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养殖与饲料 2018年第 1期

工作开展的面和量都达不到保障畜禽肉食品安全

的要求，另一方面执法经费得不到保障，无法购买

执法设备，执法工作困难重重。

3 建 议

1）建立部门联动机制，成立专门稽查队伍。加

强与公安、市场监管等部门协作，全面实施畜禽定

点屠宰管理制度，建议成立生猪定点屠宰稽查大

队，负责对全市屠宰工作的稽查和管理，实行生猪

定点屠宰常态化监管。

2）引导企业合理布局，科学规划。积极引导生

猪屠宰企业转型升级，鼓励和支持屠宰企业在生产

工艺、设施设备、检验检疫、环境保护、病害猪无害

化处理等方面开展标准化改造，提高质量安全管理

水平，确保畜产品质量安全。

3）加大经费保障，完善检疫检测机制。加大经

费保障，改善检验检测设施，加强检测人员培训，进

一步强化检疫检测工作，提高检测水平和检测率。

摘要 本文主要介绍河南滑县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并通过笔者在基层工作的经验，

结合滑县的实际情况提出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建立长效监管机制、增加无害化处理场的个数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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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工作一直是动物卫生监

督执法过程中的一个难题，做好农村病死动物无害

化处理工作更是难上加难，能不能快速、正确地无

害化处理病死的动物及产品是当前农村动物饲料

及动物产品加工中的一个急待解决的难题。病死动

物及动物产品携带病原菌，如不能及时处理或未经

无害化处理，不仅会造成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还

可能引起重大动物疫情，危害畜牧业生产安全甚至

引发严重的公共卫生事件及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给动物疫病防控埋下隐患。做好病死动物的无害化

处理是保障动物产品质量安全的前提，对于防控动

物疫病和促进畜牧业健康持续发展都具有重要意

义。

1 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的现状

1）养殖户处置病死动物法律意识淡薄。虽然关

于动物卫生监督的法律法规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动

物防疫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病害动物及病

害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理规程 GB16548-2006》等

对病死动物及动物产品的无害化处理都有具体要

求，但由于广大农民养殖者文化水平有限，法律知

识了解甚少，农村地区依然存在动物病死后不按规

定向当地动物卫生机构报告，不按规定处置病死动

物及其产品，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也无法对其进行有

效监督。

2）应急处理能力差，无法进行规范处理。我国

大部分农村地区养殖户应急处理能力差，养殖的畜

禽死亡以后主要采取挖坑土埋的方式进行无害化

处理，如果发生重大动物疫情，这种方式无法进行

有效的应急处理。再加上部分养殖户防疫意识不

强，很容易出现消毒不彻底、掩埋坑太浅等问题引

起动物疫病的传播。除此之外，还有少数养殖户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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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养户为了图省事直接将病死动物扔到田间地头

和河道中，这对河流、地下水和土壤造成严重的污

染，也给疫病的传播创造了有利的条件，这样将直

接威胁到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

3）滑县病死动物及动物产品无害化处理现状。

滑县有 1个无害化处理场，有 2辆无害化处理车，

全县有 25个乡镇分成了 7个中队，无害化处理车

每周去各个中队拉 1次病死的动物到无害化处理

场销毁。这样做存在弊端，尤其夏天高温时节，对于

小的养殖户只能用冰柜暂时存放，如果是大的母猪

突然死亡，就不可能放在冰柜里，所以病死的动物

要在外面放置 1周，一定会造成病死动物的腐烂变

质，这样也容易造成疫病的传播。

2 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的对策

针对农村地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存在的以

上问题，笔者通过在基层工作多年的经验，并结合

滑县的实际情况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整理出

以下改善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的相关措施。

1）加强法律法规的宣传。加强对《动物防疫法》、

《畜牧法》、《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病害动物和病害

动物产品生物安全处置规程 GB16548-2006》等法

律法规的宣传工作，使散养户、规模化养殖场、养殖

小区等养殖从业人员的法律意识提高，并大力宣传

随意处置、加工、出售和食用病死动物的危害性，提

高人民群众的防疫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2）扎实做好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监管工作，建立

长效监管机制。充分发挥村级防疫员和各乡镇畜牧

兽医执法中队的作用，长期对其所辖区域进行监督

监管，对乱丢乱抛及买卖病死动物的行为要依法进

行查处和处罚。对情节特别严重的行为要依法移交

有关单位，依法追究其民事或刑事责任。各基层动

物卫生监督机构和村级防疫员要切实加大监督力

度。要求各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和动物卫生监督机

构务必高度重视，充分认识病死动物及动物产品的

危害和无害化处理工作的重要性和艰巨性，采取有

力措施，进一步做好病死动物及动物产品无害化处

理监管工作。

3）增加无害化处理场的个数，并在全县合理分

布。滑县属于大县，辖 23个乡镇，目前县城只有 1家

无害化处理场，最远的乡镇到县城的距离有 80 km，

如果是夏天最热的时候，从最远的乡镇把病死动物

拉到县城的无害化处理场，路上需要 1个多小时，

而且该县的无害化处理车没有冷冻功能。在这样的

情况下，很容易造成沿途的疫病传播。为了减缓全

县处理无害化病死动物的压力，希望上级部门多投

入经费，多建几个无害化处理场，并且多配备几辆

无害化处理车辆，让无害化处理场在全县范围内合

理布局，提高对病死动物及其产品集中处理的能

力。

3 小 结

近年来，畜禽养殖与环境污染治理备受关注，

动物安全卫生逐渐成为人们热议的话题和焦点。国

家相继出台了对养殖场病害猪无害化处理补助政

策，对规模养殖场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给予 80元 /头

的补助，有力推动了病死猪无害化处理工作。但是

对于病死家禽的无害化处理国家没有相应的补助

政策，滑县的大部分养殖者对病死家禽都是自已挖

坑掩埋，在处理过程中可能存在选址不合理、挖坑

太浅、消毒不彻底等现象。这样同样可能造成疫病

的传播，也会污染环境，更有的养殖户贪图利益，会

把病死家禽卖给加工病死畜禽的窝点。因此，希望

上级相关部门对家禽的无害化处理也能出台相应

的补助措施，这样更有利于畜牧业的健康发展和人

民群众的食肉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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