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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屠宰检疫规程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驴屠宰检疫对象、要求、检查、结果处理和记录。

本标准适用于驴的屠宰检疫。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6569 畜禽产品消毒规范

GB/T 17237 畜类屠宰加工通用技术条件

GB/T 20575 鲜、冻肉生产良好操作规范

《动物检疫管理办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令2010年第6号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及动物源食品中残留物质监控计划》 农医发〔2017〕1号

《一、二、三类动物疫病病种名录》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1125号

《马属动物产地检疫规程》 农医发〔2010〕20号

《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农医发〔2017〕25号

《饲料添加剂安全使用规范》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2625号

3 检疫对象

马流行性感冒、马鼻腔肺炎、马鼻疽、炭疽、马传染性贫血、马病毒性动脉炎、马媾疫。

4 要求

4.1 来自于无规定传染病和寄生虫病的养殖场。

4.2 具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4.3 需要时实验室疫病监测应合格。

4.4 人员应做好卫生安全防护。

5 检查

5.1 入场查验

5.1.1 查验《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5.1.2 核对数量，临床检查。

5.2 待宰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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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1 检查采食、饮水、步态、精神状况、体温、呼吸及排泄物。

5.2.2 检查可视黏膜、眼睑、鼻腔、喉头及下颌、颈下、腋下和腹股沟等部位的淋巴结。

5.2.3 临床检查按《马属动物产地检疫规程》的规定执行。

5.3 宰后检疫

5.3.1 头部

下颌淋巴结、可视黏膜。

5.3.2 内脏

5.3.2.1 胸腹腔有无积液、黏连、纤维性渗出物。

5.3.2.2 心包是否积液，心内外膜和心肌是否有出血点。

5.3.2.3 肺脏是否淤血、出血及水肿，是否出现实变。

5.3.2.4 肝脏是否肿大、充血、出血、坏死、增生。

5.3.2.5 脾脏是否肿大、出血、坏死。

5.3.2.6 肾脏是否出血、肿大。

5.3.2.7 胃、肠是否充血、出血，肠系膜淋巴结是否肿大。

5.3.3 胴体

5.3.3.1 外观。胸腔、腹腔有无充血、出血、脓肿，脂肪是否黄染。

5.3.3.2 淋巴结。腹股沟淋巴结、股前淋巴结有无淤血、出血、水肿、坏死、增生等病变。

5.3.3.3 肌肉。肌肉是否有条纹状或斑点状出血、化脓或坏死等病变。

5.4 复检

对上述项目进行复检，综合判定。

6 结果处理

6.1 宰前

6.1.1 符合《马属动物产地检疫规程》，准予屠宰；濒临死亡确认为无碍于肉食安全，检疫合格的，

视情况应急宰。

6.1.2 检疫不合格的按《动物检疫管理办法》的规定执行。

6.2 宰后

6.2.1 合格的出具《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加盖检疫验讫印章。

6.2.2 不合格的出具《动物检疫处理通知单》。

7 记录

7.1 记录要清楚、完整。

7.2 动物检疫记录和检疫结果应保存 24 个月以上。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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