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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提出并归口管理。

本文件起草单位：沈阳博阳饲料股份有限公司、辽宁省农业发展服务中心、沈阳市辽中区农业综合

行政执法队。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吕丹、王国良、王天博、杨作丰、郭健。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2号），联系电话：024-23447862。

文件起草单位通讯地址：沈阳博阳饲料股份有限公司（沈阳市辽中区老大房镇未家村860号），联

系电话：133240041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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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貉屠宰与无害化处理技术规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狐貉皮成熟鉴别、致死方法、取皮、上楦和下楦、皮张保存、取皮后狐貉胴体运输及

无害化处理。

本文件适用于狐貉屠宰、取皮、胴体处置。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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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4788 貉皮

GB/T 16569 畜禽产品消毒规范

GB/T 28640 畜禽肉冷链运输管理技术规范

NY/T 1164 裘皮 蓝狐皮

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2017〕25号 ）

3 术语和定义

GB/T 14788、NY/T 1164 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正季节皮 The skin in season

指自然饲养条件下（非人工调控）毛被、毛质、板质均达成熟之皮，一般产于11月中旬至12月下旬。

3.2 皮形完整 Form whole of skin

用标准楦板按统一规定皮型上楦的筒皮，头、耳、鼻、尾、后爪齐全的皮张。

3.3 板质良好 Nice hide

皮板柔韧，富有弹性，油性好，光泽强，无明显色素沉着。

3.4 伤残 Torn

在动物饲养、加工、仓储过程中发生的皮、毛缺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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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毛锋勾曲 Hair top crooked

针毛尖端弯曲。

3.6 撑拉过大 Stretched

上楦时将皮张强行拉长，致使毛绒空疏。

3.7 自咬伤 Damaged

因患自咬病、食毛症，致使毛绒、皮板残缺磨损。

3.8 刺脖 The hair of neck

颈部毛绒稀短。

3.9 焦板皮 Singe skin

皮板干燥时因温度过高脂肪熔化，致使蛋白纤维变形或焦化，皮板呈黄黑色，发生不可逆皱缩变形、

脆硬。

3.10 受闷脱毛 Shed hair

毛皮受湿、热、闷捂，造成脱毛。

3.11 擦针 Rubbed

动物与笼舍摩擦，造成局部毛针被磨损。

3.12 蹲裆 Bald crotch

臀部毛绒被磨损。

3.13 塌脊 Sclerothrix back

背中部针毛较侧毛短疏。

3.14 缠结毛 Matted

针绒毛缠结，呈束状、毡状。

3.15 透毛 Leakage root of hai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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刮油时用力过猛，板面露出毛根或毛绒。

3.16 疮疤 Scar

患疮疖、疮疹处，板质硬结，毛绒发育不良。

3.17 流针飞绒 Hair slip

毛被针毛脱落，绒毛浮起。

3.18 陈皮 Shopworn skins

非当年生产的皮，皮板发黄、无油性，毛被枯燥、无光泽。

3.19 皮型不整 Form unusual of skin

未使用标准楦板、按统一规定皮型上楦的皮。

3.20 污染皮 Stained skin

动物饲养、生产加工过程中，所造成的毛皮各种污染。

3.21 春皮 Breeders

配种后宰剥的皮。

3.22 毛绒空疏 Thin hair

毛绒明显稀少。

3.23 非季节死亡皮 The skin in unserson

非取皮季节死亡后剥制的狐貉皮。

3.24 长度 Lenght

指皮张自鼻尖至尾根的直线距离。

3.25 针毛 Guard hair

一类呈纺锤形的覆盖于绒毛之上的毛，属有髓毛。

3.26 绒毛 N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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狐貉皮被毛中最细、最短、最柔软、数量最多的一类毛，属无髓毛，占被毛总数的95 %～98 %。

3.27 上楦 Upper last board

将刮油处理后的皮，及时套在相应的楦板上，固定背面、尾部、腹面，使皮张保持一定的形状以便

于干燥和加工。

3.28 下楦 Lower last board

当皮张干燥到含水量13 %～15 %时，将皮张上端轻轻往地上磕脱离楦板, 再用手拉着毛皮的鼻尖,

楦板便会自动脱落。

4 狐貉皮成熟鉴别

4.1 活体鉴别

观察狐貉全身毛峰是否长齐，重点观察臀部和尾部。全身毛绒丰厚、被毛灵活、有光泽、尾毛蓬松，

狐貉在笼内行走时，被毛有明显的 “裂纹”。将狐貉抓出，用嘴吹开被毛，看表皮颜色，如表皮为玫

瑰色则表明皮板已成熟。

4.2 屠宰试剥鉴别

在毛皮的成熟期，抽样屠宰试剥几张狐貉皮，皮肉易分离，观察皮板颜色，呈乳白色者，判定为狐

貉皮板已成熟。

4.3 狐狸皮鉴别

将皮张拿定后，先抖动几下，使毛绒蓬松竖立，观察颈、脊、背部绒毛针是否丰厚以及灵活程度。

然后将皮张平放在检验台上，一手按住头部，一手顺毛轻推全皮毛绒，查看有无流针飞绒等。

5 致死方法

5.1 药物致死法

肌肉注射氯化琥珀胆碱，用药剂量为每公斤体重0.5 mg～0.75 mg。

5.2 电击处死法

将电击致死器一端接在220 V电源上，一支金属棒插人狐貉的肛门，另一支放人口腔，接通电源，

动物立即僵直，5 ～ 10秒电击死亡，此方法无污染，不损伤皮毛。

5.3 颈部推断法

捉住动物颈部按在地上，另一只手抓住动物嘴下部猛将头部向后翻推，双手快速用力，将动物颈骨

折错位，颈椎骨即脱臼，动物很快死亡。

5.4 心脏注射空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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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人用双手将动物保定住，另一人一只手抓住动物胸腔心脏位置，右手拿注射器，在心脏跳动最明

显处针刺心脏，将针头插入动物心脏并注射空气，动物心脏进入空气后，因心脏瓣膜被损坏而立即死亡。

5.5 棍击法

用棍棒或刀背猛击动物的后脑或眉间，使其脑部受震荡死亡或昏迷。

6 取皮

6.1 剥皮

确定死亡后，应在产生尸僵前开始剥皮。从腕关节处，剪除两前掌。从一后肢肘关节处下刀，沿股

内侧背腹部长短毛分界线，通过肛门前缘挑至另一后肢肘关节处，然后从尾的中线挑至肛门后缘，再将

肛门两侧的皮肤挑开。用手指插人后腿的皮肉之间,先剥离臀、后腿、尾部皮肉，然后从臀部向头部方

向做筒状翻剥 (剥至雄貉生殖器时，将尿道剪断)。注意保持头部耳、眼、鼻部皮张的完整，用刀割断

这些部位皮和肉的连接处。

6.2 刮油

将狐貉毛向里的狐貉皮筒，套在刮油的圆木楦上，然后上刮油机刮油。机械自动刮油后，狐貉皮的

头部、口鼻处、及皮张的边缘、四肢、挑裆处，会留有一些残肉、残油等不易刮掉，用剪刀紧贴皮板，

依次将这些部位的残油、残肉剪除掉。

6.3 洗皮

刮完油的皮张要用锯末来搓洗，进一步将皮板上的残油洗净，使狐貉皮干燥更快。先里后外，先洗

皮板后洗毛绒，先逆毛搓洗，再顺毛搓洗，最后将毛绒内锯末抖净。用排针梳子将被毛梳理顺，使被毛

蓬松光洁。

6.4 消毒

洗完的皮张按照 GB/T 16569 的规定进行消毒。

7 上楦和下楦

7.1 上楦

先毛朝里、皮板朝外上楦，把专用纸套套在楦板上.狐貉皮头部固定在楦板上，然后均匀地向后拉

长皮张，使皮张充份延伸后再把边缘用图钉固定在楦板上，最后把尾拉宽、拉平固定。皮张过大，加楔

子时，用力均匀，以展平狐貉皮为准，以免撑拉过大损伤皮板。

7.2 干燥

把上好楦板的狐貉皮移放到干燥室中，温度控制在 18 ℃～25 ℃，相对湿度 55 %～65 %，待干至

五六成时，再将毛面翻出使皮板朝里，翻出前腿，毛朝外干燥。

7.3 下楦

当狐貉皮达到八九成干时，拔除固定物，把皮退出楦板，再用8-6#铁丝做成的S形挂钩逐张穿过眼

孔，均匀悬挂于通风处晾皮架上晾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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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皮张保存

将狐貉皮放置防潮、通风，无虫鼠害、干燥的库房内储存，室内温度 5 ℃～10 ℃，相对湿度保持

50 %～60 %或者在—6 ℃冷库中保存，库房要保持清洁，喷洒或放置防虫、防鼠药物。等待出售或送毛

皮加工厂深加工。

9 取皮后狐貉胴体运输

剥皮后的狐貉胴体，主要以公路运输为主。冬季运输主要采用封闭式运输车运输，其他季节主要采

用封闭式冷藏运输车运输。

10 狐貉胴体无害化处理

狐貉胴体宜进行无害化处理，并按《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

农村部农医发〔2017〕25号）文件要求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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