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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于猪肉安全问题，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广大民众密切关注。食品安全不仅仅是餐桌上的问题、舌尖

上的问题，更是关系到人们的生命健康、社会稳定、文明与进步的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问题。笔者重谈此

问题是希望引起社会和业界的高度关注，同时提出了生产安全猪肉产品的相关对策。

关键词 猪肉安全；技术；监管措施

1 生产安全猪肉产品的重要性及意义

食品安全包括猪肉安全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

生的大问题，对此，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广大民众密

切关注。食品安全不仅仅是餐桌上的问题、舌尖上

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人体的健康问题、生命问题、社

会稳定问题，同时它也暴露出相关从业者的社会责

任意识淡薄、职业道德差、文明程度低、价值取向扭

曲的理想信念问题。总之，是十分严重的社会问题！

近几年来发生的食品安全事件如“三聚氰胺奶粉”、

“红心蛋”、“瘦肉精 -健美猪”、“毒血旺”、“福喜问

题肉”等案例令人触目惊心！对国民健康造成极大

危害，在社会上留下恶劣影响。虽然，随着时代的进

步、科学技术的进步、民众对食品安全呼声的迫切

高涨，政府有关职能部门对问题食品的查处力度也

相应加大，新闻媒体频频曝光一些问题单位和问题

产品，起到了一定的警醒作用。但是，问题食品仍屡

禁不绝。难怪国人望餐兴叹：“不知究竟吃什么好？

不知什么能吃！”是的，经济发展了，生活富裕了，生

活质量理应提高，改变膳食结构，讲究营养搭配，这

是当今国人无可非议的需求和行为。面临“不知吃

什么好”的尴尬现实，是何等的困惑？生命是最宝贵

的，只有一次，我们要珍惜生命。而健康是生命的保

证。没有健康，何言生命？从某种意义上说，健康来

自于食品安全。因此，可以讲“食品安全关乎人的健

康和生命”，关乎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2015年中央一号文件围绕建设现代化农业提

出了一系列举措，其中第 3条是：提升农产品质量

和食品安全水平。加强县乡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

监管能力建设。严格农业投入品管理，大力推进农

业标准化生产。落实重要农产品生产基地、批发市

场质量安全检验检测费用补助政策。建立全程可追

溯、互联共享的农产品质量和食品安全信息平台。

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县、食品安全城市创建活动。

大力发展名特优新农产品，培育知名品牌。健全食

品安全监管综合协调制度，强化地方政府法定职

责。加大防范外来有害生物力度，保护农林业生产

安全。落实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严惩各类食品安

全违法犯罪行为，提高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2015年 6月 11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加强食品

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

务院总理李克强作出重要批示：食品安全关系每个

人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吃得放心、吃得安全是

广大群众的心声，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本要

求。要以贯彻落实新食品安全法为契机，创新工作

思路和机制，加快建立健全最严格的覆盖生产、流

通、消费各环节的监管制度，完善监管体系，全面落

实企业、政府和社会各方责任。以基层为主战场加

强监管执法力量和能力建设，以“零容忍”的举措惩

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以持续地努力确保群众“舌

尖上的安全”。国家首席兽医师、农业部副部长于康

震多次指出，要落实好生猪健康养殖技术，强化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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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防控和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监管机制，抓好抓实，

努力确保不发生重大畜禽产品质量安全事故，保障

消费者“舌尖上的安全”。

2 安全猪肉产品的相关概念

1）安全猪肉。安全猪肉是指猪肉在生产过程中

严格按照国家相关法律的规定及标准，从种猪培育

到商品猪、饲养管理、饲料生产、疫病防治、屠宰加

工、储存、运输等各个环节进行有效而严格的管理

控制，使感官指标、理化指标尤其是安全卫生指标

均达到或超过国家及国际质量标准的猪肉。

2）放心猪肉。放心猪肉是指猪肉中不注水；不

使用病猪肉、死猪肉；在饲料安全卫生方面不使用

禁止使用的镇静剂、安眠类饲料添加剂和平喘类、

激素类等影响人类身体健康的药物。

3）无公害猪肉。无公害猪肉是指在养猪的产前、

产中、产后全过程中，采用无公害、无残留、无激素

的饲料、饲料添加剂，控制环境和饮水的质量标准，

规范兽药的使用品种、用量等。无公害猪肉的特点

是重金属、抗生素含量低，达到国家无公害标准，不

含“瘦肉精”或其他有害激素（引自百度百科）。

4）绿色猪肉。绿色猪肉是指按特定生产方式生

产、不含对人体健康有害的物质或因素，经有关主

管部门严格检测合格，并经专门机构认定、许可使

用“绿色食品”标志的猪肉。其特征是:①强调猪肉生

产最佳生态环境。②对猪肉生产实行全程质量控

制。③对猪肉产品依法实行标志管理。由此可见，绿

色猪肉是从生猪的环境、猪种、饲料、饲养、防疫、屠

宰、加工、包装、贮运、销售全过程进行监控，是营

养、卫生、无污染的优质猪肉（引自百度百科）。

5）有机猪肉。有机猪肉须具备 3个条件。首先，

生猪生长的环境符合动物的福利标准；其次，饲料

是来源于有机种植业（生猪在养殖过程中食用有机

玉米、有机大豆、有机麸皮和有机青饲料，饮用山泉

水）；第三，由第三方认证机构进行认证，并有证书

和标志。即通过国家相关单位的有机认证。从繁殖、

放养、精养、屠宰、排酸、分切、包装、冷链均遵行有

机食品的标准（引自百度百科）。

简言之，有机猪肉是指来自有机农业生产体

系，根据有机农业生产要求和相应标准生产加工，

并且通过合法的、独立的有机食品认证机构认证的

猪肉产品。绿色猪肉和有机猪肉都是以环保、安全、

健康为目标的猪肉，代表着未来猪肉产品发展的方

向。有机猪肉的标准比绿色猪肉高，绿色猪肉标准

比无公害猪肉高，无公害猪肉标准比普通猪肉高。

有机猪肉被称为“纯而又纯”的猪肉。

可见，生产有机猪肉要求很高，难度极大，不易

实现；生产绿色猪肉也有一定难度，达标不易；生产

无公害猪肉是可行的，比较符合中国国情和养猪企

业的实际情况，只要努力创造条件、严格管理、规范

操作是能够做到的，值得提倡和推行。故本文重点

论述无公害猪肉生产的技术及管理措施，供同行参

考。

3 无公害猪肉生产的可行性技术

3.1 创造良好的养猪环境

1）猪场选址布局合理。猪场选址要求靠山临

水、向阳高燥、通风良好、水源充足、水质洁净、交通

方便但人口密度小、3 km以内无其他猪场的地方

较为适宜建场。

2）猪舍周边环境优美。应加强猪场绿化工作，

多种树和花草，形成绿化带和美化带，有利于吸尘

灭菌、消减噪音、防暑防疫、净化空气。

3）猪舍内小气候适宜。猪舍内要保持干燥、清

洁、通风，温度、湿度适宜。夏季可采用喷淋降温、湿

帘－风机降温、冷风机降温（至少要配备普通的机

械通风降温设施）等措施；冬季可采用红外线灯、电

热板保温、热水循环保温或热风炉升温系统等保温

措施，为猪的生长提供卫生舒适的小气候。

4）良好的粪污处理系统。猪场必须高度重视粪

污处理问题。应根据投资节省、操作简便、运行有

效、综合利用的原则建立粪污处理系统，执行干清

粪、雨污分离、粪液分离工艺，采取厌氧处理、好氧

处理、厌氧好氧组合处理以及氧化塘、人工湿地结

合沼气发电制作有机肥等技术，使猪场污水达标排

放，营造良好的生态环境。

5）其他废弃物的及时恰当处理。猪场产生的其

他废弃物、生活垃圾，如疫苗瓶、兽药盒、各种包装

物等，都要及时做无害化处理，焚烧、深埋均可。

3.2 选择优良品种，培养抗应激品系

现代养猪生产者大多追求瘦肉率高的品种（品

系）。但瘦肉率高通常与 PSE肉发生率的特点联系

在一起。而影响肉质的主效基因则是氟烷敏感基

因。因此，要改善肉质，必须加大控制和淘汰这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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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基因的育种选种技术力度，制定有效的应激敏感

基因的消除方案和杂交模式。如选择杜洛克、长白

猪等抗应激外来的品种或这些品种与我国优良地

方猪种梅山猪、二花脸猪等的二元、三元杂交猪种。

3.3 科学调制日粮

根据不同种类、不同生长阶段猪的营养需求，

参照国内外饲养标准，按 NY5032-2001《无公害食

品生猪饲养饲料使用准则》的要求，采用优质饲料

原料，利用现代计算机技术，配制科学合理、营养平

衡的全价日粮。所用饲料必须符合以下条件：

1）符合理想蛋白质原理。即各种必需氨基酸搭

配平衡，蛋能水平适当，添加合成氨基酸（Lys、Met、

Thr等），相应降低基础日粮中粗蛋白（CP）水平 1%～

2%。避免蛋白质浪费和粪氮尿氮含量过高，降低猪

舍 NH3浓度，减少环境污染。

2）限制使用某些矿物元素。很多猪场为追求生

长速度和饲料报酬盲目使用高铜、高锌制剂，其结

果是使猪肉组织中铜、锌含量升高，同时亦使粪便

中铜、锌的排放量增大，造成环境污染。为了生产无

公害猪肉，不使用高铜高锌，可以使用有机铜、有机

锌、有机铁、有机硒等，更能达到高效、安全生产的

目的。

3）执行《药物饲料添加剂使用规范》。抗生素的

长期使用会导致以下问题：①使细菌产生耐药性；

②使动物机体免疫力下降；③引起畜禽内源性二重

感染；④在畜产品和环境中造成残留。因此，从事无

公害养猪生产时必须严格遵循国家农业部发布的

《药物饲料添加剂使用规范》，不添加胂制剂类药

物，饲料中不直接添加兽药，严禁使用盐酸克伦特

罗等违禁药物，必要时使用药物添加剂剂量要适

当，并严格执行休药期制度。

4）积极使用绿色添加剂。通常采用的有微生态

制剂、酸化剂、复合酶、植酸酶、寡聚糖、大蒜素以及

中草药添加剂。这些添加剂具有提升猪体免疫力、

增进机体健康、提高饲料报酬、改善胴体品质和肌

肉风味的作用。且无毒无害，不污染环境，还有节约

饲料资源的作用。

5）选择优质饲料原料。

①慎重选择购货渠道。详细了解饲料作物种植

过程中农药、化肥的施用情况以及土壤环境的污染

情况。尽可能选购土质好、无污染、不滥用农药化

肥、有毒有害成分极低或没有、安全可靠性大的饲

料原料。

②严格检验饲料原料质量。所有饲料原料必

须新鲜、无霉变、无酸败、无虫蚀现象，水分不能超

标，各种霉菌毒素不能超标，砷（As）、铅（Pb）、汞

（Hg）、镉（Cd）、氟（F）等元素的含量严禁超标，无

大肠杆菌、沙门氏菌污染。经检验不合格的原料杜

绝进厂。

6）合理加工调制饲料。各种原料的粉碎粒度大

小要适中，混合要均匀，可采用膨化和制粒技术抑

制饲料中的某些抗营养因子、杀灭有害微生物，提

高养分的消化利用率。

7）做好仓储管理工作。饲料原料库和成品库的

建设都要规范设计，库房要有隔热保温通风装置，

具备干燥、防潮、空气流通等良好功能。原料和成品

料库存品要符合保质期的要求，禁止使用超过保质

期的原料和饲料。

3.4 实施标准化饲养管理

制定完整的操作规程，执行标准化饲养管理。

通过合理喂料、充分饮水、合理分群、减少应激、加

强福利等措施提高猪体非特异性免疫力，降低疾病

的发生率。

1）按标准喂料。针对不同品种、不同阶段、不同

体质量的生猪，饲喂不同标号、不同营养水平的饲

料。种公、母猪定量定餐，仔猪少喂多餐，生长猪自

由采食，育肥猪适当限量饲喂，以满足生产需要、营

养需要为原则，吃好不浪费。

2）饮水质与量均达标。保持猪只自由饮水，水

质符合饮用水卫生标准，流量充足。定期清洗储水、

送水设备。

3）密度合理。种公、母猪限位饲养与自由运动

结合，保证足够的活动空间。分娩母猪限位饲养，断

奶后可小群饲养，给予运动空间。生长育肥猪 10～

20头 /群，根据栏舍条件而定，自动化程度高、恒温

条件下可以高密度饲养。

4）环境小气候适宜。公母猪栏舍要求光照充

足。所有猪舍均要求通风良好，温度、湿度适宜，夏

季做好防暑降温，冬季做好防寒保暖，为生猪提供

舒适的生活环境。

5）防止和减缓应激。饲养人员要加强责任心，

在养猪生产各个环节中做到精细化操作，尽量避免

剪牙、断尾、并群、驱赶、运输等造成的应激反应。应

激会造成生产损失和肉质变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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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完善各项记录。要搞好无公害猪肉的生产，

必须在规范管理的基础上，做好各项记录。主要记

录有：①配种和产仔记录；②生产车间记录；③疫苗

免疫记录；④日常消毒记录；⑤蓄水池水塔清洗记

录；⑥兽药采购记录；⑦兽药使用记录；⑧饲料质量

及消耗记录；⑨病死猪无害化处理记录；⑩生猪销

售记录等。

利用现代信息技术可以为每一头生猪嵌入电

子芯片，确立生猪的身份，更便于信息追踪溯源。

此外，养猪单位须具备防疫合格证、饲养员健

康证、环保和农业部门颁发的生产许可证。

3.5 做好生猪防疫保健管理

1）建立科学的免疫程序。充分利用现代生物工

程技术和兽医预防学研究创新的最佳成果，对生猪

进行程序化、高密度注射各种疫（菌）苗，主要有猪

瘟、蓝耳、圆环、伪狂犬、乙脑、猪丹毒、猪肺疫、气

喘、副猪、链球菌等数种疫（菌）苗，增强猪体特异免

疫功能，建立高抗体水平的健康猪群。

2）坚持有效的消毒措施。对猪场环境、猪舍、饲

具、运输车辆和猪体进行定期与不定期消毒（包括

临时消毒），不留死角，保证消毒药物的使用频率和

有效浓度。

3）执行“全进全出”、“两点式”或“多点式”生产

的饲养制度。按照现代养猪工艺流程组织生产，其

核心技术是调控繁殖节律，实行早期断奶、按周安

排生产、执行全进全出的饲养制度，有利于疫病的

控制与净化。

再就是实行繁殖群和生长育肥群分开饲养的

两点式生产，即母猪饲养到保育阶段为 1 个生产

点，保育后至肥育出栏为 1个生产点。或者是实行

多点式生产，即母猪配孕至分娩哺乳为 1 个生产

点，断奶至保育为 1 个生产点，保育后至育肥出栏

为 1～2个生产点。

以上两方面看似饲养制度，其实是最为有效的

疫病防控制度，规模化猪场特别是从事无公害猪肉

生产的猪场更应该执行这种制度。

4）隔离饲养制度。

①引进种猪和培养的后备猪需要进行隔离饲

养，这是观察、驯化、适应的过程。

②病猪、可疑病猪需要放在隔离区单独饲养，

进行观察、治疗，对无饲养价值的猪做无害化淘汰

处理，防止扩散病原。

5）消灭疫病传播媒介。猪场和饲料厂内严禁饲

养猫、犬等动物，定期制度化地开展灭鼠、灭虫、灭

蚊、灭蝇活动，减少或消灭疫病传播媒介。

6）实行封闭式生产。猪场应严格控制人员、车

辆及物资进出，坚持自繁自养、闭锁生产的模式。生

产人员执行定期休假的制度，进出场前都要经过沐

浴、更衣、换鞋和消毒程序，不准随意进出猪场。谢

绝外来人员进入猪场。

7）按规定处理病死猪。建立病死猪隔离处理

区，死猪一律集中做无害化处理，杜绝流入市场和

餐桌。处理方法：一是深埋；二是焚烧；三是生物发

酵处理后做有机肥的原料。防止污染环境和危害人

类健康。

4 健全“无公害猪肉”生产的监管机制

4.1 加强饲料生产经营的执法管理

饲料安全是养猪安全、食品安全的上游环节、

关键环节。非安全饲料的生产使用，不仅是一个经

济问题，也是严肃的政治问题，必须高度重视饲料

生产和经营的监督与管理，建立健全饲料质量监测

体系，加大违禁药品生产、销售、使用的查处打击力

度，大力推进绿色饲料的研究、开发、生产和应用，

为绿色猪肉的生产奠定物质基础。

4.2 加强疫病防检体系的监管力度

兽医卫生问题是危及人民身体健康和制约养

猪业参与国际竞争的突出问题，是需要花大力气、

下硬功夫解决的首要问题。因此，农业部以及下属

各级主管部门，必须重视和加强兽医卫生基础设施

建设，健全动物防检体系，确立疫情监测报告制度，

加大《畜牧法》、《动物防疫法》和《农产品质量安全

法》、《食品安全法》的执法力度，制定生猪生产及肉

品经营的卫生质量标准，切实做好生产、屠宰加工

及进出口环节的检疫检验工作，杜绝劣质生猪及其

肉品上市。对违法违章生产、经营生猪及肉品的单

位或个人，采取“零容忍”的态度和严厉举措，视其

情节轻重分别给予警告、罚款、吊销营业执照、追究

刑事责任等制裁。

4.3 设立生猪养殖执业门槛，严守入口关

对欲从事生猪养殖的单位和个人应要求经过

执业申报、审批的程序，不具备资质的不予批准。用

已经出台的国家法律法规和行业标准来衡量申报

单位或当事人的行为能力、技术能力和有关资格，

行业论坛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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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把入口关。

4.4 证书的审批验证从严把关

无公害生猪进入市场需要按规定办理《无公害

生猪饲养产地证书》和《无公害生猪产品证书》，即

要通过产地认证和产品双重认证。因此，具有资质

的单位必须获取产地环境、设施、饲料、水质和猪肉

产品的检验认证，达到标准的方可办理证书，产品

才能被市场和消费者认可。那么，只有国家认可的

权威职能部门才能受理和承担 2 种证书的办理业

务。该部门必须坚持标准，严格审批，讲求实效。

猪舍环境是影响生猪养殖生产的关键因素之

一，猪舍环境因子主要有温湿度、光照、风速、氨气

和硫化氢等有害气体以及二氧化碳和氧化氮等温

室气体。环境中的温度影响猪的生产性能、幼仔成

活率等，有害气体不仅影响人类身体健康，而且影

响猪的健康生长、诱发疾病以及提高料肉比等，给

养猪业带来经济损失[1]。我国国家标准《规模猪场环

境参数及环境管理》GB/T17824.3-2008 规定保育猪

舍的适宜温度是 20～25 ℃。低温对猪生产性能影

响的一切后果都与湿度有关。保育猪舍、哺乳猪舍

要求氨气含量不超过 20 mg/m3，硫化氢的含量不超

过 8 mg/m3，二氧化碳含量不超过 1 300 mg/m3，其

他阶段要求猪舍氨气含量不超过 25 mg/m3；硫化氢

含量不超过 10 mg/m3，二氧化碳的含量应该不超过

1 500 mg/m3[2]。

随着信息化的快递发展，国内外对猪舍的环境

监控信息系统发展迅速，能够对猪舍中的有害气

体、温湿度、光照、微尘颗粒等因子进行监测。本文

就猪舍有害气体对猪只的影响以及控制措施进行

综述。

1 有害气体对猪只的主要影响

随着养殖业的发展，有害气体对猪只的影响也

受到了人们的关注，关于有害气体对猪只的影响以

及不同浓度对猪只造成什么样的影响等研究很多。

1.1 硫化氢的影响

猪舍内的硫化氢主要来自含硫有机物的分解，

如粪尿、饲料、垫草等，此外，粪中微生物厌氧还原

硫酸盐也会产生大量硫化氢。硫化氢是一种无色、

易挥发、有臭鸡蛋气味的有害气体 [3]。它的气味难

闻，即使少量的硫化氢也会产生恶臭。当猪舍内硫

化氢浓度在 70～150 mg/m3时，会造成人类轻度中

毒；在 300～600 mg/m3时，会造成人类中度中毒；而

当硫化氢浓度在 700 mg/m3以上时，则会引起重度

摘要 随着国内规模化、集约化养殖的发展，猪舍环境因素对猪只的影响也日益显著，猪舍的有害气体是猪

舍环境控制的第一要素，猪舍中环境参数，如温湿度、硫化氢、氨气、二氧化碳等，对猪只的正常生长及生产性能表

现等具有重要的影响，同时也会影响猪只的料肉比，从而影响生产和经济效益。本文综述了有害气体对猪的影响

以及控制措施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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