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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安徽省作为畜牧业大省,动物防疫任务繁重,兽医系统实验室责任重大。该文对近年来安

徽省兽医系统实验室的建设现状、存在问题及发展思路进行总结分析,以期为持续推进安徽省兽医

实验室建设和发展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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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As
 

a
 

major
 

province
 

of
 

animal
 

husbandry,Anhui
 

Province
 

has
 

heavy
 

animal
 

epidemic
 

prevention
 

tasks,and
 

the
 

veterinary
 

system
 

laboratory
 

has
 

a
 

great
 

responsibility.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analyzes
 

the
 

construction
 

status,existing
 

problems
 

and
 

development
 

ideas
 

of
 

veterinary
 

system
 

laboratories
 

in
 

Anhui
 

Province
 

in
 

recent
 

years,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
ence

 

for
 

continuing
 

to
 

promote
 

the
 

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veterinary
 

laboratories
 

in
 

Anhui
 

Provin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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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兽医系统实验室是动物防疫体系的重要组成部

分,承担动物疫病监测、检测、诊断、流行病学调查、
重大动物疫情风险评估和预警预报等工作,为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扑灭、净化提供技术保障[1]。《全国

动物防疫体系建设规划(2004—2008年)》的实施使

得多数兽医实验室的硬件设施得到改善,但运行管

理方面仍存在众多问题;2010年起农业部启动兽医

系统实验室考核工作,以考促建,逐步推进兽医系统

实验室建设标准化、管理规范化、队伍专业化和业务

科学化。《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

2020年)》中也明确指出,要建立以国家级实验室、
区域实验室、省市县三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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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分工明确、布局合理的兽医实验室网络,从而

提升动物疫情监测预警能力。可见,兽医实验室建

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

  同时,兽医实验室建设也是一项现实而紧迫的

任务。近年来,多种外来动物烈性传染病陆续传入

我国,从2007年的小反刍兽疫,到2018年的非洲猪

瘟,再到2019年的牛结节性皮肤病,严重制约我国

畜牧业发展[2]。此外,2021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

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要坚持人病兽防、关口前移,从源头前端阻断人兽共

患病的传播途径。这对兽医实验室的建设提出了更

高要求。

  安徽省作为畜牧业大省,动物防疫任务繁重,兽
医系统实验室责任重大。本文对近年来安徽省兽医

系统实验室的建设现状、存在问题、发展思路进行总

结分析,以期为持续推进安徽省兽医实验室建设和

发展提供参考。



1 现 状

1.1 设施设备

  安徽省共有85个兽医实验室,包括省级1个、
市级13个和县区级71个。全省16个地市中,2个

市(蚌埠市、铜陵市)由于多种原因未建设实验室,1
个市(池州市)与所在区(贵池区)共建实验室,其余

13个市均建有地市级实验室(表1)。1个省级实验

室、13个地市级实验室和9个县区级实验室(国家

动物疫情测报站)均为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总面积

为9
 

570
 

m2;其余62个县区级实验室均为生物安全

一级实验室,总面积为18
 

057
 

m2。
表1 安徽省兽医系统实验室建设分布情况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veterinary
 

system
 

laboratory
 

construction
 

in
 

Anhui
 

Province

所在地市
兽医系统实验室数量/个

省级 地市级 县区级

合肥市 1 1 5

淮北市 0 1 1

亳州市 0 1 3

宿州市 0 1 4

蚌埠市 0 0 3

阜阳市 0 1 8

淮南市 0 1 3

滁州市 0 1 6

六安市 0 1 6

马鞍山市 0 1 3

芜湖市 0 1 4

宣城市 0 1 6

铜陵市 0 0 1

池州市 0 0 4

安庆市 0 1 7

黄山市 0 1 7

  省级实验室配备有一代、二代基因测序仪、自动

核酸提取仪、自动微量分装系统、自动酶标工作站、
自动细菌鉴定仪、荧光PCR仪、病理图像分析系统、
荧光显微成像系统、倒置显微镜、梯度PCR仪、冷冻

切片机等仪器设备176台(套)。地市级实验室共配

备仪器479台,县区级实验室共配备仪器2486台。
近5年地市级和县区级兽医实验室仪器拥有率均呈

逐年递增趋势(图1),表明基层兽医实验室建设引

起充分重视,更多的资金被应用到仪器设备的购置

和更新上,尤其是核酸提取仪、荧光PCR仪、酶标

仪、洗板机等病原学和血清学实验常用仪器。

1.2 人员配备

  省级实验室共有专职工作人员9名,其中硕士

8名,大专1名。地市级实验室共有专职工作人员

54名,县区级实验室271名,均以本科学历为主,分
别占51.9%和68.6%。此外,近5年来地市级实验

室不同学历人员比例相对稳定,而县区级实验室大

专及以下学历人员占比呈逐年递减趋势,本科和硕

士学历人员呈逐年递增趋势(图2)。这一方面是由

于基层工作人员通过继续教育取得了更高学历,另
一方面也与当地单位的鼓励、导向性招聘政策有关。

1.3 实验室考核

  兽医实验室考核是对实验室检测能力和水平的

检验,同时也是实验室规范化管理和能力提升的促

进手段。从2010年农业部启动实验室考核以来,我
省高度重视,认真部署,迅速行动,积极落实该项工

作。省级实验室于2010年12月通过首次考核,

2013年完成搬迁并启用新的管理体系,运转5年后

及时完成续展考核。同时,我省持续推进市县级实

验室考核工作,分别于2010、2016、2018、2021年共

4次下发指导性文件,3次组建考核专家库,并及时

开展考核专家培训。这一方面是指导考核专家严格

按照农业部要求,完成考核任务;另一方面也是为考

核专家提供宝贵机会,学习其他实验室的先进做法,
完善自家实验室。由图3可知,我省通过考核的实

验室数量逐年提增,84个市县级实验室中,13个市

级实验室和69个县级实验室均通过考核,仅有2个

县级实验室未通过,通过率97.62%,居全国先进水

平。表明各实验室在人员配备、设备管理、实验操作

等方面更加规范,管理体系运转更加有序。

图1 2019~2023年实验室关键仪器拥有率变化情况

Fig.1 Changes
 

in
 

the
 

ownership
 

rate
 

of
 

laboratory
 

key
 

instruments
 

from
 

2019
 

to
 

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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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为地市级;B为县区级

图2 2019~2023年兽医实验室人员学历分布情况

Fig.2 Education
 

distribution
 

of
 

veterinary
 

laboratory
 

personnel
 

from
 

2019
 

to
 

2023

图3 2010~2024年市县级实验室通过考核情况

Fig.3 City
 

and
 

county
 

laboratories
 

passing
 

assessment
 

from
 

2010
 

to
 

2024

1.4 检测能力比对

  检测能力比对是对兽医实验室软硬件建设、规
范化管理的检阅。2011年起,农业农村部组织开展

省级实验室检测能力比对,通过比对来识别实验室

间差异和实验室存在的问题,提高技术人员的专业

水平,进而提高实验室的综合检测能力[3]。省级实

验室已连续13年在全国省级兽医系统实验室检测

能力比对工作中结果全部准确,获农业农村部通报

表扬。同时,我省连续13年组织开展全省兽医实验

室检测能力比对,通过考核的实验室全部参与比对。
比对项目包括普通或荧光PCR、血凝和血凝抑制试

验、酶联免疫吸附试验等。近3年PCR试验结果总

体准确率均高于95%,尤其从2019年起大多数市

级实验室和疫情测报站都陆续购置了荧光PCR仪,
使得PCR试验的检测敏感性和准确性大幅提高,准
确率稳定保持100%;血凝和血凝抑制试验是市县

级实验室的常规试验,因此符合率也相对稳定;每年

开展的ELISA试验项目不完全一致,定性试验相对

简单,定量试验相对较难,因此符合率不稳定[4]。此

外,从2015年起我省共7次开展全省兽医系统实验

室检测能力比对先进个人评选推荐工作,累计表彰

先进单位96个,先进个人201人,充分调动检测人

员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

1.5 生物安全管理

  从实验室备案情况来看,我省于2022年8月制

定了《安徽省动物病原微生物实验室备案管理办法

(试行)》,并下发《关于做好全省动物病原微生物实

验室备案工作的通知》。截至2023年7月,全省85
个兽医系统实验室均已按照要求完成备案,做到底

数清、情况明,有效提升了我省兽医实验室建设和管

理水平,强化了兽医主管部门的督查监管作用。从

生物安全专项检查来看,各实验室均建立了与其工

作适应的生物安全管理体系,硬件设施符合规定的

防护级别,且基本能按照生物安全相关要求开展实

验活动。此外,部分市县还定期举办生物安全应急

演练,如芜湖市、宁国市、定远县、临泉县、怀宁县等,
有效 健 全 应 急 体 系,提 升 应 急 能 力、强 化 应 急

保障[5]。

1.6 培训和竞赛

  省、市、县三级疫控机构定期举办实验室检测和

管理相关培训,并组织工作人员参加中国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国家

参考实验室、兽医协会等举办的实验室管理、疫病检

测技术、疫病净化、无疫小区评估等方面的培训班,
参训人员实现全覆盖。此外,为进一步加强兽医实

验室能力建设,我省连续开展8届全省农业行业职

业(动物疫病防治员)技能竞赛,带动基层岗位练兵

1万余人次,培养高层次 专 业 技 能 人 才 近 千 人。

2016年起,我省在竞赛项目上突破创新,首创将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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验室检测单独列入动物疫病防治员工种的竞赛项

目,为检测人员提供了展示技能和风采的机会,也为

稳定基层防疫队伍起到了促进作用。同时,我省积

极参加全国农业行业职业(动物疫病防治员)技能竞

赛,1人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4人获“全国技术能

手”称号、4人获“优胜选手”称号。

2 存在问题与发展思路

2.1 加强仪器设备管理

  尽管各实验室的仪器设备种类、数量基本能满

足检测需求,但有个别实验室存在资源分配不合理、
管理不到位的情况。有的缺少配套资金来更新必要

仪器,有的未严格按照管理体系文件要求,定期对移

液器、温箱、高压灭菌器、生物安全柜等可能影响检

测结果准确性和安全性的设备进行检定和校准。建

议积极争取经费投入,完善配套设施,同时强化资源

配置,安排专人每年对所有仪器设备进行至少一次

核查,尤其关注仪器状态和使用年限,及时维护

更新[6]。

2.2 优化配置检测队伍

  实验室人员总数已满足兽医实验室考核要求,
但有很大比例临近退休,且身兼多职,频繁被借用到

其他岗位。这导致检测人员专业知识滞后,且由于

编制被占用,导致引进年轻专业技术人员的机会较

少,从而无法满足高效、准确的检测需求。建议加强

人才培养、人员培训,严格持证上岗,扩大对外交流

与合作,提高服务生产能力。另外,创新管理机制,
减少人员流动性,通过政策倾斜、职称评定等鼓励措

施,大力支持培养稳定、专业的检测人员队伍[7]。

2.3 健全管理机制

  通过考核的兽医实验室均制定了与之检测工作

相对应的管理体系,但是在执行上仍有欠缺。尤其

是内审和管理评审方面,很多工作人员对其重要性

意识不足,制定的评审计划笼统宽泛,流于形式,未
深入到各部门,未包含全要素。最终形成的评审报

告也是敷衍了事,无法达到提升实验室管理水平和

检测质量的目的。因此,要加强实验室工作人员对

于管理体系文件的宣贯,定期组织评审人员参加培

训,及时收集不符合项并持续跟进改进效果[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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