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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本研究聚焦于生猪屠宰检疫过程中淋巴结检验的深入探讨,揭示其在屠宰检疫中的核心地位、

现行状况、面临的问题及其优化路径。研究表明,淋巴结检验对于保障猪肉的安全性非常重要,然而在现

有的检验程序、技术手段与操作人员的专业水平上仍存在多方面的欠缺。通过对关键检验节点的细致

剖析,本文提出了一套全面的改进方案,涵盖优化检验流程、强化检验人员的培训以及更新检验设施与工

具,这样可以提升检验工作的精确度与可信度,保证猪肉制品的质量与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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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is study focused on the in-depth discussion of lymph node inspection in the process of slaughter 

and quarantine of live pigs, revealing its core status, current status, problems faced and optimization path.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lymph node inspection is very important to ensure the safety of pork, but there are still many 

deficiencies in the existing inspection procedures, technical means and professional level of operators. Through a 

detailed analysis of key inspection nodes, this paper proposes a comprehensive improvement plan, including 

optimizing inspection process, strengthening inspection personnel training and updating inspection facilities and 

tools, which can improve the accuracy and reliability of inspection work and ensure the quality and safety of 

pork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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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在生猪屠宰检疫的过程中,淋巴结检验是辨识与防止动物

疾病传播的关键步骤。淋巴结作为动物免疫机制的核心部分,

其形态及组织学的改变可以反映出动物的整体健康状态。然而,

随着养殖规模的扩展和市场对产品需求的增加,现有的淋巴结

检查程序与技术正面临多方面的难题,例如检查速度缓慢、精确

度不够等,这些障碍不仅对猪肉制品的质量安全产生了负面影

响,同时也对公共健康构成了隐性的风险。 

1 淋巴结检验在屠宰检疫中的作用 

淋巴结检查在屠宰检疫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作为机体

外围的免疫器官,淋巴结具备吞噬病原体并快速启动免疫反应

的功能,成为评价猪只健康状态的核心标志[1]。在生猪屠宰检疫

环节,淋巴结检查是遏制疫病扩散的关键举措。通过对淋巴结位

置、大小、形态、质地及移动性的细致观察,可有效识别猪只是

否患有疫病或感染,进一步实施隔离、治疗或安全处置等策略,

避免受污染产品进入市场流通,保证食品的安全性和消费者的

健康权益。淋巴结检查还可以让屠宰企业提升运营效能,降低传

染病的传播概率。标准化的淋巴结检查程序不仅可屠宰作业的

顺畅执行,而且通过解剖特定淋巴结并结合周边组织的状况分

析,可提前做出关于猪只是否携带疫病的全面评估,为屠宰检疫

工作提供坚实的技术支撑。总之,淋巴结检查在屠宰检疫领域占

据核心地位,其对猪肉产品质量与食品安全的影响非常重要,构

成了维护公众健康的坚实屏障。 

2 生猪屠宰检疫流程及淋巴结检验的现状 

2.1生猪屠宰检疫的标准流程 

生猪屠宰检疫作为保证猪肉产品质量安全的关键步骤,其

标准化程序主要涵盖以下几方面内容。在生猪进入屠宰场所之

前,需要实施活体健康检查,这样可以确认动物未携带明显的疾

病迹象[2]。在屠宰前还需对生猪进行一次全面的健康复查,涵盖

体温监测与外观评估,以筛查潜在的传染性疾病。屠宰期间,检

疫专员必须密切监控整个屠宰流程,保证所有操作均遵循严格

的卫生规范,防止任何污染的发生。屠宰完成后,应对动物内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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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全面细致的检查,尤其是淋巴结部位,鉴于淋巴结在动物免

疫系统中的重要角色,它可能是病原体的聚集地。 针对屠宰后

的肉类产品,需进行感官及微生物学方面的严格检验,保证肉质

无异味、无颜色变化、无异常分泌物,同时杜绝致病菌的存在。

由屠宰场的官方兽医对上述各项检查结果进行最终审核,只有

在确认无任何疫病的情况下才能签发检疫合格证书。对于检疫

结果不达标的生猪及其制品,则应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执行无害

化处置或销毁措施。 

2.2当前淋巴结检验的方法 

目前,针对淋巴结的检验手段主要涵盖以下几个方面：视觉

评估,借助肉眼对淋巴结的大小、色泽及质地进行观察,以此初

步判断是否存在异常情况。触诊,通过手触感知淋巴结的硬度与

弹性特征,以评估其健康状况[3]。组织切片显微观察,将淋巴结

组织制备成薄片,并在显微镜下细致观察细胞构造与组织形态

的变化,进一步确认有无病理学改变。分子生物学分析,运用如

PCR等先进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对特定病原体的遗传物质(DNA或

RNA)进行检测,该方法提升了检测的敏感性和特异性。免疫学测

试,采用ELISA等免疫学手段检测淋巴结内特定抗原或抗体的存

在,实现对某些病原体的高效筛选。 

2.3存在的问题和挑战 

尽管现有的检疫程序和检测技术已趋于完善,但仍面临若

干问题与挑战。检验效率是较为普遍的问题,传统依赖视觉和触

觉的检查方式效率低下,难以满足大规模屠宰作业的需求。检测

方法的灵敏度和特异性尚有提升空间,例如,显微镜观察及免疫

学测试可能无法完全避免漏检或误判的情况。检疫人员的专业

能力和实践经验对检测结果的影响较大,培养具备高水平专业

技能的人才需耗费大量时间和资源[4]。此外,病原体的迅速变异

给现有检测技术带来严峻考验,迫使科研人员持续研发新的检

测手段以应对变化。同时,高精度检测技术如分子生物学方法和

免疫学测试的成本较高,这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它们在实际应

用中的普及程度。各国各地区法律法规及标准的差异性,导致检

疫流程和检测方法在实施过程中存在不一致,进一步影响到国

际贸易的顺畅进行和食品安全的有效保障。 

3 生猪屠宰检疫中淋巴结检验的关键要点 

3.1淋巴结的识别和取样技术 

在生猪屠宰检疫环节中,淋巴结的辨识与采样是一项非常

重要的任务,淋巴结作为动物免疫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能有效

反映宿主的健康状态。检疫人员需掌握猪体内淋巴结的布局,

特别是颈区、肺门、肠系膜及腹股沟等重要区域的淋巴结分布。

在辨识淋巴结的过程中,应当注重观察其大小、形态、色泽及质

地等方面的特性。例如,健康的淋巴结一般呈现灰白或淡棕色,

触感柔软且外表平滑。若淋巴结出现体积增大、色泽加深或质

地硬化等非正常现象,则可能是动物遭受感染或存在其他健康

隐患的信号。 

采样技术方面,检疫人员须利用无菌器械,例如手术刀与镊

子,以防止交叉污染的发生。采样时务必保持淋巴结的完整无损,

以便后续进行病理分析。完成采样后应对样品及时标注并妥善

保管,保证检测结果的精确无误。样品通常需置于无菌容器内并

在适宜的温控条件下保存,以防样品发生腐败或变性。同时检疫

人员还需详尽记录采样位置、时间及相关动物资料,保证样品的

可追踪性。实际操作层面,检疫人员应严格遵守生物安全规范,

佩戴必要的个人防护设备,如手套、口罩及防护服,以规避直接

接触潜在病原的风险。经由上述严谨的操作流程,不仅可保障检

疫工作的科学性和准确性,更能有效维护消费者食用猪肉的安

全性。 

3.2关注不同疾病状态下淋巴结的特征变化 

淋巴结作为机体免疫系统的关键组成部分,广泛分布于全

身,承担着过滤淋巴液、捕获病原体及生成免疫细胞的重要职

责。在不同的病理条件下,淋巴结的形态与功能会出现相应的调

整,这些调整常被视为疾病诊断的重要参考。在病毒性感染例如

猪瘟和伪狂犬病的情况下,淋巴结的响应通常体现为肿胀、充

血、出血点的出现或组织坏死,这些变化不仅反映了病毒对淋巴

组织的直接侵害,还说明了机体免疫反应的启动。以猪瘟为例,

该病毒感染可导致淋巴结增大,颜色加深,质地变软并偶见出

血点。对于细菌性感染如猪丹毒或结核病,淋巴结同样会表现

出明显的改变,如硬化、增大,并可能伴随脓肿的形成。例如,

猪丹毒引发的淋巴结炎会使淋巴结肿胀、充血,并可能演变为

化脓性炎症。结核病则可能导致淋巴结发生干酪样坏死,形成

结核结节[5]。寄生虫感染如旋毛虫病能引起淋巴结的异常变化,

旋毛虫幼虫在体内的迁移过程会引起淋巴结肿大及质地硬化,

这些现象是由机体对寄生虫的免疫反应所引发的炎症所致。在

一些情形下淋巴结的改变可能较为隐匿,特别是在疾病初期,此

时需借助显微镜等辅助设备进行更为详尽的检查,比如组织病

理学检查,以评估淋巴结内部结构的变化,包括细胞浸润的种类

与程度、组织坏死的状态等。这些微观层面的改变可为疾病的

诊断提供更加精准的数据支持。总之,淋巴结的形态与组织学变

化是疾病诊断中的重要指标,结合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测及病理

学分析,可以更精确地区分各种感染类型,为制定合理的治疗策

略提供科学依据。 

3.3分析检验结果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因素 

检验结果的精确度和可靠性构成了临床诊断及治疗决策的

关键基石,而这些结果的品质受制于多重因素。采样技术的恰当

性非常重要,在采样的环节中务必保障样本的代表性,同时避免

污染与变质,保证样本能如实反映目标物质的实际状态。采样之

后样本的存储与运输条件亦需严加管控,以防样本在送抵实验

室前出现任何可能干扰检测结果的变动。检验人员的专业素养

与经验同样重要,他们不仅要掌握区分淋巴结常态与异常特征

的能力,还需熟练各类检测手段与仪器的操作流程,检验人员应

具备精准解析检测结果的能力,并能对潜在的异常状况做出合

理的评估。实验室环境及检测设备的先进程度同样是保证检测

结果准确性的核心要素,采用高分辨率显微镜可增强对细微结

构的观察精度,而如PCR及基因测序等前沿的分子生物学技术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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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提升检测的敏感度与特异性,进一步精确地识别疾病标志物。

检测过程中的质量控制措施是保证检测结果可靠性的必备条件,

运用标准样品与对照组可监测检测流程的准确性,而定期对检

测方法进行验证与校正则能保证检测方法的长期有效性。此外,

实验室应构建严谨的质量管理体系,涵盖内部质量控制与外

部质量评价,以持续优化检测程序,保证检测结果的精确度与

可靠性。 

4 生猪屠宰检疫中的淋巴结检验优化策略 

4.1检验流程的改进措施 

引入自动化检测技术,利用高精度图像识别与机器学习算

法,实现对淋巴结异常状况的自动识别,这样可以降低人工检查

中的主观判断及因疲劳引发的错。优化检验流程布局,通过重新

规划屠宰场内的检验环节,提升检验人员的工作效率,减少非必

要的等待与样品转运时间。构建全面的追溯机制,保证每个检验

步骤均有详细记录,以便在发现问题时能迅速定位其根源。推行

快速检测手段,研发并应用如PCR等快速检测技术,以压缩检测

周期,增强屠宰场的整体处理效能。 

4.2检验人员培训和技能提升的方法 

为了保障检验人员的专业技能可持续更新,可以实施多样

化的培训与技能提升方案。定期举办专业培训活动,使检验人员

可及时了解并掌握最新的检疫规范和技术手段。借助模拟真实

检验情境的实践操作训练,检验人员得以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下

提升其实际操作水平及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此外,倡导跨领域

沟通,促进检验人员与兽医学家、微生物学专家等不同专业背景

人士之间的交流,以此扩展其知识面,提升整体评估能力[6]。通

过构建绩效评价与激励体系,激发检验人员的学习兴趣和工

作动力,保证其在专业领域内持续成长与精进。上述一系列综

合性举措相辅相成,目的在于打造一支技术高超、响应敏捷的

检验团队。 

4.3检验设备和工具的更新换代方案 

在更新换代检验设备与工具的方案中,需要采取一系列综

合措施。投入资金引入国际领先的检验装置,如高分辨率显微镜

及自动化细胞分析系统,此举可大幅提高检验工作的精确度与

效能。为保障所有设备长期保持优良的工作性能,需要构建一套

完善的设备定期保养和技术革新机制,保证设备故障得以迅速

排除,并适时完成技术迭代。 

5 结语 

本研究通过对生猪屠宰过程中淋巴结检验的探讨,阐明了

淋巴结检验在保障猪肉品质与安全方面的重要作用,并指出现

行检验程序及方法中存在的若干问题。基于对核心检验环节的

深入剖析,本文提出了多项优化建议,涵盖改进检验流程、强化

检验人员的专业培训以及更新检验设备和技术手段。上述举措

的落实有望较大提升检验工作的精确度与可信度,进一步有效

遏制动物疫病的扩散,保证猪肉产品的安全性,对推动畜牧业的

可持续发展及维护公共健康安全具有深远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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