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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介绍了全球水产生物安保战略的国际组织框架，阐述了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FAO）、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
和国际水产兽医生物安保联盟对全球生物安保战略所提出的建议，举例说明了美国、泰国、印度尼西亚对虾种业生物安保的

实践经验，为我国水产养殖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提供了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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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paper firstly introduces the framework of global biosecurity strategy, and then illustrates the recommendations from 
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FAO), World Organization for Animal Health (OIE) and the International Aquatic Veterinary 
Biosecurity Consortium for the global biosecurity strategy. Lastly, it gives some examples for the practices of shrimp breeding 
industries biosecur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Thailand and Indonesia, which provides enlightenments for the healthy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aquacul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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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面对水产养殖业病害肆

虐，产业减产的严重威胁，国际上部分国家在养殖

管理、技术和设施上执行了一整套措施，在降低病

原传入、留存和扩散风险方面取得了显著成效，实

现了水产养殖业的高效和可持续发展。近年来，随

着我国水产养殖业的快速发展，水产养殖业病害已

严重威胁到了我国水产养殖业的健康发展和水产养

殖产品的食用安全。因此，深入了解生物安保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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际水产疫病防控方面的经验和教训，将会为我国水

产动物疫病防控以及水产养殖业的健康、可持续发

展提供一些有益的启示。

二、全球水产生物安保战略

（一）全球实施水产生物安保战略的组织架构

全球水产生物安保战略组织架构是在 1995 年

世界贸易组织（WTO）制定的《实施卫生与植物卫

生措施协议》（SPS 协议）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1]。

在该战略框架下（见图 1），由《实施卫生与植物卫

生措施协议》认可的世界动物卫生组织（OIE）成

为了建立动物疫病相关国际标准的国际组织。由联

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负责建立水产生物安保指南，

由欧盟委员会（EC）、亚太地区水产养殖中心网

（NACA）等区域性组织负责建立水生动物卫生及

生物安保的区域性法规及指南，由不同国家负责制

定动物防疫、检疫等生物安保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技术标准；而国家兽医或水生动物主管部门及监测

机构负责这些法律、法规以及技术标准的实施、宣

贯和落实、跨境检疫，并向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或区

域组织报告水生动物疫情；各地方主管部门及监测

机构负责地方法规、标准的实施、跨区及产地检疫，

并向上级报告疫情；水生动物诊疗机构、执业兽医

以及种苗与养殖企业开展水生动物生产中的疫病防

控，制订生物安保计划，并向当地主管部门报告疫情。

（二）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 的水产生物安

保建议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定义的水产生物安保的

范围较广，涵盖了水产养殖健康、外来物种入侵、

转基因生物和生物多样性等方面，但其重点仍是水

产养殖健康。该定义指出，国家和地方生物安保体

系的构建包括明确主管机构、制订国家计划、建立

基础设施、实施国家战略、提升管理能力、开展风

险评估、实施监测计划、制订应急计划、实施企业

生物安保、开展监测机构服务、规范诊疗制剂使用、

建立数据库、注意动物福利和加强各方合作等 14
项内容

[3]；强调要使生物安保成为国家水产养殖业

发展计划和方案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要通过有效

实施国家战略、国家政策及管理框架，加强区域性

和国际性条约及文书的执行；新品种和新技术应用

也需用风险分析作为决策手段来及时评估可能的威

胁和不确定性；通过建立数据库来支持生物安保评

估和预警。

（三）世界动物卫生组织的水产生物安保概念和

管理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对生物安保的定义仅限于动

物卫生领域，指为了降低病原传入、留存和扩散的

风险，在管理、技术和设施上执行的一整套措施 [4]。

在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标准中，判断某一种具体疫病

的基本生物安保条件要看对该疫病是否采取了足够

的安保措施。例如：①是否要强制性地去向主管机

构报告；②是否建立了早期检测系统；③防控传入

的检疫要求是否恰当。国家以区或无疫场为单元来

实施生物安保计划，其中区是指由疫病卫生状况相

同的一个连续水系统构成的区域，可以是从发源地

到河口或湖泊的一个或多个流域、从发源地到可阻

隔疫病传入的屏障部分的流域、有明确地理界限的

沿岸海域、有明确地理界限的河口；无疫场是指相

同生物安保管理系统下的一个或多个无规定疫病的

水产养殖场，该区域水生动物群体的疾病需要被监

测和控制，其基本生物安保条件符合国际贸易要求，

该区域在兽医领域也被称为生物安全隔离区。

（四）国际上生物安保计划实施的步骤及分级方案

1．国际水产兽医生物安保联盟的生物安保计划

实施方案

2009—2011 年，挪威召开了两次国际水产养殖

生物安保大会，与会专家组建了一个非官方的国际

水产兽医生物安保联盟，梳理了首套生物安保计划

的整体实施方案（见图 2），以便生物安保计划的制

订、实施、审核和认证。国际水产兽医生物安保联

WTO
FAO、OIE

国际

区域性

企业

国家动物卫生机构

诊疗机构、执业兽医、水产种苗和养殖企业

国际协定
和指南

区域性法规
和多边协定

国家法律、
法规和标准

企业标准
和规范

EC、NACA等

国家

地方 地方动物卫生机构 地方法规
和标准

图 1  全球水产生物安保战略组织结构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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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秘书处围绕生物安保计划组织了正式的机构间

合作 [2]。

2．不同程度生物安保计划实施的分级

生物安保分级对于评估生物安保计划的实施程

度具有重要意义。国际水产兽医生物安保联盟梳理

的生物安保实施方案的分期或分级方式是根据要达

到无疫场目标的过程来划分的，这种按步骤的链条

式分期或分级方式的主要问题是 IV 期之前的各期

生物安保措施都不全面，因此不具备分级实施意义。

动物卫生领域的生物安保分级标准尚未统一，目前

主要采用的是描述性分级 [5] 或对描述性指标进行半

定量积分 [6,7] 的方法。我们建议先初步确定描述性

分级。其中，生物安保 1 级（依诊施治）是指在疫

病诊断指导下进行的局部防控，主要包括临床评估、

疫病诊断和应急防控计划，但其缺少疫病监测和风

险评估；生物安保 2 级（预防为主）是指在初步的

风险评估的基础上开展一定程度的监测计划，并通

过改善设施和管理水平开展预防性的整体防控；生

物安保 3 级（风险防控）是指通过较完善的风险分

析指导实施较为完善的疫病监测计划，从而形成较

为全面的整体性防控，但其可追溯体系不十分完善；

生物安保 4 级（全面安保）是指全面实施有效的风

险分析和疫病监测计划，有完善的应急计划，能够

全面实施最佳管理实践（BMP），通过全面建立可

追溯体系使生物安保的实施达到可审核和实现全面

生物安保基础上的可持续无疫状况
[8]；借鉴国际水

产兽医生物安保联盟的分期方案，增加生物安保 5
级（无疫场注册），生物安保 5 级可通过官方兽医

验证和签注。该方案需要考虑不同级别疫病的检测、

诊断、防控的综合实施情况，并与相应养殖管理规

范相结合，且允许不同级别的中间层级的出现。不

同养殖场都有可能根据自身条件和投入能力制订不

同级别的生物安保计划。该方案有利于生物安保计

划的广泛应用，并在实施过程中会逐步强化生物安

保的实施程度。

三、生物安保在对虾种业中的实施经验及启示

（一）对虾种业实施生物安保的国家实例

1. 美国无特定病原（SPF）对虾繁育技术带动

养殖者可能提出的问题 生物安保过程/步骤 文件和记录

哪些疫病是潜在的严重危害？

生物安保Ⅰ期
养殖场是否有风险？
有多大风险？
疫病会带来哪些影响？

1. 危害识别和排序 

2. 风险影响评估 

这些疫病是从哪里进来的？

生物安保Ⅱ期

如何阻止疫病传入或扩散？

3. 关键控制点(CCP)评估 

4. 关键控制点风险消减、管理和补救

如果有疫病进来了该怎么办？

生物安保Ⅲ期
养殖场有这些病吗？

5. 应急计划

6. 临床评估和诊断检测

如何持续检查疫病存在与否？

生物安保Ⅳ期

7. 持续的疫病监测和检查

8. 兽医审核和证明

如何获得第三方的无疫认可？

生物安保Ⅴ期 9. 官方兽医验证和签注

优先级疫病名录

疫病影响估计

识别可控的关键
控制点

执行关键控制点
控制措施

隔离、处理消除计划

养殖场、实验室和兽
医记录结果

兽医监管证书 (CVI)

养殖场、实验室和兽
医记录结果

官方兽医监管证书

图 2  各期生物安保计划实施步骤 [2]

注：适用于任何需要预防、控制和消除疫病的流行病学单元（如养殖池塘、养殖场、省市、区域或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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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全球凡纳滨对虾养殖业的发展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水产养殖业病害致使美

国对虾养殖产业逐年减产。美国农业部于 1984 年

开始实施“联邦海产对虾养殖计划”，在夏威夷建

立了无特定病原对虾核心培育中心（NBC），开始

了南美白对虾（Litopenaeus vannamei）无特定病原

的繁育工作 [9~11]。野生虾种共需要经过 7~12 个月

的两轮检疫合格后才能以亲虾形式进入核心培育中

心。在核心培育中心内野生虾种还要在亲虾、虾苗、

养成阶段分别接受 3 级疫病监测，然后才能被用于

后续良种的选育及养殖 [9~11]。亚利桑纳大学的世界

动物卫生组织参考实验室负责提供检疫技术和标

准，并对已知的各种虾类病原进行检测 [9~11]。无特定

病原虾苗的养殖也遵循严格的生物安保措施，需要

持续监测对虾健康状态并及时采取防控措施，这种

高健康虾系统 (HHSS) 在美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11]。

美国在无特定病原对虾培育过程中形成了国际

公认的对虾种苗培育规范，是最早实施水产生物安

保计划的成功典范 [10]。1998 年美国组建的对虾改

良系统公司 (SIS) 建立了生物安保系统，多年来一

直由亚利桑那大学的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参考实验室

对公司样品进行检测，由州政府对其设施进行每年

一次的检查并出具合格证明，由美国联邦动植物监

督局 (APHIS) 每年对其进行核查并发给无特定病原

证书。美国于 2005 年在夏威夷和新加坡、2012 年

在印度先后设立了子公司，所有子公司均采用符合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标准的生物安保体系进行严格管

理，并接受第三方疫病监测和当地动物卫生主管机

构的检查和颁证，同时向全球提供无特定病原和

遗传改良的凡纳滨对虾种苗 [12]。在该模式下，泰

国、印度尼西亚、巴西、印度等也先后建立了无特

定病原对虾种苗繁育基地 [13]，从此，凡纳滨对虾由

美洲的地域性品种变成了全球性养殖且产量最大的

品种。我国对虾养殖产业中凡纳滨对虾的比重也从

1998 年的不足 0.1 % 上升到了当前的近 85 %，凡

纳滨对虾成为了我国对虾养殖业的支柱性品种。

2. 泰国对虾种业和养殖业无规定疫病场良好生

产规范

对虾养殖业是泰国重要的经济产业，泰国政府

非常重视对虾养殖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2003 年颁

布了《负责任海产对虾养殖规范》[14]，2008 年制定

了《无疫海水对虾育苗场良好生产规范》[15] 和《无

疫海产对虾生产的养殖场良好生产规范》[16]，形成

了泰国对虾养殖生物安保的基本标准体系。泰国正

大集团旗下的对虾种苗企业实施了生物安保标准，

20 世纪 90 年代建立了移动诊断单元，为广大养殖

者提供疫病的诊断与防控服务 [17]。泰国利用对虾饲

料和无规定疫病对虾种苗广泛支持了东南亚以及中

国的对虾养殖产业，成为世界现代农牧业产业化经

营的典范；泰国多年来一直是国际对虾种苗、饲料

和对虾出口量最大的国家之一。

3．印度尼西亚对虾育种场实施生物安保措施实

现无疫场自我宣告

印度尼西亚从事凡纳滨对虾育种和亲虾生产

的 Globe Gen 公司实施了生物安保计划 [18]。在世界

动物卫生组织参考实验室的指导下，该公司已持续 
2 年开展了疫病监测计划，被测样品白斑综合征病

毒（WSSV）等 9 种病原均被确定为阴性。与此同时，

印度尼西亚官方兽医对育种场进行了持续 3 年的监

测，确认该育种场达到了印度尼西亚政府的生物安

保要求。2012 年印度尼西亚海洋与渔业部正式认可

该育种场生产的对虾为新品种，达到了无特定病原

要求，满足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无疫场相关标准 [4]。

印度尼西亚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国家代表通过《OIE
通讯》进行了无疫场自我宣告。印度尼西亚对虾养

殖业多年来一直遭受着白斑综合征病毒等虾类病原

的威胁，2006 年印度尼西亚对虾还被查出传染性肌

坏死病毒（IMNV）呈阳性，成为了亚洲首个对虾

传染性肌坏死病毒疫区 [19]。在这种形势下，印度尼

西亚政府通过实施生物安保措施，成功向世界动物

卫生组织和国际社会进行了自我宣告，其对虾育种

场达到了世界动物卫生组织无疫场的标准，其亲虾

也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 [18]。印度尼西亚对虾育种

场生物安保措施的实施是近年来生物安保计划在水

产疫病发生地区取得成功的范例。

（二）我国水产种业的问题及国际案例的启示

1. 我国水产种业忽视生物安保带来的问题

水产种业是水产养殖业的战略性、基础性产业，

是保障水产养殖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基础。与养殖

环节相比，水产种业更早地具备了集约化的技术特

征。不论是水产种业本身还是整个水产养殖业的发

展，种苗的健康都是重要的前提。20 世纪 90 年代，

自美国成功取得无特定病原对虾繁育技术后，我国



114

他山之石   全球水产生物安保战略及其国外经验的启示

也曾经掀起了一阵无特定病原热潮 [20]。但由于技术

实施的难度，以及我国水产养殖中对遗传性选育品

种意识的过度强调，人们逐渐忽略了无特定病原的

生物安保意义及其对水产种业的重要性。我国拥有

世界最多的水产原良种场，但几乎没有一家能达到

国际良好水产种业的生物安全标准，甚至原良种场

还经常被检出有高致病性水生动物病原的情况；种

苗进口单纯追求经济利益和来源新异，没有生物安

保意识；走私、逃避检疫及检疫不严格的情况经常

发生。养殖中的疫病随种苗跨水域南北贸易传播得

越来越快，新发疫病常常在 1~3 年内就能从南到北

在全国流行。作为全球第一大水产养殖国，这种状

况令人十分担忧。

2．国际案例对我国水产种业的启示

生物安保是国际动物卫生及水生动物卫生领域

推行的重要战略。通过实施生物安保战略，多国已

在水产养殖领域取得了突出成就，有效地保证了其

产业的健康发展，大大提升了相应国家水产行业的

国际竞争力。有关部门应认清生物安保属国家生态

安全的战略地位，其实施的努力和成效是行业执政

能力的反映。行业管理、科研和产业部门应尽早重

视水产种业的生物安保，尽快制订生物安保水产种

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尽早对原良种场开展生物安保

监管；种苗进口应全面严格地执行进出口检疫要求，

水产种苗自繁及商业育苗应实施科学有效的生物安

保措施，从而有效保障我国水产种业和养殖业健康

可持续产出，提升我国水产养殖业的国际竞争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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