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规模养殖场畜产品安全管理

动物检疫管理科动物检疫管理科



我县的现状

•        我县养殖目前存在散乱小的现状，养殖

布局分散，养殖场分区混乱，养殖规模相
对较小的特点。

•        全年出栏大中牲畜近50万头，禽2000

余万羽（含雏鸡），其中，规模化场户有71家

（达到省规定规模标准的不止这些），发放动物防疫条件许
可证的场只有16家！



分级管理制度

•        依据上级文件和《蒙阴县动物卫生监督

风险评估分级管理实施方案》要求，动物
卫生监管对象的风险等级，遵循日常管理
与定期评估相结合的原则，对动物养殖场
户实行“属地管理、动态控制、风险评估、
分类监管”，并对监管对象分级管理情况
进行公示。



规模养殖场动物卫生和畜产品安全

一、动物防疫条件

二、畜产品安全



一、动物防疫条件

（一）、养殖规模的规定

（二）、养殖场选址、布局要求

（三）、防疫设施设备要求

（四）、规章制度和档案记录

（五）、人员要求 



（一）、养殖规模指标

《山东省畜牧兽医局 山东省环保厅 关于公布畜禽养

殖场（小区）规模标准的通知》（鲁牧畜科发【

2017】4号）文件有明确指标。



（一）、畜禽养殖场养殖规模标准

山东省畜牧兽医局 山东省环保厅 关于公布畜

禽养殖场（小区）规模标准的规定

生猪养殖场：年出栏量500头以上；

奶牛养殖场：年存栏量100头以上；

肉牛养殖场：年出栏量100头以上；

肉鸡（鸭）养殖场：年出栏量5万羽以上；

蛋鸡（鸭）养殖场：年存栏量1万羽以上；

肉羊养殖场：年出栏量500只以上；

家兔养殖场：年存栏量3000只以上。



养殖专业户的标准
• 在省规模标准的基础上，除以10，作为专

业户的划分依据。

生猪养殖场：年出栏量50头以上；

奶牛养殖场：年存栏量10头以上；

肉牛养殖场：年出栏量10头以上；

肉鸡（鸭）养殖场：年出栏量5000羽以上；

蛋鸡（鸭）养殖场：年存栏量1000羽以上；

肉羊养殖场：年出栏量50只以上；

家兔养殖场：年存栏量300只以上。



（二）、养殖场选址、布局要求

   农业部《动物防疫条件审核办法》第二章第五条、

第六条有明文规定。 



养殖场选址、布局要求

1、 距离生活饮用水源地500米以上；距离种畜禽场

1000米以上；动物饲养场之间距离不少于500米；

2、 距离城镇居民区、主要交通干线500米以上。

3、场区周围建有围墙；

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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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养殖场选址、布局要求

5、 生产区与生活办公区分开，并有隔离设施；

6、生产区入口处设置更衣消毒室，各养殖栋舍出入

口设置消毒池或者消毒垫；

7、生产区内清洁道、污染道分设；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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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防疫设施设备要求

   农业部《动物防疫条件审核办法》第二章第七条

有明确规定。



防疫设施设备要求

1、生产区有良好的采光、通风设施设备；

2、场区入口处配置消毒设备；

3、圈舍地面和墙壁选用适宜材料，以便定期进行清

洗消毒；

（消毒是养殖场的一个薄弱环节，很多养殖场没有执行定期消毒制度，流于形式，

极易引发疫情）



防疫设施设备要求

4、 配备疫苗冷冻（冷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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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有与生产规模相适应的无害化处理、污水污物处

理设施设备；

6、有相对独立的引入动物隔离舍和患病动物隔离舍。



种畜禽场额外要求

    1、距离生活饮用水源地、动物饲养场、养殖小

区和城镇居民区、文化教育科研等人口集中区域

及公路、铁路等主要交通干线1000米以上；

   2、距离动物隔离场所、无害化处理场所、动物屠

宰加工场所、动物和动物产品集贸市场、动物诊

疗场所3000米以上；



种畜禽场额外要求

3、有必要的防鼠、防鸟、防虫设施或者措施；

4、有国家规定的动物疫病的净化制度；

5、根据需要，种畜场还应当设置单独的动物精液、

卵、胚胎采集等区域。



（四）、规章制度和档案记录　

          农业部《动物防疫条件审核办法》第二章第

九条规定：

         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应当按规定建立免疫、

用药、检疫申报、疫情报告、消毒、无害化处理、

畜禽标识等制度及养殖档案。

      相关制度要求制作上墙



如何正确填写养殖档案

• 1、养殖场管理档案。包括养殖场名称，畜禽养殖种类，
畜禽标识代码，动物防疫合格编号、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
证编号，养殖场生产计划及养殖场平面图等

• 2、生产记录。包括畜禽饲养圏、舍、栏的编号或名称，
出生、调入、调出和死亡淘汰

• 的时间、数量存栏数等。

• 3、免疫记录。根据当地动物疫病流行情况和养殖场动物
疫病监测情况科学制定本场的免疫程序。主要填写免疫的
时间、圈舍号、存栏数量、免疫数量、疫苗名称、疫苗批
号、免疫方法、免疫剂量及免疫操作人员。



• 4、饲料、饲料添加剂和兽药使用情况。主要填写饲料、
饲料添加剂和兽药的开始使用时间、名称、生产厂家、批
号或加工日期、用量、停止使用时间等。

• 5、诊疗记录。包括诊疗的时间、畜禽标识编号、圈舍号、
动物的日龄、发病数量、发病原因、诊疗人员、用药的名
称、用药的方法及诊疗的结果等。

• 6、消毒记录。主要填写消毒日期、消毒场所、消毒药名
称、用药剂量、消毒方法及操作的人员等。



• 7、防疫监测记录。主要填写采样日期、圈舍号、采样数
量、监测项目、监测单位、监测结果及处理的情况等。
 

• 8、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记录。包括处理的日期、数量、
处理或死亡原因、畜禽标识编码。

• 9、种禽个体养殖档案。该档案主要针对有种禽养殖的场。

• 10、其他相关记录。

• 要求及时规范填写，不空项。

• 养殖档案和防疫档案保存时间：2年，种畜禽场长期保存



（五）、人员要求 

1、农业部《动物防疫条件审核办法》第二章第八条　

动物饲养场、养殖小区应当有与其养殖规模相适

应的执业兽医或者乡村兽医。

2、患有相关人畜共患传染病的人员不得从事动物饲

养工作。（必须有体检健康证明）如血吸虫、结

核病、狂犬病等



二、畜产品安全
（一）、动物防疫规定

（二）、畜产品质量安全生产

（三）、检疫管理规定

（四）、监督管理规定

（五）、投入品管理

（六）、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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