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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目的　对市场零售水产品（鱼类）进行物种鉴定，调查分析其真实属性。方法　以 COⅠ基因为目标基因，

应用 DNA 条形码技术鉴别深圳零售渠道水产品（鱼类）的品种来源。结果　根据 BOLD 系统鉴定结果统计，120 份

深圳地区市场零售水产品（鱼类）样品中，存在以异鳞蛇鲭冒充金枪鱼的现象，部分水产品类别范畴不清晰，虹鳟等

钩吻鲑属鱼类是否明确归入“三文鱼”类存在争议。结论　目前深圳市场零售水产品（鱼类）存在鱼种替代或标签

不合规现象，建议加强监管、持续规范市场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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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Objective　 In this study， we aimed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e adulteration of retail aquatic products 
（fish） via species identification. Methods　 We used DNA barcoding technology to identify the various sources of retail 
aquatic products （fish） in retail channels in Shenzhen with COⅠ  as the target gene. Results　The statistics of the results 
of BOLD system identification indicated that Lepidocybium flavobrunneum was listed as tuna in 120 retail aquatic products 
（fish） samples from Shenzhen market.  Furthermore， the categorization of some aquatic products was unclear， and the 
classification of Oncorhynchus species such as rainbow trout as “salmon” was controversial. Conclusion　Adulteration and 
label non-compliance of retail aquatic products （fish） is prevalent in Shenzhen market.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and 
continuous standardization of the market order is therefore suggested.
Key words： DNA barcoding； aquatic products； real attribute； species identification

国 际 食 品 法 典 委 员 会（Codex Alimentarius 
Commission，CAC）认为，“食品的真实性是食品的质

量”，其性质、来源、身份和要求应是“真实和无可争

议的，并且满足预期”［1］。2009 年，美国食品药品监

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FDA）则对

食品掺假提出过“为了提高产品的表观价值或降低

生产成本，即为了经济利益，在产品中欺骗性地蓄

意添加或替换某一物质”［2］的定义；二者从正反两个

角度阐释了真伪混淆对食品安全的意义。其中，水

产品真实属性替代现象是共性的、困扰全球食品行

业的难题。水产品指的是海水及淡水动植物及水

产品的加工品［3］，其中鱼类占据水产品主要市场份

额。当前，水产品加工业飞速发展［4］，以切身、鱼扒、

鱼柳、鱼丸等形式出现的市售鱼类水产品种类繁

多。但经加工的水产品由于外观或整体形态较完

整鱼体已发生一定程度的改变，尤其是占据高端消

食品安全标准及监督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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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市场的三文鱼、鳕鱼、金枪鱼等近年来一直处于

食品舆情的风口浪尖，其鱼种替代现象给市场造成

负面影响，也成为监管的难题。2010 年，FILONZI
等［5］分析了意大利市场采集的 69 份鱼类产品样品，

认 为 其 中 32% 标 签 与 实 际 鱼 种 不 符 ；2012 年 ，

CLINE 等［6］对美国华盛顿地区的三文鱼产品进行了

专项调查，发现其中 38% 商品标签与实际鱼种不

符。此外。国内消费者参与水产品质量监督的意

识也在迅速提高。2018 年 8 月，中国水产流通与加

工协会三文鱼分会颁布了国内第一个《生食三文

鱼》团体标准，将此前备受争议的虹鳟正式归类为

“三文鱼”。该标准引发舆论广泛关注，根据上海消

委会的调查显示，83. 6% 的受访者不接受将虹鳟鱼

归入三文鱼类别，认为“企业会借此误导消费者”［7］。

近年来，我国进口水产品贸易量总体维持高

位［8］：2020 年全国进口水产品 567. 86 万吨，合计

155. 65 亿美元［9］。水产品贸易是地处沿海的深圳

市对外贸易的重要组成部分［10］，也是深圳市民以及

辐射全国居民的民生消费重要组成部分。深圳市

售水产品种类繁多、销售渠道齐全，因此本研究选

取较有代表性的深圳各区域商超及网络电商平台

作为水产品（鱼类）样品采集点，着重分析覆盖消费

者和舆论关注热点所涉及主要样品种类的真实属

性情况，以期为消费者提供参考并为监管部门提供

决策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 1　材料

1. 1. 1　样品信息

选取深圳市各区域商品市场以及网络电商平

台等进行采样。样品包括预包装或散装切身鳕鱼

类（含银鳕鱼等）33 份、“三文鱼”类（含鲑鱼卵、虹鳟

等）50 份、金枪鱼类 8 份、比目鱼类 11 份、巴沙鱼 4 份

以 及 黄 花 鱼 、秋 刀 鱼 等 其 他 鱼 类 29 份 ，共 计

120 份。

1. 1. 2　试剂

核酸提取试剂盒（DNeasy Blood & Tissue Kit，德国

Qiagen 公司），DNA 聚合酶（TaKaRa Ex Taq，5 U/μL，
宝生物工程（大连）有限公司），DNA 分子量标记

（DL2000，宝生物工程（大连）有限公司），无水乙醇、

异丙醇（分析纯，西陇科学股份有限公司），DNA 测

序（生工生物工程（上海）有限公司）。

1. 2　方法

样品按照上述核酸提取试剂盒说明书提取

DNA，测定 DNA 浓度和纯度，-20 ℃ 保存。依据

《SN/T 5203—2020 鱼类物种鉴定基因条形码的检

测技术规范》，进行 PCR 扩增并电泳检测扩增效果。

PCR 反 应 体 系 ：10×PCR Buffer 2. 5 μL，dNTPs
（2. 5 mmol/L）1. 0/μL，TaKaRa Ex Taq DNA 聚合酶

（5 U/μL）0. 5 μL，引物（20 μmol/L）各 0. 25 μL，模板

DNA 1. 0 μL，用去离子水补足 25 μL。94 ℃预变性

2 min；然后 94 ℃、30 s，50 ℃、30 s，72 ℃、45 s，35 个循

环；72 ℃、10 min。扩增完成后，取 1 μL 扩增产物混

合 5 μL 6×溴酚蓝指示剂，使用 1. 5% 的琼脂糖凝

胶，8 V/cm 电泳 40 min，电泳后在凝胶成像系统中

观察电泳结果，挑选扩增成功且条带单一的产物送

测。涉及测序分析的，依据上述检测技术规范通过

查看测定序列的原始峰图判断有效序列。将符合

要求的序列与生物条形码数据系统（Barcoding of 
life data system，BOLD）系统（http：//www. boldsystems.
org）的序列进行比对。

2　结果

2. 1　样品 DNA 浓度与纯度

经电泳检测，所有样品均能够获得稳定、清晰

的目标扩增条带，样品 DNA 质量基本正常，获得模

板浓度在 100 ng/μL 以上；紫外分光光度计检测波

长 260、280 nm 处吸光度比值在 1. 8~2. 0 之间，满

足常规 PCR 反应要求。

2. 2　测定序列分析

PCR 扩增产物经生工生物工程（上海）有限公

司测序，所有 120 份样品均获得满意测序结果，拼

接后去除引物序列，在 BOLD 系统进行比对分析，

相似度均在 98% 以上，满足种属鉴定的要求。

2. 3　鉴定结果

本次调查共检测 120 样份，样品（商品名）包括

“鳕鱼”（含“银鳕鱼”、“真鳕”、“南极犬牙鱼”、“狭

鳕”、“黑鳕”、“北极鳕”）类、“三文鱼”（含“鲑鱼”、

“挪威峡湾鳟鱼”、“三文鱼”、“帝王鲑”）类、“金枪

鱼”（含“金枪鱼”、“白金枪”）类、“比目鱼”（含“鸦片

鱼”、“比目鱼”、“鲽鱼”）类和“巴沙鱼”（“低眼无齿

𩷶”、“巴沙”）类等其他鱼类。鉴定结果与商品名称

不一致、存在争议和配料标示不符的有 7 份，约占

抽检样品总数的 5. 83%。

编号 S1~S33 商品名称为“鳕鱼”或相似名称的

样品鉴定结果见表 1。其中 S11 配料表为“大西洋

鳕鱼”的样品和 S21 商品名称为“北极鳕”的样品比

对结果为太平洋鳕鱼（Gadus macrocephalus）；标签为

“黑鳕鱼”等的样品比对结果为裸盖鱼（Anoplopoma 

fimbria）。

编号 S34~S41 商品名称为“金枪鱼”或相似名

称的样品鉴定结果见表２。其中 S34 商品名称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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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枪”的样品比对结果为异鳞蛇鲭（Lepidocybium 

flavobrunneum）。

编号 S42~S91 商品名称为“三文鱼”、“鳟鱼”及

其产品等样品的鉴定结果见表 3。鉴定结果显示，

多份样品实际鱼种为大麻哈鱼属（Oncorhynchus）；

此外 S44、S45 的“挪威峡湾鳟鱼”以及 S46“大西洋

三 文 鱼 块 ”鉴 定 结 果 均 为 虹 鳟（Oncorhynchus 

mykiss）。

编号 S92~S120 的样品鉴定结果见表 4。S114-

116 以及 S119 样品商品名称均为“巴沙鱼”及其产

品等，“巴沙鱼”一般指湄公河流域的淡水𩷶科鱼

类 ，巴 沙 鱼（别 名 博 氏 巨 鲶/博 氏𩷶 鲶 ，Pangasius 

bocourti）和低眼无齿𩷶（Pangasianodon hypophthalmus）

均为该科常见食用种类。

2. 4　不符合情况分布

鳕鱼、金枪鱼和三文鱼均涉及食品掺假中的替

代方式，即以其他鱼种替代标签所述鱼种。S11 商

品标签为“大西洋真鳕鱼”（配料标示：大西洋真鳕

鱼），鉴定结果为太平洋鳕鱼（Gadus macrocephalus）。

大 西 洋 鳕 和 太 平 洋 鳕 同 为 鳕 科（Gadidae）鳕 属

（Gadus）的鱼类，鳕属鱼类别名“真鳕”，该属有太平

洋真鳕、大西洋真鳕和格陵兰真鳕三个种；S11 样品虽

然确属鳕鱼，但其商品名称、配料标示与实际鱼种不

符。S21 商品标签为“北极鱈”（配料标示：北极鱈），鉴

定结果为大西洋鳕鱼；北极鱈（Arctogadusglacialis）

为鳕科（Gadidae）极鳕属（Arctogadus）鱼类，与大西

洋鳕鱼非同属。S34 商品标签为“白金枪”（配料标

示 ：金 枪 鱼）的 样 品 ，鉴 定 结 果 为 异 鳞 蛇 鲭

（Lepidocybium flavobrunneum）。异鳞蛇鲭，中文俗称

油鱼、玉梭鱼、白玉豚，是辐鳍鱼纲鲈形目蛇鲭科

（Gempylidae）品种，鱼体油脂极其丰富，但此油脂无

法被人体吸收，食用后可导致腹泻、呕吐等消化道

症 状 。“ 白 金 枪 鱼 ”一 般 指 长 鳍 金 枪 鱼（Thunnus 

alalunga），长鳍金枪鱼属于辐鳍鱼纲鲈形目鲭科金

枪鱼属（Thunnus），体背蓝黑、腹部白色、因体内不含

铁质，鱼肉呈现淡粉色，非纯白，长鳍金枪鱼一般用

表  1　深圳市售水产品（“鳕鱼”）样品鉴定情况汇总

Table 1　Summary of abnormal identification of aquatic products (“cod”) samples sold in Shenzhen
样品编号

S1~S9
S10~S11
S12~S14
S15
S16~S18
S19~S20
S21
S22~S24
S25~S28
S29
S30~S33

商品名称

“银鳕鱼”

“真鳕”

“银鳕鱼”“南极犬牙鱼”

“阿拉斯加狭鳕”

“蟹味棒”“模拟蟹肉”等

“狭鳕”

“北极鳕整条原切”

“大西洋真鳕”

“真鳕鱼片”“挪威北极鳕”等

“速冻真鳕鱼切身”

“黑鳕鱼”等

配料表

银鳕鱼/南极犬牙鱼

真鳕鱼/大西洋真鳕

南极犬牙鱼 Dissostichus mawsoni
狭鳕鱼

鳕鱼/明太鱼

狭鳕/阿拉斯加狭鳕

北极鳕

大西洋真鳕鱼 Gadus morhua/Atiantic Cod
鳕鱼/大西洋真鳕鱼/北极鳕 Cod/ Gadus morhua

真鳕鱼 Gadus macrocephalus
黑鳕鱼 Sablefish/Anoplopoma fimbria

比对结果

小鳞犬牙南极鱼 Dissostichus eleginoides
太平洋鳕鱼 Gadus macrocephalus

鳞头犬牙南极鱼 Dissostichus mawsoni
黄线狭鳕 Gadus chalcogrammus
黄线狭鳕 Gadus chalcogrammus
黄线狭鳕 Gadus chalcogrammus

大西洋鳕鱼 Gadus morhua
大西洋鳕鱼 Gadus morhua
大西洋鳕鱼 Gadus morhua

太平洋鳕鱼 Gadus macrocephalus
裸盖鱼 Anoplopoma fimbria

表  2　深圳市售水产品（“金枪鱼”）样品鉴定情况汇总

Table 2　Summary of abnormal identification of aquatic products (“tunas”) samples sold in Shenzhen
样品编号

S34
S35~S36
S37
S38~S41

商品名称

“白金枪”

“大目金枪鱼”“蓝鳍大脂金枪鱼”

“盐水浸原块金枪鱼罐头”

“金枪鱼块”等

配料表

金枪鱼

金枪鱼

金枪鱼 Katsuwonus Pelamis
金枪鱼/黄鳍金枪鱼 Thunnus albacares

比对结果

异鳞蛇鲭 Lepidocybium flavobrunneum
蓝鳍金枪鱼 Thunnus thynnus

鲣 Katsuwonus Pelamis
黄鳍金枪鱼 Thunnus albacares

表  3　深圳市售水产品（“三文鱼”）样品鉴定情况汇总

Table 3　Summary of abnormal identification of aquatic products (“salmon”) samples sold in Shenzhen
样品编号

S42
S43
S44~S45
S46
S47~S54
S55~S62
S63~S67
S68~S78
S79~S85
S86~S88
S89
S90~S91

商品名称

“三文鱼切片”

“鲑鱼卵”

“挪威峡湾鳟鱼”

“大西洋三文鱼块”

“冰鲜三文鱼”等

“大西洋鲑鱼柳”“冷冻三文鱼”等

“挪威三文鱼”“欧式原味三文鱼”等

“三文鱼”“烟熏三文鱼等”

“智利三文鱼”等

“速冻三文鱼”“冰鲜三文鱼”等

“速冻烟熏三文鱼”

“新西兰帝王鲑”

配料表

三文鱼

鲑鱼卵

虹鳟

大西洋鲑鱼

大西洋鲑鱼/三文鱼

大西洋鲑鱼/三文鱼

大西洋鲑鱼

大西洋鲑鱼/三文鱼

大西洋鲑鱼/三文鱼

大西洋鲑鱼/三文鱼

三文鱼

大鳞大麻哈鱼（帝王鲑）

比对结果

银大麻哈鱼（银鲑）Oncorhynchus kisutch
驼背大麻哈鱼（粉鲑）Oncorhynchus gorbuscha

虹鳟 Oncorhynchus mykiss
虹鳟 Oncorhynchus mykiss
大西洋鲑鱼 Salmo salar
大西洋鲑鱼 Salmo salar
大西洋鲑鱼 Salmo salar
大西洋鲑鱼 Salmo salar
大西洋鲑鱼 Salmo salar
大西洋鲑鱼 Salmo salar

大麻哈鱼（秋鲑）oncorhynchus keta
大鳞大麻哈鱼（帝王鲑）oncorhynchus tshawytsch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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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制造金枪鱼罐头。S37 商品标签为“盐水浸原块

金枪鱼罐头”（配料标示：金枪鱼）的样品，鉴定结果

为鲣鱼（Katsuwonus Pelamis），为辐鳍鱼纲鲈形目鲭

科鲣属鱼类，也有分类方法认为其与金枪鱼属同属

“金枪鱼族”，商品名称和配料标示为“金枪鱼”在广

义和狭义上存在模棱两可的现象，但因为“族”目前

多用于植物系统分类，并非动物分类常规通用方

法，本文参考狭义分类方法暂将其列入“不符合”

项。S42 商品标签为“三文鱼切片”（配料标示：三文

鱼），鉴定结果为银大麻哈鱼（银鲑，Oncorhynchus 

kisutch），S46 商品标签为“大西洋三文鱼块”（配料

标示：大西洋鲑鱼），鉴定结果为虹鳟（Oncorhynchus 

mykiss），S89 商品标签为“速冻烟熏三文鱼”（配料标

示：三文鱼），鉴定结果为大麻哈鱼（Oncorhynchus 

keta）；银鲑、大麻哈鱼和虹鳟均为辐鳍鱼纲鲑形目

鲑科（Salmonidae）钩吻鲑属（Oncorhynchus）品种；从

拉丁文学名分类方式来看，传统狭义上的“三文鱼”

一般指大西洋鲑鱼（安大略鲑/安大略鳟，Salmo 

salar），为辐鳍鱼纲鲑形目鲑科（Salmonidae）鳟属

（Salmo）品种，而生存于太平洋水域的鲑鳟鱼则主要

为太平洋鲑属（同义学名：钩吻鲑属，Oncorhynchus）。

但从英文名称 Salmon 释义来看，“三文鱼”也可泛指

鲑科太平洋鲑属（钩吻鲑属）和鳟属的鱼类，因此各

种大麻哈鱼和虹鳟是否可归于“三文鱼”，在不同定

义范围下其归类结果也不同。本实验中，S43 商品

名称为“鲑鱼卵”（配料标示：鲑鱼卵），鉴定结果为

驼背大麻哈鱼（Oncorhynchus gorbuscha），确为鲑科

鱼类；S44~S45 商品名称为“挪威峡湾鳟鱼”（配料标

示：虹鳟），鉴定结果为虹鳟（Oncorhynchus mykiss）；

S43~S45 虽然从拉丁文系统分类看，不属于“三文

鱼”，但其商品名称和配料标示并未声称其为“三文

鱼”，标签更为准确。S92~S120 其它常见鱼类未见

明确不符合情况，可见，近缘鱼种替代现象多发生

于市场上售价较高的水产品种。

3　讨论

3. 1　市场零售水产品（鱼类）鱼种真实性和商品命

名现状分析

3. 1. 1　高档鱼类鱼种替代现象突出

本次调查中，29 份包含鲽形目、鲈形目、鲇形

目、颌针鱼目、鮟鱇目的鱼类样品的鉴定结果均与

商品标签基本相符。而鳕鱼、三文鱼、金枪鱼等均

出现替代问题。S34 异鳞蛇鲭一般做工业用，属低

价鱼类，在我国浙江、东海沿海地区 10 多元一斤。

新闻多次报道异鳞蛇鲭被当作各种高档鱼出售，如

鳕鱼［11］、大麻哈鱼、油甘鱼，而本次调查中则是作为

白金枪鱼。

3. 1. 2　鱼类商品名称不统一易引发消费困惑

相较于猪肉、牛肉、鸡肉等其他日常饮食中的动

物蛋白来源，鱼类的特点是种类繁多。根据联合国

粮食及农业组织（Food and Agriculture Organization 
of the United Nations，FAO）统计，2018 年世界渔获

2 221 种，养殖 622 种（含杂交），其中有鳍鱼类为主

要占比物种［12］。可食用鱼类的品种多、部分鱼种形

态近似以及各地对同种鱼的俗名不统一，极易造成

表  4　深圳市售水产品（其他）样品鉴定情况汇总

Table 4　Summary of abnormal identification of aquatic products (others) samples sold in Shenzhen
样品编号

S92
S93~S100
S101~S102
S103
S104
S105
S106~S107
S108
S109~S110
S111
S112
S113
S114~S116
S117
S118
S119
S120

商品名称

“鸦片鱼头”

“比目鱼”“格陵兰比目鱼”等

“黄金鲽鱼”

“香辣黄花鱼罐头”

“加勒比海大黄鱼”

“速冻野生石斑鱼”

“秋刀鱼”“秋刀鱼罐头（海捕）”

“金鲳鱼干”

“熟白鱼丸”

“海工坊蟹味棒”

“带鱼段”

“沙丁鱼罐头”

“巴沙鱼柳”“冷冻巴沙鱼柳”

“新西兰橙鲷鱼柳”

“青花鱼”

“火锅巴沙鱼片”

“新西兰安康鱼柳”

配料表

比目鱼头

格陵兰庸鲽/格陵兰比目鱼 Reinhardtius hippoglossoides
阿拉斯加黄金鲽鱼块/鲽鱼

黄花鱼

野生大黄鱼

石斑鱼（珊瑚斑）

秋刀鱼

金鲳鱼

金线鱼/深海金线鱼

金线鱼

带鱼 TrichiurusLepturus
沙丁鱼

巴沙鱼柳 Pangasius Hypophthalmus
橙鲷鱼 Orange Roughy

青花鱼 Someber Scombrus
巴沙鱼

安康鱼

比对结果

牙鲆 Paralichthys olivaceus
马舌鲽 Reinhardtius ippoglossoides

黄盖鲽 Limanda aspera
小黄鱼 Larimichthys polyactis

苏里南犬牙石首鱼 Cynoscion acoupa
珊瑚石斑鱼 Epinephelus corallicola

秋刀鱼 Cololabis saira
卵形鲳鲹 Trachinotus ovatus
金线鱼 Nemipterus virgatus
金线鱼 Nemipterus virgatus
高鳍带鱼 Trichiurus lepturus

鲱 Clupea harengus
低眼无齿𩷶 Pangasianodon hypophthalmus

大西洋胄胸鲷（橙鲷鱼）Hoplostethus atlanticus
大西洋鲭鱼 Scomber scombrus
巴沙鱼 Pangasius bocourti
安康鱼 Lophius litulon

表  5　深圳市售水产品（鱼类）标签与鉴定结果不符合情况

分布

Table 5　Distribution of inconformity between labels and 
identification results of aquatic products (fish) sold in Shenzhen

样品数量

不符合数量

不符合占比/%

鳕鱼

33
2
6.06

金枪鱼

8
2

25.00

三文鱼

50
3
6.00

其他

29
0
0.00

合计

120
7
5.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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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费者困惑。根据《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2011）第 4. 1. 2. 1，应在食品标签的醒目位

置，清晰地标示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专用名称；并

符合以下要求：当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标准

已规定了某食品的一个或几个名称时，应选用其中

一个，或等效的名称；无国家标准、行业标准或地方

标准规定的名称时，应使用不使消费者误解和混淆

的常用名称或者通俗名称。

本次调查中，S30~S33 商品名称均为“黑鳕鱼”，

但“黑鳕鱼”并非学名，作为俗名也没有确切依据证

明指向某一种鱼。仅从本次调查情况来看，市场上

商 品 名 称 为“ 黑 鳕 鱼 ”的 商 品 主 要 是 裸 盖 鱼

（Anoplopoma fimbria），其英文名称为 Sablefish，与鳕

形目鳕科物种亲缘关系较远（图 4），与“鳕鱼”的名

称关系不大。鉴于相关规定要求“属性真实”，二者

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分歧，也因此给予了不法分子

混淆消费者概念的空间。

3. 1. 3　“三文鱼”产品范畴界限存在争议

从本次调查结果来看，84% 的“三文鱼”样品

是传统意义上的三文鱼（大西洋鲑鱼）；10% 的“三

文鱼”产品属于欧美文化（英文词汇“salmon”所指

代）中的三文鱼（包含太平洋鲑属，如帝王鲑、银

鲑、粉鲑、秋鲑等），其中，所调查样品中有 6% 的

“三文鱼”来自虹鳟。传统狭义概念中的“三文鱼”

大西洋鲑鱼，一称安大略鳟，为辐鳍鱼纲鲑形目鲑

科鳟属物种；但虹鳟和秋鲑、银鲑等一样，也属于辐

鳍鱼纲鲑形目鲑科大麻哈鱼属（钩吻鲑属）；且其目

前已实现淡水人工养殖，食用风险和野生海水三文

鱼明显相异。“虹鳟鱼到底算不算三文鱼”这一问题

是 2018 年以来热度不减的食品安全争议问题。

2018 年 8 月，中国水产流通与加工协会三文鱼分

会颁布了国内第一个《生食三文鱼》团体标准，正式

将此前备受争议的虹鳟归类为“三文鱼”［13］，引发

市场关注。由于虹鳟是淡水养殖鱼类，存在较大的

寄生虫风险，据已有报道，虹鳟可感染 23 种原生生

物寄生虫和至少 169 种后生生物寄生虫［14-16］，且有

研究表明人工养殖的虹鳟鱼也会大量感染阔节裂

头绦虫（人兽共患）［17-19］但当前养殖虹鳟的药物残

留和寄生虫情况监测资料较为匮乏；而传统的“三

文鱼”常常用来制作刺身被生食，如将虹鳟列入“三

文鱼”范畴，生食有可能引入食品安全风险。因此，

民众普遍不认可虹鳟归属于“三文鱼”。由于虹鳟

已在消费者群体中有较大知名度，如能直接以其学

名为商品名称，既不会造成混淆，也不会存在消费

者认知盲区。

3. 2　市场零售水产品（鱼类）的监管对策建议

3. 2. 1　加强市场零售水产品的符合性监测

本次调查结果显示，市场零售水产品在鱼肉加

工制品和高价格鱼类等范畴存在不容忽视的鱼种

替代现象，应有针对性地对商超、农贸市场、网络电

商平台等不同销售渠道加强符合性监测，尽快建立

定期与不定期的水产品商品名称与鉴定物种之间

的符合性监测机制。目前，可用于检测鉴定食品掺

假或替代的技术手段主要有通过核酸开展鉴别的

经典 PCR 技术、实时定量荧光 PCR 技术、环介导等

温扩增技术、DNA 条形码技术等，通过成分化学键

或官能团开展鉴别的红外光谱技术、拉曼光谱技

注：A：长鳍金枪鱼 Thunnus alalunga；B：黄鳍金枪鱼 Thunnus 

albacares；C：鲣鱼 Katsuwonus Pelamis；D：蓝鳍金枪鱼 Thunnus 

thynnus；E：异鳞蛇鲭 Lepidocybium flavobrunneum

图  1　本实验“金枪鱼”类样品实际鱼种外观形态

Figure 1　The appearance of actual species of “tuna” samples 
in this experiment

注：A：大西洋鳕鱼 Gadus morhua；B：太平洋鳕鱼 Gadus 

macrocephalus；C：黄线狭鳕 Gadus chalcogrammus；D：鳞头犬牙南极

鱼 Dissostichus mawsoni；E：小鳞犬牙南极鱼 Dissostichus eleginoides；

F：裸盖鱼 Anoplopoma fimbria

图  2　本文“鳕鱼”类样品实际鱼种外观形态

Figure 2　The appearance of actual species of “cod” samples in 
this study

注：A：粉鲑（驼背大麻哈鱼）Oncorhynchus gorbuscha；B：大西洋鲑鱼 Salmo salar；C：秋鲑 oncorhynchus keta；D：大鳞大麻哈鱼（帝王鲑）

oncorhynchus tshawytscha；E：虹鳟 Oncorhynchus mykiss；F：银鲑 Oncorhynchus kisutch

图  3　本文“三文鱼”类样品实际鱼种外观形态

Figure 3　The appearance of actual species of “salmon” samples in thi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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术，通过代谢物开展鉴别的高效液相色谱法、色质

联用法等［1］，可根据不同产品特性，健全完善适用于

不同场景的符合性检测鉴定技术规范。

3. 2. 2　尽快建立健全食用鱼类商品名称和物种学

名之间的对应规范

鉴于食用鱼类目前存在的商品名称指代不清

晰的情况，而物种学名则具有唯一性的特点，建议

尽快梳理和建立二者之间的对应规范，可以《指南》

等形式发布并推广应用；结合《食品安全法（2021 年

修订版）》［20］和《预包装食品标签通则》（GB 7718—
2011）的要求，在商品标签上明确标注学名等确切

信息，达到反映食品真实属性的目的。

3. 2. 3　严格审核产品标签提升监管力度

加强产品标签的审核力度，增加审核频率，对

不符合要求、标识标注信息不完善、内容不清晰的

产品标签，及时要求整改；标签不合规情况严重的，

根据《食品标识管理规定（修订）》的相应处罚条款

予以处罚。除要求产品标签能够明确指向该食用

鱼类真实属性之外，还应当能够体现原产国和生产

厂商等溯源信息，确保追溯有效和责任承担。

3. 2. 4　建议细化、完善鲑鳟鱼相关标准

作为我国部分地区大力推广的淡水养殖鱼类，

虹鳟有其价格适中、产量可靠的优势，也是我国地

方经济的有力来源。为避免“虹鳟是三文鱼的冒充

品”舆论影响虹鳟养殖业的发展，建议大力宣传和

推广“虹鳟”为商品名称，而非依附于“三文鱼”的盛

名。将不适合生食的虹鳟单独制定养殖技术规范、

检测鉴定技术规范和相关鉴定标准，作为《生食三

文鱼》团体标准的有效补充，预计能够提升民众对

虹鳟本身的认可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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