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五章:
第二部分 -
采后用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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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学目标
• 了解收获和收获后活动所需的水质

• 识别水被污染的途径

• 描述交叉污染和渗透

• 了解使用抗菌产品的目的，包括消毒
剂

• 描述在采后活动中维持和监控水质的
措施

• 确定适当记录和监控水质所需的记录

• 描述采后用水不符合微生物标准时应
采取的纠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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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关注采后用水？

• 不能消除农田里所有的食品安全风险

• 采后水有广泛传播污染的潜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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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种类的采后用水
• 润洗/清洗

• 商品的移动
(例如, 倾倒水箱/水槽)

• 冷却

• 制冰

• 采后杀菌剂和蜡

• 洗手

• 清洁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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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后用水的管理
• 水

– 必须了解初始水质和预计用途

– 如果水需要处理，水与处理如何相互作用

• 抗菌产品，包括消毒剂
– 在水中加入消毒剂并不是为了清洗农产品，而
是为了防止交叉污染

– 必须标示以供预期使用，例如在水中或与水果
和蔬菜接触

– 有许多消毒剂可供选择，包括有机产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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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叉感染

• 病原体可能通过其他农产品、非农产品材料进入
或附着在收获容器、水、食物接触面或其他地方

• 任何与农产品接触的东西都可能导致交叉污染，
包括：
– 工人的手
– 工人的衣服
– 农场品容器
– 包装桌子，传送带
– 水
– 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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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收用水和采后用水的水质标准

• 以下用途的用水，每一百毫升
样品中不能检测到大肠杆菌

– 收获期间或者收获后与农产品直接

接触

– 直接接触会与食品接触的表面

– 制冰的水

– 洗手的水

• 未经处理的地表水不得用
于这些用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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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于采后使用的未经处理的地下水
和公共供水水源的检测要求是什么?

水源 检测要求

未处理的
地下水

一个生长季节内或者一年以内
需要检测4次或以上

第一年以后每年都需要检测至
少1次

公共供水 保留测试结果或者当前的合格
证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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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循环水
• 每100毫升的水中不能检测出大肠杆菌

• FSMA农产品安全法规没有要求对水处理

• 除菌产品，比如消毒剂，可以作为一种普遍
推荐的良好农业实践
– 可以减少微生物(生物膜)在设备和食品接触面的聚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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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环水和分批水Batch water
• 在开始使用时，每100毫升的水中不能检测出

大肠杆菌，且在整个使用过程中保证水质安全
和足够的消毒

• 不要求对水进行处理，但可以用来保持水质和
减少交叉污染的风险

• 任何在水中使用的抗菌产品，必须能与水果和
蔬菜一起使用

• 必须建立一个时间表以定期更换batch water；
或建立一个方法以减少有机物质在水中积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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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水质变数

• 开始使用时的水质
– 每100毫升水中无检测出的大肠杆菌

• 酸碱值pH
– 会影响抗菌处理的效果

• 温度
– 必须检测温度以尽量减少潜在的渗透infiltration

• 浑浊度
– 可以用来管理换水时间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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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PH值
• 水的pH值会影响消毒剂的

功效，特别是氯

• 监测PH值的方法有很多

– 例如, pH测试纸, 手持式酸碱计, 和滴定仪

• 加入氯和其他消毒剂可能会改变水的PH值
– 必须监测水处理

– 应该根据需要调整pH值保证在最佳pH值范围内，
以便有效地使用杀菌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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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度

• 农产品和储罐水之间的温差有可能导致渗透

– 如果储罐(采后)水被污染，病原体会随着渗透的
水进入农产品，造成食品安全隐患

– 必须监测温度，以尽量减少潜在的渗透风险

• 温度也会影响抗菌产品的功效，包括消毒剂

如果采后水温过高且pH值过低，有毒的氯

气可能会“散出”，对工人的健康造成危
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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易感农产品入渗风险研究背景

• 浸水深度越深，接触时间越长，入渗越深

• 受伤或碰伤的水果有更大的渗透风险

• 当农产品的温度高于罐内的水温时，渗透风
险可能会更高

照片显示，有色
染料从水中通过
渗透进入农产品
的果肉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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浑浊度

• 浑浊度可以用来指示什么时候应该换水
– 监控你的水况，当达到设定的限度时换水

• 监测浑浊度的方法
– 浊度计, Secchi disk 法

• 浑浊的水会降低处理效果
– 需要添加更多的消毒剂来维持效果

– 浑浊度可能影响消毒剂的准确性和PH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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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时候应该换水?
• 必须对采后用水进行管理，包括在必要时
更换水

• 换水的时间表应该考虑:
– 有机物质(土壤、树叶、腐烂或坏掉的农产品)
– 浊度测量值

– 农产品的量

– 农产品类型

– 生产流程及操作条件

– 抗菌产品类型

– 设备类型 §



63

处理用过的水
• 清洗或冷却农产品所产生的废水必须妥善处
理，以免成为新鲜农产品和种植新鲜农产品
的田地的污染源

• 如果没有连接到下水道，洗

手池应该有接收废水的洗手盆

• 检查州，本地和环境保护局

关于将水排入下水道，沥滤田

地和地表水的规定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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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择抗菌产品，包括消毒剂

• 含氯消毒液时常用的
– 价格实惠，且容易买到

– 易腐蚀，反应性强

• 许多不含氯的其他化学用剂
– 臭氧，过氧乙酸，过氧化氢等

• 有机配方
– Tsunami, Spectrum, Sanidate, VigorOx 15 F&V, 等
– 检查有机认证

• 必须标明可以用于新鲜农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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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阅读并遵照说明书

• 使用产品时只能用作说明书上的用途
– 直接用于农产品 或者用于与农产品接触的物体表面

• 应该使用正确的抗菌产品数量(ppm或者其他计量
方式)

• 了解影响有效性的因素
– 温度, pH, 光照, 和如何被有机物影响

遵照说明书使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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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测抗菌处理，包括消毒剂水平

• 每种杀菌剂都有特定的方法来监测其水平

– 使用正确的监控工具

– 可能是自动的或手动的

• 任何水处理，包括消毒剂的使

用，都必须在处理时进行监控

• 如有疑问，应与供应商联系

• 监测可以包括诸如氧化还原电位传感器(ORP)
等工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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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采后用水标准操作程序的例子

• 监测并添加抗菌产品

• 监测并修改PH值
• 监测水和农产品的温度

• 监测浑浊度和改变/添加水

• 校准温度计和传感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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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纠正措施的例子

• 监测表明，水的卫生程序不起作用/不
合格

–抗菌处理低于有效水平

–杀菌剂的使用速度比预期的要快

– pH值读数不正确

• 工人报告问题

• 监测和记录表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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记录
• 帮助记录所有的水管理活动

– 水质检测、抗菌产品的使用、监测和纠正措
施

• 允许管理层看到监视的实践正在完成并正常
运作

– 监测消毒剂的浓度、pH值、浑浊度、水的变
化等。

• 确定模式/趋势，以确定最佳方法或出现问题
的时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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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 采后用水管理可以帮助防止小的污染事件演变成
大的污染事件

• 对于收获和采后使用，只使用那些每100毫升的水
样中没有可检测到的普通大肠杆菌的水

• 考虑在采后用水中添加杀菌剂

• 制定水管理关键步骤的标准操作规程

• 监控影响水和任何杀菌剂的关键变量，以确保采
后水质

• 必要时采取纠正措施

• 保持详细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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