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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前　　言

检疫犬即在出入境检验检疫现场执行搜寻任务的工

作犬。检疫犬作为检验检疫工作中一种特殊的检测手

段，就是利用犬灵敏的嗅觉，检查出入境旅客行李、邮

寄包裹和运输货物中国家有关规定禁止携带、邮寄、运

输的物品。检疫犬作为一种新的检疫查验手段，可以弥

补传统的人工查验和Ｘ光机透视检查的不足，通过建立

人—机—犬查验新模式，有效地减少逃漏检现象的发

生，减少了开箱率，提高了查验的准确率和检出率，加

快了入境旅客的通关速度，有效防止境外有害生物及疫

情传入我国境内，保护了国内人民健康和动植物安全，

检疫犬在检疫查验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检疫犬在

欧、美、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已经普遍

推广应用，我国的检疫犬事业是最近几年才开始发展

的。随着检疫犬工作成绩得到认可，检疫犬已经逐步在

全国范围内的空港、车站、码头等一线口岸得到应用。

检疫犬在我国检验检疫工作中是一项新的业务，为使检

验检疫人员对检疫犬工作在理论和实践上有一个全面系

—１—



检疫犬

统的了解，掌握检疫犬的训练、使用、管理等相关知

识，提高检疫犬使用管理的技术水平，确保检疫犬工作

的有效性，使口岸检疫犬工作进一步迈向科学化、规范

化、标准化，作者结合多年训犬教学及实际工作经验，

从实际出发，认真总结训练和使用中的工作经验，结合

《检疫犬的训练及使用规程》，编写 《检疫犬》一书，希

望对我国的检疫犬工作有所帮助。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得

到了唐树生、张志、李永鸣、王涛、杨洪、陈伟、董金

等领导、同志的大力支持与帮助，特别感谢李开军、常

磊、和高龄、张春燕同志为本书做标准示范动作，在此

对以上人员表示衷心的感谢！本书介绍了训导员及检疫

犬的选择、检疫犬的饲养与管理、常见病的防治、检疫

犬的训练、使用、复训等内容。本书可供检疫犬相关工

作人员使用，尤其是一线口岸检疫犬训导员使用，也可

供养犬、训犬等爱犬人士参考。由于编者水平有限，书

中难免存在疏漏之处，望读者提出宝贵意见，以便今后

修改完善。

编　者
２０１０年１１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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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绪　论

第一章　绪　论

第一节　检疫犬应用的总体概况

检疫犬在欧、美、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发达国家已经

普遍推广应用，主要用于从入境旅客携带物、邮包快件中搜查国

家法律禁止携带入境的动、植物及其产品。由于检疫犬必须在旅

客提取行李的现场工作，因此在挑选检疫犬时，需要选择体形适

中、外表友善、嗅觉灵敏、兴奋度高、性情温顺且没有攻击性的

工作犬。目前世界各国通常选用的拉不拉多犬、比格犬、史宾格

犬等犬种均能较好地符合这个要求。经过合格训练的检疫犬一旦

发现旅客行李中有上述违禁物品，就会坐立或卧倒在该行李旁

边，直到检验检疫人员将行李拿开进行检查为止。在我国，以前

工作犬通常只是配备在军队 （军犬）、公安 （警犬）、海关 （缉

毒犬）等系统。近年来，国家质检总局在质检系统内开展了检

疫犬的应用推广，主要用于出入境旅客行李、携带物及邮包快件

的现场查验工作。如２００５年云南省检验检疫局结合构筑 “云南

边陲安全卫生检验检疫屏障建设”的需要和机场口岸的实际，

与公安部昆明警犬基地合作，引进了两只史宾格检疫犬，在经过

４个月的培训后于当年７月在昆明国际机场投入使用。自使用以
来，成绩显著，旅检现场的查验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效果，禁止进

境物截获量明显增加，截留批次上升了６倍，且旅客通关速度显
著加快。检疫犬在加强入境旅客检疫、实现对外宣传和有效防止

境外有害生物传入等方面发挥了巨大功效，已成为空港口岸旅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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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检疫犬的重要检疫查验手段。

第二节　检疫犬的工作模式和管理使用模式

一、检疫犬的工作模式

检疫犬在机场口岸旅检现场上岗后，在原来的人工抽查 ＋
（海关）Ｘ光机检查工作模式的基础上，通过检疫犬主动快速地
在入境旅客中携带物、邮包快件中搜检，对检疫犬呈现阳性反应

的行李或包裹由检验检疫人员进行检查。检疫犬若无阳性反应，

则可直接通关放行，或视旅客行李或邮检包裹情况，若存在较大

怀疑时，可按抽查比例进行复查，即 “人—机—犬”的检疫查

验模式。该模式既充分发挥了检疫犬嗅觉灵敏的特点，提高了对

违禁物品的检出率，又加快了入境旅客的通关速度。

二、检疫犬的管理使用模式

结合机场口岸的特点，对检疫犬的管理一般采取 “集中管

理，分散使用”的管理模式。检疫犬每天随训导员到旅检、邮

检现场值勤，下班后检疫犬统一集中在犬舍由专人负责饲养管

理。训导员、负责饲养管理专人可由局内指定专门的部门负责管

理和协调，对检疫犬的使用和训练也可委托公安、边防等训练、

使用工作犬经验丰富的部门或专业公司全权管理，有偿提供我方

使用。这样既便于统一协调，又减少人力资源和其他设施等资源

浪费，不需要增加机构和人员编制。检疫犬只作为一种查验工具

配备给现场一线查验人员，由查验人员利用其丰富的现场工作经

验科学地引导检疫犬进行查验，更容易提高检出率。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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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检疫犬在现场查验工作中使用效果

一、明显提高违禁物品的检出率，避免或降

低漏检情况的发生

据首都机场、浦东机场、广州新机场等机场口岸检验检疫局

介绍，检疫犬从来自越南、泰国、香港和台湾等东南亚国家和地

区的入境旅客携带物中搜检出大量腊肠、肉丝、猪肉干、鸡肉

肠、火腿及各种水果等动植物产品，检出率显著提高，还多次从

截获的物品中检出一、二类有害生物，极大地降低了动、植物病

虫害传入的风险，取得了良好的检疫查验效果。昆明机场出入境

检验检疫局使用检疫犬后截留批次是未使用检疫犬时的６倍，截
留批次明显增加。

二、大大加快旅客入境通关速度，减少开箱率

通过检疫犬执勤上岗，利用其嗅觉反应的灵敏性在旅客行李

中搜检，能较准确地判断出行李箱包中的动植物产品等违禁物

品，从而使检验检疫人员有目的地进行开箱检查，确保了开箱检

查的准确率，对不需开箱检查的旅客可直接放行，加快通关

速度。

三、加大检验检疫法律宣传力度，提高威慑力

通过检疫犬的现场搜查，一方面提高了检验检疫的威慑力，

让携带有违禁物品的旅客主动向检验检疫机构申报；另一方面加

强了有关法律法规的宣传，使旅客能自觉地学到一些我国有关检

验检疫的法律法规，扩大了我国出入境检验检疫在国内外的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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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总之，积极探索、开展 “人—机—犬”检疫查验工作新模

式，可进一步提高受检率和检出率，切实加大入境旅客携带物及

邮包快件的检疫查验力度，杜绝一切隐患发生，同时减少现场检

疫工作人员的压力，加快入境旅客的通关速度。在加强机场口岸

进出境现场检疫把关力度的同时，又要能按要求实施快检快放，

积极顺应机场口岸进出境人员、物流的特点和需求，真正做到

“提速、减负、增效、严密监管”，把一切可能传入的外来危险

生物和疫情拦截在国门之外。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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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训导员及检疫犬的选择

第二章　训导员及检疫犬的选择

第一节　检疫犬训导员应具备的素质和要求

一、检疫犬训导员应具备的基本条件

（１）出入境检验检疫工作人员。
（２）最好有３至５年检验检疫的工作经历，熟知检验检疫

有关法律。

（３）热爱检疫犬事业。
（４）必须参加检疫犬技术专业岗位培训，并获得合格证书。

二、对检疫犬训导员的要求

（１）坚持事实求是。
（２）有较高的心理素质。
（３）爱护检疫犬。
（４）团结协作。
（５）刻苦钻研业务，不断实践创新。

三、检疫犬训导员应有敏锐的观察力和判断力

１观察力
（１）了解国际、国内疫情情况。
（２）对旅客的掌握情况及分析。
（３）掌握携带违禁物品的规律和特点。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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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对违禁物品知识的掌握和了解。
（５）掌握违禁的运输包装方式。
（６）能观察犬的表情和反应形式。
２判断力
（１）针对不同的特点，分析和判断使用犬的范围和方法。
（２）针对查验需要，合理部署和安排使用犬。
（３）作为检疫犬训导员要加强与各部门的合作、要顾全大

局，切不可只强调自我而不切实际。

（４）根据检疫犬的工作情况，做出搜索航班的安排。

四、检疫犬训导员应具备的身体素质、心理

素质

１身体素质
（１）身体健康、无疾病。
（２）体质健壮，能带犬跑步３公里。
（３）兴奋活泼、有耐心，精力旺盛。
２心理素质
（１）应变能力：对复杂多变的现场，检疫犬训导员要做到

处事不惊，能根据现场情况做出决定。

（２）自制能力：检疫犬训导员要有较好的自我控制能力，
不可出现心情烦躁，遇事慌乱，处事无方的行为。

（３）思维敏捷性：对复杂多变的情况，要保持清醒的头脑
和思维的敏捷性，要做到知犬知物，犬动就果断做出反应。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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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训导员及检疫犬的选择

第二节　检疫犬的选择

一、选择检疫犬的标准和依据

１选择检疫犬的标准
（１）体格健壮：发育良好，四肢奔跑有力，无缺陷。
（２）猎取反射强：对主人抛出的物品，能迅速衔回，主人

抢夺物品时不轻易松口。

（３）胆量大：适应于人群干扰和噪音，不胆怯、不夹尾。
（４）兴奋性高：在检疫犬训导员的频繁刺激下，不易产生

超限抑制。

（５）灵活性好：能从一种神经过程转变为相反的神经过程。
（６）适应性强：适应于环境的变迁，能较快熟悉更换的

主人。

（７）对物品搜索积极：在特定的环境和范围，１０分钟内，
能根据检疫犬训导员的指挥，不停地搜索藏匿的物品。

２选择检疫犬的依据
（１）根据专业方向需要：根据检疫犬技术专业方向的要求，

应选择体形中等偏小、胆量大、兴奋性高、适应性强的犬品种做

检疫犬，如拉布拉多犬、金毛猎犬、史宾格犬、比格犬等。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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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根据地区、气候的特点：根据不同地区、不同气候的
特点选择检疫犬。

（３）根据现实的需要和携带违禁物品的规律及特点选择检
疫犬。

二、选择检疫犬的准备工作

１拟订选犬方案
方案包括目的、组织领导、选犬程序、标准及要求。

２成立选犬小组
由考查员、助训员、犬的主人、兽医人员组成。

３确定选犬场地
为了确保选择到好的检疫犬，在测试犬神经类型和综合素质

之前，我们应选择有一些建筑物、有外界干扰，场地宽阔，利于

人的测试、观察，同时也利于犬发挥的场地为宜。

４注意安排考查顺序
被考查的犬中，有公犬和母犬时，应先公后母。

５做好记录
事先查阅犬的档案或向犬的主人及熟悉情况的人了解犬的血

统、饲养管理、幼训情况，并把现场考查情况作好记录。

６做好犬舍卫生及消毒工作
选犬前一周，就应准备好犬舍，做好消毒工作。

—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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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训导员及检疫犬的选择

７物品的准备
（１）训练用具：长绳、牵引绳、脖圈。
（２）训练用品：毛巾卷、网球、麻棒、木块等。
（３）测试工具和度量标准的准备与设定。

三、选择检疫犬的程序和方法

１基本性能测试
神经类型以神经过程强而不均匀的兴奋型和强而均匀的活泼

型犬为最佳。

２感官机能
（１）视觉和听觉良好。
（２）嗅觉灵敏、嗅认方式好。
（３）无生理缺陷。
３主要反应的考查
犬的主要反应是指犬的行为特点，通过考查以确定哪一种反

应占优。

（１）助训员按照考查员的指示，在检疫犬训导员牵犬到达
考查地点之前，先隐蔽于距离拴犬地点５０米处，考查员在距离
拴犬３０米的地方隐蔽起来，观察犬的行动。

（２）检疫犬训导员将犬带到考查地点后，用牵引带把犬拴
在固定的物体上，然后离开犬距离５０米处隐蔽起来。

（３）助训员根据检疫犬训导员发出的信号，在原地轻击木
板，然后再发出响声，如鞭炮声、扩音器声等。

（４）当犬对声音刺激无被动反应时，助训员再出来接近犬，
用树枝或木棍逗引犬，同时呼唤犬名，用食物喂犬，再回到

原地。

（５）当犬安静后，检疫犬训导员以普通音调呼唤犬名，引
起犬的注意后，再回到原地。当犬欲吃食物时，助训员迅速接近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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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用树枝逗引犬，佯装驱赶犬。

（６）检疫犬训导员迅速接近犬，对犬进行奖励。检疫犬
４综合能力测试
（１）探求反应的表现
①兴奋、不断地嗅地面和环顾四周。
②对主人的离去反应弱。
③听到音响就立即注意。
④在助训员逗引时，犬只对助训员或环境表现主动防御。
（２）嗅闻能力测试时，将物品抛到草丛中，不能让犬直接

看到物品，然后将犬带到被抛物的下方，让其搜索，要注意观察

犬在搜索时鼻子是否紧贴于地面不停地嗅闻。

（３）衔取欲的测试：衔取欲测试是对天生的、自然衔回抛
至１０米以外的物品，一般要求，犬能自然、兴奋衔回主人抛出
的多种物品。

（４）占有欲的测试：占有欲强的犬，在得到衔取物后不愿
放弃，主人很难从犬的嘴里抢出物品。

（５）胆量测试：犬能在６人以上的人群中自由穿梭；对陌
生人牵引没有明显的惧怕表现；适应声光刺激。

（６）注意力的测试：当主人手中拿出物品时，不论从高位、
低位、中位以及左右来回晃动，调引，犬从始至终能一直注意检

疫犬训导员手中的物品。

（７）依恋性：检疫犬训导员将犬交给助训员，迅速跑步在
距犬约１００米外藏匿好，助训员放开牵引绳后，犬能迅速找到检
疫犬训导员。

（８）健康状况：无遗传疾病、体质健壮、四肢奔跑有力、
兴奋活泼。

（９）体能测试：在检疫犬训导员的牵引下，犬能跑步完成
４００米远的路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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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训导员及检疫犬的选择

５选择检疫犬的要求
（１）体形外貌：外貌各部均匀、紧凑、肌肉发达，体格健

壮，包括犬的体重、体高、体长，要符合该犬品种的相关规定。

（２）犬龄：６月龄以上至２周岁。
（３）神经类型兴奋活泼为好。
（４）感官视力、听力良好，嗅觉灵敏。
（５）主要反应：猎取反应、食物反应占优势。
６选择检疫犬应注意的问题
（１）选犬时应以神经类型和主要反应为主，对于弱型和被

动防御强的犬，不宜作检疫犬。

（２）对于那些素质好，仅由于饲养管理不当造成的个别异
常犬，通过加强营养和调节，可以转化的犬，也可选择。

（３）对于情况不明，恶习难改的成年犬，不宜作检疫犬。
（４）血统、档案不清，遗传基因不稳定的犬，不宜作检

疫犬。

（５）视觉、嗅觉差，有生理缺陷的犬，不宜作检疫犬。
（６）猎取反射弱，胆量较小的犬，不宜作检疫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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