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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兽医实验室是动物疫病防控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动物疫病监测、检测、诊断、流行病学调查

研究等主要任务。十堰市兽医实验室在标准化建设和管理中存在着基础建设相对落后、实验室标准化管理欠缺、

专职检测人员偏少、检测人员素质偏低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加强兽医实验室标准化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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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实验室是动物疫病防控体系的重要组成

部分，承担着动物疫病监测、检测、诊断、流行病学

调查研究等主要任务。通过近几年的建设和发展，

十堰市兽医实验室逐渐标准化、规范化，形成了以

市级兽医实验室为主，县、乡级兽医实验室为辅，各

大养殖场实验室为补充的监测网络体系，成为兽医

行政管理和执法监督的重要技术保障和依托。然

而，十堰市兽医实验室在标准化建设和管理中存在

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如果这些问题在今后的工

作中不加以重视和妥善解决，将会影响到整个动物

疫病防控体系，给畜牧业生产带来很大的危害。

1 十堰市兽医实验室标准化建设存
在的问题

1.1 基础建设相对落后

根据农业部《兽医实验室建设标准》来看，十堰

市市级、县级兽医实验室建设基本能达到农业部颁

布的标准，各县级实验室面积均超过 200 m2以上，

设立了血清室、病原学检测室、洗涤室、仪器室、解

剖室等功能室，配备了相关的检测设备，能独立开

展免疫抗体检测和动物疫病诊断试验，市级实验室

面积 300 m2，除设立和县级实验室相同的功能室

外，还设立了分子生物学实验室，配备 PCR仪等仪

器设备，能独立开展分子生物学的检测。但大部分

实验室是由办公用房改建而成，不符合实验室防

水、防潮等建设标准，有些实验室内甚至无恒温设

备，在高温和寒冷的季节根本无法开展工作。另外

仪器设备落后和老化现象严重，几乎所有的仪器设

备运行均超过 5年，除市级每年开展仪器设备的校

准外，其他实验室无一开展仪器设备的校准和维护

工作。

1.2 实验室标准化管理欠缺

虽然十堰市 7 个兽医实验室均通过省畜牧系

统兽医实验室考核验收，其中市级及 1个县级实验

室通过了计量资质双认证，各实验室均建立了质量

管理体系，编制了较为完善的质量管理文件以及

《仪器设备使用管理制度》等 20多项实验室管理制

度和工作制度，使试验活动有章可循，全面规范了

实验室管理工作。但在实际工作中，几乎所有的实

验室并未严格按质量管理体系开展工作，随意性很

大，有些实验室的管理甚至和体系文件的出入很

大。

1.3 专职检测人员偏少，检测人员素质偏低

目前市级实验室有专职检测人员 3名，其中硕

士学历 2名，中级职称 2 名，但远远不能满足实验

室工作开展的需求；各县市兽医实验室一般 1名，

几乎不具备专业基础或相关专业基础，在实际工作

中通常也只在春秋两季防疫期间才开展检测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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检测技术水平很难巩固和提高。随着动物疫病监测

工作重要性的不断提高，监测工作任务逐年加大，

实验室工作人员常有力不从心之感。

1.4 实验室运行经费不足

标准要求要有保障实验室工作正常开展的经

费投入。但实际情况是各级兽医实验室工作经费普

遍不足，实验室运转和仪器维护更新经费更是没有

稳定来源。实验室工作经费主要来源于各级政府拨

付的动物防疫经费。特别是在县级兽医实验室，动

物防疫工作经费本来就有限，用于兽医实验室运作

和监测工作的经费更是捉襟见肘。导致检测监测工

作不能正常开展，给兽医实验室正常运转和动物疫

病监测工作的正常开展造成了极大影响。

1.5 兽医实验室生物安全有待加强

十堰市市级实验室达到了生物安全 II级水平，

县级兽医实验室达到生物安全 I级水平，均建立了

《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实验室设置有生物安全柜、

通风橱、洗淋浴装置、洗眼设备、配备有个人防护

服、口罩手套等防护设施，但存在设备不足、安放位

置不合理等现象，例如实验室未安装紫外灯，有的

实验室将通风橱安装在走廊，而检测室内无任何安

全防护装置，造成一定的生物安全隐患。

2 加强兽医实验室标准化建设的基

本对策

2.1 加大实验室工作经费的投入

一是国家应增加动物疫病监测经费的投入，确

保各级实验室监测任务的基本完成。二是各级政府

应认识到动物疫病监测工作的重要性，加大财政对

实验室建设的投入，将检测试剂及仪器设备的维

护、检定和更新列入财政预算，全面提高十堰市动

物疫病监测水平；三是兽医主管部门应采取有效措

施，保障实验室检测经费落实到位，防止挤占、挪用。

2.2 进行兽医实验室的改造

一是实验室的改建、重建。使各功能室布局更

加合理，严格将实验区和办公区分割开来，并有一

定的隔离防护措施。二是增设通风、除尘设备、恒温

恒湿设备、洗眼喷淋设备，添置污水处理设施等生

物安全设备，合理安放仪器设备的位置，三是定期

进行设备的维护、陈旧仪器的更新、仪器设备的校

正和鉴定工作。

2.3 建立健全监督管理机制

各级兽医实验室应不断完善质量管理体系文

件，规范实验室操作规程，认真落实实验室人员岗

位责任制，并制定监督员制度，对关键岗位和流程

实行监督，定期开展实验室内部审核工作，确保实

验室质量管理体系正常有序运行，防止检测工作的

随意性。有条件的兽医实验室可开展计量资质双认

证，提升实验室管理水平。

2.4 建立实验室人才长效机制

一是制定实验室检测人员保障机制，特别是基

层兽医实验室检测人员的保障机制。由于工作环境

和人员编制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基层兽医实验室人

才缺乏，留不住人才，因此应通过提高工资待遇，解

决人员编制等方式，使人才引得进，留得住；二是建

立健全培训制度，提高行业素质。应通过形式多样

的培训，使每位实验室工作人员都具备完成本岗位

工作所应具备的专业知识和相关知识，养成良好的

工作习惯和严谨的实验态度，以提高实验室工作质

量；三是引入考核淘汰机制。定期对实验室人员进

行考核，开展能力验证，对不适合从事实验室检查

工作的人员，应及时调离实验室工作岗位。

2.5 强化生物安全监管

实验室应落实《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制度》，提

高人员生物安全的意识，加强实验室人员个人防护

知识的学习和防护措施的落实，严格执行实验室废

弃物处理的规定，定期开展实验室生物安全检查，

做到安全运行，不留隐患，防止实验室病原感染和

扩散。

3 小 结

随着国家动物疫病监测计划的实施和地方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工作的科学化管理，兽医实验室将

会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只有通过兽医实验室标

准化建设，加强兽医实验室的管理，提高检测人员

素质，才能切实提高兽医实验室监测诊断水平，为

重大动物疫病风险评估和预警预报提供科学的技

术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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