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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病防治》实训项目技能考核方案 

 

项目一  猪的保定和临床一般检查 

一、技能目标 
通过本实验的操作学习，学会猪的保定和临床一般（个体和群体）检查方

法。 

二、实验内容 
1.猪的保定方法。 

2.猪的一般临床检查项目。 

三、教学资源准备 
（一）材料与工具 

猪场、保定绳（器）、体温计、凡士林、酒精、棉球、洗手盆、肥皂、毛

巾等。 

（二）教学场所 

校内养猪实训基地。 

（三）师资配置 

实训时 1名教师指导 20名学生，技能考核时 1名教师指导 10名学生。 

四、操作方法 

（一）猪的保定  对猪场 50kg以上和 50kg以下两头猪分别进行保定。 

1.站立保定法  一人接近猪，突然抓住两耳，另一人迅速将已做成活套的

绳，套在猪的上腭并勒紧，拴在木柱上或用手拉住，保持猪安定站立。此法适

用于 50kg以上的大猪保定，便于体温测定、防疫注射、插入胃管、气管注射和

临床检查等。 

2.提举保定法  两手紧抓猪的两耳，两腿夹住猪的胸背侧，用力讲头及前

肢一并提起，腹部朝前加以固定；也可抓住两后肢飞节提起悬空，两膝夹住猪

胸两侧而保定。此法适用于 50kg以下猪的保定，便于腹腔注射、阴囊疝和脐疝

手术等。 

     

 

 

 

 

 

 

图 1  猪的保定 

（二）猪的临床一般检查 

1.整体观察与检查  观察猪场猪群的精神状态、营养状况、姿势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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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精神状态。猪精神好，吃得饱，睡的香，表示无病。若出现兴奋、沉

郁、烦躁不安、不停使唤、垂头耷耳、喜卧、不愿走动、反应迟钝、离群呆

立，则是有病的表现。 

（2）营养状况。营养好的猪，被毛有光泽，皮肤致密有弹性，精神旺盛；

营养差的猪被毛粗乱，皮肤干燥松弛，消瘦，骨骼轮廓多棱角。 

（3）姿势。健康猪静止或运动时，姿势自然、步态轻健；在病理情况下，

长呈现异常姿势，表现步行不稳、不远走动、伏卧不起、强迫站立、跛行、进

食缓慢无力等。如猪水肿病后期，四肢呈游泳状划动，盲目行走或转圈，后肢

麻痹不能站立。这些不正常姿势可作为诊断某些疾病的重要依据。 

2.被毛和皮肤检查  健康的猪被毛平整具有光泽，生长致密且不易脱落，

皮肤柔软具有弹性；患病猪被毛粗乱蓬松无光泽，且干燥易断或脱落，皮肤变

厚、苍白、干燥、充血、出血等。如患部脱毛，伴有皮肤增厚、变硬、擦伤和

啃咬等，见于湿疹或寄生虫病。皮肤检查对猪传染病诊断有重要意义。 

3.浅淋巴结检查  用手触摸猪颌下淋巴结或腹股沟淋巴结，注意其大小、

硬度、敏感度和移动性。若淋巴结畸形肿胀、坚硬、活动性小，说民该淋巴区

域已有病原微生物或毒素侵害。 

4.眼结膜检查  用两手拇指分别打开猪上、下眼睑，观察期颜色。健康猪

的眼结膜呈粉红色。若眼结膜出现潮红、苍白、发绀、发黄等不正常现象，说

民血液循环的状态和血液成分发生了变化。 

5.体温、呼吸、脉搏数的测定 

（1）体温测定。用酒精棉球对体温计擦拭消毒；将体温计水银柱甩到

35℃以下；体温计涂少量凡士林，缓缓插入已保定的猪的直肠内，并固定，停

留 3-5min后取出，再用酒精棉球擦干净；读出体温计水银柱读数并记录；讲体

温计水银柱甩到 35℃以下备用；与猪的正常体温做对照，猪的正常体温为 38-

40℃。 

（2）呼吸数测定。待猪安静时，站在其侧面适当位置，仔细观察猪胸腹壁

的起伏、呼吸式、呼吸次数和有无呼吸困难；根据胸腹壁的起伏、呼出气流或

听诊的胸部呼吸音，记录猪的每分钟呼吸次数；与猪的正常呼吸次数做对照，

猪的正常呼吸次数为每分钟 10-20次。 

（3）脉搏数的测定。猪安静时，用食指和中指按压其股动脉，拇指放在对

侧固定；股动脉每分钟跳动的次数即为脉搏数；记录脉搏数并与正常脉搏数做

对照，猪正常脉搏数为每分钟 60-80次。 

五、考核标准 

考核内容

及分数分

配 

操作环

节与要

求 

评 分 标 准 

考核 

方法 

熟

练 

程

度 

时限 分

值 
扣 分 依 据 

猪的保定

和临床一

般检查

（100分） 

1.猪的

保定 
50 

能正确使用绳套保定法和抓举

保定法保定猪只的得 50分，

动作不熟练、不规范的扣 10-

30分，直到 50分 

单人

操作

考核 

熟

练 

掌

握 

30min 

 
2.猪的

临床一

般检查 

50 

能够准确说出临床一般检查项

目，并能准确区分健康与病理

状态的得 50分，动作不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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练、不规范的扣 10-30分，直

到 50分 

 

 

项目二  猪的给药 

一、技能目标 
通过本实验的操作学习，学会猪的注射、拌料、饮水和灌药等给药方法。 

二、实验内容 
1.猪的拌料给药。 

2.猪的注射给药。 

三、教学资源准备 
（一）材料与工具 

    猪、金属注射器（附针头）、镊子、剪毛剪、酒精、棉花、保定绳、

饲料、饲料添加剂、生理盐水、洗手盆、灌药器等。 

（二）教学场所 

    校内养猪实训基地。 

（三）师资配置 

    实训时 1名教师指导 20名学生，技能考核时 1名教师指导 10名学

生。 

四、操作方法 
（一）注射给药法 

    1.准备工作 

（1）检查注射器是否破损，针尖是否锐利，针头与针筒能否牢固结合。 

（2）注射器各部螺旋拧松，进行煮沸或高压消毒。 

（3）拧紧注射器各部螺旋，使之不漏气；仔细查看药品的名称、浓度、是

否变质、药瓶有无破裂、生产日期及有效期等。 

（4）讲猪保定好。 

    2.皮下注射 

（1）吸取适量生理盐水后，讲注射器中的空气排尽，将定量螺旋拧到注射

数 1ml处，对注射部位（耳根后或股内侧）用酒精棉球消毒。 

（2）左手食指和拇指捏起注射部位皮肤，右手持注射器，使皮肤与针头成

45度角，迅速刺入皮下，然后松开左手，按住注射器和针头尾部，右手注入

1ml生理盐水。 

    3.肌肉注射（图 2） 

（1）焕一支消毒好的针头，将定量螺旋拧至注射数 2ml处，然后用酒精棉

球消毒注射部位（耳根后较方便，也可在臀部或股内侧）。 

（2）右手拿注射器，针头与地面水平刺入注射部位而后根三指距离的肌肉

内（图 3），左手固定注射器和针头尾部，右手将注射器活塞回抽，看是否回

血，无回血时，即可注入 2ml生理盐水，发现回血时，应改变注射位置，然后

再注射。也可将针头取下，用右手拇指、食指和中指紧握针尾，对准注射部位

迅速刺入肌肉，然后接上注射器，注入生理盐水。 



 5 

 

 
 

图 2  肌肉注射                             图 3  肌肉注射

部位 

    

 4.静脉注射（图 4） 

（1）适用猪只：病猪（如精神较好，则先保定，图 4）、正在分娩的母猪 

（2）将消毒好的注射器（10ml）装上针头，吸取适量生理盐水后，排尽空

气，将定量螺旋拧至注射数 5ml处，用酒精棉球对注射部位进行消毒。 

（3）以左手拇指和食指按压耳静脉注射点的下方，使耳静脉臌起，左手食

指垫在耳静脉腹侧，拇指固定耳缘，右手持针头成 45度角刺入，针头进入耳静

脉管后，见血液流出，迅速按上注射器，如有血液回流，左手固定耳朵和针

头，右手将 5ml生理盐水缓缓注入猪耳静脉。 

 

       

          图 4  肌肉注射                   图 5 母猪保定 

 

5.后海穴注射 

（1）适用猪只：母猪 

（2）将消毒好的金属注射器（10ml）装上针头，吸取适量生理盐水后，排

尽空气，将定量螺旋拧至注射数 5ml处。 

（3）后海穴位于猪的肛门上方，尾根的下方正中窝处（图 6），先消毒，

再注射，进针的角度是斜向上，与水平成 15 度到 30度角，与尾椎平行。 

 

 

 

 

 

 



 6 

 

 

 

 

 

 

 

 

 

 

 

6.注射给药的注意事项 

（1）油类制剂不能静脉注射、后海穴注射。 

（2）有刺激性的药物（如钙剂、高渗葡萄糖溶液等）不能将其漏出血管

外，若发生漏注，应换另册耳静脉注射。 

（3）静注速度不宜过快，尤其是体况衰弱的猪。 

（4）冬季要要将药液加热到与体温相同的温度再注射。 

（5）静注结束时，用手捏住耳静脉注射点并消毒。 

（6）群体注射前，需要做好抗应激准备，如全群维生素饮水。 

（7）皮下注射和肌肉注射的猪，要做上记号或与未注射的猪隔开，以免重

复注射，免疫接种和注射驱虫时尤为重要。 

（二）拌料、饮水给药法 
对刺激性不强的粉剂、片剂或水剂。可通过拌料、饮水给药达到治疗的目

的。 

1.仔细查看添加剂（或药品）使用说明，根据猪的体重、数量计算出所需

药物的总量和所需饲料的数量。 

2.将饲料和药物倒在一起，搅拌均匀，再加适量水办成湿料，给猪饲喂。 

3.根据药品使用说明，按照猪的体重、数量、计算所需药物的总量，加适

量水，搅拌均匀后，倒入食槽，供猪只饮水。 

4.注意事项：用药量计算准确，猪采食或饮水量要均匀，不要有剩余，以

免影响药效。 

（三）灌药法  对刺激性较强的药物，可通过灌药达到治疗的目的。 

1.将猪适当保定。 

2.用木棒撬开猪嘴，将胃管自口角插入，缓缓注入药液。当猪叫喊时，喉

门开放，这时不能灌药，须等猪停止叫喊时，才可缓慢灌入，见吞咽动作后，

再继续进行。如果是片剂或丸剂，由一人把猪头固定好，投药者用镊子把药片

夹住，打开猪口腔，将药片直接投到舌根处，猪即自行咽下。（图 6） 

 

 

 

 

 

 

图 6 后海穴 



 7 

图 7  用木棒撬开猪嘴 

 

四、考核标准 

考核内容

及 

分数分配 

操作环

节与要

求 

评 分 标 准 

考核 

方法 

熟

练 

程

度 

时限 分

值 
扣 分 依 据 

猪的保定

和临床一

般检查

（100分） 

1.猪的

拌料给

药 

50 

能选择合适的给药方式，拌料

给药方法正确以及拌料均匀的

得 50分，动作不熟练、不规

范的扣 10-30分，直到 50分 
单人

操作

考核 

熟

练 

掌

握 

45min 

 
2.猪的

注射给

药 

50 

能够根据药物的不同性质选择

合适的注射方法，皮下、肌

肉、静脉注射的过程中操作方

法准确的得 50分，动作不熟

练、不规范的扣 10-30分，直

到 50分 

 

 

项目三  猪只样品采集 

一、技能目标 
通过本实验的操作学习，学会猪血液、唾液、鼻液、粪便的采集方法。 

二、实验内容 
1.猪的血液采集 

2.猪的口腔液采集 

3.猪的鼻液采集 

4.猪的粪便采集 

三、教学资源准备 
（一）材料与工具 

    猪、PBS或生理盐水、一次性注射器（5 或 10mL），消毒针头（母猪

16×30或 38）、棉绳、2ml无菌离心管、无菌棉签、乳胶手套、酒精棉球、医

用碘酒、一次性 PE手套、记号笔、输液器针头、保护剂、冰盒、止血凝胶和无

菌自封袋 

（二）教学场所 

    校内养猪实训基地。 

（三）师资配置 

    实训时 1名教师指导 20名学生，技能考核时 1名教师指导 10名学

生。 

四、操作方法 
1.猪的血液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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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猪前腔静脉采血 

（1）猪只保定：用金属保定器套住猪的上颌领骨,向猪头的前上方用力牵

引，并将猪的上颌骨吊起，使猪头颈部底侧成一条直线，头颈向上扬起 30度左

右。 

（2）消毒：采血前用碘酒、酒精对皮肤采血部位皮肤进行清洁消毒处理! 

（3）部位：猪只保定呈后退姿势，拉直颈部，头向后扬起后可见猪胸部两

侧第一对肋骨与胸骨结合处前侧(胸骨柄两侧旁开 2厘米左右)各有一个前腔静

脉凹陷窝。越靠近头部越浅，但横径越细;越靠胸部横径越粗，但越深（图

8）。 

（4）进针：手持注射器对准采血部位，由下而上垂直凹陷窝方向进针，由

于肌肉和脂肪，手感上会有一定阻力感觉。进针后拉紧针管活塞使针筒内呈负

压状态，扎破前腔静脉壁，进入前腔静脉时会有阻力减弱消失的感觉，随即血

液流入针筒。若没有血液流出，说明位置或者深浅度不准没有扎中血管，可以

上下左右微调针头，直到有血液流入针管（图 9）。 

（5）送检：记录好编号、猪别、采血日龄、猪只体况及临床表现、所属猪

场单位等基本信息。45度倾斜放置放入有冰块的保温箱，避免震荡，及时送

检。 

 

1.2 猪尾根采血 

（1）从后面或侧面接近翻起尾巴，左手食指和拇指手握提起，使血管充分

暴露，消毒术部，右手持针头（图 10）。 

（2）针头与尾部约成 90度角，针刺入约 1-2cm（图 11）。 

（3）刺入后拔出，棉签擦拭收集血液，直到整支棉签涂满血液为止，放入

离心管，利用瓶盖折断血液端保存，并压迫止血。 

（4）采血完成后，将离心管装入密封袋，并注明送检目的和日期（图 12） 

（5）注意事项：异常猪禁止在猪舍内采集血样，采样后应及时处死；取

1-2mL血液即可做检验项目；一头猪的采血时间在 2-3分钟，刺入的次数应＜3

次；进针部位消毒要彻底；避免血样交叉污染，尤其是样本数量多时 

 

 

 

 

 

图 8 采血部位 图 9 进针角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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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猪的口腔液采集 

2.1大栏猪群口腔液采集 

（1）采样前停料，采样当天口腔液采集完毕后再喂料。 

（2）佩戴干净的手套取适合长度的棉绳（棉绳底部与待采样猪只嘴部保持

在同一高度），一端打结固定在栏舍的边缘铁杆上，另一端约与猪的肩膀平

行，不能与地面或猪栏接触（图 12）。每栏挂 2-3v条棉绳采样（5头猪/

根）。 

（3）中大猪采集时间约 10-15分钟。当棉绳底部完全湿润后，用自封袋将

湿润端的棉绳包裹，向下拉动棉绳将口腔液捋到密封袋内（图 13）。 

（4）将袋子里收集的液体直接倒入离心管中，盖好盖子并做好标记，迅速

放入冰盒中冷藏（图 14）。 

（5）更换手套进行下一栏样品采集。 

 

 

 

 

 

 

 

 

 

 

 

2.2 定位栏猪群口鼻拭子采集 

（1）猪只吃料后 1小时，采样口腔液。 

（2）采样前佩戴一次性手套，然后手捏住 2-3支棉棒（防止棉签头部断

裂），站在猪只头部侧面，猪只静置不动时将棉头插入插入猪只的口腔，棉头

图 9 针刺位置 图 10 刺入角度 图 11 离心管样品 

图 12 放置棉绳 图 13 唾液收集 图 14 样品标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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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力反复摩擦猪只的舌头、齿龈、口腔黏膜等部位 15-20次，直至棉头沾满口

腔液（图 15、16）。 

（3）为将棉拭子插入装有 0.5mL生理盐水的 2mL EP管中，折断棉签头，

盖好盖子并做好标记，迅速放入冰盒中冷藏。更换手套进行下一头猪只采样。 

2.3注意事项 

（1）每处理一根棉绳的口腔液后需更换手套，防止交叉污染。 

（2）采集完毕的口腔液（口拭子液）应尽快低温送实验室进行检测，若

24小时内不能送到的需冷冻保存。 

 

 

3.猪的鼻液采集 

（1）戴 2层手套，在离心管中加入 0.7 mL PBS， 

（2）取 1支无菌棉签（手勿碰棉花一头），如果猪只配合，将棉签插入猪

只鼻腔内 2-3cm位置处快速来回旋转 2-3次，停留 5-10秒，缓慢退出（图

17、18）。 

（3）采样后在管口处折断棉签尾部，盖好盖子做好标记。 

4.猪的粪便采集 

（1）戴 2层手套，在离心管中加入 0.7 mL PBS， 

（2）取 1支无菌棉签（手勿碰棉花一头），并将离心管盖轻轻打开，蘸取

少量 PBS，在离心管壁挤压水分。 

（3）将棉签插入猪只肛门 2-3cm，自肛门周围皱襞处拭取，或在肛门内轻

轻旋转擦拭，然后放入离心管内。 

（4）采样后在管口处折断棉签尾部，盖好盖子做好标记 

图 15 唾液采集 图 16 唾液采集部位 

图 17鼻液采集部位 图 18 鼻液液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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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考核标准 

考核内容

及 

分数分配 

操作环

节与要

求 

评 分 标 准 

考核 

方法 

熟

练 

程

度 

时限 分

值 
扣 分 依 据 

猪只样品

采集（100

分） 

1.猪的

血液采

集 

25 

进针部位、角度正确，能采集

到血液得 25分，动作不熟

练、不规范、采集时间过久、

血液凝固的扣 10-25分 

 

单人

操作

考核 

熟

练 

掌

握 

45min 

 

2.猪的

口腔液

采集 

25 

采集部位、角度正确，能采集

到猪的唾液得 25分，动作不

熟练、不规范的扣 10-25分 

3.猪的

鼻液采

集 

 

25 

采集部位、角度正确，能采集

到猪的唾液得 25分，动作不

熟练、不规范的扣 10-25分 

4.猪的

粪便采

集 

 

25 

采集部位、角度正确，能采集

到猪的唾液得 25分，动作不

熟练、不规范的扣 10-25分 

 

 

 

项目四  猪场常规样品采集 

一、技能目标 
通过本实验的操作学习，学会猪场人员、环境、物质、车辆、水样的采集

方法。 

二、实验内容 
1.猪场人员样品采集 

2.猪场物质样品采集 

3.猪场车辆样品采集 

4.猪场环境样品采集 

5 猪场水样品采集 

三、教学资源准备 
（一）材料与工具 

    人员、防护服、乳胶手套、PE手套、记号笔、生理盐水、无菌纱布、

无菌棉签、离心管、、拖把、冰盒 

（二）教学场所 

    校内养猪实训基地。 

（三）师资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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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训时 1名教师指导 20名学生，技能考核时 1名教师指导 10名学

生。 

四、操作方法 
1. 猪场人员样品采集 

（1）采样对象 

各类来访人员及员工，凡是需进入猪场大门的均需采，包括场外人员隔离

点（洗澡前采样）和猪场大门更衣间外（更衣前采样） 

（2）采样步骤 

使用 1个 10 mL PBS润湿的单层纱布（20cm×20cm）进行采样；采样顺序为

头发（图 19）、面部皮肤（图 20）、手部皮肤（包括指甲缝，图 21）、衣服和

鞋底（图 22）；采样结束后将纱布中液体挤出倒入 10 mL离心管中，每 1人为

1个样品（图 23、24）。 

（3）送检要求 

第 1次采样样品（即人员到达场外隔离场所洗澡前的采样）采集后全部送检； 

第 2次采样样品（即人员从场外隔离场所到达猪场大门口更衣前的采样）采

集后留存，每周送检 20%人次的样品。 

每 1人为 1个 PCR样品进行处理和检测。 

（4）注意事项 

第 1次采样检测合格后，方可乘坐人员中转专车前往猪场 

 

 

图 22鞋底采集 图 23液体采集 图 24标记信息 

图 19头发采集 图 20面部采集 图 21指甲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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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猪场物质样品采集 

（1）采样对象 

准备进入猪场的兽药、疫苗、药械、精液外包塑料袋、劳保用品及可带入猪

场的个人物品等各类物资。 

（2）采样步骤 

每批次进入场外物资中转仓前进行采样检测。去除外包装，放入物资消毒间

后，每批次物资均分别使用 1个 10 mL PBS润湿的单层纱布（20cm×20cm）随机

选取 5个位点采样（图 25、26、27），采样面积为 30cm×30cm 

采样结束后将纱布样液体挤出倒入离心管，为 1个样品。 

（3）送检要求 

物资进入场外物资中转仓前全部采样送检，进入生产线前可抽检；每批物资

为 1个 PCR样品进行处理和检测。 

（4）注意事项 

场外物资样品检测合格后，对应批次物资方可运到猪场大门口物资消毒间。 

 

 

3. 猪场车辆样品采集 

（1）采样对象 

饲料车、拉猪车、拉粪车、淘汰猪车、人员中转车、物资中转车等允许靠/

进场的车辆。 

（2）采样步骤 

每辆车每次靠/进猪场前采样。使用 1个 10 mL PBS润湿的单层纱布（20cm

×20cm）先后采集外表车厢 5 个位点（图 28）、底盘 3 个位点、轮胎 2 个位点

（如司机必须下车加采驾驶室，图 29、图 30）。采样后将纱布样液体挤出倒入

离心管，1车为 1个样品。采样结束后将纱布样液体挤出倒入离心管，为 1个样

品。 

（3）送检要求 

饲料车、拉猪车、拉粪车、淘汰猪车、人员中转车、物资中转车等在四级公

司（烘干）消毒后静置期间采样送检，车辆检测合格后方可到达猪场大门口消毒

点。猪场大门口消毒点对靠/进猪场车辆进行采样留存，每周送检 20%车次的样

品。1车为 1个样品进行处理和检测。 

图 25 物品擦拭 图 26箱子表面 图 27箱子内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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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注意事项 

采集不同车辆应更换手套，避免交叉污染；带篷布的车辆采集外表车厢应包

含篷布区域。 

4. 猪场环境样品采集 

（1）采样对象 

猪场各生物安全分区的关口及高风险区域环境，具体包括：猪场大门口、人

员出入口地面（办公区、宿舍区）、更衣间、淋浴间、进猪台、出猪台、中转台、

打料停车点等 

（2）采样步骤 

每周 1次（地面使用拖把（纱布）方式全覆盖采样，图 31）。每一个采样位

点，使用 1 个 10 mL PBS 润湿的单层纱布（20cm×20cm）将环境表面进行擦拭

（图 32、33），采样面积为 30×30cm。同一块纱布可以擦拭同类环境 5 个地方

（如同一纱布可擦拭出猪台 5个地方），将纱布中液体挤入 10 mL离心管中，为

1个样品。 

（3）送检要求 

同区域内环境样品可以 5 合 1 进行处理和检测，检测到阳性时需分开单检。 

 

 

 

 

 

 

 

 

 

 

5.猪场水样品采集 

（1）打开 50mL无菌离心管，将离心管放置在离心管架上。 

（2）采集井水、池水和蓄水池：需要在距离水面 10-15cm深处取水。 

图 28车体外部 图 29车辆轮子 图 30车辆方向盘 

图 31 猪场地面 图 32洗澡房地

面 

图 33门把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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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采集水龙头水样：先用酒精棉球擦出水口，拧开水龙头让水流 30-60s，

打开 50mL 无菌离心管盖接 10mL 水后用打火机灼烧管口，立刻盖好管盖并标记

（图 34、35）。 

（4）采集饮水器水样：先用酒精棉球擦饮水器，打火机灼烧，使用 50 mL

无菌离心管外壁碰饮水器，放水 10-20s后接取 10 mL水，再用打火机灼烧管口，

盖好管盖并标记。 

 

 

 

四、考核标准 
 

考核内容及 

分数分配 

操作环

节与要

求 

评 分 标 准 

考核 

方法 

熟

练 

程

度 

时限 分

值 
扣 分 依 据 

猪只样品采

集（100

分） 

1.猪场

人员样

品采集 

 

20 

采集顺序、部位正确，能采集到人

员样品得 20分，动作不熟练、不规

范、顺序不正确、漏采扣 10-20 分 

单人

操作

考核 

熟

练 

掌

握 

45min 

 

2.猪场

物质样

品采集 

 

20 
采样点正确，能采集到物质样品得

20分，漏采扣 10-20分 

3.猪场

车辆样

品采集 

 

 

20 
采样点正确，能采集到物质样品得

20分，漏采、少采扣 10-20分 

4.猪场

环境样

品采集 

 

 

20 

采样点正确，能采集到物质样品得

20分，漏采、少采扣 10-20分 

 

5 猪场

水样品

采集 

 

20 

采样点正确，能采集到物质样品得

20分，漏采、少采扣 10-20分 

 

 

图 34 袋子表面标记 图 35 冰盒保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