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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畜禽产品产量和消费量在世界上均名

列前茅。按正常年份的 2017年计算全年肉类总产

量为 8 546.8万 t。其中，牛饲养量 1.59 亿头，牛肉

产量 726 万 t；猪饲养 11.2 亿头，猪肉产量 5 340

万 t；羊饲养量 6.09 亿头，羊肉产量 468 万 t；禽饲

养量 182.73 亿只，禽肉产量 1 897 万 t，禽蛋产量

3 070 万 t，牛奶产量 3 545 万 t。年末生猪存栏

43 325万头，生猪出栏 68 861万头[1]。

内蒙古具有土地肥沃、草原广袤、空气清新、环

境优良等自然资源特点，有发展农牧产业的明显优

势：畜牧养殖业和农畜产品加工业已成为内蒙古的

支柱产业之一。2019年内蒙古自治区“三品一标”用

标企业 1 000多家，产品总数达到 3 600多个，总

产量 1 400多万 t[2]，部分绿色有机农畜产品已进入

国内高端消费市场。未来的养殖行业将按照畜禽良

种化、生产集约化、养殖设施化、防疫制度化、病死

畜禽无害化、粪便生物加工化、生态友好化、产品市

场化、动物标识芯片化、质量可追溯的可持续健康

发展模式。将畜禽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管理的路径由

政府管理向社会治理的方向转型，真正形成企业、

政府、消费者和社会等共同参与、各司其职的社会

共治格局，从根本上解决“相对有限的政府监管能

力和相对无限的监管对象”之间的矛盾。解决生产

主体行为不当，不执行或不严格执行已有的法律法

规、技术规范和标准体系等人源性因素造成的畜禽

产品质量安全问题[3]。

我国于 2002年开始在兽药生产管理上实施了

《兽药生产质量管理规范 (good manufacture prac-

tice，简称 GMP)》，于 2010年开始在兽药经营管理上

实施了《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good supply prac-

tice，简称 GSP）》，这 2项法规在规范兽药生产和经

营领域的秩序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兽药

使用环节，我国至今还没有出台《兽药使用质量管

理规范(good useage practice，简称 GUP)》, 这个环

节直接关系着畜禽产品质量安全和人民餐桌食品

安全，意义非同小可！2018年 8月，从黑龙江一个拥

有 7.3头规模养猪场出现非洲猪瘟疫情，该疫情横

扫中国 32个省，全国各地共暴发 143多起，扑杀生

猪 116 万头[3]，暴露出来养殖环节存在不规范管理

的缺陷。参考农业部畜禽标准化示范场管理办法

（试行）(农办牧[2011]6号) [4-5]，就规模养殖企业的科

学管理规范问题研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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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机构与人员

规模养殖企业应建立自己的生产、疫病防治和

质量管理机构，有明确的岗位责任制；管理人员和

技术人员应具有畜牧兽医、动物营养、医学、药学或

相关专业的学历背景。直接从事养殖生产的工作人

员应具有高中以上文化程度并经过岗位技术培训。

质量部门负责人应熟悉国家有关畜牧法、动物

防疫法、兽药管理及兽药 GSP、伪劣兽药识别等相

关法律法规和技术知识。

企业应制定年度培训计划，对从业职工进行岗

位职责及工作技能的培训与考核，并将培训考核材

料纳入员工档案。

养殖企业每年应委托医院对所有员工进行健

康检查，杜绝患有传染病的员工从事养殖业的工

作，体检报告纳入员工健康档案。

2 场房与设施

1）畜禽养殖场应选址于干燥、地势较高、交通

便利、背风向阳、且排水良好的地方。养殖用水充

足、水质良好，周边 5 kg之内无大型化工厂、造纸

厂、采矿厂、垃圾处理场或其他污染源，无有毒有害

气体、灰尘、烟雾及其他污染。养殖场应远离居民居

住区、公共场所、学校和交通主干道；养殖场周围应

有围墙或防疫沟，并建立绿化隔离带；为防止疫病

传播，范围 10 km之内无其他同类型的养殖场。畜

禽养殖场应便于饲草料的运输、便于畜禽污染物的

转移和处理、便于采取防疫措施和病死动物的无害

化处理。养殖场周边环境与设施应满足《畜牧法》第

39条和 NY/T388《畜禽场环境质量标准》的要求，空

气应满足 GB3095的要求；对于奶牛养殖业而言，其

产地环境应满足 GB/T18407.5无公害乳与乳制品产

地环境要求。

2）畜禽养殖场内建筑物布局要合理，有工作人

员生活管理区、生产办公区、兽药库房、饲草料库

房、养殖档案室、动物饲喂管理区、生病用药动物隔

离区、动物生活区、动物休闲区、动物休息区、动物

粪便排放及污物处理区及病死动物尸体无害化处

理区等（包括相关设施设备）。

养殖场内设有普通走廊（common road，员工

进场、饲草料进场、外销畜禽出场的走廊）；洁净走

廊（non-pollution road，用于饲养员进入生产车间、

养殖场内畜群周转和养殖场场内饲草料的专用运

输通道）、污物走廊（pollution road，畜禽粪便、病死

畜禽、销毁的过期兽药和疫苗空瓶等及废弃物的运

输通道）。各个走廊标示明显，场区人员、不同的物

料、畜禽应各行其道，严禁交叉污染。

工作人员进入养殖生产区的程序（图 1）是：经

过普通走廊，进入一更衣间脱去生活用衣，进入淋

浴间洗浴清洁、经过风淋、在二更衣间穿戴经消毒

剂熏蒸（或灭菌）过的统一颜色和款式的工作衣（洗

衣房和熏蒸灭菌间与更衣间相邻，洁净工作衣通过

传递窗送入）。坐在更鞋柜上，穿上更鞋柜内的洁净

区用鞋，然后进入养殖生产区。

图 1 工作人员进入养殖生产区的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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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本场工作人员禁止入生产区，参观者可在办

公区的视频监控室进行观看。物料运输车辆禁止进

入生产区，经过洗车房并对车辆轮胎、车厢、驾驶室

脚踏板、方向盘等进行清洁消毒，必要时用 RT-PCR

方法对流行性病菌和病毒进行检测，检测合格后方

可进入仓储区卸载物料，否则，应重新进行清洁消

毒。饲料外包装不得进入生产区，须在仓储区拆包后

转移至饲料养殖场内用专门运输工具运进生产区[6]。

对后备畜群的引入车辆进行同样处理，且不得

进入生产区，只能在缓冲区外停留交接；对引进的

后备畜群或种畜进行隔离观察和检疫。家畜出栏

时，驱赶生产区内待出栏的家畜进入缓冲区，过秤

交接，然后经过普通走廊驱赶至缓冲区的斜高坡平

台上进入外等候的车辆箱体[5]。

3）工作人员生活管理区和办公区应与动物饲养

区相对隔离，且动物饲养养殖区应在人员办公生活

区的下风头，养殖区的粪便污水应通过地下排污管

道输送至粪污处理设施中；畜禽尸体化制炉应设在

畜禽养殖生产区的下风向或侧风向处，且间隔距离

在 100 m以上。畜禽养殖场内洁净走廊与污物走廊

应严格分开，进入洁净走廊的入口有清洁消毒设

施。对畜禽能够接触的设备和畜舍类建筑物的所有

出入口不得有使动物受伤的潜在因素，电线电缆安

装在动物接触不到的地方，电网仅能引起动物暂时

不适；各个出入口有防止啮齿动物和鸟类进入的设

施（挡鼠板和金属网筛式门窗）。

4）养殖场总体布局应便于防火、防疫、物料的

流动和防止交叉污染。

5）为加强对规模畜禽养殖场及其周边地区环境

的保护，按照 GB18596和《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治

条例》以及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的要求[4-5,7]。畜禽养

殖场应按照 GB16548《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生

物安全处理规程》，对于病死或淘汰动物的尸体在

废弃物处理或销毁设施中严格进行无害化处理。

持续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用。深入落

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快推进畜禽养殖废弃物资

源化利用的意见》的要求。完善良好养殖规范设计。

推动畜禽粪污资源化利用用的政策措施、养殖场环

评考核制度、碳减排交易制度。依据《畜禽粪污土地

承载力测算技术指南》[8]，合理布局畜禽养殖场，推

进种养结合、农牧绿色可持续循环发展。按照农业

农村部和环保部出台的《畜禽养殖废弃物资源化利

用工作考核办法》，定期开展工作督导与考核，切实

落实地方政府属地管理责任[7-8]。

6）对于其他类型的非规模化畜禽养殖场污染物、

废弃物的处理，应依据国家相关的要求进行，可委托

第三方进行处理。对于畜禽养殖场就超过本场处理

能力的过量废弃物，本着不得对周边环境产生不利

影响的原则，也应与第三方签订正式处理协议。

7）养殖场及其所属各类设施应符合畜禽不同生

长阶段的要求，运行正常且维护良好。畜舍的数量

和面积的大小应与畜禽饲养密度相匹配，畜舍包括

动物休息的场所、动物的产房、动物饮食的场所、动

物排泄的地方和动物自由活动的地方。畜舍应有定

期清洁制度，通过清粪和高压冲洗的方式彻底清扫

畜舍并做好记录。若畜舍尚未使用，员工须知何时、

用何种方式保持清洁应有明确规定。感官评估、确

认养殖场的圈舍各个功能间的布局应合理。

8）畜舍墙面、设施装修和消毒所使用的油漆、

防锈漆、防腐剂、消毒剂和其他化学试剂仅限于使

用符合国家标准且适于和动物接触的品种。

9）畜舍内空气流通情况、采光、温度和湿度应

对家畜健康无负面影响。

10）运输饲草料、健康家畜（禽）、病死家畜（禽）

等需要的车辆应分别配置，不得混用，每次使用前

后都要进行彻底消毒，并有记录。

3 物料的管理

1）饲草料、饲料添加剂和兽药的供应商必须经

过企业质量部门组织资质评审后，符合要求的企业

才能够批准成为养殖企业的合法供应商（有供应商

审核评估报告）。供应商审核评估的内容包括：生产

许可证、营业执照、产品批准文号等。

2）饲草料、饲料添加剂和兽药的采购。按照 NY

5032的相关要求，从批准的供应商处购买的饲料符

合《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GB13078饲料卫

生标准的要求并获得了饲料产品认证的产品；饲料

的标签应该符合 GB10648的相关规定，饲料的包装

材料、贮存、运输应符合 GB/T16764的有关要求；按

照《兽药管理条例》和《中国兽药典》的要求，购买的

兽药产品应符合标准的规定，并有相关的购买凭证

和采购记录。饲料添加剂和兽药产品均必须有农业

部门颁发的正式产品批准文号，并对购入的产品上

网（中国饲料数据库 http://www.chinafeeddata.org.c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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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对购进的兽药用手机进行二维码扫描对其真实

性进行核实。养殖企业不得采购国家农业农村部公

告 250 号明令禁止使用的兽药及违禁化合物清单

中的品种。

3）饲草料、饲料添加剂和兽药的验收。养殖企

业质量负责人负责购入饲草料、饲料添加剂和兽药

的有进货查验制度和到货验收记录，验收项目包括

包装的完整性、标签说明书的内容、产品批准文号

的真实性、产品的外观色泽、性状和气味等，不符合

要求者拒绝办理入库手续。对于有疑问的产品可以

委托质监部门检验确证。供货凭证的验收，供应商

必须提供内容符合要求的饲料、饲料添加剂、兽药

的供货凭证，凭证内容包括：品名、规格、数量、批准

文号、生产日期、有效期、供货单位和生产单位。

4）养殖场自制配合饲料时，应获得行业主管部

门的登记或授权，从事饲料生产的人员应具有相关

资质或有专业人员的指导。并依据 NY/T1904-2010

饲草产品质量安全生产技术规范的要求组织生产。

依据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307号的要求，自制配合饲

料使用的原料也应是《饲料原料目录》《允许使用的

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中所列出的，自制配合饲料

不得对外出售，也不得承接来料加工业务；反刍动

物自制配合饲料使用的设备不得与其他动物自制

配合饲料使用的设备共用。

自制配合饲料也必须严格执行国家《饲料和饲

料添加剂管理条例》《禁止在饲料和动物饮水中使

用的药物品种目录》《食品动物禁用的兽药及其化

合物清单》《动物源性饲料产品安全卫生管理办法》

和《禁止在反刍动物饲料中添加和使用动物源性饲

料》等各项规定。禁止用反刍动物的骨粉及其他含

有反刍动物机体组织成分的物质饲喂动物，也禁止

用餐厨剩余物饲喂动物，以免引发疫情。

对自产草料和户外放养畜禽的养殖场，按照

《土壤管理分析与规划系统》要求，制定农作物轮作

实施计划，并合理使用农药、化肥、有机肥料、土地

和给排水系统。户外养殖设备（饮水和饲喂系统）应

满足其畜禽养殖生产的要求；对自产草料在生产过

程中所使用农药应实行安全间隔制度，确保草料内

农药残留在国家允许的限度之内。

5）养殖用水的管理与要求。养殖企业用水应符

合 NY5027《畜禽饮用水水质》和 NY5028《畜禽产品

加工饮用水》标准的要求。NY/T 5361-2016 无公害

农产品淡水养殖产地环境条件，NY 5362-2010 无

公害食品海水养殖产地环境条件；在畜舍供水中系

统中，建议采用电子数据设定监控体系，当水温低于

一定温度，自动启动热循环系统，当水质达不到要求

时，净化处理系统即自动开始运行；养殖用水每年需

要定期检测（每个季度 1次），确保水质达标。

推荐在养殖场使用全自动设备，推广使用“自

动投料、给水、消毒、粪便和粪尿自动分离处理系

统”在养殖生产中的应用，使畜禽养殖业向“集约

化、节约型、环境友好型”发展。逐步运用现代科学

技术的成果，以工业化的方式安排生产，充分发挥

群体养殖的潜力和效益[9-10]。

6）工作服的清洁消毒管理。养殖场不同区域的

员工身着不同颜色和款式的工作服，不得串岗。使

用后的工作服每天必须进行清洗、干燥、整衣及熏

蒸消毒处理，或消毒剂溶液浸泡后再清洗干燥。

4 防疫、治疗与卫生的管理

4.1 养殖企业防疫规程的建立

分别按照 NY/T1952-2010 动物免疫接种技术

规范、NY5036《肉鸡饲养兽医防疫准则》、NY5031

《生猪饲养兽医防疫准则》、NY5047《奶牛饲养兽医

防疫准则》和 NY5041《蛋鸡饲养兽医防疫准则》等

标准的要求制定本企业的防疫制度和防疫规程，对

所饲养的动物按时进行规范化防疫，并有防疫记录

和防止交叉污染的免疫流程与措施。

对畜禽进行免疫操作时，一定认真遵守国家的

有关防疫准则，必须做到一畜一针，严禁一个针头

用到底的错误操作。疫苗的储运接收、免疫前的准

备、疫苗的稀释、疫苗的注射部位及深度、针头的使

用要求、免疫记录的正确填写、疫苗空瓶的无害化

处理、注射用具的消毒灭菌、动物不良反应的监测

与处理、免疫后抗体的监测等都应纳入防疫制度之

内并进行严格管理。

4.2 畜禽使用的疫苗和兽药

应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兽药典》《兽药国家标

准》和《进口兽药质量标准》的有关规定。另外，兽药

的使用还要遵守相关的规定。例如：肉羊、奶牛、生

猪、肉鸡的用药必须遵守：NY5148《肉羊饲养兽药使

用准则》、NY5146 《奶牛饲养兽药使用准则》、

NY5130《生猪饲养兽药使用准则》、NY5135《肉鸡饲

养兽药使用准则》等。动物使用兽药后应立即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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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消毒剂的种类及消毒效果比较
醛类 季铵盐类

对金属的腐蚀性 无 有

杀灭细菌 ++ ++/+
杀灭有囊膜病毒 ++ 依
杀灭无囊膜病毒 + 无

含氯类

有

+
+
+

含碘类

+
+
依

有

过氧化物

++
+
依

有

酚类 醇类

++ ++
依A +
无 无

无 无

杀灭霉菌 + 依 + + 依 + 依
杀灭芽孢 + 无 + 无 +B 无 无

是否受有机物干扰 否 是 是 是 是 否 是

是否受皂类物质干扰 否 是 否 否 否 否 否

特性

用药记录（包括用药名称、规格、用药量、受药动物

耳标号、用药日期、休药时限等内容），用药后的动

物应给予隔离以确保执行农业部 278 号公告所规

定的休药期（即动物宰杀前停止用药的时间）。根据

NY5046的要求，当奶牛使用了兽药之后，对用药奶

牛应进行必要的隔离，弃乳期内的牛乳不得用于食

品或食品加工；乳品加工企业应自觉并严格地执行

国家《生鲜牛奶收购标准》，确保牛奶中无兽药残

留。使用过兽药的动物，在休药期内应饲喂不含任

何药物的空白饲料。

根据 NY5040的要求，产蛋鸡禁用的兽药品种

不得用于产蛋鸡的治疗；通过科学规范地使用兽药,

确保畜禽产品中兽药残留不超过 GB31650的规定。

4.3 卫生的管理

1）消毒剂的管理。消毒剂是指能够杀灭病原微

生物或能够抑制其生长的外用药的总称。使用时要

选择对人和畜禽都安全、对设备没有破坏、没有残

留毒性、不会在畜禽体内产生有害积累的品种；选

用的消毒剂应符合 NY 5030无公害食品畜禽饲养

兽药使用准则的规定。

2）消毒方法的管理。皮肤消毒：用于对人的手

部、畜禽皮肤的消毒，选用作用迅速、对皮肤刺激性

小的消毒剂品种，乙醇、碘酊、艾迪伏、新洁尔灭、洗

必泰等；对于真菌感染的皮肤可选用碘伏、水杨酸、

克霉唑等杀菌力强、无致敏性的品种。

创面及粘膜消毒：选用作用可靠、刺激性小、不

受创面分泌物影响、不妨碍伤口愈合的品种，硼酸、

龙胆紫、新洁尔灭、碘伏等。

个人用品消毒：对员工个人用品（手机、电脑、

钱包等）用 75%酒精搽试消毒。

金属用具、器械及车辆的消毒：选用不与金属

起化学反应的、不腐蚀损坏金属器具的品种，戊二

醛、来苏尔、洗必泰、新洁尔灭、季铵碱类、苯酚等。

洗工作服或工作胶靴的消毒：可用消毒液浸泡

消毒后清洗，也可清洗后再进行熏蒸消毒，甲醛、环

氧乙烷等均可用于熏蒸消毒。

畜禽圈舍的消毒：利用喷雾装置将一定浓度的

次氯酸盐、过氧乙酸、二氯异氰尿酸钠、新洁尔灭、

煤酚皂等消毒液进行喷雾消毒。畜禽厩舍也可在畜

禽进入前进行熏蒸消毒，例如：每立方米用福尔马

林(40%甲醛溶液)42 mL、高锰酸钾 21 g，21 ℃以上

温度、70%以上相对湿度，封闭熏蒸 24 h；甲醛、环

氧乙烷、过氧乙酸等也均可用于熏蒸消毒。

道路与环境的消毒：在养殖场道路和周围土

壤、畜禽厩舍周围、各通道及走廊入口、产床和培育

床下面、粪污堆放处周边使用抗菌作用强、消毒范

围广的品种，撒生石灰、漂白粉或火碱等可以杀死

大量细菌或病毒。

紫外线消毒：在养殖场入口、更衣室，用紫外线

灯照射，可以起到杀菌效果。多用于外来参观检查

者消毒，然后引到视频监控室参观各个车间的实时

视频，参观者不可进入生产区域。

火焰消毒：用汽油、柴油、液化气喷灯，在畜禽

金属围栏、床只等经常接触的地方，用火焰依次瞬

间喷射，对产房、培育圈舍使用火焰消毒效果更好。

消毒剂的种类及消毒效果比较见表 1。

3）清洁卫生与消毒制度与记录。养殖企业应建

立完善的清洁卫生与消毒制度管理体系，严格规定

工作人员进入生产区的清洁、更衣、消毒规程及消

毒方法；严格控制外来人员，必须进生产区时，必须

注：++表示活性高 /消毒效果优；+表示中等活性 /消毒效果良；±表示活性低 /消毒效果一般；A消毒剂表示具体组分不同时，效果略有差

异；B表示过氧乙酸为 +，其他过氧弱酸不一定[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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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养殖企业领导允许在规定的区域更换场区工作

服和工作鞋，并遵守场内消毒程序及方法进行消

毒，外来人员必须严格遵守防疫制度，按场区工作

人员指定路线行走。

严格规定畜禽厩舍、饲料槽、饲料车等设备和

用具、养殖生产区周围环境的消毒程序、消毒方法

及间隔周期。每次消毒做好记录。

严格规定运送畜禽饲料产品的运输工具清洁消

毒管理制度，规定不同运输工具的使用范围和区域；

为防止疫病传播和交叉污染, 特别要求对多用途运

输工具的清洁与消毒。所有贮存畜禽饲料或农作物

秸秆的散装设备在使用前应进行彻底清洁与消毒。

5 文件管理与记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 41条和《中华人

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二十四条的规定，

畜禽养殖场应当建立养殖档案，包括人员档案（员

工学历及资质档案、健康档案和培训档案）和生产

档案（物料、种畜禽引进、繁殖、养殖、清洁消毒、防

疫、治疗、用药、动物隔离、出栏、病死动物无害化处

理等养殖活动记录）。

畜禽在运输时，随运输车辆附有国家法律法规

所要求的运输证明。养殖场引进的种畜禽应来自国

家批准的种畜禽养殖场。异地引进种用畜禽及其冷

冻精液、胚胎应先到当地动物防疫监督部门办理检

疫审批手续并经检疫合格。生产者应保存关于种畜

禽来源，品种、运输路径以及冷冻精液来源等书面

记录。按照国家《种畜禽管理条例》《种畜禽调运检

疫技术规范》和《种畜禽产地检疫规范》等要求，所

引入的种畜禽有当地兽医部门出具的检疫证、非疫

区证明及车辆消毒证，为养殖户培育和供应优质的

种畜禽；按照《畜禽标识信息数据库管理规范》的要

求做好畜禽标识和记录。

养殖企业也可以建立互联网 + 电子档案管理

及技术服务系统替代传统的纸质文件档案，为畜禽

产品质量安全追溯体系建设做好准备[12-14]。

6 养殖企业信息化管理平台暨质量

安全追溯体系建设

融入全新的 RFID物联网应用技术打造的信息

化平台及其终端数据库采集，实现全面智能化和信

息化管理。对每个养殖厩舍进行实时养殖环境数据

采集，根据要求设定温度、湿度、氨气、硫化氢等气

体浓度，温湿度调节、通风换气设备实现自动控制。

1）在养殖生产中实现信息化管理，建立自动投

喂装置，动物粪污自动清理终端数据信息系统，根

据设定周期自动清理出畜禽厩舍；自动换气系统的

运行可避免氨气、硫化氢等有害气体及病毒病菌产

生与积聚。

2）根据《动物免疫标识管理办法》与《畜禽标识

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养殖企业的所有动物均必

须统一佩带二维码电子耳标，最终通过“互联网 +

大数据库”，实现畜产品全程可追溯的管理模式，见

图 2[15-16]。

通过这个平台，就可以沟通生产者、经营者、管

理者、消费者之间的信息，管理部门通过平台实施

远程管理和产品追溯，生产企业通过平台可以了解

国家的政策法规、商业信息，消费者手机扫码就可

图 2 畜产品全程可追溯的管理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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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知道商品从生产到餐桌的全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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