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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兽医工作中动物检疫的现状与优化措施探寻

杨红梅*

克什克腾旗经棚镇综合保障和技术推广中心� 内蒙古� 赤峰� 024000

摘� 要：我国畜牧业在国家支持下蓬勃发展，在此基础上，我国的畜牧相关副产品也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出

于产品安全性考虑，与此相关的检疫工作也备受全社会关注。在工作时畜牧兽医要提高对动物及其相关产品的检疫工

作水平，及时发现存有疫病的动物与动物相关产品，时刻防止疫检不合格的畜牧相关产品流入人民群众的手中。畜牧

兽医检疫人员在工作中的不良表现会使有疫病的产品流入社会，很可能造成传染类疾病的大规模暴发，使国家与人民

群众经济利益受到损失，甚至会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因此，畜牧兽医要时刻在工作中保持警惕性，重视

检疫工作的切实落实。本文整理妥当的防疫措施，希望能为许多有关畜产业者提供工作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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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为了做好疫情防控管理，我国在野生动物管理上给予了强化管理。除了完善野生动物保护法，还要把好畜牧业动

物检疫这一关，确保家禽健康、食品安全，避免因疫情给养殖户带来经济损失，遏制劣质肉类流入市场。目前，我国

畜牧兽医工作中动物检疫方面还存在很多问题，急需有效解决。

1� 畜牧兽医工作中动物检疫的现状

����动物检疫监管不到位

我国关于动物检疫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但在实际落实到基层的过程中，存在监管不到位的现象>��。我国畜牧业

主要在农村或偏远山区，多数在地广人稀的地方，给动物检疫监管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庞大的畜牧业有大量的检疫工

作，动物检疫耗时耗力，有些牧民为了提高检疫效率，缩减动物检疫流程，不检、漏检现象频发，导致不合格肉类流

入市场，威胁人民健康。动物检疫监管部门多，责任划分不明确，导致各职能部门之间互相推诿，无法保证动物检疫

监管到位。

����畜牧和兽医技能不高

基层全体职工的专业素质应进一步提高。基层地区的高工作压力提供了广泛的工作范围和有限的工作时间。员工

很难花更多的时间研究专业技能、检疫和检验技术，结果员工的专业技能越来越差，无法与时俱进。在动物检疫操作

中，有些动物表面看似正常，但实际上处于发热疾病或潜伏期。如果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进行诊断，则可能错过最合

适的预防和控制时期，将导致疾病的传播。

����信息化水平低

很多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畜牧养殖自动化，但是国内畜牧业产业由于受到种种原因的影响，还不能实现自动化养

殖，检疫设备引进比较少，技术与国外也有差距，无法进行智能化的信息采集，这与畜牧业快速发展的背景不相适

应，特别是在偏远地区动物检疫设备缺乏，技术人员不足，力量有限，无法全面开展检疫工作，动物检疫期间产生的

大量数据信息不能及时收集处理和充分利用，更不能上报，导致无法及时对动物疫情进行预警和处理，各部门之间衔

接不到位也导致检疫工作效率低。

����动物检疫先进专业知识不足

在对动物传染病进行相关检查时，畜牧兽医是执行工作的主体，畜牧兽医所掌握的专业知识会对检疫工作产生直

接影响。畜牧兽医参与到实际工作之前，学校可以学到的动物检疫专业知识不足以开展有关动物检疫的工作。此外，

畜牧兽医在进入工作岗位后有更多的机会接触到更加贴近实际的专业性动物检疫知识，但基层一线岗位工作比较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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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且一线工位岗位要求畜牧兽医具备更强的实际工作契合能力而不是单纯具有理论知识。院校中的动物检疫系课程

因教材编印等原因，多已不再适应目前实际工作的需要，且课程教员资源也无法满足教学要求，教学时间不足以让学

生充分掌握专业知识，导致院校毕业学生步入实际工作岗位时，发现自身的动物检疫专业知识无法适应工作需要。国

内外相当多的先进检疫理念需要配合先进的检疫仪器，即使暂时对理论知识有所了解，也无法将先进的知识切实落实

到实际工作中，导致畜牧动物检疫专业知识无法应用到检疫工作中。

2� 提高动物传染病检查实效性方法

����以动物检疫专业知识为基础

为使动物检疫专业知识不足的问题得到有效解决，首先需要加强专业院校的知识体系。虽然国内各畜牧检疫单位

在实际工作中所遇到的问题有所差别，但基于畜牧检疫单位以向人民群众提供优质安全的畜牧产品的共同理念，各畜

牧检疫单位还是希望有掌握先进动物检疫专业知识的人才加入其中。原有的畜牧动物检疫单位工作人员也需要定期参

加专业知识培训，系统地学习掌握可以在基层工作中进行实际应用的先进动物检疫专业知识，进而得以开拓出全新的

基层检疫工作的新局面>��。

����完善全面检疫体系

要想提高畜牧业检疫工作的质量，就要完善体系建设，要使畜牧兽医的检验体系与实际需求相配套，能够规范开

展和有序开展，各级部门要共同签署责任声明，确保动物产地检疫工作能够高效开展，通过建立责任制使工作能够

顺利开展，对各地区的检疫证书服务，认真评估，确保不会乱发结业证书，从而保障畜牧产品的质量安全。无论是生

产还是销售，都应该按照标准进行检疫工作，在屠宰环节更要严格执行检疫工作制度，通过多部门联合开展工作，促

进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的执行，要做好登记工作，避免出现病菌传播的情况，这一制度要执行严格，需要全方位配合。

动物屠宰前要在指定区域隔离��K，检疫人员要提前��K就到厂核查动物检疫证明等资料，然后才能进入屠宰场进行处

理。不同地区不同种类的动物要采用针对性的检疫方案，才能使检疫工作高效开展。动物检疫工作一定要落实责任，

督促相关人员不断提升技术水平，从而全面提高检疫工作的工作质量>��。

����提高对动物检疫的认识并实施分类管理

动物检疫措施的培养是非常必要的，当在兽医工作中检疫动物时，应按照相关规定对检疫进行标准化，了解牲畜

和禽类免疫力的有效期，并应不断更新和升级牲畜和禽类标签。提高农场对动物检疫的认识也特别重要。目前，仍

然有一些农民在逃避检疫，原因是农民缺乏动物检疫意识。有关部门要监督农民，指导农民按时对牲畜和禽类进行检

疫。提高农民对动物检疫技术的认识和热情，鼓励所有农民自觉从事动物检疫工作。动物检疫操作与以下因素有关：

首先，涉及牲畜和兽医。畜牧兽医必须具有一定的专业水平才能进行动物检疫；第二，要加强对屠宰场的监督。必须

对屠宰场的畜禽状况进行彻底的监督，并从源头上预防疾病暴发>��。

����引进动物检疫先进技术

加强人才建设，特别要支持和鼓励年轻的畜牧兽医工作人员，不断地提升自我，锻炼畜牧兽医的防疫技能，

提高专业水平和技术能力，建立起一支具备较强动物防疫能力和良好素质的基层畜牧兽医防疫队伍。对于现有的

兽医工作人员要结合实际的工作现状和工作需求，组织和开展相关的培训与再教育活动，加大对基层畜牧兽医防

疫工作人员的培训力度，不断的扩充基层畜牧兽医的动物防疫人才团队。通过选拔等方式，结合有效的培训会

议、专题讲座等，发展基层畜牧兽医动物防疫人员更好的专业技能和业务素养，增强基层畜牧兽医动物防疫工作

的综合成效>��。

����开展有效的畜牧动物相关产品检疫工作

目前，在畜产行业兽医卫生事业上，解决新型畜产野生动物及其相关副产品的安全检疫工作无法全方面开展的严

重问题。我国各地区的畜产动物检验检疫单位除了在网络与新媒体上对我国畜产动物数量的行业展示和宣传，基层畜

产野生动物及其产品相关产业产品实验检疫管理业务的重要性成果外，还将畜产动物兽医表示，应重视提高我国各地

区的畜产动物检验检疫单位在进行动物及其相关产品检验检疫工作中实际应用的业务水平。开展畜产动物检疫征集大

会、畜牧歌谣合唱、食品健康安全演讲等，培养基层小规模畜产农家和个体畜产农家协助提升养殖与野生动物与其相

关的副产品配合工作人员进行检疫工作的意识，加强畜牧产业动物与其相关副产品的检疫工作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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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结束语

综上所述，动物检疫是确保畜牧业向市场提供优质肉类的重要环节，需要畜牧兽医在工作中引起重视。针对性分

析畜牧兽医工作中动物检疫的现状，提出相应优化措施，提高畜牧兽医动物防疫工作的综合水平，保证畜牧业的稳健

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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