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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宰场消毒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畜禽屠宰企业消毒的一般要求、消毒原则、消毒方法、消毒记录的要求，描述了消毒

效果评价方法。

本文件适用生猪、牛、羊、鸡、鸭屠宰场的日常消毒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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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45 肉类加工工业水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4789.2 食品安全国家标准 食品微生物学检验 菌落总数测定

GB/T 18648 非洲猪瘟诊断技术

GB 19489 实验室 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NY/T 3384 畜禽屠宰企业消毒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消毒 disinfection

用物理、化学或生物的方法杀灭或清除病原体的措施。

[NY/T 3384—2021,3.1]

4 一般要求

4.1 应符合 NY/T 3384 规定的基本要求。

4.2 存放消毒剂的容器、场所标识应醒目、易识别。

4.3 消毒作业前，应检查消毒设施设备是否完好、消毒器具是否齐全无故障、消毒剂是否充足。

4.4 消毒人员应做好个人防护，消毒过程中不应随意出入消毒区域，无关人员不应进入消毒区域。

4.5 消毒完成后使用的设备和器具应归位存放，核对清洗消毒剂消耗，及时补充并做好消毒时间、消

毒地点、所用消毒剂及剂量、消毒人员等记录，并按照规定保存相关记录。

5 消毒原则

5.1 消毒方法的选择应符合以下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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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选择消毒方法时，应避免或降低对操作人员及畜禽的伤害和对设施、设备及消毒对象的损害。

b) 应根据消毒目的和被消毒对象的特性选择消毒方法，优先选择物理方法；

c) 采用化学消毒方法时，应选择对病原微生物杀灭作用强、毒副作用小、在环境中残留性低的

消毒剂。常用消毒剂选择可参照 NY/T 3384 附录 A；

d) 对密闭空间的表面、室内空气、不宜浸泡的物品、需杀灭物体内部病原体的消毒，宜采用熏

蒸消毒；

e) 对物体的表面宜采用喷洒消毒或擦拭消毒，面积大且密闭性差的场所表面宜采用喷雾消毒，

可浸泡的物品宜采用浸泡消毒；

5.2 发生疫情期间消毒参照 NY/T3384 的相关规定执行。

5.3 针对相同消毒对象，应定期轮换消毒剂，消毒剂混合使用时应考虑消毒剂之间的拮抗作用。

5.4 低温天气应采用相应的措施确保消毒效果，可往消毒液中添加固体氯化钠或 10%丙二醇溶液。

5.5 针对被污物污染的场所、设备、器械等应在清洗后进行消毒。

6 消毒方法

6.1 进厂区

车辆入口设置消毒池，池宽与入口相同，池底部长 4 m、深 0.3 m.。池内放置 2%～3%的氢氧化钠

溶液或使用有效氯含量 600 mg/L～700 mg/L 的含氯消毒剂，溶液高度不小于 0.25 m。同时，配置相应喷

雾消毒设施设备，对进厂车辆喷雾消毒，可使用 0.1%～0.3%过氧乙酸或有效氯含量 200 mg/L～300 mg/L

的含氯消毒剂。

6.2 卸载区

畜禽卸载后，应及时对车辆通道、卸载平台、畜禽通道等场所清洗消毒。宜清洗干净后喷洒消毒药，

可使用2%～3%氢氧化钠溶液或有效氯含量700 mg/L～1 000 mg/L的含氯消毒剂。

6.3 待宰间

清空畜禽后，对待宰圈墙壁、地面、隔板等进行清理、清洗和消毒。应先清理去除粪污后用水冲洗

干净，再进行消毒处理。可使用 2%～3%氢氧化钠溶液或有效氯含量 700 mg/L～1 000 mg/L 的含氯消毒

剂喷雾消毒。

6.4 急宰间

6.4.1 应每次作业完毕后立刻清洗消毒，先清洗，后消毒。

6.4.2 地面、墙壁、排污沟及经常使用或接触的物体表面，先洗刷干净后再消毒，消毒先上后下、先

左后右进行喷雾或擦拭。可用有效氯含量 1 000 mg/L～1 500 mg/L 的消毒溶液拖擦或喷洒。

6.4.3 所有器具、用具应清洗干净后消毒，宜优先使用煮沸等物理法消毒。不适宜物理法消毒，可浸

泡消毒的器具用具应使用浸泡消毒法，不能浸泡的器具用具可用喷雾或擦拭消毒法。可使用有效氯含量

1 000 mg/L 以上的含氯消毒剂。

6.5 隔离间

6.5.1 带畜禽时，可使用 0.1%～0.3%过氧乙酸或有效氯含量 200 mg/L～300 mg/L 的含氯消毒剂进行喷

雾消毒，均匀湿润墙壁、屋顶、地面，畜禽以体表稍湿润为宜，不应直接喷向畜禽体表。

6.5.2 清空畜禽后，应彻底清洗干净后消毒。可采用擦洗或水枪冲洗地面、墙体、门窗、排污沟等部

位。可使用醛类、过氧化物类消毒剂、2%～3%的氢氧化钠溶液或有效氯含量 1 000 mg/L 以上的含氯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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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剂喷雾消毒。

6.5.3 所有器具、用具应清洗干净后消毒，可浸泡消毒的器具用具应使用浸泡消毒法，不能浸泡的器

具用具可用喷雾消毒法。可使用有效氯含量 1 000 mg/L 以上的含氯消毒剂。

6.6 无害化暂存间

6.6.1 无害化暂存间应在每次转运作业完毕后进行消毒处理，可使用有效氯含量 1 500 mg/L 以上含氯

消毒剂等对相应病原微生物有效的消毒剂对地面、墙壁等进行喷雾消毒。

6.6.2 存放无害化处理物的冰柜应在每次搬空后进行消毒处理，宜断电恢复至室温擦干水分后再进行

消毒处理。冰柜内部可使用 75%酒精擦拭消毒，外部可使用有效氯含量 1000 mg/L 的含氯消毒剂喷雾消

毒。

6.6.3 笼框、推车等转运工具卸载后应清洗干净后进行消毒，可使用有效氯含量 1000 mg/L 以上的含

氯消毒剂喷洒消毒。

6.7 屠宰加工区

6.7.1 更衣室设置分布合理的紫外线灯，每日班后开启，持续作用时间不少于 2 h。有条件的企业可以

选用臭氧发生器或消毒风机，使用臭氧发生器时应按要求确定使用范围和使用方法。

6.7.2 屠宰加工间入口应设与门同宽的鞋底消毒池，内置含有效氯含量 600 mg/L～700 mg/L 的含氯消

毒溶液或鞋底消毒垫。

6.7.3 屠宰加工间、卫生间入口处及靠近工作台的地方，应设有洗手、消毒和干手设施及工具清洗、

消毒设备，洗手的水龙头要有冷水、热水供应并采用非手动式开关，干手设施应采用烘手器或一次性使

用的消毒纸巾。

6.7.4 屠宰加工间内应每次班后立刻清洗消毒。宜先用不低于 40 ℃温水冲洗，洗刷干净后消毒，消

毒后应再次用水冲洗以防消毒药残留。不同消毒对象的消毒方法如下：

a）车间内的台案、设施设备等食品接触面，可使用有效氯含量200 mg/L～300 mg/L的含氯消毒剂；

b）地面、墙裙及非食品接触面的一般物体表面，可使用有效氯含量300 mg/L～500 mg/L的含氯消毒

剂；

c）放血槽及附近地面和墙裙可使用有效氯含量700 mg/L～1000 mg/L的含氯消毒剂；

d）排污沟可使用有效氯含量1 000 mg/L以上的含氯消毒剂；

6.7.5 屠宰加工、检验、转运过程所使用的器具、工具、工作服等用具每次使用后应清洗消毒，不同

用具的消毒方法如下：

a) 生产加工线上使用的刀、托盘、钩等屠宰检验用具，应每头（只、羽）使用后用 82 ℃以上热

水清洗消毒，而后用于下一头（只、羽）畜禽；

b) 触及病变屠体或组织的屠宰检验用具应立即热水清洗、浸泡消毒后再次使用；

c) 每次班后应彻底清洗干净所有用具后进行消毒处理。宜优先使用煮沸消毒等物理消毒法，不

适用物理消毒的用具可使用 0.5%过氧乙酸或有效氯含量 200 mg/L～300 mg/L 的含氯消毒剂等

浸泡消毒。消毒后应使用清水冲洗干净，避免消毒药残留；

d) 工作服、帽应在每次班后清洗后消毒，可使用 200 mg/L～300 mg/L 次氯酸钠溶液或 0.5%过氧

乙酸溶液浸泡消毒；

e) 胶靴、围裙等橡胶制品应在每次班后清洗后消毒，可使用有效氯含量 600 mg/L～700 mg/L 的含

氯消毒剂进行擦拭消毒。

6.8 预冷间

6.8.1 预冷间应定期检查并清理内部设备和管道，确保相应的温度要求和保持干净卫生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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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2 每批胴体出预冷间后，应及时冲洗地面、墙壁，再进行消毒。可使用有效氯含量 300 mg/L～500

mg/L 的含氯消毒剂。消毒后应再次用水冲洗以防消毒药残留。

6.8.3 不同畜禽种类的预冷设备的消毒方法如下：

a) 针对家禽，预冷池应在每次作业完毕后，清空池内水，清扫干净后进行消毒。可使用有效氯

含量 200mg/L～300mg/L 的含氯消毒剂浸泡消毒。消毒后应再次用水冲洗以防消毒药残留。

b) 针对家畜，挂钩等设施设备应在每次作业完毕后做机械清除，清扫干净后进行消毒。消毒方

式可使用臭氧消毒、有效氯含量 200 mg/L～300 mg/L 的含氯消毒剂喷雾消毒或紫外线照射。使

用臭氧发生器时，应按要求确定使用范围和使用方法，消毒后要充分通风，人员应待臭氧充

分分解后再进入。使用消毒剂消毒后应再次用水冲洗以防消毒药残留。

6.9 冷库

6.9.1 冷库每年至少彻底消毒 1 次。消毒前先将库内的物品全部搬空，升高温度，用机械方法清除地

面、墙壁，顶板上的污物和排管上的冰霜，有霉菌生长的地方应用刮刀或刷子仔细清除。消毒时应选用

无毒、无害、无污染的消毒剂，可使用 0.5%过氧乙酸熏蒸消毒或臭氧消毒。消毒完毕后应通风换气，

驱散消毒药物气味，避免消毒药残留。

6.9.2 应每日对冷库外围、发货站台、缓冲间等区域进行喷雾消毒，可使用有效氯含量 300 mg/L～500

mg/L 的含氯消毒剂。

6.10 检测室

6.10.1 屠宰企业检测室应采用经确认有效的消毒方式对检测室环境、器具、设施、设备等进行消毒，

并监测和评价消毒效果。

6.10.2 检测室使用后应对工作台面及空间进行消毒。可使用 75%酒精溶液擦拭台面，可采用紫外照

射或汽化过氧化氢消毒等方式进行空间消毒。紫外线消毒至少 30 min，汽化过氧化氢消毒浓度与时间需

经消毒效果验证。

6.10.3 检测室剪刀、玻璃器皿等器具可进行干热灭菌或压力蒸汽灭菌，灭菌后应及时烘干水分；不能

进行压力蒸汽灭菌的塑料器皿可用 75%酒精浸泡消毒。

6.10.4 冰箱、生物安全柜、离心机、PCR 仪等设备，应对其进行日常消毒。可采用适当的消毒剂对

仪器设备进行擦拭、喷雾消毒。

6.10.5 发生生物检测样品溢洒后，应对所涉区域使用 75%酒精擦拭工作台面，用有效氯含量 1 500

mg/L 以上含氯消毒剂擦拭地面。

6.10.6 废弃物的处置应符合 GB 19489 的要求。

6.11 车辆洗消中心

6.11.1 屠宰企业应设有运输活畜禽或畜禽产品车辆的专门清洗消毒区域，即车辆洗消中心。生猪屠宰

企业的车辆洗消中心宜配备车辆烘干间。

6.11.2 活畜禽运输车辆应在进厂卸载后完成清洗、消毒作业后方可离厂；畜禽产品运输车辆应在装载

前完成清洗、消毒作业。

6.11.3 车辆清洗时宜从内向外、从前向后、从上往下的顺序进行，清洗流程如下：

a) 彻底清理、打扫移除车内所有杂物，驾驶室脚垫移出清洗干净后浸泡消毒；

b) 高压冲洗车体、车厢、轮胎和底盘，应使用专业泡沫清洁剂进行冲洗，泡沫干燥前应冲洗干

净。

6.11.4 车辆应在沥干无积水和水滴后进行消毒，消毒流程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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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用浸泡过消毒液的毛巾，擦拭方向盘、前车窗、仪表台、座椅、靠背、脚踏板、两侧车窗。

消毒液可选择戊二醛、过硫酸氢钾、过氧乙酸，按说明书要求比例稀释后使用。

b) 除驾驶室外，对全车里外进行喷淋消毒，重点为车厢内死角部分、轮胎、底盘等；驾驶室内

部可进行喷雾消毒。消毒液可使用 0.3%～0.5%过氧乙酸或有效氯含量 300 mg/L～500 mg/L 的

含氯消毒剂。

c) 如条件允许应打开车门，关闭消毒房的大门，在密闭空间对车辆先后进行喷淋消毒、喷雾消

毒、熏蒸消毒。喷淋、喷雾和熏蒸消毒应使用不同类别的消毒剂，且不会对车辆造成损伤。

6.11.5 具备烘干间的企业应在车辆消毒后进行烘干处理。可在 60 ℃条件下持续烘干 30 min，或在

70℃条件下持续烘干 20 min。应在温度上升到指定温度后开始计时。

6.11.6 不具备烘干间的企业，车辆应在自然通风晾干后使用。

6.12 厂区其他场所

6.12.1 应保持生活办公区整洁、卫生、定期进行清扫消毒。

6.12.2 厂区内道路应定期进行喷洒消毒，活畜禽运输车辆经过的道路应作业后立即消毒处理。

6.12.3 排污沟、下水道出口、污水池应定期进行疏通清理、清洗和消毒。屠宰企业应配备相应的污水

处理设施设备、选用合适的污水处理工艺、制定配套的污水处理管理制度，污水排放标准应符合 GB

13457 相关规定。

6.12.4 通风口应配备纱网或网罩等防止虫害侵入的装置且便于拆卸，应定期清理通风口处堆积的尘埃

等杂物，清洗消毒纱网或网罩等装置。

6.12.5 皮毛存放间应在每次清空皮毛后被清洗、消毒。

6.13 人员消毒

6.13.1 工作人员进入生产区前，应更换工作服、帽和鞋靴。有条件的企业可以先淋浴、更衣后进入生

产区。

6.13.2 工作人员手部消毒应使用洗手液清洗后再消毒。可使用 75%酒精喷雾消毒或 50 mg/L～100

mg/L 次氯酸钠溶液浸泡消毒。

6.13.3 工作人员应经车间门口的鞋底消毒池消毒鞋靴后进入车间作业。

6.13.4 作业过程中应按规定周期性的洗手消毒。

6.13.5 作业结束后应将器具放入指定地点，更换工作衣帽、鞋靴，对双手进行彻底清洗消毒后方可离

开生产区。工作人员手部清洗消毒方法参照 6.13.2 执行。

7 消毒质量管理

7.1 应符合 NY/T 3384 规定的消毒质量监测、质量控制过程的记录与可追溯要求。

7.2 有条件或有需求的企业宜定期作消毒效果评价，消毒效果评价程序见附录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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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A

附 录 A

（资料性）

消毒效果评价

A.1 采样原则

A.1.1 地面宜采用五点式采样，即对地面四周和中间共计5个点进行拭子采样。

A.1.2 围栏宜采用四点式采样，即随机选择4个点进行拭子采样。

A.1.3 放血槽、脱毛机、劈半锯、同步检疫加工线、检测室仪器设备、服装、器具等宜采用三点式采

样，即随机选择3个点进行拭子采样。

A.1.4 以上采集对象不同点位采集的样品可混合为一个检测样品。

A.2 采样方法

A.2.1 采样点面积≤25 cm2 的或采样点表面不规则的，如围栏、门窗、致昏设备、扣脚链、烫脱毛设

备、屠宰及检疫工具、方向盘、车轮等处，用浸有相应中和剂的棉拭子直接涂擦表面采样；

A.2.2 采样点有规则平面的，将边长为5 cm的正方形标准灭菌规格板，放置于采样点表面，用浸有相

应中和剂的棉拭子反复均匀涂满整个方格。

A.2.3 采样后弃去手接触部分的棉拭子，保持无菌操作，将棉拭子放入含10mL中和剂的采样管中，标

记并记录。

A.3 采样注意事项

采样人员应穿戴防护服、鞋套、口罩，做好个人生物安全防护；手部喷洒75%酒精消毒，并戴上洁

净的一次性乳胶手套；每采集一个点位后需更换一次手套；棉拭子涂抹采样时，需尽量使用大小一致的

棉拭，且每次涂抹力度一致；采样点位应避开通风口。

A.4 检测方法

A.4.1 细菌检测方法程序如下：

a）检测程序及细菌菌落计数按照GB 4789.2操作；

b）将试验用同批培养基注入1个平皿，置36 ℃±1 ℃培养48 h，作为空白对照；

c）将试验用同批中和剂溶液接种1个平皿，置36 ℃±1 ℃培养48 h，作为阴性对照；

d）使用标准菌（金黄色葡萄球菌或大肠杆菌）悬液过夜培养，接种1个平皿，置36 ℃±1 ℃培养4

8 h，作为阳性对照。

A.4.2 生猪屠宰企业非洲猪瘟检测方法应采用病原学检测。非洲猪瘟病原学检测，应当采用农业农村

部批准的检测试剂，并参照GB/T 18648的规定执行。

A.5 结果计算

A.5.1 杀菌率计算方式如下：

式中：

η——杀菌率；

n0——消毒前样品平均菌落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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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1——消毒后样品平均菌落数。

A.5.2 非洲猪瘟检测结果判定按照GB/T 18648 执行。

A.6 效果评价

A.6.1 细菌检测空白组及阴性对照应无菌生长，阳性对照细菌生长良好。实验样本杀菌率≥90%，判

为消毒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A.6.2 非洲猪瘟病原学检测结果为阴性，判为消毒合格，否则为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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