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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高生猪屠宰检疫质量 保障肉品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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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对当前生猪屠宰检疫工作存在屠宰检疫缺乏规范性、生猪屠宰设备落后的问题进行分析，并提

出强化管理，完善相关设施、提高检疫人员的素养，以期提高生猪屠宰检疫质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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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屠宰检疫，即对生猪进行屠宰之前，动物

检疫部门先对其进行检疫，确保生猪无其他疾病，

并在屠宰之后再进行检查，如生猪检疫并未发现问

题，则检疫部门应按照相关规定出示检疫证明以及

检疫标记，确保流入市场猪肉的品质，由此可见，生

猪屠宰检疫工作与国民健康、社会稳定以及百姓生

活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近年来，“瘦肉精”、“病猪

肉”等肉品安全问题不断涌现，对民众的健康构成

一定的威胁，相关部门必须要重视生猪屠宰检疫，

并就存在的问题进行整改，确保肉品的安全[1]。

1 影响屠宰检疫质量的因素

生猪屠宰检疫工作的主要内容为对生猪以及肉

品进行疾病检疫，由于该项工作具有较强的强制性与

专业性，需要经过专业的培训方能胜任工作。

我国当前的生猪检疫工作地点具有固定性，且

一般采取分散经营、集中检疫的模式，此种方式能

对疾病传播进行有效控制，从而保证肉品的质量与

食品安全[2]。然而，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生猪屠宰

检疫工作仍存在一些问题，并对检疫工作的有序进

行造成阻碍，主要体现在以下几点。

1）屠宰检疫缺乏规范性。在进行屠宰检疫过程

中，检疫人员难以严格遵守《生猪屠宰检疫规程》中的

相关规定进行检疫，为节省时间或处于其他原因，漏

检某些必检项目。同时，检疫人员对不符合标准的生

猪及肉产品未能及时进行无公害处理，此种缺乏规范

性工作方式容易对检疫工作的效率及质量造成消极

影响。除此之外，检疫人员未经过专业培训，难以区别

肉品质量合格标志与猪肉检疫合格标志，从而对生猪

屠宰检疫工作的有序进行构成严重的影响。

2）生猪屠宰检疫设备落后。我国的生猪屠宰检

疫工作中使用的设备及检疫方式较为落后，部分屠宰

厂甚至缺乏检疫、无公害处理设备、焚尸炉、显微镜等

基础设备，检疫人员只能凭借感觉或多年工作经验来

对生猪进行常规检测，且检测的结果缺乏客观性与准

确性[3]。此外，工作人员通过肉眼难以看出生猪是否存

在寄生虫及传染病，从而降低检疫工作的质量，造成

我国的肉品安全问题频出。

2 建 议

1）强化管理，完善相关设施。对生猪检疫的工

作流程实行规范化管理，工作人员应严格遵守相关

的检疫制度，做到仔细检、不漏检，并对检疫不合格

的生猪以及肉品进行无害化处理，从而有效提高检

疫的质量。与此同时，检疫人员应对检疫合格标志

与肉品检验合格标志进行区分，从而实现检疫工作

的有序化与规范化，进一步保障肉品的安全。此外，

由于部分地区检疫工作单位的检疫设备并不完善，

且检疫方式较为落后，相关部门应加大投入，给予

资金支持，从而完善检疫工作的基础设施。通过采

用先进的设备进行检疫，不仅能提高检疫结果的客

观性与准确性，还能进一步提高检疫的效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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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提高检疫人员的素养。生猪屠宰检疫工作具有

一定的特殊性，需要检疫人员具备相关的专业知识以

及较高的职业素养，因此，为提高生猪屠宰检疫工作

的效率，必须要提高检疫人员的综合素养。首先，相关

部门应不定时对检疫人员进行培训，并就培训的内容

进行考核，从而不断丰富检疫人员的专业知识及实践

能力。其次，检疫单位应强化管理，对检疫人员进行考

勤，及早剔除不服从管理、违法乱纪的工作人员，并对

表现优秀的员工给予一定的奖励，从而提高员工的工

作积极性。最后，注重检疫人员的思想教育，并实行整

体责任制，即检疫出现问题后，所有检疫人员均应承

担连带责任，以强化检疫人员的责任意识，从而保障

检疫工作的有序进行，减少肉品安全事故的发生。

3 小 结

生猪屠宰检疫对肉品安全具有重要的意义，为

保障民众的身体健康以及我国养殖业的有序发展，

相关部门应深刻反思当前生猪屠宰检疫工作中存

在的缺陷与不足，并通过强化管理、完善检疫设备

以及提高检疫人员的素养等方式，提升生猪屠宰检

疫工作的效率，从根本上保证肉品的安全，以促进

社会和谐与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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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阐述了山东省地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的基本情况，对遗传资源保护主体的所有制形式进行了分

类，归纳总结了畜禽遗传资源保护主要模式，并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机制提出了合理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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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地处我国北温带，地理位置优越，濒临黄

渤海，气候适宜，饲草资源丰富，孕育了 37 个具有

不同特质的地方畜禽品种，为山东乃至周边地区畜

牧业发展及优质畜禽种质培育奠定了基础。近年

来，在山东全省各级政府、企事业单位与社会团体

的共同努力下，全省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工作取得了

长足发展，保种体系建设进一步健全，保种机制逐

步完善，保种模式不断创新，初步搭建起了涵盖活

体保种场、活体基因库、遗传资源基因库和保护区

（国家级与省级）在内的“三位一体”保种体系。目

前，全省地方畜禽遗传资源活体保种场达 70家，活

体基因库 2个，遗传材料基因库 1个，保护区 7个，

其中 13个保种场被确定为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

种场，2个保护区为国家级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区。

多年来，山东省地方畜禽遗传资源保护参与主

体，不断探索畜禽遗传资源的保护运营模式，创新

管理前沿 101窑 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