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改革开放!"多年来，我国动物养殖业发展取得

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主要动物产品连续以#"$左右

的速度增长，彻底改变了我国长期以来动物产品市

场严重短缺的局面。我国动物养殖业之所以能在短

时间内取得如此大的成就，与这些年来我国动物科

学技术的飞速发展是分不开的。动物科学技术的作

用 ，在 动 物 良 种 培 育 、疾 病 防 治 、配 合 饲 料 及 添 加

剂、饲养管理等新技术研究、推广和应用等方面表

现得尤为突出。

近年来，由用药和饲料引起的动物食品安全问

题此起彼伏。为了促进畜禽生长和预防传染病，生

产者大量长期使用抗生素，随之产生如耐药性、药

物残留等危害人体健康的一系列问题。饲料中过量

重金属等有害物质通过畜禽排泄物沉积到土壤或

水域中，威胁人类的生存环境。随着畜牧业的发展，

在人们动物食品需求矛盾得到有效解决的同时，动

物食品污染和有害物质的残留也日益加重，迅速解

决动物食品的安全问题是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动

物食品是人们食物构成的最重要组成部分。随着国

家相关法律的制订和实施，人们自我保健意识的不

断增强，动物产品的数量不再是生活需求的首要问

题，而无污染、无残留和无公害的安全食品将成为

市场需求的主导产业。

# 动物食品生产中的污染和危害现象

#%# 道德及法制危害

动物活体屠宰销售的环节，由于经营者受到利

益驱动，屠宰时注水注尿，有的在公路旁设立肉摊，

便民销售，而尘埃污染也太重。这些都是社会道德

造成的。同时，由于从业人员法制观念淡薄，有法不

依，执法不严，造成动物疫病流行。如检疫部门个别

人员只发检疫证收取费用而不检疫或不认真检疫的

现象时有发生，养殖场、户出售患病动物或乱抛动物

尸体，畜产品经营商户出售病死肉等问题杜而不绝，

这些严重的违法行为直接威胁着人们的健康。

#%! 疾病危害

特别是人畜共患病对人类威胁大。疯牛病、口蹄

疫、禽流感正给人类带来重大危害。

#%& 饲料危害

目前的饲料日粮中，由于高蛋白或高铜、高磷、

高砷制剂的应用，导致营养不平衡，多余的、不配套

的氨基酸在体内降解后排出，导致空气氨污染，土壤

和地下水硝酸根污染。特别是饱和脂肪酸添加料、油

脂污染料、霉变饲料的应用，都将给人类带来最大灾

难。#’’(年导致比利时政府垮台的二恶英，是一种无

色无味的脂溶性化合物 ，("")以 上 的 高 温 才 能 分

解，其毒性是氰化钾的#，"""倍以上。

#%* 药品危害

在防治动物疾病时，滥用药物，任意加大剂量，

导致药物残留；同时造成耐药菌株的产生，药物的用

量不断加大，加重了药物的残留。一些违禁药物的使

用，严重影响畜禽产品质量，威胁着人类健康。药物

残留更使我国在外贸领域遭受巨大损失，仅!"""年(
月至!""#年#月就被美国+,-扣留了.&*批从大陆进

口的食品，绝大部分是由于药残超限等安全问题。

#%/ 粪尿及恶臭气体的危害

未加治理的养猪场，其粪尿污染不亚于造纸厂。

特别是猪场散发的恶臭气，其化合物多达#."多种，

对人类健康损害较大。

#%. 加工危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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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近年来，由用药和饲料引起的动物食品安全问题较多。本文简单介绍了我国动物食品安全的现状和一些对

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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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含铅皮蛋、含结核菌牛奶、违禁色素染色的

肉类、霉变腊肉等都是不安全的动物食品。

! 动物食品的安全对策

!"# 提高养殖业人员的法制观念，加强执法力度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和《进出境动植

物检疫法》，是动物的引进、流通、饲养管理以及产

品销售等各个环节应遵守的兽医规范。因此，应大

力宣传《动物防疫法》，提高法制观念并加强对从业

部门的监督与管理。对此，必须严格要求，持之以

恒，一丝不苟，抓出成效。

!"! 提供科学而安全的动物饲料

不同品种的动物，因饲养目的不同和生长期的

不同，要求不同的营养条件和饲料标准。对各种营

养要素，包括蛋白质、氨基酸、矿物质、维生素和微

量元素的含量和配比都应当做到科学合理，并且准

确无误。更重要的是，要保证饲料的安全性。例如，

为预防疯牛病的发生及其对人类的威胁，禁止向动

物饲料中添加肉骨粉。为减少沙门氏菌的传染，禽

类饲料不添加动物性蛋白（鱼粉、羽毛粉等）。出于

对人类健康和医药资源的考虑，逐步减少抗生素类

饲料添加剂和促生长剂的使用，严禁使用激素和盐

酸克仑特罗等，这些都是现代动物保健对于动物饲

料的基本要求。普及膨化饲料工艺，慎重对待转基

因饲料原料，推广优质饲料用酶制剂，添加有机酸、

益生素和中草药，有利于生产安全的动物产品。

!"$ 动物疫病防治中保证畜产品安全的措施

!"$"# 生物安全体系的建立

生物安全是为保证畜禽等动物健康安全而采

取的一系列疫病综合防范措施，是较经济、有效的

疫病控制手段。在我国必须强调树立“生物安全”观

念，从根本上减少和依赖用药物来防治动物疫病。

我国农业部发布《动物性食品中兽药的最大残

留量（试行）》规定：土霉素在猪、家禽、牛羊肌肉中

%&’为("# )* + ,*，肝中为("$ )* + ,*，脂肪中为("(#
)* + ,*；青 霉 素 在 猪 、家 禽 、牛 羊 的 肌 肉 、肝 、肾 中

%&’为("(- )* + ,*、牛乳中("((. )* + ,*；链霉素在

动物可食用组织和乳中%&’为(；四环素在猪、家

禽、牛羊可食用组织%&’为("!- )* + ,*。磺胺类总

计在猪、家禽、牛羊的肝肾脂肪中%&’为("$ )* +
,*，牛羊猪肌肉中为("$ )* + ,*， 牛 羊 乳 中 为("(-
)* + ,*。氯霉素在各类肉用动物的肌肉、肝脏、肾脏、

脂肪中的%&’为#(/* + ,*。

生物安全措施包括：!采用“全进全出”制，以

方便的对畜禽舍进行彻底的清洗，减少由于细菌或

病毒的遗留所造成的疾病传播。"严格限制人员、动

物和运输工具的流动和进入养殖场，是防制交叉感

染的关键。#对鼠和猫等动物的控制将有助于减少

疾病传播。$对发病和死亡的畜禽，应进行严格的处

理，防制疫病扩散；对引进的畜禽要进行严格的健康

检查，不将患病或隐性感染的畜禽引入场内。%定期

进行疾病的检测和日常的消毒工作。大中型的养殖

企业应该建立疾病诊断试验室，以及时了解畜禽的

疫情动态。&饲养环境质量监测（在病原微生物污染

监测同时兼顾有害气体的监测）。

!"$"! 01223的建立与应用

01223 （045467 1849:;<; 26<=<>49 2?8=6?9
3?<8= 危害分析与关键控制点），就是通过识别对食

品安全有威胁的特定的危害物，并对其采取预防性

的控制措施来减少生产有缺陷的食品和服务的风

险，从而保证食品的安全。它是一个以预防食品危害

为基础的食品安全生产质量控制的保证体系，由食

品的危害分析（045467 1849:;<; 01）和关键控制点

（26<=<>49 2?8=6?9 3?<8= 223）两部分组成。

01223的基本原理：!进行危害分析。首先，

01223小组识别畜禽生产中每一步的生物、化学或

物理危害；然后，01223小组对那些潜在危害进行

分析，并决定哪些必须记录在01223计划中。"确

定关键控制点。01223小组对危害进行分析后，根

据自己的专业知识和经验确定预防或消除畜产品安

全危害或将畜产品安全减少到可以接受的水平的关

键性步骤。#建立关键界限。01223小组根据国际

规定、法律法规、科研成果以及实践经验制定畜禽生

产的安全标准。$建立监视程序。%建立纠正程序。

根据各种变化改进01223。&建立检验程序。组织

权威专业人士对01223体系进行全面的检查，确保

01223计划的结果能够控制畜禽生产中的各种危

害。

01223的应用：畜禽生产的危害性因素主要有

传染病、环境污染、饲料的安全等等，控制这些危害

的关键控制点有实行严格的生物安全体系、建立粪

污废弃物处理设施、采取严格的饲料准入制度等等，

确保能够消除或降低畜禽生产的危害，保证养殖业

的稳定迅速发展。目前，01223安全保证体系已经

在美国、欧盟各国、加拿大、日本、澳大利亚等主要发

达国家中广泛应用，各国不仅在本国企业中采用，而

且还通过立法的形式对本国和出口到本国的外国企

业强制实行01223体系。我国政府于!((!年-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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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 起 ， 由 国 家 技 术 监 督 检 验 总 局 开 始 强 制 推 行

!"##$体系，凡是从事肉及产品等食品的生产企业

必须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体系的建立并通过

评审。

总之，要使二十一世纪我国养殖业实现大发

展，必须在提高质量上下功夫。对于以提供人类健

康食品为己任的养殖业而言，只有按照人类健康对

食品的质量要求，全面倡导、实行健康动物生产，才

是养殖业真正提高产品质量的必由之路。只有以动

物保健科技提高养殖水准，以加强环境保护控制动

物疫病流行，以人类健康要求规范动物食品生产，养

殖业才有希望全面提高产品质量、降低生产成本、开

拓国内外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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