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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本文件替代 DB/T 2087-2013 《病死动物及其产品运输防疫技术规范》，与 DB/T 2087-2013 《病

死动物及其产品运输防疫技术规范》相比，主要技术差异如下：

a）修改了。。。。。。

b）增加了收集暂存、集中处理 2个部分。

c）删除了。。。。。。

本文件共分为三个部分：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生物安全控制技术规范 第 1部分：收集暂存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生物安全控制技术规范 第 2部分：运输防疫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生物安全控制技术规范 第 3部分：集中处理

本部分为文件的第 3部分。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沈阳信牧科技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 2 号），联系电话：

024-23447862。

文件起草单位通讯地址：辽宁省农业发展服务中心（沈阳市沈河区万柳塘路105号甲），联系电话

024-24229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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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生物安全控制技术规范

第 3 部分：集中处理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场的选址、场地与布局、设施设备、人员及防护、消毒、无害化

处理、生物安全评估、制度与档案等生物安全控制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病死畜禽在无害化处理场的生物安全控制。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6297 大气污染物综合排放标准

GB 19217-2003 医疗废物转运车技术要求（试行）

GB 8978 污水综合排放标准

NY/T 3373 病害畜禽及产品焚烧设备

NY/T 3386 病害牲畜及病害牲畜产品化制设备

NY/T 3397 病害肉化制成套设备技术条件

NY/T 3398 病害禽类及病害禽类产品化制设备

NY/T 4136 车辆洗消中心生物安全技术

DB21/T 3392.3 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第 3 部分：无害化处理场

《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农业农村部 农医发〔2017〕25 号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无害化处理场 harmless treatment enterprise

依法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专门从事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的场所。

3.2

生物安全 biosafety

有效防范和应对生物性传染媒介等危害生物因子通过直接感染或间接影响环境而导致的对人类、动

物健康及生态系统的危险及相关因素威胁，人类、动物及生态系统能够稳定健康发展，人类健康、动物

健康和生态系统相对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的状态。

4 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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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应与动物饲养场（户）、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屠宰加工场所、动物诊疗场所、居民生活区、生活

饮用水水源地、学校、医院等公共场所之间保持一定的生物安全防疫距离。

4.2 应远离河道、湖泊、水库等水体，不位于风景名胜区、湿地保护区、文物古迹保护区内。

4.3 应兼顾当地养殖场（户）及屠宰加工场所分布和畜禽养殖密度，选择适中位置建设，避免因运输

距离过远而增加动物疫病传播的风险。

4.4 应选择地势高燥，处于当地常年主风向的下风方向。

4.5 必要时，应按照省级行业主管部门要求，在建设前组织开展选址风险评估，选址评估通过后方能

进行建设。

5 场地与布局

5.1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场周围应建有围墙，高应为不低于 2 米，且为全封闭实体结构。

5.2 场区出入口处设置与厂区大门同宽，长不低于 4 米、深不低于 0.3 米的车辆消毒池，并单独设置

人员消毒通道；场区内独立设置病死畜禽运输车辆专用洗消中心；车间入口处设置与门同宽的鞋底消毒

池，并设有洗手、消毒设施。

5.3 生产经营区内相对集中设置病死畜禽暂存冷库、无害化处理车间和产物处理间等功能区间，各功

能区间大小应与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

5.4 根据无害化处理工艺需要，无害化处理车间可设置破碎间、焚烧间/化制间/高温间等功能区间。

5.5 场区高温、高压、高速机械设备或容器应安装安全防护装置、设置安全操作空间。

5.6 场区地面、道路应进行硬化和防渗漏处理，净道与污道分开，不能有交叉。

5.7 生产经营区与生活办公区应分开，并有隔离设施。

6 设施设备

6.1 配备与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且符合下列条件：

a）焚烧法无害化处理设备应符合 NY/T 3373 规定的条件；

b）化制法无害化处理设备应符合 NY/T 3386、NY/T 3397 和 NY/T 3398 规定的条件；

c）高温法无害化处理设备应具备组织破碎、高温供热、油渣分离、废气废水处理功能，符合国家农机

设备的质量、安全和环保要求；

d）其它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应符合农业农村部《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农医发〔2017〕

25号）规定要求。

6.2 配备与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的病死畜禽专用运输车辆，且符合下列条件：

a) 车厢密闭、防水、防渗、耐腐蚀、耐高温，易于清洗、消毒和烘干；

b) 安装车辆定位跟踪系统、车载终端，并能够接入国家监管监控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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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车厢内有一体制冷设备，制冷温度可达 4℃以下；

d) 有与装载能力相适应的病死畜禽装卸设备和工具；

e) 有人员防护、清洗消毒的防疫设施设备和用品；

f) 箱体两侧喷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字样标志，字体大小和颜色应明显、清晰；

g) 其它条件应符合 GB 19217-2003 中“4 要求”规定。

6.3 配备与其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车辆洗消中心，且符合下列条件：

a) 位于场区相对独立的区域，便于运输车辆卸后的及时洗消；

b) 有全封闭的实体外壁和顶棚，车辆能单向通过；

c) 具备车辆冲洗、消毒、沥水、烘干功能；

d) 宽和高均不低于 4 米、长不低于 10 米；

e) 具备污水收集、处理条件；

f) 具备司乘人员洗浴条件；

g) 其它条件应符合 NY/T 4136 要求。

6.4 配备下列其它必要的设施设备：

a) 场区出入口、无害化处理车间、暂存冷库、产物处理间、车辆洗消中心等位置安装高清监控设备，

并能接入监管机构的监控平台；

b) 按国家规定配备相关病原检测设备，或者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开展检测；

c) 废水、废气、废物处理设施设备；

d) 人员防护设备、物品，工作服等；

e) 防鼠、防鸟、防虫设施设备；

f) 满足运行要求的配水、供电（含备用电）设施设备；

g) 其它必要设备。

7 人员及防护

7.1 病死畜禽集中无害化处理场应配备与其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无害化处理技术人员，每年至少体

检 1 次，并取得健康证明。

7.2 病死畜禽集中无害化处理场工作人员应掌握必要的动物防疫、环境保护、生物安全、个人防护、

生产安全等知识，并定期开展相关培训。

7.3 高温高压等特种设施设备操作的人员应符合相应资质要求，持证上岗。



DB21/ XXXXX—XXXX

6

7.4 工作人员生产操作时应穿戴防护服、口罩、护目镜、手套、胶靴等防护用具。一次性防护用品用

后应进行销毁处理。

7.5 无害化处理操作人员工作结束后应洗澡、清洁、消毒后方可出厂。

7.6 非生产区人员不应随意进入生产区。

7.7 采取其它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8 无害化处理

8.1 处理方法

8.1.1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应严格按照 DB21/T 3392.3 规定进行。

8.1.2 无害化处理产生的烟气应达到 GB 16297 的要求后排放，废水应达到 GB 8978 的要求后排放。

8.1.3 发生疫情时的无害化处理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8.2 产物处理

8.2.1 无害化处理产物的资源化利用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8.2.2 销售无害化处理产物应查验购买方资质并留存相关材料，签订销售合同，详细记录处理产物销

售情况，全程视频监控处理产物存放和交接过程。

9 消毒

9.1 车辆消毒

9.1.1 驾驶室消毒

9.1.1.1 取出脚垫，使用高压水枪冲洗，全覆盖喷洒消毒剂，静置后用清水冲洗晾干。

9.1.1.2 清除驾驶室物品、垃圾，使用吸尘器、扫帚、毛巾等清除表面残余灰尘等。

9.1.1.3 用浸泡有消毒剂的毛巾擦拭驾驶室座椅、脚踏板、安全带、方向盘、仪表盘、档杆、车门等

内部表面，喷雾消毒后关闭车门，保持密闭 10-15 min。

9.1.2 车体消毒

9.1.2.1 清除车内杂物、粪便、泥沙、毛发、污渍等，冲洗车体各部位，直至无肉眼可见污物，寒冷

季节可适当提高水温。

9.1.2.2 对车体全覆盖喷洒泡沫清洁剂，浸泡 10-15 min 后充分刷洗。

9.1.2.3 冲洗车体各部位，直至无肉眼可见污渍和泡沫，沥干水分。

9.1.2.4 对车体全覆盖喷洒消毒剂，充分浸泡 10-15 min 后刷洗。

9.1.2.5 冲洗车体各部位，直至消毒液无残留。

9.1.2.6 晾干或烘干车辆，烘干温度应控制在 65℃-70℃，有效温度保持时间应不低于 30 m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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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3 驾驶员消毒

9.1.3.1 驾驶员一直在驾驶舱不下车直到将车驶入洗消间后离车，前往沐浴间淋浴。

9.1.3.2 驾驶员的衣服应采用高温烘箱或紫外灯照射消毒。

9.1.3.3 手机等物品应采用酒精擦拭、臭氧熏蒸等方式消毒。

9.1.3.4 沐浴结束后穿上消毒后的衣服，带上消毒后的物品离开。

9.2 车间消毒

9.2.1 车间应每日生产结束后，清洗消毒 1 次。

9.2.2 车间地面、墙壁、设备、操作台、经常接触产品的物品表面，可采用冲刷、擦拭、喷雾等方式

进行消毒，保持有效消毒时间。

9.2.3 车间可移动工器具可集中转运至洗消中心或专用洗消区域进行消毒。

9.3 人员消毒

9.3.1 所有工作人员应保持个人清洁，不应将与生产无关的物品带入车间。

9.3.2 工作人员进出生产区应穿胶靴，通过消毒池，擦拭或浸泡消毒手部，更换工作衣帽， 喷淋消毒。

9.3.3 生产过程中离开生产车间再次返回前，必须重新洗手，消毒。

9.3.4 生产结束后，工作人员应沐浴后更换消毒后的日常衣物方可离开。

9.4 工作服消毒

9.4.1 工作服要每次更换、集中收集、统一清洗。

9.4.2 清洗后用消毒剂浸泡，然后漂洗、脱水、烘干。

9.4.3 工作服清洗消毒完成后，要对洗衣设备进行消毒。

9.5 注意事项

9.5.1 生活区、办公区以及其它区域的场地、道路、设施、设备、物品等应每天至少进行 1 次消毒。

9.5.2 视消毒对象不同，应选用不同类型的清洁剂、消毒剂。

9.5.3 清洁剂、消毒剂的使用应严格按照产品说明书进行。

9.5.4 清洁剂、消毒剂应及时补充更新。

9.5.5 发生疫情时的消毒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10 生物安全评估

10.1 每月至少集中开展 1 次全面的生物安全检查评估，对评估发现的生物安全风险进行整改。

10.2 应定期采集车辆、车间、环境样品送实验室进行特定病原微生物检测，结果应为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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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制度与档案

11.1 无害化处理场应至少建立并运行下列制度：

a）设施设备运行管理制度；

b）清洗消毒制度；

c）人员防护制度；

d）生物安全制度；

e）安全生产和应急处理制度。

11.2 无害化处理场应当建立台账，详细记录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的种类、数量（重量）、来源、

运输车辆、交接人员和交接时间、处理产物销售情况等信息。

11.3 无害化处理场所应当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对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进（出）场、交接、处理和

处理产物存放等进行全程监控。

11.4 相关台账记录保存期不少于 2 年，相关监控影像资料保存期不少于 30 天。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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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化制法无害化处理设备应符合NY/T 3386、NY/T 3397 和 NY/T 3398 规定的条件
	c）高温法无害化处理设备应具备组织破碎、高温供热、油渣分离、废气废水处理功能，符合国家农机设备的质量、安
	d）其它无害化处理设施设备应符合农业农村部《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农医发〔2017〕25号

	6.2　配备与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的病死畜禽专用运输车辆，且符合下列条件：
	a)车厢密闭、防水、防渗、耐腐蚀、耐高温，易于清洗、消毒和烘干；
	b)安装车辆定位跟踪系统、车载终端，并能够接入国家监管监控平台；
	c)车厢内有一体制冷设备，制冷温度可达4℃以下；
	d)有与装载能力相适应的病死畜禽装卸设备和工具；
	e)有人员防护、清洗消毒的防疫设施设备和用品；
	f)箱体两侧喷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字样标志，字体大小和颜色应明显、清晰；
	g)其它条件应符合GB 19217-2003 中“4要求”规定。

	6.3　配备与其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车辆洗消中心，且符合下列条件：
	a)位于场区相对独立的区域，便于运输车辆卸后的及时洗消；
	b)有全封闭的实体外壁和顶棚，车辆能单向通过；
	c)具备车辆冲洗、消毒、沥水、烘干功能；
	d)宽和高均不低于4米、长不低于10米；
	e)具备污水收集、处理条件；
	f)具备司乘人员洗浴条件；
	g)其它条件应符合NY/T 4136要求。

	6.4　配备下列其它必要的设施设备：
	a)场区出入口、无害化处理车间、暂存冷库、产物处理间、车辆洗消中心等位置安装高清监控设备，并能接入监管机
	b)按国家规定配备相关病原检测设备，或者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开展检测；
	c)废水、废气、废物处理设施设备；
	d)人员防护设备、物品，工作服等；
	e)防鼠、防鸟、防虫设施设备；
	f)满足运行要求的配水、供电（含备用电）设施设备；
	g)其它必要设备。


	7　人员及防护
	7.1　病死畜禽集中无害化处理场应配备与其生产经营规模相适应的无害化处理技术人员，每年至少体检1次，并取得健
	7.2　病死畜禽集中无害化处理场工作人员应掌握必要的动物防疫、环境保护、生物安全、个人防护、生产安全等知识，
	7.3　高温高压等特种设施设备操作的人员应符合相应资质要求，持证上岗。
	7.4　工作人员生产操作时应穿戴防护服、口罩、护目镜、手套、胶靴等防护用具。一次性防护用品用后应进行销毁处理
	7.5　无害化处理操作人员工作结束后应洗澡、清洁、消毒后方可出厂。
	7.6　非生产区人员不应随意进入生产区。
	7.7　采取其它必要的安全防护措施。

	8　无害化处理
	8.1　处理方法
	8.1.1　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应严格按照DB21/T 3392.3规定进行。
	8.1.2　无害化处理产生的烟气应达到 GB 16297 的要求后排放，废水应达到 GB 8978 的要求后排放
	8.1.3　发生疫情时的无害化处理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8.2　产物处理
	8.2.1　无害化处理产物的资源化利用应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
	8.2.2　销售无害化处理产物应查验购买方资质并留存相关材料，签订销售合同，详细记录处理产物销售情况，全程视频监


	9　消毒
	9.1　车辆消毒
	9.1.1　驾驶室消毒
	9.1.1.1　取出脚垫，使用高压水枪冲洗，全覆盖喷洒消毒剂，静置后用清水冲洗晾干。
	9.1.1.2　清除驾驶室物品、垃圾，使用吸尘器、扫帚、毛巾等清除表面残余灰尘等。
	9.1.1.3　用浸泡有消毒剂的毛巾擦拭驾驶室座椅、脚踏板、安全带、方向盘、仪表盘、档杆、车门等内部表面，喷雾消毒后
	9.1.2　车体消毒
	9.1.2.1　清除车内杂物、粪便、泥沙、毛发、污渍等，冲洗车体各部位，直至无肉眼可见污物，寒冷季节可适当提高水温。
	9.1.2.2　对车体全覆盖喷洒泡沫清洁剂，浸泡10-15 min后充分刷洗。
	9.1.2.3　冲洗车体各部位，直至无肉眼可见污渍和泡沫，沥干水分。
	9.1.2.4　对车体全覆盖喷洒消毒剂，充分浸泡10-15 min后刷洗。
	9.1.2.5　冲洗车体各部位，直至消毒液无残留。
	9.1.2.6　晾干或烘干车辆，烘干温度应控制在65℃-70℃，有效温度保持时间应不低于30 min。
	9.1.3　驾驶员消毒
	9.1.3.1　驾驶员一直在驾驶舱不下车直到将车驶入洗消间后离车，前往沐浴间淋浴。
	9.1.3.2　驾驶员的衣服应采用高温烘箱或紫外灯照射消毒。
	9.1.3.3　手机等物品应采用酒精擦拭、臭氧熏蒸等方式消毒。
	9.1.3.4　沐浴结束后穿上消毒后的衣服，带上消毒后的物品离开。

	9.2　车间消毒
	9.2.1　车间应每日生产结束后，清洗消毒1次。 
	9.2.2　车间地面、墙壁、设备、操作台、经常接触产品的物品表面，可采用冲刷、擦拭、喷雾等方式进行消毒，保持有效
	9.2.3　车间可移动工器具可集中转运至洗消中心或专用洗消区域进行消毒。

	9.3　人员消毒
	9.3.1　所有工作人员应保持个人清洁，不应将与生产无关的物品带入车间。 
	9.3.2　工作人员进出生产区应穿胶靴，通过消毒池，擦拭或浸泡消毒手部，更换工作衣帽， 喷淋消毒。 
	9.3.3　生产过程中离开生产车间再次返回前，必须重新洗手，消毒。 
	9.3.4　生产结束后，工作人员应沐浴后更换消毒后的日常衣物方可离开。 

	9.4　工作服消毒
	9.4.1　工作服要每次更换、集中收集、统一清洗。
	9.4.2　清洗后用消毒剂浸泡，然后漂洗、脱水、烘干。
	9.4.3　工作服清洗消毒完成后，要对洗衣设备进行消毒。

	9.5　注意事项
	9.5.1　生活区、办公区以及其它区域的场地、道路、设施、设备、物品等应每天至少进行1次消毒。
	9.5.2　视消毒对象不同，应选用不同类型的清洁剂、消毒剂。
	9.5.3　清洁剂、消毒剂的使用应严格按照产品说明书进行。
	9.5.4　清洁剂、消毒剂应及时补充更新。
	9.5.5　发生疫情时的消毒按照国家相关规定执行。


	10　生物安全评估
	10.1　每月至少集中开展1次全面的生物安全检查评估，对评估发现的生物安全风险进行整改。
	10.2　应定期采集车辆、车间、环境样品送实验室进行特定病原微生物检测，结果应为阴性。

	11　制度与档案
	11.1　无害化处理场应至少建立并运行下列制度：
	a）设施设备运行管理制度；
	b）清洗消毒制度；
	c）人员防护制度；
	d）生物安全制度；
	e）安全生产和应急处理制度。

	11.2　无害化处理场应当建立台账，详细记录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的种类、数量（重量）、来源、运输车辆、交接人
	11.3　无害化处理场所应当安装视频监控设备，对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进（出）场、交接、处理和处理产物存放等进
	11.4　相关台账记录保存期不少于2年，相关监控影像资料保存期不少于30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