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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4章 为控制疫病而宰杀养殖鱼

第7.4 . 1条

范围

本章针对为控制疫病而宰杀养殖鱼提出建议，并要求确保养殖鱼死前的福利。

在养殖操作过程中，宰杀个别养殖鱼（如因分类、分级或发病背景情况等原因）不属于本章范畴。

应结合本法典以下章节建议综合考虑：第4.5章《应急预案》，第4.7章《水生动物废弃物的管

理、处置和处理》，第5.5章《控制与水生动物运输相关的卫生风险》，第7.2章《鱼类运输中的福利

问题》，第7.3章《食用养殖鱼类击晕和宰杀操作中的福利问题》。

第7.4 .2条

一般原则

1）  疫病防控应急预案应包含鱼类福利问题（参见第4.5章）。

2）  选择宰杀方法应考虑到鱼类福利、生物安保要求、人员安全等问题。

3）  为控制疫病而宰杀鱼时，使用的方法应可导致鱼立即死亡或在宰杀前意识丧失。如不能立刻引

起意识丧失，诱发意识丧失的方法应尽可能无痛苦或尽量减少痛苦，不应给鱼造成可避免的

应激。

4）  第7.3章介绍的方法同样适用于控制疫病。

5）  一些用于疫病控制的方法（如麻醉过量、搅碎等）可能使鱼不适合人类食用，应在应急预案中

加以详细说明。

6）  根据具体情况，紧急宰杀鱼可就地进行，也可运输到批准的宰杀设施进行。

第7.4 .3条

感染场所和获准宰杀设施操作指南

1）  宰杀操作应参照以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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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操作步骤视场所具体情况而定，并应考虑鱼类福利和相关疫病的生物安保问题。

b）  宰杀应由合格人员立即进行，并考虑加强生物安保措施。

c）  应尽量减少鱼处理，以免产生应激反应并防止疫病传播，并须按照以下规定进行。

d）  宰杀方法应确保鱼在死前始终处于丧失意识状态，或尽快将其宰杀，不应给鱼造成可避免

的应激。

e）  应持续监控整个过程，确保生物安保和鱼类福利。

f）  操作场所应具备标准作业程序（SOP’s）且贯彻落实。

2）  感染场所经营者应制定以控制疫病为目的的鱼类宰杀程序，并由主管部门批准。这些程序应考

虑到鱼类福利、生物安保要求和人员安全等，应包括：

a）  鱼的处理和移动；

b）  被宰杀鱼的种类、数量、鱼龄和大小；

c）  宰杀方法；

d）  是否有适用于宰杀鱼的麻醉剂；

e）  宰杀所需设备；

f）  法规问题（如使用麻醉剂宰杀鱼类）；

g）  附近是否有其他水产养殖场；

h）  按照本法典第4.7章的规定妥善处置被宰杀的鱼类。

第7.4 .4条

工作团队的能力和责任

工作团队负责鱼类宰杀的规划、实施及上报。

1. 团队负责人

a）  能力

ⅰ）  评估鱼类福利、检查并纠正缺陷的能力，特别是鱼类昏迷和宰杀方法选择和方法有效

性评估能力；

ⅱ）  评估生物安保风险和预防疫病传播措施的能力；

ⅲ）  管理所有业务并按时交付的能力；

ⅳ）  了解对养殖场主、团队成员及大众产生的心理影响；

ⅴ）  进行有效沟通的能力。

b）  责任

ⅰ）  确定最合适的宰杀方法，以避免不必要的应激，同时确保生物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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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规划对感染场所应采取的整体行动；

ⅲ）  确定和解决鱼类福利、人员安全和生物安保方面的问题；

ⅳ）  组织、指挥和管理团队，按照国家控制疫病应急预案顺利完成鱼类宰杀工作；

ⅴ）  确定物流需求；

ⅵ）  监测操作，确保鱼类福利、人员安全和生物安保；

ⅶ）  向上级报告工作进展和相关问题；

ⅷ）  提供一份书面报告，总结宰杀方法及其对鱼类福利和生物安保的影响。应将该报告存

档，并按主管部门规定限期进行保留；

ⅸ）  审查现场设备是否适于进行大规模宰杀。

2. 负责宰杀的现场工作人员

a）  能力

ⅰ）  掌握关于鱼类及其行为、生存环境的知识；

ⅱ）  接受过培训并能胜任鱼类处理、击晕和宰杀操作；

ⅲ）  接受过培训并能胜任设备操作和维修工作。

b）  责任

ⅰ）  通过有效的击晕和宰杀方法进行宰杀操作；

ⅱ）  在需要时协助团队负责人；

ⅲ）  在需要时设计和建造临时鱼类处理设施。

第7.4 .5条

麻醉剂过量致死

此方法指使用大剂量麻醉剂宰杀鱼类。

1. 麻醉剂的使用

a）  用于宰杀鱼的麻醉剂应能有效宰杀鱼类，而非仅具有麻醉作用。

b）  操作人员应确保水中麻醉剂的浓度正确，并使用适合鱼种及其生长阶段的水体。

c）  鱼类应保持在麻醉剂中，直至死亡。

2. 优点

a）  可进行大批量宰杀。

b）  鱼死前不需要处理。

c）  使用麻醉剂是一种非侵入性技术，可降低生物安保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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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缺点

a）  或许不能造成鱼类死亡，例如多次使用后导致麻醉药液稀释。在这种情况下，应在鱼苏醒

前立即宰杀。

b）  一些麻醉剂可能会引起鱼类短暂不适反应。

c）  需小心谨慎地配制、使用、排放含麻醉剂的水，以及处置经麻醉致死的鱼类残骸。

第7.4 .6条

机械宰杀方法

1. 去头

a）  使用如断头机、刀具等锐器去头，但操作前须将鱼致晕或麻醉。

b）  设备应保持良好的工作状态。

c）  血液、体液和其他有机物对工作区的污染可能会带来生物安保风险，这是此方法的主要

缺点。

2. 搅碎

a）  用带有旋转叶片或喷射系统的机械设备进行搅碎，造成新孵化的鱼和鱼卵（受精卵和未受

精卵）破裂及死亡。这是一种适用于处理此类材料的方法，可迅速杀死大量鱼卵和新孵化

的鱼苗。

b）  搅碎专用设备需保持工作状态良好。材料进入设备的速率应可使切割刀片正常旋转，且不

低于厂商规定的临界速度。

c）  血液、体液和其他有机物对工作区的污染可能会带来生物安保风险，这是此方法的主要

缺点。

注：于2012年首次通过，于2013年最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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