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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作为高原地区特有畜种,高原牦牛产品本身具有不可忽视的市场价值。对此,为确保高原牦牛产

品安全性,则需进一步加强对于屠宰检疫流程及检疫要点的分析研究力度,全面明确高原牦牛屠宰检疫

基本要求,通过针对屠宰检疫流程及检疫要点进行精准把控,为后续高原牦牛屠宰检疫工作质效的提升

提供充分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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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As a unique livestock breed in plateau areas, the products of plateau yak have significant market value. 

In this regard, in order to ensure the of plateau yak products, it is necessary to further strengthen the analysis and 

research on the slaughtering inspection process and key points of inspection, to clarify the basic requirements the 

slaughtering inspection of plateau yak, and to provide full guarantee for the improvement of the quality and 

efficiency of the subsequent plateau yak slaughtering inspection work by controlling the slaughtering inspection 

process and key points of inspe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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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高原牦牛生长环境较为特殊,其主要分布在我国青藏高原

地区。相对于普通肉牛来看,高原牦牛肉质更为鲜美且具有较高

的营养价值,这使得高原牦牛产品的市场关注度得以不断提升。

随着市场需求的增加,牦牛屠宰检疫工作具有的开展价值愈发

显著,如若屠宰检疫工作缺失,则极易导致存在病害问题的牦牛

流入市场,从而给消费者的身体健康带来了一定的危害。对此,

需明确高原牦牛屠宰检疫流程,精准把控检疫要点,以便切实保

障牦牛产品质量水平与安全水平。 

1 高原牦牛屠宰检疫基本要求 

针对高原牦牛屠宰检疫基本要求进行深入则可得知,牦牛

产品在进入市场前,屠宰检疫作为把关牦牛产品质量的关键,为

充分发挥屠宰检疫具有的积极作用,则需在强化人员责任意识

的基础上,使其能够依据高原牦牛屠宰检疫要求,借助检疫专业

知识、检疫技术的综合运用,规范屠宰检疫行为,并借此有效消

除牦牛产品在质量、安全等方面存在的风险因素[1]。 

具体工作期间,屠宰检疫所涉及的内容较为复杂,且各项操

作均面临着严格的规范性要求,如若工作人员未能够充分运用

行业专业知识、技能,则会导致屠宰检疫工作流于形式,牦牛产

品市场价值也将因此遭受影响。对此,需进一步明确高原牦牛屠

宰检疫基本要求,严格遵守动物防疫、检疫相关法律法规,从而

依据法律法规,结合高原牦牛屠宰检疫需求,加大检疫技术优化

创新力度、完善屠宰检疫工作机制,以便确保屠宰检疫在确保牦

牛产品安全性等多个方面具有的积极作用能够得以充分发挥。同

时,工作人员还需结合行业整体发展趋势,提升屠宰检疫结果的

精准性、可靠性,最终为牦牛产业的发展及产业经济效益目标的

实现提供充分保障。 

2 高原牦牛屠宰检疫流程及检疫要点分析 

2.1高原牦牛屠宰检疫流程 

现阶段,高原牦牛屠宰检疫流程主要可划分为宰前检疫、屠

宰同步检疫以及宰后检疫三大组成部分。 

2.1.1宰前检疫。工作人员须在牦牛进入屠宰场前,对其产

地检疫合格证等证明文件进行全面查验,以此充分确保牦牛来

源的合法性。这是因为,通过证明文件查验能够充分验证牦牛在

进场前经过产地检疫,且并未患有动物疫病。在此期间,工作人

员还应做好高原牦牛群体状态方面的观察工作,将观察重点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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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牦牛群体精神状态、运动姿态等多个方面,如若观察期间发现

牦牛存在精神不振、步态不稳等异常现象,则需将牦牛个体检查

工作严格落到实处。 

同时,在牦牛进入屠宰场后,还需在待宰阶段对牦牛进行大

约12到24小时的停留观察,观察过程中需通过定时巡查重点关

注牦牛生理状况,如呼吸、排泄等,并以此为基础判断牦牛的健

康状况[2]。 

此外,宰前检疫过程中,如若发现病牛,则应将急宰处理工

作的开展重点关注起来,急宰处理需设置专门的区域,以此充分

避免病牛屠宰所引发的疫病传播问题。急宰区域设置中需配置

相应的通风、消毒等设施,并在墙面、地板等区域尽可能采用耐

腐蚀、易清洁材料,急宰处理后,应对其进行再次检疫,以便进一

步明确牦牛病因,进而为后续无害化处理工作的有序实施提供

科学依据。以口蹄疫为例,需在急宰处理后牦牛酮体、内脏等实

施焚烧、深埋处理,并合理喷洒消毒药剂。 

2.1.2屠宰同步检疫。需依次展开牦牛头部、内脏以及胴体

检疫工作。头部检疫期间,应在牦牛屠宰放血处理后,针对牦牛

口腔、鼻腔等区域进行重点检查,借此精准判断牦牛是否存在水

疱、溃疡等病变现象。同时,加强牦牛头部检疫中颌下淋巴结检

查力度,如若检疫发现牦牛颌下淋巴结存在肿大、出血等现象,

则需通过采样送检,判断其是否感染牛瘟等疫病。 

内脏检疫期间,应重点落实牦牛肺脏、心脏以及肝脏、肠胃

等多个方面的检疫工作,观察牦牛肺脏是否存在充血、结节等病

变；心脏是否存在出血、坏死等病变；肝脏是否存在结节、出

血点等病变；胃肠是否存在溃疡、寄生虫等病变。 

胴体检疫期间,应针对牦牛胴体表面进行全面检查,明确牦

牛胴体表面有无红斑、结节、水疱等病变现象,并着重检查牦牛

胴体是否存在外伤,如若检疫过程中发现牦牛胴体皮肤存在红

斑等现象,则代表牦牛可能感染皮肤炎症等疾病。同时,胴体检

疫还需做好肌肉方面的检查工作,重点检查牦牛腰肌、臀肌等区

域,以腰肌为例,如若检查过程中发现牦牛腰肌区域呈现出白色

条纹,且肌肉整体较为松软,则表面牦牛可能感染囊尾蚴,对此,

工作人员可通过针对牦牛病变区域进行少量取样,并借助显微

镜进行观察,从而进一步判断牦牛是否感染囊尾蚴。此外,淋巴

结检查本身也属于胴体检疫中的主要内容之一,胴体检疫期间

需对牦牛腹股沟浅淋巴结、髂下淋巴结等主要淋巴结进行充分

检查,如若发现牦牛淋巴结出现肿大、出血,则表明牦牛存在疫

病。这时,工作人员则需通过针对牦牛淋巴结进行切开处理的方

式,针对淋巴结切面进行观察,并对其病因进行进一步分析[3]。 

2.1.3宰后检疫。宰后检疫需经过复检、加盖检疫印章以及

无害化处理三大主要流程。复检阶段,需在牦牛同步检疫后,对

牦牛进行再次检查,以确保检疫结果的精准性,在此期间,工作

人员需严格落实检疫记录核对工作,对于存在不确定因素的检

疫结果,需通过再次检查,切实保障牦牛屠宰检疫的精准性、有

效性。以肝脏区域的病变为例,如若同步检疫方面牦牛肝脏病变

检疫结果存在不确定性,工作人员需再次观察牦牛肝脏外观、质

地,并借助淋巴结切开处理的方式,提高检疫成效,必要情况下,

还可通过采集牦牛肝脏组织,进行病理切片检查,以便真正明确

牦牛肝脏是否存在病变。 

加盖检疫印章阶段,牦牛检疫合格后,需严格按照相关规定

在指定区域开展动物检疫印章加盖处理,并充分保障印章加盖

的清晰性、完整性,以便为牦牛产品顺利流入市场提供保障。同

时,还需在加盖检疫印章期间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在证明中

详细填写牦牛产地、检疫结果等多项内容,确保动物检疫合格证

明格式、内容等均可充分契合国家相关标准。 

无害化处理阶段,对于检疫不合格的牦牛,需严格遵守相关

规定有序实施无害化处理。常见的无害化处理方法有焚烧、深

埋等等,从而借助无害化处理工作的开展,切实避免因患病牦牛

胴体、内脏处理不到位所引发的疫病传播问题。以感染炭疽等

传染病的牦牛无害化处理为例,需通过焚烧处理方法的合理应

用,在焚烧炉温度达到850℃左右,将患病牦牛胴体、内脏及其他

废弃物一同放入焚烧炉,借此保障传染病病原体能够真正被彻

底消灭。此外,如若需应用深埋处理方法,则需确保深埋坑的挖

掘应远离水源、居民区域,并在深埋处理期间借助消毒药剂的使

用对深埋坑进行消毒处理,进而实现良好的无害化处理效果。 

2.2高原牦牛屠宰检疫要点 

结合实际情况来看,高原牦牛屠宰检疫要点主要涉及宰前

检疫要点、屠宰同步检疫要点以及宰后检疫要点。 

首先,宰前检疫要点可细化为群体观察、个体异常现象观

察、急宰制度的执行等多个方面。群体观察实质上指的就是在

牦牛屠宰前,通过针对牦牛群体状态进行整体观察的方式,快速

明确牦牛存在的异常状态。在此过程中,工作人员需正确掌握健

康牦牛的群体行为特征,以便在群体观察期间能够迅速判断出

牦牛是否存在异常问题。同时,工作人员还需加强对于牦牛群体

密度等环境因素方面的关注度,切实避免环境因素引发的动物

疫病。如若进入屠宰场后,牦牛群体密度较大且通风较差,则极

易导致牦牛感染呼吸道疾病。对此,工作人员需在群体观察中做

好定期巡查工作,巡查期间若发现牦牛呈扎堆状态,且呼吸频率

异常,则需通过优化待宰区环境条件、加大动态监测力度等方式,

为宰前检疫工作目标的实现提供保障[4]。 

个体异常表现观察则是指通过针对牦牛状态及体温等生理

指标进行密切关注的方式,判断牦牛个体是否存在疫病。个体异

常表现观察期间,牦牛精神不振、体温上升以及呼吸较为急促等

均属于牦牛个体存在的异常表现,且均表明牦牛存在患病风险。

在此过程中,工作人员还需针对牦牛体表是否存在损伤、肿块等

病变进行细致观察,若牦牛温度呈快速上升状态,且牦牛个体精

神较为萎靡,则需及时展开隔离处理,并依托检疫工作的有序实

施,明确牦牛病因。 

急宰制度执行指的是在出现病牛时应遵守的屠宰制度体

系。通常情况下,屠宰场急宰区域应具备完善的消毒与防护设施,

以免急宰期间牦牛疫病因消毒、防护不到位发生传播。急宰处

理后,需针对牦牛进行全面检疫,借此明确牦牛病因以便为后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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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害化处理措施的合理选用提供依据。同时,还需针对急宰处理

后牦牛检疫结果进行精准记录,从而为后续牦牛疫病分析工作

的开展提供便利。 

其次,屠宰同步检疫要点可细化为各部位检疫重点的明确、

细节方面的观察等。如,牦牛头部检疫工作中,需将口腔、鼻腔

以及咽喉部等作为头部检疫的重点部位；内脏检疫时,需深入掌

握牦牛各脏器正常状态与病变特征,如牦牛肺脏实变等等；胴体

检疫时,需着重关注胴体体表、肌肉等方面是否出现病理变化,

以便在屠宰同步检疫期间及时发现牦牛存在的异常现象。在此

过程中,需依托定期专业培训,不断提升工作人员对于各部位检

疫重点的认识水平,并借此为牦牛各部位检疫目标的实现打下

坚实的基础[5]。 

细节方面的观察则需工作人员在牦牛内脏检疫过程中,密

切关注牦牛脏器的色泽与质地,以便能够从细节变化入手,判断

牦牛是否感染疫病；脏器细节观察中,还应将脏器的完整性重点

关注起来,从而及时发现牦牛脏器存在的破裂等负面问题。如,

肺脏检查工作中,表面若出现灰白色结节,则表面牦牛可能患

有肺结核,面对这类现象,应通过病理检查,精准判断牦牛是否

患病。 

再次,宰后检疫要点应包含复检、加盖检疫印章检查等多项

内容。复检期间,工作人员需正确认识到复检在宰后检疫方面具

有的重要价值,依托复检工作的开展,针对牦牛检疫结果展开核

对,并对同步检疫期间存在的疑似患病部门进行密切关注,借助

再次检疫或实验室检测,进一步保障检疫结果的精准性。如,同

步检疫期间,牦牛肝脏存在疑似结节病变,复检阶段,工作人员

则需通过对肝脏结节形态、大小等进行全面检查的方式,精准确

定牦牛病变性质,避免检疫结果出现偏差。 

加盖检疫印章检查期间,工作人员需全面保障检疫印章加

盖的规范性,并确保加盖位置能够充分满足相关标准要求。同时,

印油需选用国家标准规定的检疫印油,保障加印处理后的印章

能够清晰留存在牦牛胴体上,在此过程中,还应针对检疫印章样

式、规格进行严格把控,避免出现伪造印章等负面问题。 

无害化处理中,工作人员需加强对于无害化处理工作的把

控力度,通过无害化处理有效规避疫病传播。针对部分未满足检

疫标准的牦牛,则需及时开展无害化处理工作,处理期间,应严

格遵守相关操作规范,加强处理记录力度,以便切实推动后续监

管工作的有序开展。如,在应用焚烧这类无害化处理措施时,工

作人员需针对处理时间、地点以及参与处理的人员、选用的焚

烧设备等数据信息进行精准记录,在应用深埋处理法时,需针对

深埋地点、处理数量等信息进行精准记录,以便通过完善且精准

地记录信息,提高牦牛检疫无害化处理监督管理力度,并借此实

现对于牦牛疫病传播的高效控制。 

3 结语 

屠宰检疫工作本身属于确保牦牛产品安全性、避免疫病通

过牦牛产品传播的重要手段之一。依托完善的屠宰检疫流程及

明确的检疫要点,可在切实提升屠宰检疫效率的同时,推动牦牛

屠宰检疫工作的有序实施,进而为高原牦牛产品质量安全水平

的提升、高原畜牧业的健康可持续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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