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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在动物源食品质量安全管理创新 

体系中的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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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我国动物源食品管理现状以及动物标识与产品质量安全溯源体系存在的瓶颈, 本文提出深化拓

展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全程溯源体系建设的建议。借鉴国外在畜禽养殖业信息化、智能化与自动化方面的经验, 

提出开展动物源食品产业链质量安全控制全程追溯即“物联网”关键技术研究, 一是对现代养猪场采用“电子标

识＋自动饲喂＋自动称重”技术; 二是构建智能化动物产品质量安全管理创新体系; 三是进一步开展猪肉产品

质量安全风险预警系统的规划。同时利用大数据技术处理和新的数据类型分析(远程疾病图像诊断和电子邮件), 

为未来智能化远程诊断动物疾病提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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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pplication of big data technology in the quality and safety management 
innovation system of animal-derived food products 

TAN Ye-Ping, HU Yi-Nong, LU Chang-Hua*, YU Da-Wei 

(Institute of Veterinary Medicine, Jiangsu Academy of Agricultural Sciences, Key Laboratory of Veterinary 
Biologicals Engineering and Technology, Ministry of Agriculture, National Center for Engineering 

Research of Veterinary Bio-products, Nanjing 210014, China) 

ABSTRACT: On account of the management situation of animal-derived food products in our country, and the 

bottlenecks of animal identification and quality an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of products, this article put forward to 

deepen and expand the construction of quality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of animal-derived food. By referring to the 

foreign experience in livestock and poultry breeding industry informatization, intellectualization and automation, the 

key technique of internet of things of animal-derived food products for development of quality and safety traceability 

system was put forward as follows: application of “electronic identification, automatic feeding and automatic 

weighing” technical methods in the modern hoggery; establishment of the intelligent animal product safety and 

quality management innovation system; development of quality safety risk early warning system of pork produ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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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anwhile, big data technology and analysis of new data types (remote image diagnosis and electronic mail) could 

provide support for intelligent remote diagnosis of animal diseases in the fu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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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近年来在政策扶持、科技进步、企业主导及市场需求

等因素的影响下, 我国动物源食品的生产与发展取得了举

世瞩目的成就, 已成为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1]。同时, 我国

动物源食品的生产发展也面临着严峻挑战, 整体生产效率

亟待提高, 动物源食品的质量安全问题尤为突出。欧盟、

美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地区)先后发生了疯牛病、口蹄疫、

二噁英和大肠埃希菌O157: H7等全球性恶性事件, 这些事

件的频繁发生极大地威胁了公共卫生安全[2-5],  

也给动物源食品市场带来负面影响, 导致行业形象

受损、产业竞争力下降、收益水平降低, 从而影响畜牧业

的正常发展[6-11]。因此, 如何借鉴国外在畜禽养殖业信息

化、智能化与自动化方面的经验 , 应用传感器与

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电子标识[12]建立基于

动物及其产品标识技术的全程溯源管理[13], 构建智能化动

物源食品安全管理体系, 保证动物源食品安全, 促进其相

关的国际贸易, 是当前亟待研究的战略问题[14,15]。  

2  动物源食品安全管理现状 

2.1  动物源食品安全风险隐患较多 

2.1.1  养殖生产过程中兽药及添加剂的不当使用 

在动物养殖过程中,应用疫苗、兽药、饲料和添加剂

等为预防动物疫病、降低动物死亡率、提高饲料利用率、

促进生长与改善产品品质起到显著的作用, 成为现代畜牧

业不可缺少的物质基础。然而, 由于人们大量使用兽药及

其含药物和添加剂的饲料, 尽管畜主达到了增产增收和防

病治病的目的, 但因兽药违禁使用或过度使用使兽药残留

成为影响食品安全的重要原因之一[16]。兽药残留是指畜禽

等动物用药后蓄积或残留于畜禽机体或产品(如鸡蛋、奶品

及肉品等)中的原型药物或其代谢产物,以及与兽药有关杂

质的残留[17,18]。兽药残留多因用药不当造成[19]: 养殖场(户)

使用标有休药期的兽药及含药物和添加剂的饲料后, 未遵

守休药期就将畜禽出售、屠宰, 是造成兽药残留的主要原

因; 其次, 畜禽经投药或注射治疗后, 未做明显标记或隔

离处理, 随出栏畜禽一起出售; 另外, 一些养殖户为减少

经济损失, 急于销售发病的畜禽, 用药物掩饰临床症状, 

以逃避宰前检查。 

以往对畜产品安全的认识, 多停留在是否卫生、注水

或疫病传染上, 未把兽药残留作为影响畜产品安全的重要

因素之一, 国家虽然对兽药特别是药物饲料添加剂都规定

了休药期, 但一些养殖场(户)很少按休药期执行[18-20]。王云

鹏等[21]对国内 5省、市养殖业抗生素的使用情况调查表明, 

饲养场滥用抗生素现象相当严重。使用抗生素的种类包括

β-内酰胺类的阿莫西林、氨基糖苷类的庆大霉素和新霉素、

大环内酯类的红霉素以及林可胺类的克林霉素等。在第 10

届全军检验医学学术会议上, 国家细菌耐药性监测中心副

主任马越研究员曾指出, 滥用抗生素的现象远比人们想象

的要严重, 全球每年消耗的抗生素总量中 90%被用在食用

动物身上, 且其中 90%都只是为了提高饲料转化率而作为

饲料添加剂使用[22]。2013年刘小红等[23]对全国 28个省市

区的 241 家生猪标准化示范场进行调研和分析 , 仅有

61.2%的示范猪场对盐酸克伦特罗禁用情况比较清楚, 然

而对青霉素禁用情况却不甚了解。也就是说, 全国绝大多

数猪场未能执行青霉素的兽药休药期规定。 

另外在产奶期[24]、产蛋期也禁用药物[25], 但在日常

养殖过程中常超出规定范围使用。对于疾病治疗也是随意

超剂量、超范围用药或延长治疗疗程, 最终引发兽药残留

超标[26-29]。 

2.1.2  肉类产品质量不佳 

在动物产品的加工、物流和销售各环节, 存在污染与

人为添加违禁品等风险, 如加工过程的残留。目前部分动

物性产品加工经营者在加工贮藏过程中, 为使动物性食品

鲜亮好看, 非法过量使用一些碱粉、芒硝、漂白粉或色素、

香精等, 有的加工产品为延长产品货架期添加抗生素以达

到灭菌的目的[30]; 另外, 产品出水、出油、氧化、口感差、

保质期内涨袋腐败及有害物质迁移等现象也频繁出现。 

2.1.3  乳品质量不佳 

乳品中存在农药、抗生素残留、微生物超标、食品

添加剂滥用、液态乳制品保质期短、乳饮料产品蛋白含量

低或酸奶制品后酸化等问题, 高品质产品所占市场份额

较小[31]。在乳制品生产过程中, 还存在为迎合消费者的感

官心理而添加增稠剂、增香剂, 在标志上却不加以注明的

现象[32]。 

2.1.4  蛋制品质量不佳 

蛋制品中氧化铅等非法物质的添加导致诸如皮蛋铅

含量过高, 另外还存在包泥产品卫生差和咸鸭蛋加色素染

色等问题[32]。 

2.2  中国可追溯体系试点研究简况 

2.2.1  中国实行动物可追溯的原因 

21 世纪初德国首次发现中国冻虾仁中含 0.2~5 µg/kg

氯霉素而引发“氯霉素”事件。2001年欧盟考察中国兽药管

理体制和兽药残留监控措施[33], 得出“目前中国无法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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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欧盟出口动物产品不含药残与有害物质”的结论。在欧盟

管理体系 No.178(2002)中, 要求从 2004年起销售欧盟的食

品均能跟踪与追溯, 否则不允许上市销售, 该法令实际已

形成新的技术壁垒[34], 造成中国猪肉不能出口欧盟和美国

等国家, 仅对俄罗斯和新加坡等国有出口。究其原因, 应该

是国内一些养殖场为了自身利益, 大量使用或滥用抗生素

及饲料添加剂等来预防疾病, 达到减少损失和获取更多畜

产品的目的[35,36]。中国虽颁布多部兽药和饲料添加剂使用

准则, 规定畜禽在育肥后期停用抗生素等, 严格禁止使用

违禁药品, 但部分饲养场和养殖户未能遵守。与此同时, 老

百姓要求吃上“放心肉”的呼声越来越高, 亟待采取有效措

施加强动物产品的安全监管[37,38]。 

2.2.2  可追溯研究实施简况 

2.2.2.1  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可追溯管理领域 

从 2002 年开始, 在国家科技部重要技术标准研究专

项设立“工厂化农业技术标准研究”课题 , 作者主持承担

“肉用猪工厂化生产全程质量管理与畜产品可追溯计算机

软件研究”子课题, 在国内率先开展生猪及其产品可追溯

体系的探索性研究。2003 年国家科技部设立“863”研究课

题“数字农业精细养殖平台技术研究与示范”, 作者主持承

担“饲料和畜禽产品数字化安全监控体系研究”专题, 探索

适合中国国情的溯源技术与架构方法, 进行家畜和畜产品

可追溯系统研究[39,40]。 

2006 年起, 农业部在全国推行动物标识及疫病可追

溯体系建设, 负责动物免疫、产地检疫、屠宰检疫环节及

活体动物流通过程的监管, 由农业部兽医局和中国动物疫

病控制中心负责管理和运行, 覆盖全国范围, 参与方主要

为规模化养殖场和农村养殖户、兽医站和村防疫员等基层

机构人员、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负责产地检疫和流通监管)。

2010 年, 商务部开展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建设, 中央财

政在全国范围内, 支持有条件的城市建立肉类蔬菜流通追

溯平台, 对动物屠宰、动物产品加工和流通等阶段的流通

信息和责任主体进行追溯, 已有 5批 58个城市分别建立城

市级肉类蔬菜流通追溯平台, 两大体系对猪肉生产供应环

节分段监管, 经过近 10年的建设和运行仅达到半程可追溯

或局部可追溯, 尚未实现全程有效对接。 

目前我国生猪产业链上企业小、多、乱, 整体发展仍

处于管理粗放和质量安全水平低的阶段, 与全产业链溯源

所要求的一体化生产和精细化管理水平相距甚远, 导致目

前市场上尚无能监控全产业链、有效运行且信息真实的溯

源系统, 市场迫切需要一个技术先进、管理简便和投资较

低的溯源技术平台。 

2.2.2.2  可追溯体系研究成效 

“十一五”期间, 作者曾主持承担国家 863 子课题“生

猪及其产品可追溯系统关键技术研究与示范”和国家科技

支撑计划子课题“服务于畜禽及其产品的可追溯通用平台

构件研究”。历经 2个五年计划, 完成了: ①跟踪调研发达

国家可追溯体系建设的研究动态与发展趋势, 建立中国生

猪及其产品可追溯体系技术标准架构; ②分析猪肉生产流

程, 剖析各生产环节中可能产生危害的关键因素, 制订《猪

肉工厂化生产全程卫生质量控制规范》, 并报批国家标准; 

③收集整理养殖、饲料、疫病防治、环境和肉品加工等方

面的法规和标准, 建立国内外标准法规数据库和猪肉产品

残留预警系统; ④设计生猪追溯信息数据库, 建立生猪及

其产品可追溯系统原型[41]; ⑤研究筛选动物标识技术, 设

计发明二维条码塑料耳标、陶瓷耳标和猪个体标识控制方

法; ⑥研制生猪生产过程信息采集系统, 包括无线信息网

络设备、无线条码阅读器等; ⑦研制一体化追溯查询机, 在

江苏、云南、广西、山东和天津等省市的多家企业进行产

业化示范, 建立实用的猪肉质量安全追溯系统。 

2.2.2.3  完成对中国动物及其产品标识与可追溯体系的评价 

2010 年作者承担农业部兽医局动物疫情监测与防治

项目“中国动物及其产品标识与可追溯体系的评价”任务, 

2005~2010 期间对四川、重庆、北京、上海、广东、云南

和黑龙江等省市进行动物标识推广应用情况的调研, 通过

实地考察求证并与基层领导及人员交流探讨, 从耳标工艺

改进、电子耳标试点、数据库建设、追溯体系完善、家禽

宠物追溯方法以及未来规划等方面提出可操作性建议, 所

撰写调研报告得到兽医局领导认可。另参与 2013年农业部

兽医局组织开展的《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办法》(农业

部令第 67号, 2006年)修订调研工作。 

2.3  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全程溯源体系的瓶颈 

2.3.1  养殖方式落后 

10年前我国小规模养殖量占总饲养量的 65%以上[42], 

是养殖生产的直接主体。根据 2013年农业部统计, 我国养

猪的规模化程度已经达到了 50%, 这 50%是年出栏猪在 50

头以上的养猪群体, 但年出栏在 50 头以下的散养户还占

50%[43]。这部分群体最终应该向年出栏在 50头以上的方向

靠拢, 因为只有规模化才会有高效益。现在养猪的正常利

润也就是 100~200 元/头, 按一个劳动力来计算, 与外出打

工相比 , 散养户养猪的效益还是比较低的 , 比如一年养

20~30头, 最后也就赚 3000~4000元, 经济效益不明显, 如

果饲养 5000头以上, 就会达到万元以上的收入水平。 

提倡规模化有几方面的原因: 一是我国养猪的技术

水平在不断提高, 要求必须规模化; 二是土地资源压力比

较大, 必须走规模化才能提高养猪商品率, 节约资源并降

低养殖成本; 三是食品安全的需要, 安全的前提是养殖的

标准化, 标准化的前提是规模化, 规模化养殖是动物养殖

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当然, 从我国的国情来说, 养猪业要达

到这种理想化状况, 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2.3.2  全程动物产品生产链条 

全程动物产品生产链条由动物产品初级生产者(养殖

户、养殖场和渔场等)、次级生产者(食品加工企业和餐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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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和终端消费者 3部分组成。 

当前, 我国畜牧产业正处于从传统的分散型养殖向

规模化养殖发展的阶段, 亟需采用现代化信息技术来提升

管理水平。从长远来看, 生猪规模化和标准化养殖是中国

实现猪肉有效溯源的必由之路。由于猪场每次生猪出栏量

不高、生猪和猪肉分级分割、摊位同时出售 2种及以上企

业品牌的猪肉等情况的普遍存在, 成为阻碍我国猪肉可追

溯体系溯源实现的潜在绊脚石, 也影响到生猪屠宰加工企

业参与可追溯体系的积极性; 而导致上述问题的一个主要

原因是生猪规模化和标准化养殖发展力度不够, 制约了国

家动物源食品溯源体系的全面实施。政府应在充分考虑生

猪规模化养殖可能产生的环境问题前提下, 尽可能鼓励生

猪规模化、标准化养殖, 这也是发达国家猪肉可追溯体系

建设的经验。 

2.3.3  分段管理模式 

已建立农业部“动物标识及疫病可追溯体系”和商务

部“肉类蔬菜流通追溯体系”。目前尚未实现饲养场—屠宰

厂(或奶站等)—加工厂—销售—餐桌的“动物产品质量安

全全程溯源体系”。 

3  存在问题 

3.1  法律法规与技术标准体系的缺陷 

3.1.1  缺乏专门的动物源性食品安全法律 

因动物源食品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畜牧业发达国家

都制定了针对性的法律或法规, 如《屠宰法》实行畜禽“集

中屠宰, 就近屠宰”。我国尽管有生猪屠宰相关管理条例, 

各省市也有相应的畜禽屠宰管理条例, 但均未上升到法律

层次, 当前乡镇生猪屠宰对检疫检验未能按屠宰法规执行, 

问题猪肉事件仍然时有发生, 原因就是缺乏专门性的法律

规定。 

3.1.2  法律系统性与协调性不够 

监督管理体系不完整, 存在调整范围狭窄、监管盲区、

执法主体与职责模糊与交叉、法律责任规定不严等问题。 

3.1.3  标准执行不到位 

食品添加剂使用不符合标准规定, 成分含量不符合

标准要求, 卫生指标不合格, 包装类标签不规范等标准执

行不到位问题普遍存在。 

3.2  安全监测与风险评估欠缺  

3.2.1  缺乏安全监测体系 

动物产品生产过程涉及到多部门分段执法, 这种管

理格局既有重复监管, 又有监管“盲点”, 不利于责任落实。

以“瘦肉精”为例, 在监管层面责任未落实, 农业部门认为

“瘦肉精”没有监管依据, 应由商务部门主要负责; 农业部

门的驻屠宰场官方兽医依法检疫合格后, 开具的检疫合

格证明无动物疫病, 没有证明“是否含有瘦肉精”的法律

职责和依据; 而商务部门认为, “瘦肉精”应由农业部门主

管。监管链条上缺失“瘦肉精”这一环。“瘦肉精”事件, 集

中暴露了中国肉类食品生产流通环节中的重大监管漏洞

和体制缺陷。 

3.2.2  风险评估处于起步阶段 

我国风险评估尚未搭建与国际接轨的食品安全风险

评估平台。在动物产品的加工、物流和销售各环节, 存在

不合格卫生条件下的加工污染与人为添加违禁品等风险, 

为规避动物食品安全的风险, 监督管理必须贯穿始终。为

保证包括动物源性食品在内的食品质量安全, 国际组织、

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政府开始构建现代食品质量安全体系, 

并不断完善相关的法规体系、监管体系、标准体系、检验

检疫体系和认证体系等。 

4  讨论与建议  

4.1  深化拓展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全程溯源体系建设 

实现动物及动物产品标识与可追溯管理, 是有效解

决动物及其产品安全问题的重要措施[44]。针对农业部推行

的“动物标识及疫病可追溯体系”和商务部推行的“肉类蔬

菜流通追溯体系”, 从管理体制与技术方案进行剖析, 指出

两个部委推行的可追溯体系均覆盖完整追溯过程的一部分, 

从严格意义上讲, 仅达到半程可追溯或局部可追溯。其关

键是两大溯源体系未实现有效对接与相互补充, 难以有效

监控动物源性食品质量安全风险。为此, 针对该问题提出

如下对策[45]:  

4.1.1  管理层面 

“国家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全程溯源体系”应纳入食品

药品质量安全部门, 具体执法管理。 

4.1.2  技术层面 

动物源性食品需符合国际标准并完全实现国产化的

低成本动物电子标识, 使全程溯源管理成为可能。其解决

方案:  

(1)开展全程溯源体系的数据规范和数据接口研究;  

(2)数据采集、数据传输、数据存储和数据处理技术的

升级研究;  

(3)除探索性进行生物溯源技术的研究外, 当前可采

用云计算基础架构与物联网平台相结合, 在构建中国统一

食品安全/溯源软件平台的同时, 建立面向行业内各种不

同类型企业用户的管理软件系统。 

4.2  动物源食品产业链质量安全控制全程跟踪与追

溯(“物联网”)关键技术 

4.2.1  现代养猪场“电子标识＋自动饲喂＋自动称重”  

利用智能感知、无线传感、智能控制等现代信息技术, 

进行现代养猪场“电子标识＋自动饲喂＋自动称重”, 即利

用电子标签 RFID技术实现对动物群体进行个体识别与跟

踪, 以保障动物及其产品安全, 并在动物行为动态监测与

福利养殖中发挥重大作用。例如, 通过 RFID 耳标识别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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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称重, 可查询该种母猪的生产性能, 是高产、中产、低

产还是空怀。因个体差别而提供不同的饲喂量, 既可满足个

体需要, 又能降低生产成本。当种母猪离开食槽时, 将在屏

幕上显示食槽中还剩有的饲料量。如果食槽中饲料剩的过多, 

首先应考虑该种母猪是否发情, 其次考虑该种母猪是否生

病。通过计算机动态管理, 对种母猪处于空怀、妊娠、分娩

和待配状态了如指掌, 再也不需要采用传统费时、费事的纸

质档案进行查询，达到减少种母猪非生产时间的目的。 

4.2.2  智能化畜产品安全质量管理创新体系的构建 

为实现畜禽养殖信息化、智能化与自动化, 可应用物

联网系统架构、生长环境感知技术、智能监控装备形成动

物规模精细养殖服务管理体系(图 1)。在动物养殖的全过程, 

建立基于动物及其产品标识技术的全程溯源管理。利用二

维码和电子耳标唯一性的物理定位功能对动物进行标识, 

实现传感技术、数据处理技术的集成化应用, 使用物联网

技术实现对畜牧、畜禽舍内的环境实时监测与自动化调控, 

实现饲喂、疫病、繁殖和粪便清理等环节的自动化、智能

化和精准化监控[46]; 同时优化现代养猪场的资源配置, 提

高畜牧业的管理。另外, 可以将地理信息系统(geographic 

information system, GIS)、动物疫病风险分析与经济学评价

相结合, 用于重大动物疫病的风险分析和现代养殖场生物

安全隔离区的建立。 

4.2.3  大数据技术在动物源食品全程信息化管理中的应用 

通过信息记录、标识佩戴、身份识别、信息录入与传 

输、数据分析和平台信息共享等, 可实现牲畜从出生、养

殖、屠宰、运输到消费各个环节的一体化全程监控。即通

过动物个体及产品标识技术, 将大型养殖场的屠宰加工、

物流及销售各环节进行串联, 根据可追溯管理的要求, 建

立动物疫病及产品安全溯源信息系统, 有利于养殖过程中

对每头或每批牲畜的特征属性、健康状态、疫病防控和出

栏检疫、牲畜在屠宰过程中的安全检测、脏器检疫、产品

等级和分包装等全过程的海量信息进行实时采集。通过无

线 4G 网络和互联宽带网络将数据上传到云端系统, 并通

过系统应用软件以及数学模型对所有数据进行分析比对和

挖掘整理。系统可对动物早期疫情预警, 还能对各阶段牲

畜的存、出栏数以及市场需求进行正确评估; 同时涵盖了

饲料管理、动物疫病防疫监控和肉制品质量管理, 这样不

仅可达到对动物疫情的快速、准确溯源, 而且强化了动物

源食品“从农场到餐桌”的全程管理, 从而实现畜牧业的科

学化与制度化, 完成基于物联网和云计算技术建立安全溯

源系统, 实现设施养殖动物安全溯源的技术目标。 

5  展  望  

5.1  进一步在畜禽养殖领域示范推广物联网应用技术 

随着现代养殖业逐步向规模化、集约化的方向发展, 

如今的物联网已发展成为对物体具有全面感知能力, 对信

息具有可靠传递和智能处理能力的连接物体与物体的信息 

 
 

 
 
 

图 1  设施养殖业物联网应用模式的设计 

Fig. 1  Application pattern design of the internet of things for facilities breed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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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络[47,48]。在畜禽养殖领域, 国外发达国家的养猪场和养

牛场中设施化程度很高, 如猪的自动饲喂、奶牛自动饲喂

和自动挤奶, 有效减少了劳动力对员工的技术依赖性[49,50], 

国内一些企业也能效仿这种模式, 这主要依赖于设施与装

备技术及信息化技术。为此, 如何利用大数据技术发挥以

物联网为代表的信息技术在环境监控、精细投喂、疾病预

防与诊断、养殖过程可跟踪与动物源食品质量可溯源等方

面所存在的应用潜力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建议重点推

广应用畜禽养殖环境监控报警、定量饲喂和粪便清理等环

节个性化、智能化及精准化控制系统,实现环境远程监测与

调控。 

5.2  未来猪肉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预警系统的规划 

根据现代预警原则的定义, 相对较为成熟的风险分

析模型预警面对更加模糊和不确定的信息, 除了动物流行

病学风险外需更多考虑社会和经济因素。在风险分析技术

研究的基础上, 如何定义和发展预警技术模型, 是预警体

系建设的关键。图 2显示了未来猪肉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预

警系统的规划图。 

5.3  进一步开发畜禽疾病远程诊断技术 

针对当今 4G 手机拍照功能普及应用的现状, 构思利

用大数据技术处理和分析新的数据类型(远程疾病图像诊

断和电子邮件)以及对未充分利用的数据源进行研发, 将

畜主或兽医所拍病畜的剖检照片图像与已收集的疫病剖检

图像库进行比对, 为未来智能化远程畜禽疾病图像诊断提

供实用的支撑。这样系统可进一步运用人工智能理论和自

适应思想, 通过兽医专家端、养殖场诊断平台和服务器端

实现网上诊断、网上治疗及网上学习的功能, 让专家分析

解决问题的能力得以继承和推广。用户可调用远程系统, 
 
 
 
 

 
 
 

图 2  未来猪肉产品质量安全风险预警系统的规划图 

Fig. 2  The planning drawing of risk alertness-forecasting system for quality safety of pork produ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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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决疾病诊断问题, 克服我国中小型畜禽养殖场畜牧兽医

人员不足、诊断水平和经验不够丰富的不足, 提高畜禽疾

病诊断符合率, 减少疾病损失, 提高养殖业总体生产水平, 

从而促进我国畜禽养殖业的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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