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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为深化河　鱼的食用安全管理 ,通过一起因河　鱼 (Takifugu)行政执法而引发的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案件 ,

对今后我国河　鱼的卫生监管工作提出了 ,在加强监管的基础上 ,有条件开禁河　鱼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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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03 年 5 月 3 日 ,南通市卫生监督所接群众举

报 ,依法对辖区某海鲜行 (以下简称海鲜行) 实施监

督检查 ,发现海鲜行有经营河　鱼行为 ,遂当场发出

保存证据通知书 ,将其经营的鲜河　鱼 170 条、冰冻

河　鱼 12 条 ,合计 182 条作为证据予以登记保存 ,

并于案发当日立案对海鲜行经营河　鱼行为展开进

一步调查。在案件调查终结后 ,组织人员对本案进

行合议 ,合议做出没收销毁鲜河　鱼、罚款人民币

15 000元的卫生行政处罚建议。收到行政处罚事先

告知书后 ,海鲜行业主向卫生部门递交了陈述书 ,辩

称“不是故意销售有毒的鱼货”,且认为其销售行为

是受“电视台误导”。本着对人民群众食品卫生安全

高度负责的精神和对当事人陈述申辩高度重视的态

度 ,卫生监督员对该案进行了二次合议 ,按照处罚与

教育相结合的原则 ,6 月 17 日南通市卫生局对海鲜

行做出了没收销毁鲜河　鱼 170 条、冰冻河　鱼 12

条、罚款人民币8 000元的行政处罚决定。

2003 年 7 月 5 日 ,海鲜行业主向江苏省卫生厅

提出复议申请 ,除一些程序性的问题外 ,申请人认为

申请人经营的小巴鱼不是河　鱼 ,巴鱼销售现象普

遍 ,一些地方电视台甚至中央电视台都介绍过小巴

鱼肉质鲜美 ,市场前景看好 ,鼓励养殖。《中华名菜

谱》中也介绍了一道名菜巴肺汤 ,就是用巴鱼作原

料。此外 ,市场信息报等报纸也专门推荐养殖河　

鱼的食用。不仅南通 ,江、浙、沪多个水产品批发市

场都在大量销售该鱼。

2003 年 7 月 18 日 ,被申请人南通市卫生局在对

海鲜行业主复议答复中指出。关于河　鱼的名称叫

法我国各地并不是一致的 ,《长江鱼类》一书中指出 ,

河　鱼也称之为艇鲅鱼、气泡鱼[1 ]
;我国鱼类学家伍

汉霖先生在其编著的《中国有毒鱼类和药用鱼类》记

载 :“　毒鱼类是指　形目中其内脏含有河豚毒素的

一群鱼类 , 科各属鱼类因体形似‘豚’,常在河口捕

到 ,故江、浙一带叫河　 ,广东叫乖鱼或鸡抱 ,广西叫

龟鱼 ,河北叫蜡头 ,福建称街鱼 ,山东称艇巴[2 ] ”。陈

炳卿主编的高等医药卫生院校教材《营养与食品卫

生学》中称河　为鲢巴鱼[3 ] 。《辽宁动物志·鱼类》上

则称之为廷巴鱼、面廷巴[4 ] 。因而尽管申请人将其

经营的河　鱼称之为巴鱼 ,但这并不影响被申请人

对其经营河　鱼事实的实质认定。申请人列举的相

关媒体、菜谱中关于利用河　鱼的信息报道不能代

替国家的法律、行政法规。

《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下称《食品卫生

法》)第 9 条第 2 项明确规定 :禁止生产经营含有毒、

有害物质或者被有毒、有害物质污染 ,可能对人体健

康有害的食品。卫生部《水产品卫生管理办法》第 3

条第 2 项规定 ,河　鱼有剧毒 ,不得流入市场。据

此 ,被申请人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第

42 条的规定 ,对海鲜行生产经营禁止生产经营食品

的行为实施行政处罚 ,依据充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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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3 年 8 月 21 日 ,江苏省卫生厅做出行政复议

决定 ,认为申请人经营河　鱼属实 ,依法应当查处。

被申请人对该案的调查处理事实清楚 ,程序合法 ,适

用法律并无不当决定维持被申请人南通市卫生局做

出的行政处罚决定。

2003 年 9 月 8 日 ,海鲜行业主向人民法院提起

行政诉讼 : (1)原告经营的是巴鱼 ,而不是被告所认

定的河　鱼。(2) 对能否经营巴鱼、河　鱼 ,原告并

不知情 ,管理部门未尽到通知、教育和管理的职责。

(3)被告实施处罚的依据不足 ,《水产品卫生管理办

法》系 1990 年颁布 ,该规章制定的依据是《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卫生法 (试行)》,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食

品卫生法 (试行)》已经废止 ,皮之不存 ,毛将焉附 ?

因而该行政规章已经失效。且该规章制定时的背景

是市场上以销售毒性大的野生河　为主 ,当时尚无

低毒养殖河　 ,而今已发生了情势变更。

南通市卫生局接到人民法院的行政诉讼应诉通

知后 ,就经营河　鱼是否合法的内容做出答辩 :国家

各级卫生行政部门历来明令禁止经营河　鱼 ,且《水

产品卫生管理办法》并未失效。

除了《食品卫生法》、《水产品卫生管理办法》的

相关规定外 ,1997 年卫生部又发文明确规定[5 ]
:“严

禁鲜河豚鱼在宾馆、饭店、酒家作为餐桌菜肴”。“河

豚鱼有剧毒 ,在国家对安全利用河豚鱼资料的科学

研究尚未取得结论性意见之前 ,必须严格执行卫生

部颁布的《水产品卫生管理办法》,河豚鱼不得流入

市场”。“各地卫生行政部门对生产经营鲜河豚鱼

的 ,必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第 9 条

第 2 项、第 10 项 ,第 42 条和《水产品卫生管理办法》

的有关规定予以惩处”。1999 年卫生部再次要

求[6 ] :“各级卫生部门要积极配合水产部门 ,严格规

范河豚鱼捕捞、收购、存放、调运、加工等规程 ,防止

河豚鱼流入市场”。江苏省卫生厅也针对本省河　

鱼食物中毒高发的实际 ,分别于 2000 年 4 月和 2003

年 3 月发文[7 ,8 ]
,明令禁止加工、生产、经营、销售和

食用河　鱼。南通市卫生局、工商局多次联合发出

《关于加强河豚鱼等水产品卫生管理的通告》,张贴

在各农贸市场、水产品批发市场。2003 年 4 月南通

市卫生局又在地方报纸、电视等媒体上刊登《关于禁

止加工销售河豚鱼的通告》,要求“任何单位和个人

不得经营和加工鲜河豚鱼”。

进入诉讼程序后 ,原被告双方对原告所经营的

鱼是否是河　鱼认识不一 ,原告认为是巴鱼 ,而被告

则举证说明原告经营的是河　鱼 ,这一问题成为本

案调查的重点。法院邀请 3 名水产专家对标的物实

施了鉴定 ,专家一致认为 ,原告及其诉讼代理人声称

的所谓巴鱼 ,就是河　鱼。

在二次开庭审理之前 ,原告撤诉。并于撤诉后

第 3 日履行了南通市卫生局对其做出的罚款处罚决

定 ,至此结案。

河　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每年上半年是河　鱼

销售的旺季 ,旺季时河　鱼的销售额约占一些饭店

总收入的 70 %左右 ,所以很少有店主愿意不经营河

鱼的。河　鱼的销售源头 —农贸市场更是生意兴

隆 ,在某些地方已到了公开销售的地步。不同品种

的河　都有销售 ,暂养的、海水养殖的、“野生的”(即

野生种苗培育成的)应有尽有。禁者年年禁 ,食者年

年吃 ,有人还把河　鱼作为招待贵客的上等佳肴 ,

更有一些基层市县已将河　鱼作为招商引资的一大

品牌。面对如此大的市场需求和消费氛围 ,政府部

门的禁食令效力几何不难想象。一个不争的事实是

卫生部门的此类执法越来越难。即使是在一些卫生

监督执法比较严格的沿江地区 ,为了规避处罚 ,经营

者不是收敛违禁经营河　鱼行为 ,而是在河　鱼的

名称上大做文章 ,“小巴鱼”的称谓就是一例。

1993 年国家卫生部卫生监督司指定食品卫生

监督检验所组织有条件的省、市开展河　鱼卫生管

理与开发利用的科学研究 ,同时严禁任何单位擅自

开展试食试验或经营河　鱼。10 多年来 ,不少沿江

沿海城市的试点单位瞄准河　鱼的“隐性”消费群

体 ,致力于河　鱼的人工养殖和控毒。相继有一些

河　鱼养殖的系列标准通过省部级评审鉴定。一批

试点养殖单位已初具规模 ,并且在河　鱼的控毒健

康养殖技术、快速检测工作方面取得了新进展 ,商标

注册、连锁经营、防伪识别等方面也很有特色。随着

河　鱼养殖、繁殖、控毒技术的新突破 ,养殖的规模、

种类也不断增加 ,江苏、山东、河北、辽宁、福建等地

养殖已向产业化迈进 ,海水红鳍东方　、淡水暗纹东

方　远销日本、韩国等。

人的生命权与健康权始终是第一位的 ,严格执

行卫生法律法规是卫生执法部门应尽的法定责任和

义务。但如果法律法规不能够跟上社会时代的生

活 ,过于滞后 ,那么 ,作为基层的执法者在实际操作

这部法律时就会遇上很大困难 ,其法律效能也会大

大降低。就禁食河　而言 ,硬堵不行 ,仅凭目前全国

的卫生监督执法力量 ,即使其它事都不干 ,要彻底管

好如此庞大的“隐性”消费市场 ,也非易事。由于每

年大量的河　鱼在沿海沿江城市被非法消费掉 ,这

客观上形成了一个法律明令禁止与市场极度宽容的

矛盾 ,河　美味以及实际巨大的市场与含毒禁食是

摆在卫生部门面前的一个难解的“结”。在大力提倡

卫生行政执法必须充分体现为经济建设服务、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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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群众健康服务的今天 ,卫生监督应当如何面对“河

现象”? 既要确保食用河　的绝对安全 ,又要尽可

能地满足广大消费者的需求 ,有条件开禁无疑是今

后的方向。

河　鱼的有条件开放 ,卫生监督适度有序是

关键。

首先应整顿和规范河　经营市场。任何未经批

准的河　鱼经营活动都是违法的 ,坚决打击经营非

经权威部门检测合格的河　鱼的行为是卫生部门常

抓不懈的工作 ,应加大执法力度 ,防止发生河　鱼食

物中毒 ;对消费者加大宣传的力度 ,告知如何正确识

别有毒河　的有关知识。

其次是根据卫生部决定的河　鱼试食试验范

围 ,确定准食鱼种和鱼源基地。河　鱼试食点基地

必须建立自己的专职厨师队伍 ,实行一条龙服务。

河　专职厨师必须经严格的河　知识的培训 ,通过

对河　的储存、暂养、宰杀、烹饪、废弃物处理的理论

和安全操作的考试 ,经过一年以上时间的实习 ,并经

有关部门联合考核合格后发放资格证书。还要联合

农渔水产部门 ,敦促各养殖基地树立品牌意识 ,要求

所经营的河　必须有防伪标识 ,并制定出安全的销

售规则。有条件的饭店必须经卫生部门的特别审查

批准 ,领到特许证后方可加工销售河　。

第三 ,执法部门应提高现场执法的科技含量 ,采

用 ELISA 快速检测试剂盒[9 ]等科技手段对河　鱼河

豚毒素 (TTX) 含量实施现场快速测定 ,增加执法的

可信度 ,做到让经营者和消费者心服口服。

让养殖河　合法地走进市场 ,仅仅依靠卫生部

门一家尚不能解决问题 ,首先现行的《食品卫生法》

没有修改 ,从法律的角度看野生河　和养殖河　都

在“禁令”之列 ,但一些通过了科技验收鉴定的低毒

养殖河　鱼品种 ,可从《科技成果推广法》得到法律

救济 ,还可作为科技成果加以推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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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科学家进行的食品对健康影响的研究和食品卫生检测方法的研究以令人吃惊的速度前进 ,而由广大

生产、加工者操作的食品在卫生方面的进步相比较而言是缓慢的 ,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 ,这给发达国家建立

贸易壁垒提供了绝好的条件。2006 年 1 月 1 日起 ,欧盟开始实行新的食品卫生法规 ,2006 年 5 月 30 日起日

本正式实施新食品卫生法“肯定列表”制度。欧盟和日本是我国重要的食品贸易出口国 ,新法规的实施对我

国有较大的影响。本期我们刊登了“日本肯定列表制度及其农药残留限量标准”,下期将刊登“欧盟新食品

法规与应对分析”,两篇文章详细介绍两个法规的有关内容。怨天尤人是没有用的 ,有用的是迎头赶上 ,积

极应对。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编委会的副主任委员陈君石研究员于 2005 年当选中国工程院院士 ,这是食品安全

领域的首位院士 ,《中国食品卫生杂志》编辑部向陈君石院士表示诚挚的祝贺。

2006 年来到了 ,我们编辑部的全体同志祝关心支持我们的新老读者、作者、审稿人和编委以及各级领导

新春好 ! 恳请您们在新的一年里继续关心我们 ,帮助我们 ,支持我们 ,使我们在新的一年里能有新的进步。

谢谢大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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