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科技与发展·2025� 第4卷�第1期

31

动物检疫与畜产品质量安全

王须亮
河南省安阳市动物检疫站Ǔ河南Ǔ安阳Ǔ455000

摘Ȟ要：伴随着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人们的生活水平得以提升，对物质生活的追求也越来越高，文章对动物检

疫对畜产品质量安全的作用进行了详细分析与探究。通过一系列科学严谨的检测手段，有效预防和控制动物疫病的传

播，保障畜牧业健康发展。动物检疫包括对动物及其产品的病原学检查、免疫学诊断等，旨在及时发现并消除潜在的

安全隐患。同时，加强畜产品加工管理、完善安全管理体系、提高公众意识等措施也是提升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保

障。通过综合施策，可以有效保障畜产品的安全性和消费者的健康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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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动物检疫作为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和畜牧业健

康发展的基石，对于保障畜产品质量安全具有不可替代

的作用。随着全球化的加速和贸易往来的频繁，动物

及其产品的流通日益增多，动物疫病的防控形势愈发严

峻。因此，加强动物检疫工作，严格把控畜产品从生产

到消费的每一个环节，对于预防动物疫病传播、保障人

类食品安全、促进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1��动物检疫与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要性

在现代社会中，动物及其产品作为人类重要的食物

来源，其安全性直接关系到消费者的健康和生活质量。

第一，动物检疫是预防动物传染病传播的关键措施。动

物传染病不仅会对动物健康造成严重影响，还会通过食

物链传播给人类，引发公共卫生危机。例如，禽流感、

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就曾给畜牧业和人类健康带来

巨大威胁。通过严格的动物检疫，可以及时发现并隔离

患病动物，防止疫病扩散，从而保障人类和动物的健

康。第二，畜产品质量安全关乎消费者的生命安全和身

体健康。畜产品中可能含有各种有害物质，如细菌、病

毒、寄生虫、重金属、农药残留等[1]。这些有害物质如

果进入人体，会对人体健康造成严重危害，甚至引发疾

病。第三，动物检疫与畜产品质量安全还关系到社会稳

定和经济发展。如果畜产品质量安全得不到保障，消费者

可能会对畜产品市场失去信心，导致市场恐慌和混乱。这

不仅会影响畜牧业的健康发展，还会对整个社会经济造

成负面影响。因此，加强动物检疫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监

管，是维护社会稳定和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举措。

2��动物检疫主要方法

2.1  流行病学调查法
流行病学调查法主要是通过对动物疫病的发生、流

行及其影响因素进行调查和分析，以揭示疫病的流行规

律和防控措施的有效性。流行病学调查法包括多个环

节，首先是收集资料。这包括对当地和邻近地区过去和

现在的疫病情况进行全面了解，包括疫病的一般和特殊

症状、发病率、病死率和死亡数等信息，还要了解发病

动物的年龄、性别、品种、饲养管理条件以及疫病发生

的季节性等因素。在收集资料的基础上，流行病学调查

法还需要进行现场调查和观察。调查人员会前往疫病发

生的现场，对患病动物进行临床检查，观察其症状表

现，并采集相关样本进行实验室检测。除此之外，还会

对疫病的传播途径、传播媒介以及可能的感染源进行调

查和分析。通过流行病学调查法，可以初步判断疫病的

类型和可能的病因，为后续的疫病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流行病学调查法还可以对疫病的流行趋势进行预测，为

制定防控措施提供重要参考。

2.2  病理学检查法
病理学检查法通常包括尸体剖检和病理组织学检查

两种形式。尸体剖检是一种直观的检查方法，通过剖开

动物尸体，观察其内脏、器官等是否存在异常病变。这

种方法对于发现一些在临床上不易察觉的疫病具有重要

意义，如某些慢性疫病或隐性感染。在剖检过程中，检

疫人员会详细记录病变的部位、形态、大小等信息，并

采集相关样本进行进一步检测。另外，病理组织学检查

则更加深入和细致。它通过对动物组织进行切片、染色

等处理，然后在显微镜下观察其细微的病理变化。这种

方法可以揭示细胞、组织甚至器官层面的病变，对于确

诊一些复杂的疫病具有重要意义[2]。例如，在病毒性疫病

中，通过病理组织学检查可以观察到病毒在细胞内的增殖

和破坏作用，从而确诊疫病。病理学检查法在动物检疫中

具有很高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它不仅可以用于疫病的诊

断，还可以用于评估疫病的严重程度和预后，为制定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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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措施提供科学依据，还可以为疫病的流行病学调查提

供重要线索，有助于揭示疫病的传播途径和感染源。

2.3  病原学检查法
病原学检查法主要包括病料采集、病料处理、病原

体分离培养、鉴定与确认等多个步骤。首先，病料的采

集至关重要，它要求检疫人员根据疫病的疑似症状和

可能的感染部位，精准地选取具有代表性的组织、体液

或分泌物作为检测样本。采集过程中需严格遵守无菌操

作原则，以避免污染。随后，病料需经过适当处理，如

研磨、稀释、过滤等，以去除杂质并提取出病原体。接

着，利用特定的培养基和条件进行病原体的分离培养，

观察其生长特性，如菌落形态、颜色、生长速度等，初

步判断病原体的种类。通过生化试验、血清学试验、分

子生物学技术（如PCR、基因测序）等高级鉴定手段，可
以精确识别病原体的种类、亚型乃至毒力变异情况。这

些技术不仅提高了检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还能揭示病

原体的遗传特征，为疫病的深入研究和防控策略的优化

提供宝贵信息。病原学检查法的应用，不仅限于疫病的

即时诊断，还广泛应用于疫情的监测预警、疫苗效果的

评估、动物产品的安全性评价等多个领域。

2.4  免疫学诊断法
免疫学诊断法包括多种技术，如血清学试验、免疫

荧光技术、酶联免疫吸附试验（ELISA）、聚合酶链反应
（PCR）结合免疫学方法等。其中，血清学试验是最常
用的方法之一，它通过分析动物血清中的抗体水平来诊

断疫病。例如，通过凝集试验、沉淀试验或补体结合试

验，可以检测动物是否感染了特定病原体，或评估其免

疫状态。免疫荧光技术则利用荧光标记的抗体与抗原结

合后产生的荧光信号，直接在显微镜下观察病原体的分

布和形态，具有高度的特异性和敏感性。ELISA方法则通
过酶促反应放大抗原-抗体结合的信号，实现高通量、自
动化的检测，广泛应用于动物疫病的筛查和监测。随着

分子生物学技术的发展，PCR结合免疫学方法逐渐成为免
疫学诊断的新趋势。这种方法不仅可以直接检测病原体

核酸，还能通过免疫学手段进一步确认病原体的存在，

提高了诊断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免疫学诊断法的优点在

于其高度的特异性和敏感性，能够早期发现感染，为疫

病的及时防控提供关键信息。

3��提高畜产品质量安全的对策与建议

3.1  加强动物疫病的监测与预警
（1）建立健全动物疫病监测网络。这一网络应包括

省、地（市）、县四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以及动

物诊疗机构、科研院所等多方力量，形成覆盖广泛、反

应迅速的监测体系。各级机构应各司其职，共同协作，

确保监测工作的全面性和及时性。（2）制定并严格执
行动物疫病监测计划。国家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会同相

关部门，根据动物疫病的流行特点、危害程度及防控需

求，制定年度国家动物疫病监测计划。各级地方人民政

府则应根据国家计划，结合本地实际情况，科学布局、

合理设置监测点，制定并实施本行政区域的动物疫病监

测计划。（3）在监测过程中，应注重运用先进的检测技
术和方法，提高监测的准确性和敏感性。同时，加强监

测数据的收集、分析和利用，及时发现疫情苗头，为预

警和防控提供科学依据。（4）预警机制的建立是加强
动物疫病监测与预警的重要环节。各级人民政府应根据

动物疫情监测信息，结合疫情发生、发展规律和特点，

对疫情的传播风险、危害程度等进行认真评估，及时发

出预警信息，应制定应急预案，明确应急响应措施和程

序，确保在疫情发生时能够迅速、有效地进行处置。

3.2  加强对畜产品加工的管理
（1）建立健全畜产品加工企业的质量管理体系。企

业应依据国家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制定完善的内部质

量控制流程和操作规范。这包括原料采购、生产加工、

储存运输、产品检验等各个环节，确保每一步都符合安

全要求。（2）加强对畜产品加工过程中的卫生控制。企
业应定期对生产环境、设备和工具进行清洁和消毒，防

止微生物污染。同时员工应接受专业的卫生培训，穿戴

符合卫生要求的服装，执行严格的个人卫生措施。（3）
在原料采购方面，企业应建立严格的供应商审核制度，

确保所采购的原料来自健康、无疫病的动物，并附有合

法的检疫证明。除此之外，原料在进厂前应进行质量检

测和安全性评估，以剔除不合格品。对于加工过程中的

添加剂和辅料，企业应严格遵守国家相关标准和规定，

确保其使用合法、安全、有效。同时建立添加剂使用记

录制度，便于追溯和监管。（4）在产品检验方面，企业
应设立独立的检验机构或委托第三方检测机构，对加工

后的畜产品进行严格的质量检验和安全评估。这包括感

官检查、理化指标检测、微生物检测等多个方面，以确

保产品符合国家标准和消费者期望。

3.3  完善畜产品安全管理体系
完善畜产品安全管理体系需要从多个维度进行深

入，以确保畜产品从生产到消费的每一个环节都能得到

有效监管。相关部门应依据国际标准和国内实际情况，

不断完善畜产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各方责任，

规范市场行为，建立严格的处罚机制，对违法违规行

为进行严厉打击，形成有效的法律震慑。另外，应加大



农业科技与发展·2025� 第4卷�第1期

33

对畜产品安全监管的投入，提升监管人员的专业素养和

执法能力。通过培训、考核等方式，确保监管人员能够

熟练掌握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准确判断畜产品的安全

性，加强监管设备的更新和维护，提高检测技术的准确

性和效率。在畜产品安全管理体系中，还应注重风险管

理和预警机制的建立[3]。通过对畜产品生产和流通环节的

全面分析，识别潜在的安全风险，制定针对性的防控措

施，建立快速响应机制，一旦发生安全问题，能够迅速

启动应急预案，及时采取措施，防止事态扩大。除此之

外，加强信息公开和公众参与也是完善畜产品安全管理

体系的重要方面。政府应定期发布畜产品安全信息，提

高透明度，让消费者了解畜产品的安全状况，鼓励公众

参与畜产品安全监督，通过举报、投诉等方式，为政府

提供线索，共同维护畜产品安全。最后，加强国际合作

与交流也是完善畜产品安全管理体系的重要途径。通过

与国际组织和其他国家的合作，学习借鉴先进的管理经

验和技术手段，提升我国畜产品安全管理的整体水平。

3.4  加大宣传力度，提高公众意识
3.4.1  普及畜产品安全知识
通过媒体、网络、社区讲座等多种形式，向公众普

及畜产品安全知识，包括如何识别安全畜产品、了解畜

产品加工过程中的安全标准、学习正确的储存和烹饪方

法等。这些知识能够帮助消费者在购买和食用畜产品时

做出明智的选择，减少食品安全风险。

3.4.2  揭示畜产品安全风险
及时揭露和报道畜产品领域的安全风险事件，如非

法添加、假冒伪劣、过期销售等，引起公众的关注和警

觉。同时，通过案例分析，让公众了解这些风险事件的

危害和后果，增强他们的自我保护意识。

3.4.3  倡导健康消费观念
引导公众树立健康的消费观念，倡导绿色、有机、

无污染的畜产品消费。通过宣传健康饮食的重要性，提

高公众对高品质畜产品的需求，从而推动畜牧业向更加

环保、可持续的方向发展。同时，鼓励公众选择正规渠

道购买畜产品，避免购买来源不明的产品。

3.4.4  建立公众参与机制
建立公众参与畜产品安全监督的机制，如设立举报

奖励制度、开展食品安全志愿者活动等，鼓励公众积极

参与畜产品安全的监督和管理。通过公众的参与，不仅

可以提高畜产品安全监管的效率和覆盖面，还能增强公

众对食品安全管理的信任和支持。在实施这些宣传策略

时，应注重信息的准确性和科学性，避免误导公众。同

时，要关注不同年龄段、不同文化背景的公众需求，采

用多样化的宣传方式和手段，确保宣传效果的最大化。

企业和社会组织应形成合力，共同推动畜产品安全宣传

工作的深入开展，为构建安全、健康、和谐的畜产品消

费环境贡献力量。

结语

总之，动物检疫是维护畜产品质量安全的一道坚固

防线，它不仅关乎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更直接关联到

公众的健康福祉。通过实施科学、全面的动物检疫措

施，能够有效阻断动物疫病的传播路径，确保畜产品从源

头到餐桌的每一步都安全可靠。未来，动物检疫工作还需

不断创新和完善，以更高标准、更严要求守护畜产品质

量安全，为构建和谐社会、增进人民福祉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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