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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防疫检疫中常用的采血方法
与注意事项

高彦玲
甘肃省白银市中川镇人民政府，甘肃白银 730799

摘要 本文分别从颈静脉采血、耳静脉采血、前腔静脉采血、心脏采血 4 个方面对动物检疫防疫中常用的采

血方法与注意事项进行了分析，以期保证动物防疫检疫的质量和提高成效，进一步体现采血过程的严谨性和精准

性，加大对防疫检疫采血工作的重视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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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液、血清是动物防疫检疫工作中的主要检测

品，血液采集质量会直接影响检疫信息数据的精准

性。因此，在血液采集中应严格把控采血质量，采取

恰当的采血方法。

1 颈静脉采血方法与注意事项

1.1 采血方法

颈静脉采血主要适用于牛、马、羊等大中型动

物，将颈静脉中 1/3 和下 1/3 交界处作为采血部位。

动物保定后，让动物的头部偏向采血方向对侧，对

采血局部剪毛处理，并用碘伏消毒，待看清楚动物

的血管后，用左手的拇指将血管近端压住，促进动

物颈部血管完全凸起，以右手持针，针头与血管间

呈 40毅夹角，快速以适度的力道扎进血管内。采血完

毕后，再以棉签按压其位置，随即拔出针头[1]。
1.2 注意事项

一是牛、羊等动物的皮肤一般较厚，在采血过

程中需要注意对力度的掌握，保证针头能够迅速刺

入静脉血管中；二是在血液采集完毕后，需要以棉

签对进针位置进行清洁和按压止血，防止动物血管

继续渗血；三是确定动物采集血液环节完毕后，应

对所用的器具进行全面、精细的杀菌、干燥；四是总

体采血环节都应当充分落实无菌操作规程。

2 耳静脉采血方法与注意事项

2.1 采血方法

该方法通常是用于猪或兔个体的采血。在具体

行动中，应将动物施以横卧保定，也可借助专向固

定装置施以保定，选取血管顺直位置施以采血，徒

手将个体的耳部拉紧，致使个体耳静脉凸起，有利

于血液的采集。在具体操作前，先以 75%的酒精溶

液在进针位置施以消毒，注意针头和血管间保持

15毅角。针头进入血管后，再沿血管走向将针头一半

长度扎进。

2.2 注意事项

一是在正式对动物个体进行采血前，应确保保

定成效的达标，防止在耳静脉采血中对个体带来伤

害；二是采血过程应慢慢注入，以防有气泡或血管

塌陷等现象存在[2]。

3 前腔静脉采血方法与注意事项

3.1 采血方法

该方法通常都是用于猪个体采血，前腔静脉采

血和耳静脉采血相比具有一定的难度。在具体工作

开展中，专业人员应体现利落、快速的专业技能，且

方法具有快捷、采集质量好的优势。具体采集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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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猪个体的胸前窝，通常都会从右侧进针。对体重

低于 30 kg 的仔猪来说，在进行前腔采血前需要进

行仰躺保定，专业人员分别将猪个体的下颌与后肢

向外拉，促进猪前肢和躯体保持垂直。对进针位置

先施以消毒，然后以右手 60毅的角度进针，开始回血

时施以缓缓采血。对体重大于 30 kg 的仔猪来说，

在进行前腔采血前需要进行站立保定，即借助专业

圈套将个体进行保定，促进猪的前胸窝完全外露。

对进针位置先施以消毒，然后由下而上垂直方向进

针，针头进入的长度应控制在 2 cm。

3.2 采血注意事项

一是结合猪个体体重的高低施以相应的保定

方式，确保保定；二是应从严谨角度确定进针位置，

严格禁止将针管扎入心脏周边的脏器内；三是猪个

体的左胸前窝与其他类型动物迷走神经位置相似，

所以进针位置通常都会确定在右侧。

4 心脏采血方法与注意事项

4.1 采血方法

该方法通常是用于兔和鸡的采血。对于兔心脏

采血一般选择兔剑状软骨偏左侧作为采血部位，即

胸前倒数 3~4 根肋骨之间，用手触摸寻找心脏搏动

最强的部位，将周围进行剪毛处理，然后将采血针

以 30毅~45毅的角度扎入心脏内。此时兔若存在抖动

状态，就意味着针头已作用于心脏内部，开始回血

时施以缓缓采血。在对成年鸡心脏采血过程中，鸡

采用右侧卧保定，选择胸骨脊前端至背部凹陷处连

线中点作为采血点，选择细长的针头进行垂直进

针，进针 2~3 cm，开始回血时施以缓缓采血，然后

将干棉签按在进针点上再将针头缓缓拔出。在雏鸡

心脏采血过程中，用左手将鸡保定，右手持采血针，

采用平行胸腔前口刺入心脏，开始回血时施以缓缓

采血[3]。
4.2 注意事项

一是结合鸡个体的类型和体重，施以适度的进

针部位、角度和深度；二是该采血法通常都会运用

于大量采集，但必须要把控采集频率，不能连贯采

集，以免对动物心脏带来负担；三是专业人员应具

有高超的技能，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完成采血，减少

心 脏 留 针 的 时 间 ，防 止 发 生 血 液 凝 固

问题[4]。
在对动物个体施以检疫采血前，应先结合个体

条件施以相应的保定，并且还应施以适度的进针深

度和角度，确保采血质量和检疫精准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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