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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针对目前兽用生物制品生产、存储、运输等多个环节温度控制存在的问题，进行深入分

析与研究，提出物联网在兽用生物制品领域温度控制的应用模式，以期为物联网在兽药行业应用提

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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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兽用生物制品特别是兽用疫苗在保障动物食

品质量安全中具有重要作用。 在生产和流通环节

兽用生物制品存储的温度范围有严格要求，如果超

出温度要求，对兽用生物制品的质量会产生极为严

重的影响，不仅会产生免疫效果差、免疫失败等问

题，甚至导致畜禽死亡的后果。 因此，兽用生物制

品生产、运输、经营、使用等环节实现有效的温度控

制极为重要。
经过几年的发展，物联网技术应用领域日益广

泛，已经在农业、海洋养殖业、工程控制与监管、城
市建设管理、公共设施管理医疗设备维护等领域得

到了应用和高度认可［１］。 利用物联网技术不仅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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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效管理兽用生物制品流通各个环节的质量与安

全，增进消费者所获得疫苗的安全性，有效杜绝假

冒伪劣疫苗带来的危害［２］。 而且能够有效促进兽

用生物制品生产效率和质量的提高。
１　 现状分析

目前，兽用生物制品领域生产、经营、运输、使
用、监管等环节均难以通过信息化手段实现质量安

全管控，特别是兽用生物制品流通环节温度的实时

控制，为兽用生物制品安全管理留下很大隐患。
１．１　 生产环节 　 目前，兽用生物制品生产企业在

生产时能够按照 ＧＭＰ 管理要求进行生产，满足兽

用生物制品质量要求。 但是生产企业的自动化和

信息化程度较低，生产过程人工干预较多，特别是

生产后存储时，仓库中缺乏实时监控温度的手段。
对温度、湿度、压差等条件的控制需要人工进行调

整。 很少使用洁净区环境在线监测系统（ＥＭＳ）和
管理信息系统（ＭＩＳ）等进行智能化、规范化管理。
１．２　 运输环节　 兽用生物制品在运输过程中必须

储藏在 ２～８ ℃或者－１５ ℃温度条件下，因此运输环

节必须执行严格的冷链运输，防止高温和暴晒。 目

前，兽用生物制品从生产企业出厂基本都能以冷藏

车等方式实现冷链运输，但是，在运输过程中很少

实现实时温度控制。 从兽用生物制品经营企业到

使用者的中间环节很少实现冷藏车等冷链运输方

式，一般以加冰的保温箱进行运输，温度控制基本

无法监测。
１．３　 经营环节　 兽用生物制品在经营企业或者兽

医站存储时，多以冰箱作为存储方式。 冰箱对兽用

生物制品的保存温度难以均匀恒定［３］。 并且存在

断电和故障风险，人工监测温度也较为困难，难以

满足 ＧＳＰ 管理要求。 使兽用生物制品的安全留下

较大隐患。
１．４　 使用环节 　 在兽用生物制品使用过程中，由
于使用者无法通过有效手段获知该药品在前面几

个环节保存或储存温度是否安全，对畜禽注射后，
产生的后果和影响无法估计。 因此，由于兽用生物

制品质量安全问题从而引发的免疫失败和畜禽死

亡等后果也时有发生。
１．５　 监管环节 　 目前，兽用生物制品监管可以利

用国家兽药追溯系统［４］，通过采集兽药电子追溯码

信息获取兽用生物制品的详细信息以及流向信息，
对其整个生产、流通和使用环节进行追踪溯源。 但

是在流通过程中的兽用生物制品的质量安全保障

尚无信息化手段。
２　 应用研究

兽用生物制品质量保障不仅需要严格的管理制

度，还需要先进的管理手段。 结合信息化发展，利用

物联网技术，能够有效的保证兽用生物制品质量，同
时，提高兽用生物制品生产、监管等环节的效率。
２．１　 基础研究　 国家兽药产品追溯系统在兽药生

产环节已全面实施，兽药产品需要全部赋码上市，
同时需要上传兽药电子追溯码（二维码）的入出库

信息，在经营环节已进行全国范围的试点工作。 兽

药电子追溯码（二维码）作为兽药产品的信息化媒

介在实施兽用生物制品物联网应用具有重要作用。
通过兽药电子追溯码（二维码）在生产、经营、

使用等多个环节的实施，利用物联网信息采集设

备，采集每个赋码产品信息以及所处环节的环境信

息，上传系统，进行实时记录，从而保证兽用生物制

品在流通过程中的环境条件。 在兽用生物制品任

何环节都记录开始和结束时间，在每个环节中，只
记录异常温度值。 最终使用时，通过信息采集设备

获取兽用生物制品所有流通信息以及温度信息，从
而判断药品的有效性。 记录信息如表 １。

其中，由生产企业 Ａ 出库时间到经营企业 Ｂ 入

库时间为中间运输环节，其温度异常记录即为该运

输环节中温度的记录。 经营企业 Ｂ 入库时间到经营

企业 Ｂ 出库时间为该兽用生物制品在经营企业 Ｂ 存

储环节，其温度异常为经营企业 Ｂ 的存储温度记录。
兽药电子追溯码具备唯一性（一品一码）的特点，保
证每个最小销售单位的兽用生物制品流通全过程中

记录异常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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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兽用生物制品流通信息及温度信息电子记录表

兽药电子追溯码 ２４ 位码（一品一码，具备唯一性）

企业 Ａ

入库时间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ＨＨ：ｍｍ：ｓｓ

温度异常 ０ 为无异常；１ 为异常，记录持续时间与温度

出库时间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ＨＨ：ｍｍ：ｓｓ

温度异常 ０ 为无异常；１ 为异常，记录持续时间与温度

企业 Ｂ

入库时间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ＨＨ：ｍｍ：ｓｓ

温度异常 ０ 为无异常；１ 为异常，记录持续时间与温度

出库时间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ＨＨ：ｍｍ：ｓｓ

温度异常 ０ 为无异常；１ 为异常，记录持续时间与温度

企业 Ｃ

入库时间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ＨＨ：ｍｍ：ｓｓ

温度异常 ０ 为无异常；１ 为异常，记录持续时间与温度

出库时间 ｙｙｙｙ ／ ＭＭ ／ ｄｄ ＨＨ：ｍｍ：ｓｓ

温度异常 ０ 为无异常；１ 为异常，记录持续时间与温度

２．２　 相关设备研究

２．２．１　 车间、仓库温度采集终端　 车间、仓库等固

定场所采用固定的温度采集终端即可，通过温度采

集终端连接具有数据传输功能的中继器后与服务

器进行通信。 温度采集终端能够对周边环境温度

进行实时数据的采集、传送、报警和控制；企业服务

器搭载的管理系统可对各观测点终端所监测到的

数据进行收集、处理和记录，对温度超出要求的情

况进行报警并自动调整温控设备，满足温度要求。
对于温度超出要求时间过长的情况下，再另行检验

产品的有效性。 工作流程如下图 １ 所示。

图 １　 温度采集终端固定场所工作流程

２．２．２　 运输过程温度采集终端　 运输过程温度采

集终端主要分为车载温度采集终端和移动无线温

度采集终端。 车载温度采集终端主要用于兽用生

物制品利用冷藏车运输方式的情况下，移动无线温

度采集终端主要用于兽用生物制品利用保温箱等

进行运输的情况下。
用于兽用生物制品冷链运输过程中的车载温

度采集终端必须满足整个运输过程的温度采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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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便于安装、断点续传、电池续航时间长、无线传

输、车辆轨迹定位、预警报警等特点。 通过采集终

端所监测到的数据无线传输到服务器，对温度即将

超出要求或超出要求的情况进行预警以及短信报

警。 移动无线温度采集终端应用范围更广泛，包括

保温箱、冰箱等，工作模式相同。
在兽用生物制品到达目的地后，收货方能够通过

终端获取温度记录，并通过扫描兽药电子追溯码获取

所有温度信息，进行比对确认无误。 如果出现质量安

全隐患则进行相关处理。 工作流程如下图 ２ 所示。

图 ２　 温度采集终端冷链运输过程工作流程

２．３　 系统架构研究　 物联网在兽用生物制品中应

用的主要模式以融合兽用生物制品生产企业环境

在线监测系统（ＥＭＳ）和管理信息系统（ＭＩＳ），利用

兽药电子追溯码作为载体，获取兽用生物制品温度

等相关数据，在生产、经营、使用、监管等多个环节

均可获取相关信息。 主要架构如下图 ３ 所示。

图 ３　 系统架构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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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　 小　 结

兽用生物制品质量关乎动物养殖安全和食

品质量安全。 利用物联网技术，实现兽用生物制

品在生产、经营、使用和监管等多个环节的温度

管理，能够有效控制兽用生物制品的质量安全。
以国家兽药电子追溯码为载体，通过采用温

度采集终端实时获取所有兽用生物制品即时温

度的方式，结合兽用生物制品生产企业管理系

统，形成链条完整、使用简单、保证质量的兽用生

物制品管理的物联网系统，极大地促进了兽用生

物制品的质量安全，同时，有利于兽药行业规范

化、自动化以及过程可控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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