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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近年来，食品安全案件频发，在广大群众中产生恶劣影响，使得畜产品质量安全成为全社会高度关注

的焦点。为消除畜产品质量安全隐患，建议加强动物免疫、加强兽药经营管理、加强饲养管理、加强畜禽定点屠宰

和运输及加工监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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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产品质量安全存在的隐患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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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改革开放不断深入，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

很大提高，人们的饮食需求从吃饱、吃好到吃安全、

吃健康，已发生了质的飞跃。同时也促进了我国畜

牧业生产和畜产品加工快速发展，但是畜产品质量

安全隐患也日益突出，从瘦肉精、苏丹红到三聚氰

胺等一系列畜产品安全事件发生，对广大人民群众

身体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造成极大损害。接二连三

的食品安全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不满。

由此带来了人们对畜产品品质安全信任危机，也给

畜牧业发展造成了严重影响。因此如何解决畜产品

质量安全问题和消除畜产品安全隐患，成为当前解

决食品安全问题的重点工作。

1 国内外畜产品质量安全现状

目前，发达国家对畜产品安全管理非常重视，

起步也早。20世纪 80年代初，英法德等国家采用国

际标准的产品有 80%，日本国家标准有 50%以上采

用国际标准。发达国家对畜产品中有害残留监测检

验要求严格，监控有力，监测产品覆盖面大，监测频

率高，并建立了有效的追溯制度。而我国畜产品只

有 40%左右采用了国际标准，“无公害食品行动计

划”启动较晚，畜产品检疫、检验监测规程及相关技

术标准还有相当一部分未与国际接轨，食品中有毒

有害物质残留量与国际标准不一致，检测方法覆盖

面不够广，未能涵盖目前我国动物源性食品中可能

存在的大多数兽药和化学物质及重金属超标。

2 我国畜产品质量安全存在的隐患

1）畜禽疫病方面。畜禽疫病仍然是影响畜产品

安全的重大隐患。长期以来，作为畜牧业养殖和畜

产品生产大国，我国政府非常重视畜禽疫病防控工

作，重大动物疫病得到有效控制，但我国幅员辽阔，

边境线长，市场经济快速发展，加之各地防疫工作

能力和水平不高等原因，一些疫病由境外传入，国

内一些畜禽疫病时有发生，尤其是一些重大动物疫

病，个别畜禽疫病呈蔓延流行，并发症、继发感染和

混合感染病例不断增多。资料显示目前人畜共患病

有 200种以上，其中通过畜产品（肉、乳、蛋及其制

品）传播的有 30 多种，例如狂犬病、结核病、炭疽

病、布鲁氏杆菌病、囊虫病、血吸虫病、高致病性禽

流感等。

2）药物残留方面。为了预防畜禽疫病、促进畜

禽生长，有些养殖户在养殖过程中不合理使用各类

兽药或兽药添加剂，如一些抗菌类药物（青霉素、四

环素、氯霉素、磺胺类药物等）以及某些糖苷类抗生

素，不执行休药期规定，进入屠宰环节，造成畜产品

中有毒有害物质残留超标，可能对人体产生急性和

慢性毒性作用。如氯霉素能导致严重的再生障碍性

贫血，四环素抑制骨骼和牙齿的发育，磺胺类药物

能够破坏人体的造血机能。另外，由于养殖户长期

不合理使用抗菌类药物，导致耐药菌株不断出现，

使细菌性疾病的控制难度增加。抗生素剂量大幅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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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动物体内药物残留逐渐蓄积导致各种器官病

变，甚至癌变。

3）饲料污染方面。饲料是畜禽养殖的主要原料，

是否合理使用饲料是关系到畜产品质量安全的重

要因素之一。作为饲料的粮食作物在种植、加工过

程中，由于使用大量农药、化肥等物质，造成粮食作

物有毒有害残留超标。霉变的玉米、棉籽等易感染

黄曲霉菌，黄曲霉菌有致癌作用，饲喂了感染黄曲

霉菌的饲料，有害物质残留在动物体内，人们通过

畜产品食物链而受到危害。另外，饲料中经国家批

准使用的添加剂过量使用，国家禁止使用的“盐酸

克仑特罗、莱克多巴胺、沙丁胺醇”（俗称瘦肉精）等

违法添加于饲料中，通过畜产品食物链造成人的食

物中毒。

4）畜禽屠宰、运输及加工方面。目前，我国对畜

禽实行定点屠宰，集中检疫。由于各地发展不平衡，

一些地区仍然存在畜禽私屠滥宰现象，造成未经检

疫的动物及动物产品进入流通环节，尤其是一些患

病动物及动物产品，给消费者的健康带来严重威

胁。还有就是一些检疫人员检疫检验中，不严格执

行《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及《生猪、牛、羊、禽屠宰检

疫规程》，把关不严，使一些患有传染病的动物及动

物产品流入市场，进入人们的餐桌。还有就是畜禽

产品在运输过程中出现的污染问题，如使用的运输

工具为非专用车辆，用敞开式运输或拉运活畜车辆

简单铺垫纸壳、塑料布等拉运畜禽产品，造成污染。

另外，畜禽产品在畜禽食品加工过程中出现的问

题，一是加工场所不符合食品卫生条件，二是经营

者为了牟取暴利，违法收购病死畜禽进行加工。上

述现象也是造成畜禽产品安全质量的重要隐患之

一。

5）人为因素方面。近年来，我国相继出台了一

系列食品质量安全的法律法规。一些经营户受利益

驱动，不顾国家禁令，在动物及动物产品中添加禁

用的激素，使用过量的色素或掺假、使假现象，如三

聚氰胺牛奶、苏丹红鸭蛋等，诸如此类，由于人为因

素对畜产品质量安全造成隐患。

6）职能部门监管不到位。目前，我国在食品安

全监管上是多头管理，如食药监、质监、畜牧、工商、

商务等部门，如畜产品源头监管有畜牧部门，进入

流通领域有商务部门，进入农贸市场有工商部门，

进入餐饮业有食药监部门，进入加工环节有质检部

门等。各部门不能依法履行各自工作职责，协调机

制不完善，易出现监管不到位情况，可能造成畜产

品质量安全隐患。

7）相关的法律法规衔接不够。《动物防疫法》第

42条第 2款规定：官方兽医对动物及动物产品实施

现场检疫，检疫合格的，出具检疫证明、加施检疫标

志，也就是说准予销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第 33

条第 1款、第 2款规定：含有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

兽药或者其他化学物质的；农药、兽药等化学物质

残留或者含有重金属等有毒有害物质不符合农产

品质量安全标准的，不得销售。一个是畜牧部门职

责，一个是农业部门职责，动物及动物产品检疫合

格的，有可能存在农药、兽药或其他化学物质、重金

属残留或超标，在实际操作起来有困难。2015年 10

月出台新修订的《食品安全法》第 34条、123条，其

中对畜产品的经营及监督管理做了详尽规定。明确

了畜产品的生产经营过程中各部门的职责。针对相

关法律，需要进一步完善，如《动物防疫法》监管范

围需要进一步明确。

3 畜产品质量安全对策

1）加强动物免疫。畜禽免疫是对畜禽疫病的预

防、控制，这项工作是一个系统工程，直接关系到人

们的健康。因此，做好畜禽免疫工作对能否保证畜

产品质量安全至关重要。树立监管与服务相结合理

念，强化畜禽免疫工作，跟踪检测，提高免疫效果，

预防畜禽疾病，尤其是预防重大动物疫病发生。

2）加强兽药经营管理。认真贯彻《兽药管理条

例》、《兽用处方药和非处方药管理办法》，职能部门

加强监督管理，严格执行兽药经营质量管理规范

（GSP）标准。

3）加强饲养管理。畜禽的饲养管理是个系统工

程，把好源头，科学管理是保证畜产品质量安全的

重要环节。

4）加强畜禽定点屠宰、运输及加工监管。各职

能部门建立联动机制，相互协作。完善定点屠宰场

各项制度，驻场官方兽医认真执行畜禽检疫规程，

做好畜禽入场的查证验物工作及屠宰场的畜禽无

害化处理监督管理，防止病死畜禽流入市场，畜禽

产品运输使用专车，做好清洗消毒，防止二次污

染。

5）建立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追溯制度和召回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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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畜禽养殖佩戴免疫耳标到动物产品的二维条码，

对畜禽产品质量安全进行全程监控，发现畜禽产品

质量问题，建立问题畜产品召回制度。

6）完善各项法律法规，各职能部门依法履职。

对现行相关的一些法律法规进一步修订完善，避免

职能部门之间出现相互推诿、扯皮，严格执行责任

追究，做到有法可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齐抓共

管。

综上所述，强化畜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工作，为

广大人民群众提供安全优质的畜产品，不仅是防止

畜禽疫病的发生和传播，促进畜牧业健康发展，保

证社会公共卫生安全的需要，同时也是构建和谐社

会，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由之路，更是维护社会稳

定的有力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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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兽药是用于预防、治疗、诊断畜禽等动物疾病，有目的地调节其生理机能并规定作用、用途、用法、用

量的物质（含饲料药物添加剂），加强兽药知识普及有利于促进现代畜牧业可持续健康发展。本文对“身边人”兽

药常识普及存在的问题进行了简要分析，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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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身边人”兽药常识普及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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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及兽药常识是各级畜牧兽医部门的工作职

责之一。自《兽药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相继细化完

善后，兽药监管工作更加严谨、违法处罚更加严格。

特别是近年来，各级畜牧兽医部门采取多种务实举

措，加大兽药知识普及力度，兽药生产企业、兽药经

营企业、兽药使用单位或广大农民朋友对兽药知识

的认知、感知能力都有了显著提升，为现代畜牧业

又好又快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谈及到兽药常识普及，人们想到的大多是各级

畜牧兽医部门如何下基层、到一线，通过专家授课、

发放资料等方式方法，让畜禽养殖企业（大场、大

户）或广大农民朋友受到教育。但是，在日常的工作

中不难发现，基层畜牧兽医部门部分干部职工即

“身边人”对兽药知识存在一些模糊概念，误导了部

分畜禽养殖人员的思想和行为，影响了兽药的宣

传、监管等日常工作，甚至危及到了养殖业增收目

标的实现。

1 问题产生的缘由

1）概念理解不全。由于对兽药概念、兽药分类

等缺乏详尽了解，部分“身边人”凭空想象、随意解

释兽药概念。同时，受畜牧兽医部门内设机构的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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