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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疫病流行病学调查技术规范 第 1部分  总则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市辖区内动物疫病流行病学调查工作的目的任务、范围、工作程序及要求

等。

本标准适用于市辖区内现场调查生物安全防护、常规流行病学调查、紧急流行病学调查、

定点流行病学调查、专项流行病学调查、辅助流行病学调查等调查方式。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NY/T 541  动物疫病实验室检验采样方法

DB4117/T 217.1-2019 动物疫病紧急流行病学调查技术指南 第1部分 总则

DB41/T 1673-2018 动物疫病防控技能竞赛操作规范

DB41/T1702-2018 猪血样与组织样品采集技能操作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动物疫病

指生物性病原引起的动物群发病，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第 1125 号规定的一、

二、三类动物疫病。

3.2　

动物疫情

指发生动物疫病时，造成动物异常急性死亡、批量死亡，或某一种动物疫病形成区域性

流行。

3.3　

动物疫情测报网络

简称测报网络，是由市、县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为监测主体，以部分养殖企业为监测

网点所组成的动物疫情测报系统。全市测报网络分为市级和县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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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县级测报网络

分别指市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的测报网络。

3.4　

市、县级动物疫情测报网络监测网点（简称市、县级监测网点）

分别指由驻马店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负责监测的样品

采集点。

4　现场调查生物安全防护

4.1 先调查排除后采样  调查过程中凡发现急性死亡的动物，如需现场解剖和采样，怀疑有

炭疽时，读的解剖。应采集血样，进行血液膜片镜检，确定不是炭疽后，方可解剖采样。

4.2 调查采样人员应加强个人防护，穿戴口罩、工作帽、防护服、防护靴、双层手套，必要

时戴防护眼镜、面罩。严格遵守生物安全操作的相关规定，严防人蓄共患病感染，同事，应

做好环境消毒以及动物活组织的无害化处理，避免污染环境，防止疫病传播。

4.2.1 个人防护穿戴顺序 依次是口罩、工作帽、防护服、防护眼睛、防护靴、双层手套，将

手套套在防护服袖口外面。

4.2.2 个人防护脱掉顺序 依次是脱第一层手套、摘下防护眼睛、脱防护服、脱防护靴、摘帽

子、脱一只手套、摘口罩、脱掉另一只手套。

5　常规调查

市、县级流行病学调查专业技术人员调查辖区内不同动物的常见病、多发病（包括一、

二、三类动物疫病）的日常发生情况。

5.1　目的任务

调查市辖区内动物疫病的发生情况，了解其临床症状、流行强度和流行规律，提出防控

措施，为预警预报提供依据。

5.2　工作程序

5.2.1　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以县级监测网点和固定流行病学调查点为流行病学调查

点，每月实施 1次，每个调查点每年不少于 2次，每月对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汇总同时填写附

录 A、附录 B相关表格并上报至市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

5.2.2　市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以市级监测网点和固定流行病学调查点为流行病学调查

点，每月实施 1次，每个调查点每年不少于 2次，每月对全市调查数据进行分析汇总同时填

写附录 A、附录 B相关表格并上报至省、市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

5.3　工作要求

采用询问、信访、问卷填写、现场查看、测量和检测等方式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同时分

动物种类填写常规流行病学调查表及相关养殖场信息（附录A、附录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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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紧急流行病学调查

    在常规调查过程中发现以下情况时，市级动物疫情行政管理部门组织市级动物疫病预防

控制机构立即启动紧急流行病学调查并及时填报紧急疫情调查表。

 —非洲猪瘟、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炭疽、狂犬病；

 —猪瘟、新城疫、布鲁氏菌病、结核病、蓝舌病等主要动物疫病发病率或流行特征出现异

常变化；

 —牛瘟、牛肺疫等已消灭疫病再次发生；

 —较短时间内出现导致较大数量动物发病或死亡且蔓延较快的疫病，或怀疑为新发病的；

 —人畜共患病和其他需要开展紧急流行冰雪调查的情况。

6.1　目的任务

6.1.1　掌握动物疫病发生情况，分析可能扩散范围，提出防控措施建议，提高突发动物疫

情应急处置工作的针对性、有效性；

6.1.2　探寻病因及风险因素，分析疫情发展规律，预测疫病暴发或流行趋势，评估控制措

施效果，增强重大动物疫情防控工作的主动性、前瞻性。

6.1.3　疫病爆发时，对报告的疾病时间进行最初的核实、确定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暴露因

素，查明病院传播扩散和流行情况，以便采取有效措施防止疫情扩散，在一定时间内，调查

动物群体中的疾病时间和疾病现象，描述动物群体的混病状况、疾病三间分布和动态过程，

提供有关致病因子，环境和畜主因素的病因线索，为进一步研究病因因素，制定防控对策提

供依据；评估疾病防控措施实施效果及疫苗等生物制品使用效果，等等。

6.2　工作程序

6.2.1　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到疑似紧急疫情报告后，应立即核实信息，进行初步

调查并填写紧急流行病学调查表（见 DB4117/T 217.1-2019规范性附录 A-附录 F），同时按

规定报告疫情至市级动物疫情行政管理部门。市级动物疫情行政管理部门接到报告后立即组

织市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现场调查。

6.2.2　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按照市动物疫情行政管理部门的要求及时派专业技术人员

深入现场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6.2.3　现场调查人员进一步核实情况后，采集有关信息，详细、全面、准确收集相关信息。

6.2.4　现场调查人员根据获取的信息，描述动物疫情现状（时间、空间和群间分布等），分

析疫病来源，判断疫情发展趋势，提出控制措施建议，形成调查评估报告。怀疑疫情扩散时，

在高风险地区开展追踪调查。

6.2.5　对现场调查人员的调查评估报告进行审核并及时上报至市动物疫情行政管理部门。

6.3　工作要求

市、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要明确专人负责动物疫病紧急流行病学调查工作，严格

执行工作程序。

6.4　调查步骤和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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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准备、确定疫情存在、建立病例定义、开展调查按照DB4117/T 217.1-2019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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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结果分析和报告

描述病例的三间分布、建立并验证假设、措施建议及报告按照DB4117/T 217.1-2019执

行。

7　定点流行病学调查

市辖区内上级部门在我市辖区内所设的调查点作为固定的流行病学调查点，对指定动物

疫病的发生及发展趋势等进行的调查。 

7.1　目的任务

掌握全市特定动物疫病发生及发展趋势，市、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分病种设立流

行病学调查点，定点特定动物疫病的调查，分析特定动物疫病的动物疫情发展趋势。 

7.2　工作程序

7.2.1　设立的定点调查单位所属的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定期调查特定动物疫病发生

情况，每月汇总上报至市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

7.2.2　市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收集全市定点流行病学调查的各种信息，分析特定动物

疫病的疫情发展趋势，同时按要求上报至上级动物疫情行政管理部门和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

构。

7.3　工作要求

各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应根据本区域特定动物疫病流行趋势，对重点病应由专人负

责定点调查，遵照工作程序进行。

8　专项流行病学调查

主要对市辖区内市、县级监测网点的畜禽养殖场户使用的疫苗开展临床应用效果调查和

人畜共患病等的调查。

8.1　目的任务

调查各病种、各生产厂家疫苗临床使用范围、安全性、有效性及免疫效果和人畜共患病

的感染现状等，从而指导动物免疫和制定防控决策提供技术支持。 

8.2　工作程序

8.2.1　 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对每一种疫苗各选 20个调查单位进行调查并填写专项

流行病学调查表(见附录 B），同时选择 2-3个养殖场和屠宰场采集血清和组织样品，填写

样品采集登记表（见附录 D）进行抗体检测，对辖区内的疫苗使用情况进行汇总分析、撰写

调查报告，调查报告及备份样品送市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

8.2.2　 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定期开展以乡镇或养殖场为调查单位关于人畜共患病

的个体阳性率与场群阳性率、免疫情况、人间新发病例数的调查，分析辖区内人畜共患病的

流行率、防控措施、防控成本，以及可能的传播风险因素并撰写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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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3　市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对市本级及县级样品进行抗体复核和病原学检测，对调

查数据进行分析汇总，撰写全市疫苗临床应用调查报告和人畜共患病调查报告并上报至上级

动物疫情行政管理部门和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

8.3　工作要求

8.3.1　采取问卷调查、现场调查、查阅历史资料和采样检测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8.3.2　结合全市流行病学调查方案按时完成调查、采样和检测工作，并及时收集数据、汇

总和分析，撰写调查报告。  

9　辅助流行病学调查

主要是为配合上级动物疫情行政管理部门和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而对辖区内的畜禽

养殖场户、屠宰场、兽医门诊等进行的动物疫病流行病学调查。

9.1　目的任务

配合上级相关部门完成临时性或固定的动物疫病流行病学调查及采样任务。

9.2　工作程序

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市、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按照上级动物疫情行政管理部门

和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部门的要求配合完成。

9.3　工作要求

9.3.1　动物疫病流行病学问卷调查

每年每个网点每季度至少进行一次，全年进行4次，填写    年动物疫病流行病学问卷

调查表（见附录E），及时上报至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

9.3.2　屠宰场的调查和采样  

在全市选取2个屠宰场，按要求时间每半年进行一次，采集合格的样品（每份含血清、

扁桃体、淋巴结、脾脏、肺脏等）并填写样品采集登记表（见附录D）及时送至市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机构。

9.3.3　发病动物的样品采集

调查过程中如发现可疑病例应立即采集其血清及组织样品，同时填写样品采集登记表

（见附录D）并进行检测，留样及样品采集登记表及时送至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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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表 A.1   ××××年 ××月份猪病流行病学调查情况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填报人： 联系电话：

散养户(存栏 1-50头) 养殖专业大户(存栏 51-499头)中小规模场(存栏 500-4999头)大规模场(存栏 5000头及以上) 合计

病种 调查

户数

调查

头数

发病

户数

发病

头数

死亡

头数

调查

户数

调查

头数

发病

户数

发病

头数

死亡

头数

调查

场数

调查

头数

发病

场数

发病

头数

死亡

头数

调查

场数

调查

头数

发病

场数

发病

头数

死亡

头数

调查

场户

数

调查

头数

发病

场户

数

发病

头数

死亡

头数

合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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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附录）

表 A.2  ××××年 ××月份牛羊病流行病学调查情况报表

填报单位（盖章）： 填报日期：

填报人： 联系电话：

病种 存栏 1-5头 存栏 6-99头 存栏 100头及以上 合计

奶牛病
调查

户数

调查

头数

发病

户数

发病

头数

死亡

头数

调查

户数

调查

头数

发病

户数

发病

头数

死亡

头数

调查

场数

调查

头数

发病

场数

发病

头数

死亡

头数

调查

场户

数

调查

头数

发病

场户

数

发病

头数

死亡

头数

存栏 1-5头 存栏 6-199头 存栏 200头及以上 合计

其他牛病 调查

户数

调查

头数

发病

户数

发病

头数

死亡

头数

调查

户数

调查

头数

发病

户数

发病

头数

死亡

头数

调查

场数

调查

头数

发病

场数

发病

头数

死亡

头数

调查

场户

数

调查

头数

发病

场户

数

发病

头数

死亡

头数

存栏 1-30只 存栏 31-999只 存栏 1000只及以上 合计

羊病 调查

户数

调查

只数

发病

户数

发病

只数

死亡

只数

调查

户数

调查

只数

发病

户数

发病

只数

死亡

只数

调查

场数

调查

只数

发病

场数

发病

只数

死亡

只数

调查

场户

数

调查

只数

发病

场户

数

发病

只数

死亡

只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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