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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章 水生动物饲料中的病原体控制问题

第4.8 . 1条

引言

饲料可成为水生动物疫病传染源。

由于水生动物通常是水生动物饲料的主要成分，而且使用半加工、未加工和鲜活水生动物作为

饲料仍是一种常见做法，因此应规避通过饲料传播疫病的风险。

第4.8 .2条

目的和范围

本章目的是解决通过饲料传播水生动物传染病的问题，防止病原体进入和扩散到没有这些病原

体的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

本章适用于所有用作饲料和饲料成分产品的生产和使用，无论是商业生产还是养殖场生产。

应采用风险分析原则（参照第2.1章）确定与水生动物饲料生产和使用相关的风险。

本章是对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动物饲养良好操作规范》（CAC/RCP54—2004）的

补充。

第4.8 .3条

职责

主管部门的职责如下：制定和执行与动物饲料有关的监管要求，核查法规执行情况，提高从业

者对水产养殖中使用未加工或半加工饲料相关风险的认识。

饲料生产者有责任确保饲料生产不会造成水生动物疫病传播。应酌情建立生产记录，制定应急

预案用于追踪、召回或销毁不合格产品。所有参与收集、生产、运输、存储和处理饲料和饲料原料

的人员均应接受专业培训，并了解他们在预防水生动物传染病传播中的作用和责任。生产、储存、

运输饲料和饲料原料的设备应保持清洁和良好的运行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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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生动物养殖场业主和管理者应遵守法规要求，并在养殖场实施生物安保计划，以控制与使用

半加工、未加工饲料和鲜活饲料相关的风险。规避风险可通过以下方法：确定无疫病源并进行记录

以备追溯，实施降低养殖场风险的措施，及早发现传染病。

向生产者及饲料制造业提供专业服务的私人兽医和其他水生动物卫生专业人员应遵守与其服务

相关的特定法规（如疫病通报、质量标准、透明度等）。

第4.8 .4条

与水生动物饲料有关的危害

饲料和饲料原料中可能存在的生物危害指细菌、病毒、真菌和寄生虫等病原体。本法典的建议

所涉范围包括OIE名录疫病以及对动物卫生产生不利影响的病原体。

本章不涉及与饲料和饲料原料有关的化学和物理危害。

在动物饲料中使用抗微生物制剂引起的耐药性见本法典第6篇。

第4.8 .5条

风险途径和暴露

在收集、运输、储存和加工过程中，饲料原料可能会被病原体污染。同样，在饲料的生产、运

输、储存和使用过程中也可能发生污染。加工和生产、运输和储存过程中不良的卫生习惯是病原体

污染的潜在诱发原因。

水生动物可直接暴露于饲料中的病原体，也可因接触被饲料污染的环境而间接暴露。

第4.8 .6条

风险管理

1. 使用安全的饲料和饲料原料

一些饲料产品经过热处理、酸化、压榨、提取等不同工序加工。加工程序如按照《良好生产操

作规范》（GMP）的要求进行，病原体在这些产品中存活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评估饲料或饲料原料商品的安全性可根据本法典第5.4章中的标准。

本法典第8篇至第11篇每一疫病章节第×.×.3条列出了安全的饲料或饲料原料商品种类。

主管部门还应考虑从无疫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采购饲料和饲料原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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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因原产地可能污染而含病原体的饲料和饲料原料

使用可能含病原体的饲料和饲料原料时，主管部门应考虑采取以下降低风险的措施：

a）  根据下文（第8篇至第11篇）每一疫病章节第×.×.10条（第10.4章见第10.4.14条）所述，

使用主管部门批准的方法对产品进行处理（热处理或酸化）；或

b）  确认（如通过测试）商品中不存在病原体；或

c）  仅在非易感群体中使用饲料，且易感物种不会与饲料或其废弃物接触。

3. 饲料生产

为防止饲料和饲料原料在加工、生产、储存和运输过程中被病原体污染，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a）  在处理两批产品之间应对生产线和储存设施进行冲洗、排序或物理清洗；

b）  饲料和饲料原料加工厂房和设备应便于卫生操作、维护、清洗，以防污染；

c）  饲料生产厂的设计和运行方式应避免批次间的交叉污染；

d）  加工后的饲料和原料应与未加工的饲料原料分开存放且条件适宜；

e）  应保持饲料和饲料原料、加工设备、储存设施及其周围环境的清洁；

f）  在适当情况下，应采取病原体灭活措施，如热处理；

g）  产品标签上应提供饲料和饲料原料的信息，包括批次/批号、生产时间和地点，以利于饲

料和饲料原料的追溯。

注：于2008年首次通过，于2015年最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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