水质量
当前，一些经济欠发达的地方还没有将水产品加工

的区域，进行详细的分区划分，使得大多数加工户不知

道最佳的加工地点，不了解当地的水质，造成加工区域

分散加工效益，也不尽人意，面对水产加工中出现的问

题，政府加大对水产加工业的规划，担负起推广和传播

的职责，帮助加工户走出误区，同时保障了当地的生态

环境。渔业主管部门要对当地的水质进行科学评估，以

便对水产品加工的范围进行规划，颁发加工许可证。经

过大家的共同努力，初期的加工食品模式可以获得较好

的经济效益，避免了无谓的亏损，使水产加工业持续稳

步发展。标准化生产模式可以有效地防止水资源的滥用

和过度使用，防止了“有水就可以养鱼”的固有思维。

并可有效地降低加工食品过程中的环境污染，确保水产

品生产的水质。

4.3  加强环境意识，实现产业优化和升级
随着科技的进步，人们对生态环境的重要性日益关

注，但是由于各地区的经济发展程度、受教育程度等因

素的制约，使得水产品加工企业只注重生产所产生的

经济效益，而忽略了生态环境的长远发展。第一，在预

处理阶段，规划出处理区域。除水体的监测与分区外，

还应进行区域环境能力的测量与分析。对环境的认识与

理解，不但让加工者意识到环境在发展水产加工中的重

要作用，而且也保证了后续的处理工艺达到标准。在强

化环保意识的前提下，应根据当地水文、地质条件的改

变，选择加工品种、加工方式。二是要加大对加工工艺

的利用。新的生态加工食品技术的发展，使加工食品生

态环境容量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加工品质得到了提升，

生态系统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具体的生态加工食品

生产中，应采取生态环保、健康加工的新的加工方式，

以发展新的水产加工技术，保护生态环境，对受污染的

水体进行恢复。单一的生态处理技术很难改变大水体的

整体状况，要想有效地保护和优化新的加工方式，就必

须强化大水体的生态处理技术和持续的技术进步[3]。

4.4  水产加工企业做好废水预处理
水产品生产废水的排放不平衡，水质变化大，要想

达到稳定的处理效果，就必须采取相应的预处理措施。

废水通过格栅进行过滤，除去悬浮物，将鱼皮、肉屑、

鱼骨等固体悬浮物质从污水中分离，并在池中安装曝气

设备，对废水进行脱臭，加速废水中的油的分离，提高

废水的可生化性能，确保后续的生物处理。因污水含有

较多的油脂，故需配有除油装置。

结束语：

水产加工对生态环境会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采取

科学、合理的对策，以达到防治环境污染的目的。一方

面，要强化政府的指导与管理，另一方面，大力推广和

研究生态加工食品模式，可以持续改善我国水产品的生

产品质。因此，发展符合生态要求的水产品加工业，将

会继续促进我国渔业的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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