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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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改了范围（见 1，2024年版的范围）、规范性引用文件（见 2,2024版的规范性引用文件）、运

输车辆（见 4,2024版的运输工具）、运输前准备（见 6,2024版运输前准备）、运输（见 8,2024版运输）。

增加了人员要求（见 5，2024年版的人员）、移动式收集暂存点转运要求（见 7.4，2024版的运输

对象装运）、运输车及人员消毒（见 9,2024版的运输车及人员消毒）、电子信息化要求（见 10.3,2024
版的其它）。

删除了卸载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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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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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部分：运输防疫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运输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时的运输车辆、运输人员、运输准备、收集、运输过程

要求及防护消毒的操作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辽宁省内对畜禽饲养、屠宰、经营、隔离、运输等过程中产生的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

产品的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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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无害化处理管理办法

GB19217 医疗废物转运车技术要求（试行）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运输 Transport

将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的使用专业运输车辆运输至指定地点的过程。

3.2 运输车辆 Transport vehicles

运输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的车辆。

3.3 收集暂存点 Collect temporary storage points

贮存一定区域内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的场所。

3.4 运输对象 collection object

畜禽饲养、屠宰、经营、隔离、运输等过程中的病死畜禽和病害畜禽产品。

3.5 无害化处理场所 Harmless treatment site

专门从事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场以及畜禽养殖场、屠宰场（厂）、隔离场内的无害化处理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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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运输车辆

4.1 符合 GB 19217 条件。

4.2 在承运人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备案。

4.3 配备能够接入国家监管监控平台的车辆定位跟踪系统、车载终端。

4.4 配备与装载能力相适应的装卸设备和工具。

4.5 配备冷藏设备。

4.6 配备人员防护物资和清洗消毒设施设备。

4.7 箱体两侧喷涂“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字样，字体大小和颜色应明显，清晰。

4.8 跨县区运输的，车辆信息通报启运地市（县）农业农村部门。

5 人员

5.1 每车次 2 名运输人员。

5.2 运输人员应经过运输车设施设备操作、安全防护、清洗消毒、突发事件处置、法律法规、管理制度

等方面培训。

6 运输前准备

6.1 运输人员向拟收集运输病死畜禽及病害畜禽产品所在地农业农村部门报备并和畜主确定收集运输

地点和时间，涉及养殖保险的，畜（货）主还需通知保险公司和保险协办员。

6.2 选择运载能力大于运输对象数量和体积的运输车辆，确保车况良好。

6.3 运输车辆必须按本规范 9 规定经过全面清洗消毒，在运输车辆清洗消毒中心清洗消毒的，应取得清

洗消毒合格证明。

6.4 确定收集运输往返路线，尽量避免经过人员密集区、不必要的养殖场和养殖密集区、屠宰场等，不

宜通过高速公路运输。

6.5 运输车辆不宜携带除运输病死畜禽及病害畜禽产品用具外其它不必要物品。

7 运输对象装运

7.1 运输人员到达约定地点，应穿防护服、鞋套，佩戴口罩、手套和护目镜后下车开展病死畜禽及病害

畜禽产品收集。

7.2 运输人员到约定地点后核对病死畜禽数量、畜禽标识及其它证明材料，需要包装的病死畜禽及病害

畜禽产品是否使用密闭、防水、防渗、放破损、耐腐蚀材料进行包装并密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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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装运时，运输车厢在保证工作人员操作前提下应尽量与病死畜禽及病害畜禽产品输送口对接进行操

作，从厢体内向外依次摆放，收集操作应在最短时间完成，减少运输对象暴露时间，运输对象不宜直接

露天放置。

7.4 采用移动式收集暂存点的，断开厢体电源后，无需开箱，直接将暂存箱转移至专用运输车，确保厢

体与车辆固定后方可运输。

7.5 装运完毕后，运输人员应对运输车厢体按照从上到下，从前到后顺序进行喷雾消毒，对运输车辆轮

胎进行喷雾消毒。

7.6 对收集动物种类、数量、时间、畜（货）主、收集人员及车辆、目的地、消毒情况等进行详细记录

并由各方签字确认。

7.7 跨县区以上运输的，每次装运完毕后，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应在厢体门上贴封条，不得再收集其他县

区病死畜禽及病害畜禽产品。

7.8 每批次收集以只收集 1 个地点的病死畜禽及病害畜禽产品为宜。

7.9 装运完毕后，畜（货）主对病死畜禽及病害畜禽产品存放场地开展清洗消毒。

7.10 运输人员对收集过程（包括收集人员及联系电话、运输对象数量、种类、畜禽标识、消毒情况等）

制作影像资料备查。

7.11 运输人员上车前应脱防护服、护目镜、口罩、手套、鞋套等并集中收集后处理。

8 运输

8.1 运输对象装车封存后，运输车辆按照预定路线运输。

8.2 运输过程非必要不停车，运输途中应保持车辆匀速，尽量减少颠簸。

8.3 运输车辆不得装载除运输对象外其他货品。

8.4 运输时应适时开启车载冷藏冷冻设备。

8.5 运输过程中发生运输对象散落、血水溢出、车辆故障或事故等紧急情况，应立即停车并通知途经所

在地农业农村部门，设置警示标志，尽快对散落运输对象重新包装和收集装车，对污染区域进行严格清

理和清洗消毒，配合农业农村部门对运输路线上可能洒落的血水进行清理和消毒，处理完毕后方可继续

运输。

8.6 处理紧急情况时，运输人员应按照 7.1 要求进行防护，处理完毕后防护用品统一收集处理。

9 运输车辆及人员消毒

9.1 运输车辆应匀速经消毒池或消毒通道进入无害化处理场所。

9.2 运输对象卸载后，车内用具和可重复使用包装物及防护服等统一收集清洗消毒。

9.3 运输车量驶入专门清洗消毒场所进行清洗消毒。

9.3.1 清理车厢内残留污染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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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3.2 整理驾驶室随车配备的消毒设备等物品，进行清洗、消毒和干燥。

9.3.3 运输车辆清理后，按照由内到外、由上至下、从前到后的顺序冲洗车体（包括运输车底盘）和厢

体内外表面，待水渍干后喷洒消毒液，静置不少于 15min，最后用清水对车体进行全面冲洗后干燥。

9.3.4 驾驶室内用消毒液进行擦拭消毒。

9.4 应对运输人员采取紫外线或喷雾消毒等方式消毒。

9.5 运输车量使用单位应定期对运输车消毒效果进行采样监测，当地农业农村部门应至少每半月 1 次对

运输车量使用企业或无害化处理场所的消毒效果进行采样监测,检测不合格的应彻底清洗消毒，检测合

格方可继续使用。

10 消毒药

10.1 对染疫疑似染疫病死畜禽和病害动物产品，应根据相应防治技术规范要求选择特效消毒药，其他

病死畜禽和病害动物产品选择广谱消毒药。

10.2 宜选择腐蚀性、氧化性小的中性消毒药。

11 其它

11.1 发生重大动物疫情时，根据动物疫病防控要求需要运输的，参照本规范执行，同时需要疫情发生

地农业农村部门工作人员押运。

11.2 养殖场（户）运输病死畜禽及病害动物产品至乡镇收集暂存点的，参照本规范执行。

11.3 相关运输信息和影像资料应按要求及时录入“辽宁省动物卫生监管信息追溯平台”。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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