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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屠宰检疫重点疾病及处理措施

崔漓波
辽阳市农业综合行政执法队 辽宁 辽阳 111000

摘� 要：生猪作为我国肉类消费的主要来源，其质量安全直接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生猪

屠宰检疫作为确保猪肉质量安全的重要屏障，在预防和控制重点疾病传播、保障公共卫生安全方面发挥着积极作用。

然而，生猪重点疾病种类繁多，病原体复杂多变，传播途径多样，给检疫工作带来了严峻挑战。为有效应对这一挑

战，亟需深入分析生猪重点疾病的流行特点，探索先进的检疫诊断技术，优化现有的疾病处置措施，并积极借鉴现代

科技成果，创新疾病防控模式。本文将围绕生猪屠宰检疫重点疾病这一主题，从疾病筛查与诊断、处置措施、防控新

思路三个维度进行深入剖析，以期为提升我国生猪屠宰检疫水平、保障猪肉质量安全提供有益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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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在生猪养殖过程中，由于饲养环境、饲料来

源、运输条件等多种因素的影响，生猪可能会感染各种

疾病，这些疾病不仅种类繁多，而且传播迅速，一旦防

控不力，将会造成疫情的爆发和流行。例如，口蹄疫、

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等疾病，不仅具有高传染性和

高致病性，而且能够通过猪肉制品的传播，对人类健康

造成严重危害。此外，随着国际贸易的日益频繁，外来

疫病的传入风险也在不断增加，这进一步加剧了生猪屠

宰检疫工作的复杂性和艰巨性。因此，深入研究生猪屠

宰检疫中的重点疾病及其处理措施，对于有效防控疫病

传播、保障猪肉产品质量安全具有重要意义。

1 重点疾病筛查与诊断 *

1.1  高致病性疾病
生猪屠宰检疫中高致病性疾病的筛查与诊断主要针

对口蹄疫和猪瘟等疾病。检疫人员首先通过临床观察，

重点关注生猪是否出现发热（体温 ≥ 41℃）、水疱、流
涎等可疑症状。一旦发现疑似病例，必须立即隔离并采

集上皮组织等样本进行抗原检测。同时，检疫人员还需

详细记录发病率、致死率等流行病学数据，为判断疫情

严重程度提供依据。宰后检查时，要系统观察胴体有无

出血斑、水疱等特异性病变。对于初筛阳性个体，需采

用病毒分离、RT-PCR等实验室检测方法进一步确诊。值
得注意的是，口蹄疫等疾病在潜伏期也具有传染性，因

此还需做好同群生猪的监测与风险评估工作[1]。

1.2  人畜共患病
猪链球菌病和旋毛虫病是生猪屠宰检疫中需重点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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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的人畜共患病。猪链球菌病的主要症状包括高热（体

温可达41-43℃）、关节肿胀、跛行、食欲减退等，可
并发心内膜炎、脑膜炎等。旋毛虫病则表现为间歇性腹

痛、腹泻、消瘦、贫血等，粪便中可见成熟的虫节。诊

断时，首先应详细了解养殖场的流行病学情况，并进行

全面的临床检查，重点观察有无关节肿胀、跛行等症

状，以及粪便中是否存在虫节。其次，应采集相关病料

如关节液、脑脊液、血液等进行细菌培养和镜检，通过

分离培养链球菌或镜检见弓形幼虫来确诊。此外，血清

学检测如补体结合试验、ELISA等也是重要的辅助诊断方
法。综合以上流行病学调查、临床表现、实验室检测结

果，可明确诊断猪链球菌病和旋毛虫病，为后续的防控

措施提供依据。

1.3  影响产品质量的疾病
影响生猪产品质量的重点疾病如蓝耳病和猪伪狂犬

病等，需要在屠宰检疫环节进行严格筛查和诊断。首

先，对生猪进行临床检查，重点观察是否存在蓝耳病引

起的皮肤紫斑、耳廓发绀、四肢关节肿胀等典型症状，

以及猪伪狂犬病引起的生长缓慢、被毛粗糙、后躯瘫痪

等特征。同时，结合流行病学调查，了解生猪来源地疫

病流行情况，判断是否来自疫区。此外，还需采集相关

病料，如扁桃体、淋巴结等，送实验室进行病原学检

测，通过PCR、病毒分离等方法明确诊断。必要时，可对
可疑病例进行免疫组化染色，以鉴别诊断[2]。只有经过系

统全面的临床检查、流行病学调查和实验室检测，才能

准确判断生猪是否感染蓝耳病、猪伪狂犬病等影响产品

质量的疾病。

2 生猪屠宰检疫中重点疾病的处理措施

2.1  检疫前的预防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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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屠宰检疫中重点疾病的预防与控制措施应从养

殖源头抓起，贯穿生猪饲养、运输等各个环节。在养殖

场层面，免疫接种是预防疫病传入与流行的重要手段。

养殖场应严格按照免疫程序，对仔猪、保育猪、育肥猪

等不同阶段实施口蹄疫、猪瘟等疫苗的免疫接种，并做

好免疫档案记录。研究表明，规范免疫可使口蹄疫、猪

瘟的群体抵抗力提高80%以上。同时，养殖场还应加强
日常管理，做好场区消毒、饲养密度控制、废弃物处理

等，为阻断疫病传播创造有利条件。在生猪运输环节，

严格的车辆清洗消毒、运输检疫证明核查等措施必不可

少。运输工具进出养殖场前，应彻底清洗并使用有效消

毒剂进行消毒，运输车辆的消毒合格率须达到100%。
此外，生猪装运前，应核实检疫证明，确保生猪来源合

法、健康，并尽量缩短运输时间，降低运输应激引发疫

病传播的风险。综上所述，只有养殖场和运输环节形成

闭环管理，层层设防，才能从源头遏制重点疾病的发生

与传入，为后续屠宰检疫奠定坚实基础。

2.2  检疫过程中的鉴别与处置
生猪屠宰检疫过程中的疾病鉴别与处置贯穿屠宰全

流程，是确保猪肉产品质量安全的重中之重。首先，检

疫人员需对每头生猪进行细致入微的宏观检查，重点

关注猪只的神经症状、呼吸道症状、消化道症状等，以

初步判断是否存在口蹄疫、猪瘟、蓝耳病等重点疫病。

一旦发现可疑个体，必须立即隔离，并进行病理解剖和

实验室检测。病理解剖时，要全面观察皮下组织、淋巴

结、内脏器官等部位的病变情况，并采集病变部位样

本。此外，针对口蹄疫、猪瘟等高致病性疫病，应同时

采集血液、上皮组织等样本，以提高检出率。随后，样

本须送至实验室进行病毒分离、血清学检测、核酸检测

等多项指标检测，综合判定疾病种类。实验室检测结果

一经确认为阳性，就需立即启动应急处置预案。对确诊

病猪及同群猪实施就地扑杀、无害化处理，同时对污染

环境进行彻底消毒，切断疾病传播途径[3]。此外，还需及

时上报疫情，配合疫情溯源和流行病学调查，为疫病的

区域防控提供依据。可见，完善的检疫流程、高效的实

验室检测、严格的疫病处置，是从源头守住猪肉质量安

全防线的关键所在。

2.3  检疫后的监测与追溯
生猪屠宰检疫后的监测与追溯是防控疫病扩散、保

障公共卫生安全的重要举措。首先，屠宰企业应建立完

善的疫情信息报告制度，明确疫情报告的时限、程序和

责任人。一旦在屠宰检疫中发现可疑或确诊病例 ,须在
规定时间内向当地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不得瞒

报、漏报或谎报。同时，疫情信息还应纳入国家动物

疫病监测与流行病学调查信息系统，为疫情分析与预警

提供数据支撑。其次，一旦暴发重大动物疫情，应在第

一时间开展流行病学调查与疫情溯源工作。流行病学调

查需全面收集疫情发生的时间、地点、感染源、传播途

径等信息，并进行系统分析，查找疫情暴发的原因，制

定有针对性的防控策略。疫情溯源则要以问题产品为起

点，严格按照"一步一档"的要求，对其来源、加工、运
输、销售等环节逐一追溯，直至找到疫情的源头，并采

取控制措施，切断传播链条。最后，日常的屠宰场卫生

防疫管理也不可或缺。屠宰场应严格执行清洗消毒制

度，对进出人员、车辆进行严格管控，防止污染源传

入。此外，还应加强从业人员的卫生防疫意识，定期开

展培训教育，提高自我保护能力。只有多管齐下，构建"检
疫－监测－追溯－管理"的全链条防控体系，才能最大限
度控制疫病传播，守护猪肉品质安全，保障消费者健康。

3 生猪屠宰检疫重点疾病防控的新思路与新技术

3.1  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智能检疫系统
基于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的智能检疫系统利用先进的

计算机视觉、机器学习和深度学习算法，对生猪屠宰过

程中产生的海量图像、视频等数据进行实时分析和处

理。通过高清摄像头和热成像仪采集生猪体表和内脏的

细致影像，再结合声学和气味传感器的数据，可以全

面且自动地识别出各种疾病的早期症状，检出率高达

98.7%，远超人工检疫的准确性。同时，智能检疫系统还
建立了一个庞大而精准的疾病图像数据库，其中包含超

过10万张经动物疫病学专家标注的病理图片，并基于此
海量数据训练出了性能卓越的深度学习疾病识别模型。

更值得一提的是，该系统在实际应用中展现出极高的准

确性，误判率仅为0.2%，大大降低了因人为失误导致的
漏检风险。此外，系统还能根据检疫结果自动生成详细

而规范的检疫报告，供监管部门和屠宰企业参考使用。

同时，借助大数据分析技术，该系统可快速溯源疫情来

源，将传统人工排查需要5天以上的任务缩短到1天以
内，极大提升了疫病防控的时效性。综上所述，基于大

数据和人工智能技术的智能检疫系统通过多模态数据融

合和深度学习算法，在提高检疫效率、保障食品安全、

控制动物疫情等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是当前生猪屠

宰检疫领域的一项颠覆性创新技术[4]。

3.2  快速、便携式检测技术的应用
在生猪屠宰检疫中，快速、便携式检测技术的应用

日益广泛。这些技术主要包括免疫层析快速检测和基于

核酸扩增的分子诊断技术。免疫层析快速检测法操作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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便、无需专业设备，只需10～15分钟即可得到结果，灵
敏度可达到90%以上。目前已开发出禽流感、口蹄疫等多
种检测试纸条，为现场快速筛查提供了有力工具。而基

于核酸扩增的便携式分子诊断设备，如环介导等温扩增

技术（LAMP）和重组酶聚合酶扩增技术（RPA），可在
1小时内完成从样品处理到结果判读的全过程，特异性高
达99%以上。这些设备体积小巧，可通过电池供电，适合
在屠宰现场使用。例如，某研究团队开发的一款RPA设
备，重量仅为600克，灵敏度可达到100copies/reaction，
与实验室PCR检测结果的符合率高达98.5%。除了病原
体检测，便携式设备在肉品安全和质量快检方面也大有

作为。譬如利用近红外光谱技术，可快速测定肉品的水

分、脂肪和蛋白质含量，检测时间从传统的数小时缩短

至2分钟以内，准确率达到95%以上。总之，快速、便携
式检测技术凭借其高效、灵活、准确的特点，极大地提

升了生猪屠宰检疫的现场快检能力，为确保产品质量安

全和疫病及时控制提供了重要保障。

3.3  区块链技术在生猪屠宰检疫可追溯性中的潜力
区块链技术以其去中心化、不可篡改、可追溯等特

性，在生猪屠宰检疫可追溯性方面展现出巨大潜力。通

过将屠宰、检疫等关键环节的数据上链，区块链系统能

够实现"从农场到餐桌"的全流程信息透明和可信追溯。
一方面，区块链分布式账本能够确保数据的真实性和一

致性，杜绝了传统集中式系统中数据造假、信息不对称

等问题。例如，将检疫合格证、药残检测报告等关键信

息上链存证，可供监管部门和消费者随时核验，从而提

高了检疫工作的公信力。另一方面，基于区块链构建的

可追溯系统能够实现供应链各环节间的数据互联互通和

实时共享，这不仅能够促进信息流通，提升协同效率，

还可借助智能合约等技术实现自动化业务协同和异常预

警，进一步强化质量安全管控[5]。值得一提的是，区块链

天然的不可篡改性和时间戳机制，为事后责任追溯和取

证提供了可信依据。一旦出现疫情事故，系统可快速定

位问题产品的流向，溯源关键节点，最大限度控制危害

范围，维护公共卫生安全。总之，区块链技术与生猪屠

宰检疫可追溯性的深度融合，有望推动"透明猪肉"计划的
落地实施，重塑行业信任机制，为保障食品安全、促进

生猪产业健康发展注入新动能。

3.4  “一健康”理念下检疫工作的拓展与协同
“一健康”理念下，生猪屠宰检疫工作的拓展与协

同成为疫病防控的新思路。具体而言，这一理念强调人

类健康、动物健康和生态环境健康的相互关联和协同治

理。在屠宰检疫环节，检疫工作不再局限于对病死猪的

剔除和对可疑病例的诊断，而是延伸至产品质量、药物

残留、环境污染等更广泛的领域。同时，检疫部门需要

与养殖场、运输部门、环保机构等形成联动，构建"产-
运-宰-销"全链条监管体系。例如，通过建立统一的电子
出证和信息共享平台，实现从养殖环节的免疫、用药记

录，到运输过程的洗消、消毒情况，再到屠宰加工的检

疫、检测数据的全流程可追溯，形成多部门协同的风险

预警和快速反应机制，这种"大检疫"观念的转变，有助于
从源头遏制重大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的发生与传播。

此外,"一健康"理念还要求检疫人员拓展专业知识和技
能，深入分析疫病发生的社会经济根源，主动开展针对

性的健康教育和卫生宣传，提高公众的疫病防范意识。

总之，在"一健康"框架下，生猪屠宰检疫工作必须与公共
卫生、食品安全、生态文明建设等紧密结合，调动各方

力量，统筹人畜环境的健康福祉，这是应对当前复杂多

变的疫病形势的必由之路。

结束语

综上所述，生猪屠宰检疫在保障猪肉质量安全、维

护公共卫生安全方面肩负着重大责任。面对日益复杂的

疫病防控形势，传统的检疫模式已难以完全适应新的挑

战。因此，检疫工作必须与时俱进，积极拥抱新理念、

新技术，不断拓展视野和能力边界。智能检疫系统、快

速检测技术、区块链等现代科技成果的应用，为提升检

疫效率和精准度、强化全程可追溯性管理开辟了广阔前

景。而"一健康"理念的深入贯彻，则要求检疫部门打破部
门藩篱，加强与各相关主体的协同联动，构建全链条、

多维度的疫病防控体系。可以预见，随着新思路、新技

术的不断深化应用，生猪屠宰检疫必将迎来转型升级的

新局面，为守护国民"舌尖上的安全"筑起一道更加坚实的
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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