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钓中的 

休药期问题 

近两年来，随着人们生活节奏的加快和 

农村产业结构的不断调整，以垂钓业为代表 

的休闲渔业得到了迅猛发展。在经济较为发 

达的沿海地区，通过池塘改造手段人工建设 

的各类垂钓乐园等像雨后春笋般涌现，无论 

是垂钓基础设施、规模档次等硬件建设，还是 

餐饮服务等软件配套都有很大改善，垂钓、餐 

饮、观光、游乐一条龙，改善了垂钓的自然条 

件。休闲垂钓业的发展 ，有力地促进了渔业产 

业链的延伸，对于垂钓经营者来说，缩短 了产 

销周期，加快了资金周转 ，实现了第一产业与 

第三产业的有机结合与链接 ，拓展 了渔业增 

收致富渠道，在创造良好经济效益和社会效 

益的同时，也符合当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的时代要求。 

在肯定休闲垂钓业发挥上述积极作用的 

同时，有一个问题同样值得众多钓友和垂钓 

经营者来共同关注，这就是垂钓场所使用渔 

药的休药期 (也称停药期 )问题。 

休药期的具体含义是指最后停止给药日 

至水产品作为食品上市出售的最短时间。国 

家对此早有明确而具体的规定。2003年 3月 

1日起施行的 《兽药标签和说明书管理办 

法 》(农业部第 22号令 )第六条 “外包装标 

签必须注明休药期”；2003年 7月 24日农业 

部颁布的 《水产养殖质量安全管理规定》第 

十六条 “使用药物的养殖水产品在休药期限 

内不得用于人类食品消费”；2004年11月 1 

日起国务院施行的新修订的 《兽药管理条 

例》第四十条也明确规定：“应当确保动物及 

其产品在用药、休药期内不被用于食品消 

费”。但实际上。无论是垂钓经营者还是垂钓 

者自己，往往都无视或忽略这一点 ，甚至出现 

头天刚用完渔药 ，第二天就开始迎客垂钓的 

现象，休药期规定形同虚设。笔者从一个专业 

技术人员的角度来观察和剖析 ，主要有以下 

三方面的客观事实： 

首先，从垂钓经营者的角度来看 ，由于大 

多兼具养殖者的双重角色 ，为了保证鱼体外 

表的美观，迎合垂钓者的唯美心理，以保持心 

目中理想的售价，对可能有损外表的鱼类寄 

生虫病和可能造成鱼体表出血症状的出血病 

产品出口形势喜人。 

6、水产品市场价格稳中回落 

随着气温逐渐升高，蔬菜上市数量不断 

增加，蔬菜价格呈全面下降趋势(北京市价 

格监测中心有关报道 )，带动了水产品市场 

价格下滑。 

据对全国60家水产品批发市场价格运 

行情况统计 ，一季度水产品市场交易综合平 

均价格 l3．14元 ／kg，与上年同期基本持平。 

其中，海水产品综合平均价格 23．7元 ／kg，同 

比上涨2％；淡水产品综合平均价格 9．58元 

／kg，同比下降 2．5％；成交量同比上涨 27％。 

三、存在的主要问题 

1、渔业发展空间缩小，渔民 “失海”现象 

日趋严重 

近几年 ，各地大力实施 “港 口兴县 

(市 )，工业兴县(市 )”，制约了养殖渔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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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产。沿海个别省扩大和新建了一些港口，导 

致海水养殖面积被迫缩减；内陆个别省扩大 

工业占地，导致内陆养殖面积有缩减态势。 

2、渔业生产成本加大，渔民增收困难 

l—4月份，一些省反映渔业生产资料价 

格上涨幅度较大。生产成本的涨幅高于水产 

品价格的涨幅，渔民增收步履艰难。 

3、养殖病害依然比较严重 

受去年台风影响，今年 l—4月份沿海等 

省养殖病害有上升趋势。海水养殖品种经常 

发生病毒病 、细菌等疫情。水产养殖生物病害 

防治任务加重。 

四、建议 

1、建立 自然灾害预警防范体系，力争把 

自然灾害造成的经济损失降为最低。 

2、研究探讨改善养殖环境，保障养殖业 

的可持续性发展的解决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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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都会使用杀虫或灭菌药物来进行早期预 

防，加上水体中鱼的规格与密度较大，相对于 

普通养殖塘口而言，用药时间相对提早，用药 

次数与频率增多，用药总量相对较多。 

其次，由于垂钓的特殊性，一些垂钓者 

对所钓到的小规格或种类不合心意的鱼重 

新放生 ，但重获新生的鱼类因钓钩伤 口又容 

易发生感染，疾病发生的概率较常规养殖鱼 

塘要高 ，特别是在温度较高的情况下，于是 

部分垂钓经营者同样采用药物来进行防和 

治。 

再次，对于钓到的渔获物，绝大多数为垂 

钓者 自己消费，少部分送给各自的亲朋好友， 

很少有上市出售的。如果说有餐饮配套的话， 

当时就可能被宰杀加工，端上餐桌成为垂钓 

者的盘中餐。殊不知，时间间隔越短，食用这 

样的鱼对垂钓者 自身的身体健康损害越大， 

俗话说 “是药三分毒”，是不无道理的。也许 

有的垂钓者会认为，自古到今从没听说或遇 

见过吃过钓的鱼以后会死人或因此住医院， 

不错，它不会像平常食用不洁蔬菜那样，出现 

很明显的中毒或发病症状，它对人体的损害 

往往是隐性的、累积性的。 

不论是杀虫药还是灭菌药、内服药都具 

有一定的毒性，也都有一定的残留期。按照 

《兽药管理条例》规定，通过GMP认证的合 

格兽药生产企业所生产的产品，一般来说，常 

用杀虫药的休药期为500度日 (温度×天 

数)，也即水温在 10"C时的休药期为50d，水 

温在2O℃时的休药期为25d，以此类推⋯⋯ 

而如果要达到无公害水产品的标准与要求 ， 

按 照 无 公 害 食 品 渔 用 药 物 使 用 准 则 

(NY5071)规定，应确保上市水产 品的药物 

残 留量 符合 2002年 9月 1日起实 施的 

NY5070规定。漂白粉的休药期≥5d，二氧化 

氯、三氯异氰尿酸、二氯异氰尿酸钠等≥10d。 

有鉴于此，相关各方都应采取各项应对 

措施 ： 

l、作为垂钓经营者来说 ，首要的一点是 

应在水体水质、饲料投喂、养殖密度等相关环 

节进行科学养殖与管理，只有从源头上减少 

鱼病发生的几率，才能减少用药次数和控制 

用药总量。如果塘口数量较多，可以采用轮流 

用药的方法。其次在防病治病的药物选用上， 

选择优质高效 、低毒低残留的药物品种，对症 

下药，剂量严格按照规定使用，不随意加大用 

量，同时少用化学药物，大力提倡使用光合细 

菌等微生态制剂或中草药，像日常生活中的 

大蒜、生姜、韭菜等对预防和治疗肠炎病有很 

好的疗效。第三，对已使用药物的垂钓水体， 

应该在醒目位置设置提示牌 ，履行如实告知 

义务，诚实守信 ，自律经营，这不仅是对垂钓 

者的健康负责，也是垂钓经营者自身可持续 

长远发展的需要。一句简单的提示语，带给人 
一 种温馨的感觉，体现出的不仅是一种人文 

关怀，更是铸就品牌和塑造自身形象的一个 

最好举措，是任何广告所无法比拟的。 

2、作为行业行政监管部门来说 ，应当加 

强对休闲垂钓行业的业务指导与管理，并且 

制订出台相应的管理规定，工商、渔业 、环保 

等部门应通力协作 ，垂钓者加大监督检查力 

度。对于出现的违规行为，在进行说服教育 

的基础上 ，可以根据 《兽药管理条例》第六 

十三条规定 “销售在用药期 、休药期内的动 

物及其产品用于食品消费的 ，没收违法所 

得，并处 3万元以上 lO万元以下罚款”，对 

垂钓经营者进行经济处罚，体现出法律的严 

肃性。 

3、作为垂钓者自身来说 ，应该切实维护 

自身的合法权益免受侵犯，尤其是健康权不 

受侵害。垂钓的最大益处就在于调节身心，陶 

冶性情，提高审美情趣，这也是垂钓活动的出 

发点与归宿点，试想如果获取的渔获物有损 

自身身体健康，不是与原先强身健体的宗旨 

背道而驰吗?健康毕竟是第一位的，垂钓者应 

逐步树立绿色垂钓的理念。就 目前来说，因食 

用渔获物对身体造成损害的，垂钓者可依据 

《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的相关规定，要求垂钓 

经营者承担相应的民事赔偿责任。 

(通联：2l560o．江苏省张家港市江南大 

厦 六 楼 水 产 技 术 指 导 站 电 话 ： 

0512-580061 l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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