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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主要论述了动物诊疗行业的现状，动物诊疗存在的问题，基层动物诊疗机构在监督管理过程中

存在忽视对基层动物诊疗机构的监管、缺乏对监管人员的知识培训、培训制度不健全及监督检查部门对动物诊疗

机构的监管不到位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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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诊疗机构的监管是动物卫生监督中不可

缺少的一部分，加强对动物诊疗机构的监督管理是

推进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是防治动物疫病

的保障，是防止人畜共患病的传播，保护人们身体

健康的需要。笔者以自己在基层从事动物卫生监督

工作的经验，对基层诊疗机构监管过程中存在的问

题进行分析，以期为更好地保障公共卫生的安全提

供参考。

1 动物诊疗行业现状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高，观赏动物、宠用动

物的饲养日益增加，动物和人类的关系越来越密

切，动物疾病形势日益复杂化，这都对动物诊疗质

量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此，对动物治疗机构的监

督管理尤为重要。

2 动物诊疗存在的问题

1）动物诊疗机构名称不规范。一些动物诊疗机

构的名称杂乱无章，有的叫 XX动物医院、XX兽医

站、XX宠物门诊，还有的叫 XX兽医技术服务中心

等，大部分动物诊疗机构的名称不规范，尤其是乡、

镇、村等基层诊疗机构的名称更是五花八门。

2）无证照开展动物诊疗活动。基层存在部分动

物诊疗机构没有《动物诊疗许可证》、《执业兽医资

格证》和《营业执照》等证件开展动物诊疗活动的现

象，有的只是宠物用品经营店，但也开展了动物诊

疗活动；有的具有相关证照，但没有审核（已经过

期），也有的是租借他人的相关证照开展诊疗活动。

主要是租借他人《执业兽医资格证》的行为超多，出

租人只收证件的使用费，并不在该诊疗机构坐诊，

因为《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规定开办宠物医院

必须有 3名执业兽医师，所以这个条件在基层很难

达到，因此租借执业兽医师证的现象很严重。

3）基层动物诊疗机构的从业人员技术水平参差

不齐。我国《动物防疫法》规定只有取得《执业兽师

资格证》的人员才能开具处方，进行动物的诊疗活

动，而基层从事动物诊疗活动的人员中 60%～70%

没有取得《执业兽医资格证》，他们大部分是初中毕

业，有的经过职业学校的培训，很少一部分是从正

规院校大专、本科毕业的专业人员，另外还有一部

分人员是乡村兽医。

4）规章制度和技术规程不完善。动物诊疗是一

项技术性和专业性很强的活动，必须用各种技术规

程和规章制度来规范指导，并对其进行约束。目前，

滑县大部分动物诊疗机构的规章制度和技术规范比

较健全，只有很少一部分诊疗机构没有达到要求。

5）诊疗活动中存在一些不符合规定的违法行为。

①使用人用药及假劣药；②部分动物诊疗机构没有

按规定处理医疗废弃物、病变组织和病死动物尸

体；③部分诊疗机构的诊疗室、手术室及药房布局

不合理。

6）病历、处方、药品的销售台账消毒记录不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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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季防止绵羊脱毛法

冬季气候寒冷，饲料干枯，绵羊往往吃不饱，会出现毛根细、不结实、易脱落，严重时羊脖子、肩、上

腹部、背部出现成块脱落的“饥饿毛”现象。为防止冬季绵羊脱毛，要给绵羊补充一定数量的草料，尤其

是要保证给足干草，精料只能用来作为营养补充，如果有青贮饲草或其他青饲精料喂绵羊效果会更

好。

冬季绵羊饲料以干草为主，由于羊吃干草会口渴，这就需要给绵羊充足的饮水，每日给 3次温水

为宜。另外，冬季给绵羊饲喂适量的食盐也很重要，这样不仅能增加绵羊的食欲和提高饲料消化率，而

且还能有效增加饲料的营养。还要适量补充矿物质饲料，防止绵羊因缺乏微量元素而引起脱毛。

来源：甘肃农民报

善。①大部分诊疗机构没有病历或填写不规范，并

且也没有按规定保存 2年；②处方的格式不符合规

定；③药品的进出货台账没有建立，存在有出售血

清等生物制品的行为；④消毒记录没有建立或填写

不规范；⑤医疗废弃物的处理没有记录或记录不完

善。

7）动物诊疗机构忽视法定义务的实施。工作人

员在对基层诊疗机构的监管过程中发现，不按规定

实施年度审验报告、不按规定公示《动物诊疗许可

证》和从业人员情况的现象非常明显。

3 监督管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

1）忽视对基层动物诊疗机构的监管。笔者是一

名动物卫生监督工作人员，从事基层动物卫生监督

工作十几年，个人认为现在基层动物卫生监督部门

主要是对动物诊疗监管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使

监管形同虚设。基层动物卫生监督执法人员严重不

足，笔者所在单位 1个执法中队才 4～5个执法人

员，而要负责 3～4个乡镇的动物卫生监督工作，这

种状况已经影响到对基层动物诊疗机构的监管工

作。

2）基层监管执法人员执法能力有限，缺乏对监

管人员的知识培训。大部分监管人员对动物卫生监

督法律法规学习不够全面和深入，对监督检查的项

目和内容缺乏系统的研究，对动物诊疗机构的监管

缺少经验，执法水平差，难以适应现在动物卫生监督

执法的要求。监督部门应该多组织诊疗机构监管的

知识培训和讲座，提高执法人员的执法能力和素质。

3）对诊疗机构从业人员的培训制度不健全。动

物诊疗机构都是在其申请许可证时，兽医主管部门

对其进行简单的培训，日常培训和定期培训更是很

少进行，基层地区的培训更是少之又少。由于从业

人员处于基层，培训机会少，专业水平和学历参差

不齐，接受新技术的能力差，对政策法律知识的了

解不全面，导致一些违规违法现象时有发生。

4）监督检查部门对动物诊疗机构的监管不到

位。①监督部门只重视发证审核，忽略日常检查，审

核时只重视书面资料，轻视现场实地考查，这是现在

对基层动物诊疗机构监督监管过程中普遍存在的问

题；②监管部门和监督机构沟通不及时，信息难以共

享，使诊疗机构存在的问题被忽视；③监管没有形成

统一的模式，对基层诊疗机构的监管没有统一的监

督监查表格，这样使监管过程中容易造成形式化、随

便化，更重要的是监督无记录、工作无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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