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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验室生物安全主要涉及操作者、操作对象、设
施设备以及周围环境。近几年基层兽医实验室大多

通过了省级考核验收,实验室硬件设施设备建设也

都上了新台阶,但实验室的运行机制、制度管理、人
员素质等软件方面仍较滞后。如有的基层兽医实验

室缺少必要的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和防护措施;有的

即使建立了相应的制度和措施,但在实际工作中也

是流于形式。笔者结合自己的工作实际,指出了基

层兽医实验室在生物安全方面存在的一些问题,并
提出了相应的对策。

1 存在的问题

1.1 不严格执行实验室规章制度

实验人员生物安全知识的缺乏以及对生物安全

的认识不足是基层兽医实验室普遍存在的问题。如

有些人不按要求穿戴帽子、口罩、手套、鞋套、工作服

等既简单又实用的个人防护装备;有些人甚至穿着

凉鞋、拖鞋做实验,将自身暴露在危险之中;还有些

人错误地认为一级实验室不从事高致病性病原体实

验,没有危害,不会发生感染事件,甚至在实验室冰

箱内存放食品。

1.2 随意处理或丢弃废物和垃圾

实验室没有按要求安装污水处理系统,而是直

接将污水排入下水管道中。另外,“三废”也未按要

求进行预处理,如病毒抗原、布鲁氏菌病阳性全血或

血清等废弃物按要求必须高压灭菌后才能按医疗垃

圾处置,但多数实验室只作简单处置甚至随意丢弃、
乱放。

1.3 未充分利用生物安全柜

实验室的生物安全柜形同虚设,在检测、诊断感

染性材料时未能充分加以利用。如近几年布鲁氏菌

病阳性检出率比较高,而对布鲁氏菌病阳性全血或

血清进行检测时,多数实验人员没有很好地使用生

物安全柜,存在较大的感染隐患。

1.4 实验室布局不合理

实验区与办公区没有完全分开,以致部分实验

人员在做实验过程中,有时就穿着工作服直接进入

办公室拿东西或打电话,这样有可能造成病原扩散,
存在生物安全隐患。

1.5 不重视实验室清洁与消毒工作

部分实验室技术人员在完成实验后,没有认真

打扫实验室,对污染的环境、地面、桌面、仪器、物品

等也没有进行彻底的消毒处理,为实验室及周围环

境埋下了隐患。

1.6 实验人员专业素质不高

有的实验室技术人员是兼职,这部分人员大多

没有经过专业培训和学习,缺乏专业理论知识,对实

验室操作技能也不精通,以致病毒抗原、布鲁氏菌病

阳性血清等污染物喷溅事件时有发生。

2 对 策

2.1 严格遵守生物安全制度

1)个人防护装备是指为了保护实验人员免受化

学、生物、物理等有害因子伤害而配备的用品,主要

用于保护实验人员免受生物危害物质(如气溶胶、喷
溅物等)侵害且免于暴露在感染动物的手术、解剖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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危险环境中。实验人员要明白遵守生物安全制度就

是保护自身免遭病原体感染。

2)实验人员要学会正确使用一次性手套,且用

后要先进行高压灭菌后再丢弃,不可再次使用。不

得戴着手套离开实验区域,也不得戴着手套开关门、
按电灯开关、接打电话等,避免手套的“触摸污染”,
同时避免用戴手套的手触摸鼻子、面部、眼睛等。

3)实验人员进入实验室要穿合适的鞋并套上鞋

套,这对保护足部(鞋袜)免受损伤以及免遭动物血

液和其他潜在感染性物质污染和化学品腐蚀是非常

重要的。同时,禁止在实验室穿凉鞋或拖鞋;套着鞋

套不得离开实验区域。

4)实验人员要勤用肥皂或洗手液洗手,在摘除

手套后、使用卫生间前后、离开实验室前、进食或吸

烟前以及接触实验室物品后都应例行洗手。

2.2 做好实验室废物和垃圾的处理

不随意处理和丢弃垃圾;对实验室产生的有毒

有害的废水和废物,要按要求和规程采取集中消毒、
浸泡、高压灭菌等措施进行预处置;固体废物应按医

疗垃圾处理程序处置销毁。

2.3 充分发挥生物安全柜的功效

生物安全柜是用来保护操作者、实验室环境以

及实验材料免受实验操作过程中可能产生的感染性

气溶胶和溅出物的侵害而设计的负压过滤排风柜。

检测布鲁氏菌病患畜血清等具有感染性的材料时,
最好在生物安全柜内操作,可以保护操作人员及周

围环境,避免感染。

2.4 重视实验室布局和管理

实验区与办公区要截然分开,并设隔离门及隔

离带。无关人员不得随意出入实验室,避免交叉

感染。

2.5 加强实验室清洁与消毒

开展实验前、后,必须认真做好清洁与消毒工

作;特别是实验结束后,要用消毒药对污染的操作

面、地面、仪器设备、用品及环境进行彻底消毒,不留

死角;最后离开实验室时,要打开紫外线消毒灯消毒

1h左右,以净化实验室环境。

2.6 加大实验室生物安全培训力度

组织基层兽医及技术人员集中学习《病原微生

物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条例》、《微生物和生物医学

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准则》、《兽医实验室生物安全

技术管理规范》等涉及实验室生物安全的法律法规,
开展实验室标准化操作、生物安全柜操作、个体防护

装备标准操作等专业技能的示范培训。对实验人员

实施上岗资格考核制度,以提高其思想认识和实验

技能水平,促其严格按操作规程开展实验,确保实验

室生物安全。
(责任编辑:刘 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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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母猪产奶量的营养管理因素

环境因素中对窝产仔数影响最大的是温度,高温高湿可以减少母猪的窝产仔数和窝产活仔数、降低

仔猪的初生窝重。在成群饲养的情况下,当猪群的数量过大(多于20头)时,会减少窝产仔数,尤其是青

年母猪。选择在母猪排卵前0~24h(最佳为12h)配种,可获得最多的窝产仔数。
母猪的营养状态显著影响母猪的生理状态,受精、胚胎着床、胚胎发育等生理过程都离不开良好的

营养状态,这些生理过程又是影响窝产仔数的主要因素。青年母猪应至少在配种前10d开始饲喂高质

量日粮,任猪自由采食,可以最大限度地提高排卵率、增加窝产仔数;但如果在配种后2~3d内给青年

母猪饲喂过多(超过2.5kg/d),又会降低胚胎存活率。
以往的研究发现,猪的胚胎中富含精氨酸,妊娠40d时特别明显,在这个阶段,精氨酸对胚胎发育

与存活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美国德克萨斯大学的一组科学家发现,在妊娠期的关键时期调整日粮精

氨酸水平,可使活产仔数增加2头,活产初生窝重可提高24%。
来源:猪价格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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