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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业部关于印发!全国小反刍兽疫消灭计划

""#$(#"#"# 年$%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畜牧兽医$农牧#农业%厅$局#

委#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畜牧兽医局&部属有关事业单位'

为切实做好小反刍兽疫消灭工作&有效保障养羊业稳定健康

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中

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 年%)要求&我部制定了(全国

小反刍 兽 疫 消 灭 计 划 $"#$(*"#"# 年%)&现 印 发 给 你 们&请 遵 照

执行+

农!业!部

"#$% 年 $" 月 "& 日

*$*



全国小反刍兽疫消灭计划""#$(#"#"# 年$

为切实做好小反刍兽疫消灭工作&有效保障养羊业稳定健康

发展&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等法律法规和(国家中

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 年%) $以下简称(规划)% 要

求&制定本计划+

一!背景

小反刍兽疫又称,羊瘟-&是由小反刍兽疫病毒引起的羊的高

度接触性动物传染病&易感羊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可达 $##)+ 该

病是 *+,法定报告动物疫病&也是全球计划根除的动物疫病&我国

将其列为一类动物疫病+ "#$" 年国务院办公厅发布(规划)&明确

将其列入 $& 种重点防范的外来动物疫病+

"##- 年&小反刍兽疫首次传入我国西藏阿里地区&农业部会同

当地政府立即采取有效措施&迅速控制了疫情+ "#$& 年 $$ 月底&

小反刍兽疫再次传入我国&疫情波及多个省份&各地畜牧兽医部门

迅速行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最大程度降低了疫情造成的损失+

我国是养羊大国&年养殖量约 ( 亿只+ 切实做好小反刍兽疫

防控工作&事关养羊业持续健康发展&事关农牧民增收&意义重大+

二!目标

"#$( 年&全国所有省份完成本行政区域内小反刍兽疫总体状

况评估+ 免疫省份继续实施免疫&福建#海南等非免疫省份继续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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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监测监管工作+

到 "#$. 年&全国所有免疫省份达到免疫无小反刍兽疫区$以

下简称免疫无疫区%标准&并对所有免疫省份开展退出免疫风险评

估.根据评估结果&全国逐步退出免疫+

非免疫省份达到非免疫无小反刍兽疫区$以下简称非免疫无

疫区%标准+

到 "#"# 年&除毗邻小反刍兽疫疫情国家的陆地边境县$团场%

或沿边境线 &# 公里范围内的免疫隔离带以外&力争全国达到非免

疫无疫区标准+

三!总体策略与技术路线

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坚持属地管理#分级负责的原则&实施

分区域#分阶段的防治策略+ 以区域化管理为抓手&全面推动小反

刍兽疫消灭工作+

各省级畜牧兽医部门在对本行政区域内开展小反刍兽疫风险

评估基础上&划定免疫无疫区和非免疫无疫区建设区域+ 对免疫

地区&通过采取免疫#监测#扑杀#移动控制等综合防控措施&逐步

达到免疫无疫状态.对非免疫地区&或通过免疫无疫区评估验收的

地区&强制退出免疫&采取监测#扑杀#移动控制等综合防控措施&

逐步达到非免疫无疫状态+

骆驼#鹿 等 其 他 易 感 动 物 小 反 刍 兽 疫 防 控 工 作 参 照 本 计 划

执行+

四!防治措施

!一"日常防疫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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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羊场$户%#活 羊 交 易 市 场 和 屠 宰 场 应 当 加 强 日 常 防 疫 管

理&建 立 健 全 防 疫 制 度&定 期 做 好 清 洗 消 毒 工 作&提 高 生 物 安 全

水平+

!二"免疫接种

免疫地区的养羊场$户%应做好羊群免疫工作&对新生羔羊和

新补栏的羊要及时补免&并做好免疫记录&免疫抗体合格率应达到

-#)以上+ 当地畜牧兽医部门要切实做好免疫效果监测评价&加

强疫苗生产#经营和使用环节的监管&确保疫苗质量和效果+

!三"监测预警

各地应依据国家动物疫病监测与流行病学调查计划&切实做

好小反刍兽疫监测与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免疫动物群体以病原学

监测为主&非免疫动物群体以血清学监测为主+ 对病原学阳性动

物及同群动物进行扑杀和无害化处理&并做好追溯排查等防控工

作.对血清学阳性的非免疫动物进行扑杀和无害化处理&对同群动

物进 行 全 面 排 查&并 隔 离 观 察 至 少 "$ 天&在 隔 离 期 内 每 周 开 展

检测+

省级和地市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以病原学监测为主&县

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以血清学监测为主+ 各地监测中发现的

病原学阳性样品应及时送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国家外

来动物疫病研究中心%或农业部指定实验室复核确诊+

!四"调运监管

加大活羊调运监管力度&严禁活羊由高风险区向低风险区调

运+ 对继续饲养的羊&经产地检疫合格后&可以从非免疫地区调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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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免疫地区&在免疫地区之间#非免疫地区之间也可以跨区调运&

严禁从免疫地区调运至非免疫地区+ 对用于屠宰的羊&经产地检

疫合格后&应直接运达目的地屠宰场屠宰&严禁中途卸载或继续

饲养+

各地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应结合当地小反刍兽疫风险评估状况

开展产地检疫+ 对尚未通过无疫评估验收的地区&免疫场群要求

免疫抗体合格&非免疫场群要求抗体阴性+

鼓励活羊就近屠宰#冷链运输#冷鲜上市+

!五"应急管理

各地应严格按照小反刍兽疫防控应急预案和防治技术规范要

求&建立健全应急机制&做好各项应急准备+ 一旦发生疫情&迅速

启动应急响应&及时控制扑灭疫情.必要时&按要求采取紧急免疫

等应急处置措施&并会同有关部门做好当地野生小反刍动物疫源

疫病的监测和相关处置工作+

!六"境外疫情防范

加强边境地区防控&建立边境免疫隔离带&切实落实边境巡

查#消毒等各项防控措施+ 在毗邻小反刍兽疫疫情国家的陆地边

境县$团场%或沿边境线 &# 公里范围内&对存栏羊只进行免疫&构

建边境免疫隔离带+ 各地畜牧兽医部门加强与有关部门协调&配

合做好入境易感动物及其产品的监督检查工作&严禁有疫国家和

地区易感动物及其产品入境+ 强化联防联控&形成防控合力&有效

防范疫情跨境传播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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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宣传培训

加强对基层动物防疫人员的培训工作&提升小反刍兽疫诊断

和防控能力+ 加大宣传工作力度&各地要通过网络#电视#电台#报

刊等多种媒体&广泛宣传小反刍兽疫防控科普知识&增强相关从业

人员的防疫意识+ 引导协会#企业#养殖者和广大消费者等社会力

量广泛参与计划的实施+

!八"交流与合作

进一步推动与 /0*#*+,等有关国际组织务实合作&研究跟踪

相关国际标准&结合实际转化应用&加强双边和多边联防联控&强

化信息沟通与交流&共同推进实现全球消灭小反刍兽疫战略目标+

!九"评估验收

各地要按照(无规定动物疫病区评估管理办法)和无小反刍

兽疫区标准要求&细化实化实施工作方案&加快推进小反刍兽疫无

疫区建设+ 根据工作进展&按照(无规定动物疫病区管理技术规

范)要求&坚持实事求是#客观公正的原则&分阶段#分区域开展评

估验收工作+

农业部组织以省$区#市%为单位的无疫区评估验收工作&各

省级畜 牧 兽 医 主 管 部 门 负 责 本 行 政 区 域 内 的 无 疫 区 评 估 验 收

工作+

五!保障措施

!一"组织领导

各地要加强组织领导&切实落实小反刍兽疫防控工作责任制&

明确责任单位#责任岗位#责任人&层层抓好落实&做好消灭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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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实施和监督检查+ 各省级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会同有关部门

依据本计划制定实施方案&设定工作目标&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

有序推进计划实施+ 各地畜牧兽医部门应在当地政府统一领导

下&加强部门协调&强化措施联动&上下协同&共同做好小反刍兽疫

消灭工作+ 农业部将进一步加大督促检查力度&确保各项防控措

施真正落实到位+

!二"条件保障

各级畜牧兽医部门应积极协调有关部门&进一步加大投入力

度&配合有关部门做好专项资金使用监督管理&保障小反刍兽疫消

灭计划实施+ 同时&积极推动落实相关支持政策&引导#鼓励和支

持各地加强无疫区建设工作+

!三"科技支撑

各地要加强兽医体系能力建设&特别是各级兽医实验室能力

建设+ 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国家外来动物疫病研究中

心%和农业部指定实验室应做好病毒跟踪监测与风险评估工作&加

强新型疫苗研究和快速诊断技术研究&做好技术储备&及时提出措

施建议&做好技术支持+ 加强实验室生物安全管理&未经农业部批

准&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从事小反刍兽疫病原分离#鉴定#纯化和

保存工作+

附件'$1作为免疫隔离带的陆地边境县$团场%名单

"1无小反刍兽疫区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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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作为免疫隔离带的陆地边境县"团场$名单

地区 地!市!州!盟!师 县!市!区!旗!团场

内蒙古
自治区

包头市 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

呼伦贝尔市
满洲里市#额尔古纳市#陈巴尔虎旗#新巴尔
虎左旗#新巴尔虎右旗

巴彦淖尔市 乌拉特中旗#乌拉特后旗

乌兰察布市 四子王旗

兴安盟 阿尔山市#科尔沁右翼前旗

锡林郭勒盟
二连浩特市#阿巴嘎旗#苏尼特左旗#苏尼特
右旗#东乌珠穆沁旗

阿拉善盟 阿拉善左旗#阿拉善右旗#额济纳旗

辽宁省 丹东市
振兴区#元宝区#振安区#东港市#宽甸满族
自治县

吉林省

通化市 集安市

白山市 浑江区#临江市#抚松县#长白朝鲜族自治县

延边朝鲜族自治州 图们市#珲春市#龙井市#和龙市#安图县

黑龙
江省

鸡西市 虎林市#密山市#鸡东县

鹤岗市 萝北县#绥滨县

双鸭山市 饶河县

伊春市 嘉荫县

佳木斯市 同江市#抚远县

牡丹江市 绥芬河市#穆棱市#东宁县

黑河市 爱辉区#逊克县#孙吴县

大兴安岭地区 呼玛县#塔河县#漠河县

广西
壮族

自治区

防城港市 防城区#东兴市

百色市 靖西县#那坡县

崇左市 凭祥市#宁明县#龙州县#大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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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地!市!州!盟!师 县!市!区!旗!团场

云南省

保山市 腾冲县#龙陵县

普洱市
江城哈尼族彝族自治县#孟连傣族拉祜族佤
族自治县#澜沧拉祜族自治县#西盟佤族自
治县

临沧市 镇康县#耿马傣族佤族自治县#沧源佤族自
治县

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
绿春县#金平苗族瑶族傣族自治县#河口瑶
族自治县

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 麻栗坡县#马关县#富宁县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 景洪市#勐海县#勐腊县

德宏傣族景颇族自治州 芒市#瑞丽市#盈江县#陇川县

怒江傈僳族自治州 泸水县#福贡县#贡山独龙族怒族自治县

西藏
自治区

日喀则市 定日县#康马县#定结县#仲巴县#亚东县#吉
隆县#聂拉木县#萨嘎县#岗巴县

山南地区 洛札县#隆子县#错那县#浪卡子县

阿里地区 噶尔县#普兰县#札达县#日土县

林芝地区 米林县#墨脱县#察隅县#朗县

甘肃省 酒泉市 肃北蒙古族自治县

新疆
维吾尔
自治区

哈密地区 哈密市#伊吾县#巴里坤哈萨克自治县

阿克苏地区 温宿县#乌什县

喀什地区 叶城县#塔什库尔干塔吉克自治县

和田地区 和田县#皮山县

昌吉回族自治州 奇台县#木垒哈萨克自治县

博尔塔拉蒙古自治州 博乐市#温泉县

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 阿图什市#阿克陶县#阿合奇县#乌恰县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 霍城县#昭苏县#察布查尔锡伯自治县

塔城地区
塔城市#额敏县#托里县#裕民县#和布克赛
尔蒙古自治县

阿勒泰地区 阿勒泰市#布尔津县#富蕴县#福海县#哈巴
河县#青河县#吉木乃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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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 地!市!州!盟!师 县!市!区!旗!团场

新疆
生产
建设
兵团

第一师 ' 团#% 团

第三师 叶城二牧场#托云牧场

第四师 ($ 3(2 团#-' 3-- 团

第五师 .$ 团#.' 32# 团

第六师 奇台 农 场#红 旗 农 场#北 塔 山 牧 场#$#. 3
$$# 团

第七师 $&- 团

第九师 $($ 3$-# 团#团结农场

第十师 $.$ 3$.. 团#$2# 团#青河农场

第十三师
红山农场#淖毛湖农场#红星一牧场#红星二
牧场

第十四师 皮山农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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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

无小反刍兽疫区标准

一!免疫无小反刍兽疫区

除遵守(无规定动物疫病区标准 通则)的相关规定外&还应符

合下列条件'

$一%与国内其它地区或毗邻小反刍兽疫感染国家间设有保

护区&或具有人工屏障或地理屏障&以有效防止小反刍兽疫病毒

传入+

$二%所用小反刍兽疫疫苗#免疫程序和免疫合格率符合国家

规定+

$三%具有疫情报告体系且有效运行+

$四%区域内各项措施有效实施+

$五%具有监测体系&按照(规定动物疫病监测准则) 开展监

测+ 经监测证明&过去 "' 个月内没有发现小反刍兽疫临床病例+

二!非免疫无小反刍兽疫区

除遵守(无规定动物疫病区标准 通则)的相关规定并符合上

述$一%#$三%#$四%#$五%款要求外&还应符合下列条件'

$一%经监测证明&过去 "' 个月内没有发现小反刍兽疫病毒

感染+

$二%过去 "' 个月内&没有进行小反刍兽疫疫苗免疫+

$三%停止免疫后&未调入用于饲养的免疫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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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无小反刍兽疫区内发生疫情或感染时"建立感染控制区的

条件

$一%发生疫情或感染时&划定疫点#疫区和受威胁区&并采取

相应的管理技术措施+ 该无疫区的无疫状态暂时中止+

$二%开展小反刍兽疫流行病学调查&查明疫源&确认该起疫

情为发生在县级行政区域内局限性的疫情+

$三%建立感染控制区+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结合地理特

点&对具有流行病学关联的易感动物的区域建立感染控制区&并确

认发病动物和其他周围的易感动物具有流行病学关联性+ 感染控

制区应不小于受威胁区的范围&原则上以该疫点所在县级行政区

域划定感染控制区范围+

$四%对整个无小反刍兽疫区进行排查&对感染控制区内疫区

周围的受威胁区强化主动监测+

$五%对感染控制区内具有流行病学关联的易感动物进行隔

离&对发病动物和同群动物进行扑杀&对其他有流行病学关联的动

物及动物产品采取限制措施&不得流出感染控制区+

$六% 最 后 一 例 病 畜 处 置 完 毕 后 '" 天&可 宣 布 感 染 控 制 区

建成+

四!无小反刍兽疫区的恢复

$一%发 生 小 反 刍 兽 疫 疫 情 后&如 符 合 建 立 感 染 控 制 区 的 要

求&感染控制区建成后&除感染控制区外的其余区域可恢复为无小

反刍兽疫区+ 感染控制区内如 ( 个月内再没有发生疫情&经监测&

易感动物没有发现小反刍兽疫病毒感染&感染控制区可申请恢复

*"$*



无小反刍兽疫区+

$二%发生小反刍兽疫疫情后&如不符合建立感染控制区的要

求&但最后一例感染动物扑杀后&( 个月内再没有发生疫情&经监

测&易感动物没有发现小反刍兽疫病毒感染&可申请恢复无小反刍

兽疫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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