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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药质量不仅关系养殖业的健康发展，也关

系公众健康和生态安全。与此同时，兽药监管工作

也日益引起社会的高度重视，如 2017年央视“3.15”
晚会曝光的饲料企业非法添加各种“禁药”、氟虫

腈违法添加等问题，引发了社会舆论的广泛关注，

也引起了监管部门对兽药监管的反思 [1]。假劣兽药

案件的查处在兽药监管工作中显得尤为重要，本文

就一起销售劣兽药案进行分析，探讨销售劣兽药存

在的问题和监管对策。

1　案件来源

2017 年 7 月 14 日，根据云南省农业厅安排，

德宏州动物卫生监督所开展辖区内的兽药采样工

作，在对某县 A 兽药经营服务部进行兽药质量安

全抽查时，对该兽药经营服务部聚维酮碘溶液（批

号：170401）采样 1 批次，送云南省兽药饲料检

测所检测。经检测，检验报告中的 pH 值为 2.5，
与标准规定 3.0~6.5 不符；含量测定中检验结果为

3.7%，与标准规定“含聚维酮碘按有效碘（I）计算，

应为标示量的 8.5%~12.0%”不符，由此判定该兽

药为不合格兽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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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查处经过

德宏州动物卫生监督所收到云南省兽药饲料

检测所出具的检验报告后，按照属地管理原则，德

宏州动物卫生监督所将该检测不合格兽药检验报告

送达该县动物卫生监督所。12 月 13 日，该县动物

卫生监督所请示县农业局后进行了立案调查，同日

将《检验报告》送达当事人签收，并告知了当事人

具有申请复检的权利。执法人员对 A 兽药经营服

务部进行了现场检查、拍照取证，对当事人进行了

询问，随即制作了《询问笔录》《现场检查（勘验）

笔录》；采集了销售该批次聚维酮碘溶液违法所得

126 元和涉嫌劣兽药 2 件（48 瓶）的证据。

经调查认定，涉案人员陶某经营的兽药聚维酮碘

溶液，与德宏州动物卫生监督所对该县兽药经营店进

行兽药产品质量安全抽查所填写采样单上的兽药信息

一致，涉案人员陶某与兽药采样单填写的姓名和《兽药

经营许可证》上载明的法定代表人一致，是该兽药经

营店的负责人。销售台账上所登记销售该批次的聚维

酮碘溶液所得为 126 元，在对该兽药经营店进行进销

货台账检查和对陶某的询问，获取了涉嫌劣兽药 2 件

48 瓶，售价为 144 元 / 件，合计货值金额 288 元的证据。

3　适用法律及处罚决定

执法人员认定该案为“涉嫌经营水产用劣兽

药案”，违法事实清楚，证据充分，违反了《兽药

管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三

款“禁止兽药经营企业经营人用药品和假、劣兽

药”的规定，2018 年 1 月 8 日，根据《条例》第

五十六条，“经营劣兽药的没收经营的兽药和违法

所得，并处经营的兽药货值金额 2 倍以上 5 倍以下

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

经过集体讨论研究，鉴于涉案人员陶某主动召回了

检验不合格兽药，主动配合办案机关办案，决定

对其从轻处罚，给予当事人罚款 576 元（货值金额

288 元的 2 倍），没收违法所得 126 元的处罚决定。

同日，办案机关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

事先告知书》，并告知当事人陈述、申辩的权利，

当事人在规定期限内未提出陈述、申辩的要求。1
月 16日，办案人员制作了《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

经审批同意，于同日向当事人送达了《行政处罚决

定书》。1 月 17 日，当事人交纳了 576 元的罚款

和 126 元的违法所得。

4　思考

4.1　案件定性要准确

对案件的定性要明确是假兽药还是劣兽药，

要严格对照《兽药管理条例》第四十七条、第

四十八条对假兽药和劣兽药的定义来定性。该案中，

检验报告中的 pH 值检验结果为 2.5，与标准规定

3.0~6.5 不符；碘含量测定中检验结果为 3.7%，与

标准规定“含聚维酮碘按有效碘（I）计算，应为

标示量的 8.5%~12.0%”不符，属于劣兽药，由此

依据《兽药管理条例》第二十七条第三款定性。

4.2　执法主体适格

行政处罚是依据行政职权实施的，《兽药管理条例》

第三条第二款规定：“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兽医行

政管理部门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兽药监督管理工作，”

在该案中县农业局是行政处罚的主体，因县农业局将

部分兽药监管工作委托给县动物卫生监督所，但县级

农业局才是合法的执法主体，在办理案件中须以县农

业局作为执法主体开展执法活动 [2]。

4.3　合理利用自由裁量权

动物卫生监督行政处罚的意义是通过剥夺预期

或既得违法利益，督促行政相对人回归守法轨道，以

实现有效防控动物疫病的管理目标。如果处罚过轻，

行政相对人会铤而走险继续从事违法活动；如果处罚

过重，不符合“罚过相当”的法律原则，执法中应当合

理行使自由裁量权，农业行政处罚程序第 37 条规定：

案情复杂或者有重大违法行为需要给予较重行政处

罚的，应当由农业行政处罚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

4.4　采样程序和检验报告要合法有效

采样要严格按照《兽药监督抽样规定》进行

采样，抽样程序要符合规定，样品要具有代表性。

采样单要记录样品名称、规格型号、批号、采样基数、

采样人、采样日期、生产厂家及通讯地址等内容，

采样单要有采样单位的公章，采样人要求有 2 名以

上人员签字，供样人签字并盖章或捺手印认可。

兽药样品应通过产品确认后再送检测部门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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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样品确认单位应以邮政快递或其他快递方式向样

品标称企业寄送《产品确认书》，样品标称企业应自

收到《产品确认书》的 7 个工作日内，对样品的真实性

予以确认并反馈。逾期未回复的，视为对样品真实性

无异议，可认定为标称企业产品。对逾期未反馈的，《产

品确认通知书》发件人要及时通过邮政快递或其他快

递系统网络下载签收记录，并将记录留存备查 [3-4]。

负责检测样品的机构要根据《实验室资质认

定评审准则》，通过国家资质认定计量认定评审，

取得相应的资质，资质还在国家认证的有效期内，

所检测的兽药样品检测项也要是国家确认具备的检

测能力项。检测机构出具的检验报告要明确检验依

据，检测项目，有编制人、审核人、批准人签字，

并且加盖检验报告专用章和检验单位公章。

4.5　保护参与人的合法权益

在证据收集过程中，执法人员充分保护当事

人的商业秘密，做到必要证据全部收集，涉及商业

秘密和个人隐私不随意外泄。特别是涉及证据收集

中进销货价格更应该注意保密。陈述申辩和申请听

证权是当事人享有的法定权利，执法人员在办理案

件时应当保障当事人享有的陈述、申辩和申请听证

的权利。农业行政处罚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

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罚款的行政处罚决定

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

求听证的，农业行政处罚机关应当组织听证。通过

分析，该案不具备听证条件，不需要听证。

4.6　兽药经营者应严把进货渠道

本案来源是一起典型的抽检发现的案件。在案

件办理过程中当事人态度积极，主动配合执法人员查

办，因案件本身的性质主要是兽药的成分含量出现问

题，在没有进行检验之前，经营者通常无法判定其是

否合格。因此，建议兽药经营者要严把进货渠道关，

所经营兽药要来自合法兽药生产、经营企业；要同兽

药生产企业或者供货商签订质量保证书，承诺其提

供的产品是合格产品，并接受监管部门抽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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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标准，仍有一些疫病尚无诊断或检测方法标准，

如新大陆螺旋蝇蛆病和旧大陆螺旋蝇蛆病等。随着

全球贸易的发展，外来动物疫病传入风险加大，国

内实验室及进出境贸易需要对这些疫病进行检测、

监测，故需提前制定相关储备标准。

4.2　强化快速诊断检测技术标准化

比较标准中的 PCR 和（或）ELISA 方法，在

我国一、二、三类疫病中的覆盖率为 80%，在出

入境名录疫病中的覆盖率为 73%，而 OIE 手册中

这两种标准化方法的病种覆盖率高达 96.4%。因此，

我国应继续强化这两种方法的标准化建设，建立与

国际标准协调一致的疫病诊断检测技术标准。另外，

随着分子诊断学、基因芯片、细菌自动化鉴定等新

技术的发展，高通量、快速高效的诊断技术标准化

发展也势在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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