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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牛”与“奶牛肉”，因此，利用奶公犊牛生产“小白

牛肉”、“小肥牛”。小白牛肉营养价值在肉类中最

高，蛋白质含量比一般牛肉高 63.8%，脂肪含量低

96%，是所有人尤其是老弱病残人的理想肉食，目前

“小白牛肉”价格高出一般牛肉 10 倍以上，它已成

为国际上旅游、贸易业的大宾馆、饭店、餐厅的“抢

手货”，而且有日趋发展之势，它已成为创汇和一些

国家缓解牛奶过剩的一个重要手段。市场潜力很

大，应尽早尽快开发利用。

3.4 科学饲养肉牛，提高秸秆养畜的经济效益

遵化市有丰富的玉米秸秆资源，据中国农科院

专家测算，5.6 kg青贮玉米秸秆的能量相当于 1 kg

玉米的能量（干秸秆的能量很小），科学合理地利用

秸秆的青贮、黄贮、氨化等技术，把秸秆变成饲喂肉

牛的优质饲草饲料，变废为宝，过腹增值。不仅能缩

短肉牛育肥期，而且还能减少浪费，节约成本，提高

肉牛经济效益。

肉牛产业是一个投入巨大、周期较长、产业链

复杂的产业。只有坚持扩量、提质、增效的发展思

路，长期不懈的科学发展，才能呈现出良好的发展

态势，取得持久效益。只有夯实产业发展基础，才能

把肉牛业做大做强。

基层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长效机制探讨

陈芬芬 1 郭 毅 2

1.湖北省恩施州动物卫生监督所，湖北恩施 445000；

2.湖北省思乐牧业集团有限公司，湖北恩施 445000

近年来，全国从上到下对“舌尖上”的安全问题

越来越重视，而动物性食品是满足人们“舌尖”的重

要组成部分，这就使得民众对动物卫生安全问题的

关注程度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而病死畜禽如

果处理不当却是危害动物卫生乃至公共卫生安全

的重要因素，病死畜禽若不进行无害化处理，就有

可能造成动物疫病甚至是人畜共患病的传播，损害

人民健康，引发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事件，可见积

极探索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长效机制，对病死

畜禽及其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成为基层畜牧兽医

主管部门的重要工作。

1 对病死畜禽进行无害化处理的重
要性

1）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是生态文明建

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曾明确指出“我

们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之后，很多地方

党委政府也确定了“既要金山银山、更要绿水青山”

的生态文明建设要求，如果病死畜禽随意丢弃或者

简单处理势必造成空气、水源、土壤等环境污染，与

生态文明建设的要求相悖。

2）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是畜牧产业建

设可持续发展的需求。病死畜禽不进行无害化处

理，极易造成动物疫病传播，对养殖业造成很大威

胁，势必造成较大经济损失，严重影响畜牧产业健

康持续发展。

3）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机制是保障食品

安全的重要环节。病死畜禽若不进行无害化处理，

就有可能被不法分子违法加工、贩卖，进入餐饮环

节，从而造成餐桌污染，加大发生人畜共患病的风

险，损害人民健康，引发公共卫生和食品安全事

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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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基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存在的

问题

1）基层散养户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监管难

度较大，农村特别是山区家畜家禽饲养数量多，很

多还是采取传统的养殖方式，为了满足生活需求，

家家户户养殖畜禽，规模化养殖程度不高，病死畜

禽数量较大，而大多农民动物疫病和畜产品安全知

识薄弱，法律意识淡薄，认识不到对病死畜禽进行

无害化处理的重要性，在畜禽病死后不按规定向当

地畜牧兽医部门报告，不按规定处置病死动物，甚

至有的还自宰自食病死畜禽。

2）畜禽养殖场（户）无害化处理方式简单，存在

安全隐患。虽然大多数规模养殖场能对病死畜禽进

行无害化处理，但是其缺乏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常

识，处理方式简单，大多采用深埋、简单焚烧或化尸

池的方式，存在选址不合理、掩埋不深、消毒不严

格、焚烧不彻底等问题。这些病死畜禽虽经掩埋或

简单焚烧或简单腐化，但仍然对周围环境、空气和

地下水源等造成污染，也给动物疫病防控留下隐

患，严重时威胁人民群众身体健康，这几种方式都

起不到真正的无害化处理效果。

3）运输、经营环节出现的病死畜禽及其产品无

害化处理监管易留死角。运输、经营环节的畜禽及

其产品流动性大，不像养殖场、屠宰场等场所有专

门的无害化处理场所或设备，而且，国家的病死畜

禽无害化处理补贴政策尚未覆盖到畜禽散养户和

运输、经营环节，这就有可能造成病死畜禽被随意

丢弃，甚至被私下买卖。

3 对基层做好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工

作的建议

3.1 基层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要加强宣传培训，强化

监管，从源头控制病死畜禽的无害化处理

1）加强对从事畜禽饲养、屠宰、经营、运输的单

位和个人及相关从业人员的法律知识和技术知识

培训，使其熟知他们是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第一

责任人，出现病死畜禽时，要严格按照《病死及死因

不明动物处置办法》、《病害动物和病害动物产品生

物安全处理规程 GB16548-2006》这两个规范进行

操作处理，装运所用容器一定要密闭防渗，采用深

埋方法的，一定要注意选址、坑体深度、掩埋坑底应

高出地下水位 1.5 m以上，要防渗、防漏，坑底撒 1

层生石灰或漂白粉等消毒药，将动物尸体及相关动

物产品投入坑内，再撒 1层生石灰或漂白粉等消毒

药消毒。最上层距离地表 1.5 m以上。掩埋后周围

环境和所有器具再次消毒，做好埋后防护和巡逻，防

止病害畜禽产品被动物挖食。焚烧方法最好用焚化

炉，没有焚化炉的则要选择合适的地址，注意焚烧要

彻底，同时注意安全，避免产生二次污染。化尸窖建

设一定要符合标准，避免渗漏，投放口要带锁，牢固

可靠，避免无关人员靠近，投放病死畜禽及其产品

时，按要求投放相关消毒药，避免投放强酸强碱等高

腐蚀性消毒剂，化尸窖周围要定期消毒。任何单位和

个人发现病死畜禽及其产品都要积极做好无害化处

理，不能隐瞒实情，更不能买卖病死畜禽。

2）制定相关的管理制度和监管措施。基层畜牧

兽医主管部门要对辖区内的从事畜禽饲养、屠宰、

经营、运输的单位和个人进行备案，指派专门的动

物卫生监督部门监管责任人，并制定统一的病死畜

禽无害化处理管理制度，明确相关责任，细化监管

措施。管理者要按规定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

报送制度和档案制度，出现病死畜禽时，要按照“四

不一处理”的要求，及时上报情况，在监管责任人的

监督下进行统一处理。

3）加强监管、严格执法，严厉打击病死畜禽随

意丢弃和私屠滥宰行为。畜禽及其产品一定要有动

物卫生监督机构开具的检疫合格证明方能被允许

出场、运输和经营，对涉嫌随意丢弃病死畜禽、非法

收购、贩卖、屠宰病死畜禽及加工制售肉制品牟取

非法利益的违法案件，要及时立案查处，必要时移

送公安机关予以严厉打击，对查处的病死畜禽及其

产品要及时监督进行无害化处理。

3.2 选择新型、高效、环保的无害化处理方式

基层现行的无害化处理方式主要有深埋、焚

烧、化尸窖、生物发酵等，有些方法还比较落后，达

不到环保的要求，现阶段，国家主导的无害化处理

方法既要高效环保又要求能实现废物利用，比较新

型、高效、环保的方法有化制和生物降解处理。化制

分为干化法和湿化法 2种，目前主要采用湿化法。

原理是利用高压饱和蒸汽，直接与畜尸组织接触，

当蒸汽遇到畜尸而凝结为水时，则放出大量热能，

可使油脂溶化和蛋白质凝固，同时借助于高温与高

压，将病原体完全杀灭，经湿化机化制后动物尸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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蛋鸡旺产期的饲料调整

春季，母鸡进入产蛋高峰，要取得好的养鸡效益，必须注意及时调整饲料的营养成分，保证日粮中

各种营养的完善与充足。实践证明，温度与鸡的采食量有密切关系，并且同所有家禽一样，鸡是“依能

而饲”。

减少能量。饲料春季气温逐渐升高，如果继续饲喂越冬期的高能量饲料，会使蛋鸡体重增加，从而

影响产蛋率。科学的做法是减少日粮中玉米等谷物类饲料的比例。

提高蛋白质水平。母鸡产蛋期要消耗较多的蛋白质，且其消耗量与鸡的产蛋率有关，所以饲料中

的蛋白原料要根据鸡产蛋率的提高而增加。方法是在日粮中适当添加优质的鱼粉、豆饼等，在成本允

许的情况下尽量少添杂粕。

补充维生素。尤其是维生素 D，当日粮中长期缺乏维生素时，蛋鸡的产蛋量下降，蛋壳变软、变薄，

而且对钙的吸收也会受到严重影响。当鸡产蛋增多时其维生素消耗量也增加，所以可适当投喂一些青

饲料，同时增加饲料中多维素的用量。

来源：农民日报

可熬成工业用油，同时产生的固体残渣可制作有机

肥，从而达到资源再利用，实现循环经济目的。

生物降解是指将病死动物尸体投入到降解反

应器中，利用微生物的发酵降解原理，将病死动物

尸体降解、灭菌的过程，其原理是利用在一定温度

作用下微生物发酵的方法将尸体降解，以达到无害

化处理的目的。该项技术不产生废水和烟气，无异

味，不会造成环境污染，同时具有节能、运行成本较

低、操作简单的特点。用生物降解法处理病死畜禽，

节约资源，降低处理成本，尸体全部分解后与发酵

原料充分混合，所产生的生物有机肥或生物蛋白粉

是很好的有机肥料，可促进农牧业生产良性循环。

3.3 在政府主导下，采取病死畜禽集中无害化处理

的方式

上述化制法和生物发酵法都需要专门的设备，

其安装和运行成本较高，对养殖场和屠宰场来讲，

需要一笔很大的资金投入，而且，目前我国的病死

畜禽无害化处理补贴尚未覆盖广大散养户、畜禽经

营、运输企业，这些单位或个人都没有专门的无害

化处理场所，同时，在基层畜牧兽医综合执法过程

中也会出现一些病死畜禽及其产品，这就需要在政

府的主导下，建立集中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场

所，购置先进设备，采用化制或生物降解的方法对

病死畜禽及其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既能避免病死

畜禽的随意丢弃和不合理处置，又能生态环保，充

分实现废物的循环利用，造福于民。

3.4 积极探索建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长效机制

采取“政府主导、企业参与，因地制宜、保险联

动、部门监管”的方式，争取部门联动，加强监管，建

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长效机制。从事畜禽饲养、

屠宰、经营、运输的单位和个人及相关从业人员是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第一责任人，有专门无害化

处理场所的企业或个人应该第一时间向动物卫生

监督部门报告，做好相关记录，保存好相关证据；散

养户、经营、运输畜禽的单位和个人应将病死畜禽

原地封存隔离、及时报告动物卫生监督部门，由专

门的病死畜禽运输企业运输至病死畜禽无害化集

中处理场所进行处理；同时落实好相关补贴政策，

政府与企业相互协作，安排好处理场所的运行经

费；与目前的畜禽相关保险机制、项目申报等紧密

结合，一旦发现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不到位，取消

其保险兑现和项目申报，而对于采用化制机或生物

发酵机等先进方式进行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的规

模养殖场或屠宰场，则在申请立项和经费安排上予

以倾斜；畜牧部门要加强与食药、公安等部门的配

合，做好职能衔接，用“四个最严”来加强监管，建立

完善的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长效机制，防止病死畜

禽随意丢弃，防止病死畜禽及其产品进入市场、流

向餐桌，防止病死畜禽传播动物疫病，有效保障动

物源性食品安全和畜牧业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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