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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近年来，高致病性禽流感、疯牛病、

口蹄疫、猪链球菌病、猪高致病性蓝耳病
等重大动物疫病对全球畜牧业的沉重打
击以及由此带来的食品安全问题，使动
物疫病防控受到了世界各国的极大关
注。

搞好重大动物疫病综合防控，对确
保畜牧业健康稳定和可持续发展、促进
农民增收、维护农村稳定、保障人民健康
和公共卫生安全、提高畜产品有效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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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际市场竞争力以及应对国外技术壁
垒等方面均具有重大意义。

重大动物疫病综合防控措施集法
律、法规、规章和行政措施为一体，政策
性极强，技术要求高，基层畜牧工作者很
难在短时间内完全掌握，造成部分地方
科学饲养、免疫、检测、消毒和疫情应急
处置时措施不规范，严重影响防治效果，

有的甚至造成难以挽回的重大经济损
失。为此，基层动物人员亟需一些符合
国家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政策而又操
作性强的技术手册。

凉山州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的专
家在凉山州科技局、财政局的大力支持
下，结合实际对重大动物疫病综合防控
技术进行了研究，他们根据国家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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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法规、部门规章和政策，结合多年
来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的理论、实践经验
和成果，并参考此次研究取得的一些试
验数据，编写了这本《重大动物疫病综合
防控技术手册》。

该书言简意赅地阐述了健康养殖、
免疫、监测消毒、疫情诊断及报告、应急
处置等技术操作规范，从规范养殖者、服
务者和管理者的具体操作入手，全方位
地推介技术措施，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实
用性和可操作性，对重大动物疫病的综
合防控将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川大学生命科学学院 教授、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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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搞好重大动物疫病综合防控，是保
证畜牧业持续稳定、健康发展和促进农
民增收的重要手段; 是保护人民群众身
体健康、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和社会和谐
稳定的重要基础; 是提高畜产品国际市
场竞争力，应对国外技术壁垒，维护政府
形象的重要措施。建立规范的重大动物
疫病综合防控措施，对提高畜产品的质
量安全水平，加快现代畜牧业建设步伐
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由于重大动物疫病综合防控措施政
策性强、技术要求高，基层动物防疫人员
一时难以完全掌握，造成部分地方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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免疫、消毒、疫情处置等措施不规范，有
的甚至在发生重大动物疫情时手足无
措。为了规范重大动物疫病综合防控措
施，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政策、技术
规范和全国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应急演练
的要求，结合动物防疫工作实践和一些
试验研究，我们组织动物防疫专家和技
术人员编写了这本《重大动物疫病综合
防控技术手册》，易于携带，方便基层动
物防疫工作者学习和使用。

在《重大动物疫病综合防控技术手
册》的编写过程中，得到了四川大学博士
生导师、教授王红宁，四川省动物卫生监
督所所长、博士、研究员石谦，四川省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副主任、研究员张
东等老师的帮助和指导，并广泛征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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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防疫一线工作人员的意见，在此一
并致谢。根据现有的有关法律、法规和
部门规章以及基层动防人员、畜禽养殖
场( 户) 、畜禽加工经营厂( 户) 实施后的
反馈，技术组对部分内容进行了修订，使
之更符合当前重大动物疫病综合防控工
作的需要。

由于时间仓促，编者水平有限，不足
之处在所难免，敬请同行、专家批评指
正。编者将根据国家重大动物疫病防控
政策的调整和广大动物防疫工作者实际
操作的意见反馈，不断修订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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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健康养殖

健康养殖就是根据养殖对象的生物
学特性，运用生理学、生态学和营养学原
理来指导养殖生产的一系列的原理、技
术和方法。它是一种以优质、安全、无公
害畜产品为主要目标，数量、质量和生态
效益并重的可持续发展的养殖方式，是
提高资源利用率、加快转变畜牧业增长
方式的根本方法之一，也是重大动物疫
病综合防控的重要基础和主要手段。尤
其是在全球目前猪、禽等重大动物疫病
不时流行、重大动物疫病与其它多种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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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疫病并发或继发感染、畜产品质量和
公共卫生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新形势、

新情况下，畜禽健康养殖显得更加重要。

( 一) 养殖场( 小区) 的基本要求

1．选址
养殖场 ( 小区) 选址应符合下列条

件:
( 1) 距离生活饮用水源地、动物屠宰

加工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集贸市场 500
米以上; 距种畜禽场 1000 米以上; 距动物
诊疗场所 200 米以上; 动物饲养场 ( 小
区) 之间距离不少于 500 米。

( 2) 距动物隔离场所、无害化处理场
所 3 000 米以上。

( 3) 距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研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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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口集中区域及公路、铁路等主要交通
干线 500 米以上。

2．布局
养殖场 ( 小区) 布局应符合下列条

件:
( 1) 场区周围要建有围墙。
( 2) 场区出入口处设置与门同宽、长

4 米、深 0． 3 米以上的消毒池。
( 3) 生产区和生活办公区分开，并有

隔离设施。
( 4) 生产出入口处设置更衣消毒室，

各养殖栋舍出入口处设置消毒池或消毒
垫。

( 5) 生产区内清洁道、污染道分设。
( 6 ) 生产区内各养殖栋舍之间距离

在 5 米以上或者有隔离设施。( 禽类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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殖场的孵化间与养殖区之间应设隔离设
施，并配备种蛋熏蒸消毒设施，孵化间的
流程应当单向，不得交叉或回流) 。

3．人员、设施、设备
养殖场 ( 小区) 应当具有下列人员、

设施、设备:
( 1 ) 与其养殖规模相适应的执业兽

医或者乡村兽医; 患有相关人畜共患传
染病的人员不得从事动物饲养工作。

( 2) 场区入口处设置消毒室，消毒室
安装消毒设施或紫外线消毒灯。

( 3) 配备疫苗冷冻设备、消毒和诊疗
等防疫设备的兽医室或者有兽医机构为
其提供相应服务。

( 4) 生产区有良好的采光、通风设施
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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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圈舍地面和墙壁选用适宜材料，
以便清洗消毒。

( 6) 有对粪便、废水、污物和其它固
体废弃物进行综合利用的沼气池或其他
环保处理设备。

( 7 ) 有相对独立的引入动物隔离舍
和患病动物隔离舍。

( 8) 有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区，并与
生产区保持一定距离或相对独立。

4．环境要求
圈舍及环境干燥、清洁，通风透气良

好，防暑保暖，防鼠灭蚊 ( 蝇) ，为畜禽营
造一个良好的、有利于其快速、健康生长
的生长环境。

5．安全用药
加强对常见、多发病的防控及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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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药管理，严格执行休药期的有关规定。
6．建立相关养殖档案
按《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第四十

一条的有关规定建立养殖档案，主要包
括:①畜禽的品种、数量、繁殖记录，标识
情况、来源和入场记录; ②饲料、饲料添
加剂、兽药等投入品的来源、名称、使用
对象、时间和用量; ③检疫、免疫、消毒情
况; ④畜禽发病、死亡和无害化处理情
况;⑤盐酸克伦特罗、莱克多巴胺、沙丁
胺醇检测等情况。

7．饲养管理基本要求
饮水符合国家饮用水标准; 饲料卫

生安全及营养全面平衡; 禁止使用国家
明令禁用的药物、饲料和饲料添加剂; 严
格实行全进全出( 或同批进，同批出) ; 同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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