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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农畜〔2024〕170 号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印发辽宁省防控动物
炭疽疫情应急处置实施方案的通知

各市农业农村局、沈抚示范区社会事业局，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中心：

为科学规范处置动物炭疽疫情，保障畜牧业生产安全和公共

卫生安全，我厅制定了《辽宁省防控动物炭疽疫情应急处置实施

方案》，现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辽宁省农业农村厅

2024 年 8 月 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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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宁省防控动物炭疽疫情应急处置实施方案

为有效预防、控制和扑灭突发动物炭疽疫情，做到及时、迅

速、高效、有序，防止疫情蔓延，最大限度地减轻疫情对畜牧业

及公共卫生造成的危害，保护畜牧业发展，保障人民群众身体健

康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重大动物疫情应

急条例》《辽宁省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实施办法》《辽宁省突发重大

动物疫情应急预案》《动物炭疽防治技术规范》等有关法律法规

及技术规范要求，制定本处置方案。

1 应急准备

1.1 应急队伍

市、县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根据疫情应急响应级别，成立疫

情应急队，在当地人民政府的领导下，具体实施疫情应急处置。

应急队伍下设工作组：

综合协调组：负责收集、汇总、报告有关疫情信息，对疫情

做出全面分析并提出疫情控制和扑灭的技术方案建议；提出疫点、

疫区和受威胁区划定方案和疫区封锁建议；检查、指导各项技术

措施落实情况。统筹协调其它各工作组工作。

疫情排查诊断组：负责现场、实验室检测、流行病学调查，

组织疫情排查工作。

疫区封锁组：负责指导各临时动物卫生监督检查站对出入疫

区的人员、运输工具及有关物品采取消毒和其他限制性措施。

扑杀无害化处理组：负责指导做好患病动物的扑杀和无害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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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工作。

消毒组：负责指导做好疫点、疫区的消毒工作。

紧急免疫监测组：负责组织实施强制免疫、疫情监测工作。

应急物资保障组：负责保障处置疫情所需的防护用品、免疫

器材、扑杀、封锁、消毒、无害化处理、疫苗、诊断试剂、预防

和治疗人感染所需用品和医疗器械等物资保障。

1.2 应急物资

1.2.1 药品试剂。包括炭疽疫苗、消毒剂、诊断试剂、抗应激

药品等。

1.2.2 免疫用品。注射器和相应针头或一次性注射器、疫苗冷

藏箱、采样器械、保定器械等。

1.2.3 消毒设备。高压消毒机、轻便消毒器、火焰消毒器等。

1.2.4 防护用品。防护服、耐酸碱手套、防护眼罩、防水鞋、

白大褂、帽子、口罩、毛巾等。

1.2.5 运输工具。应急指挥车、采样监测车、密封运输车、无

害化处理车等。

1.2.6 通讯工具。移动电话（包括通讯费用）、大功率车载电

话、对讲机等。

1.2.7 应急处置证据保全设备。照相机、摄像机、录音设备等。

1.2.8 现场处置人员培训设备。笔记本电脑、投影仪等。

1.2.9 封锁设施设备。帐篷、动物防疫专用封锁警示线、动物

防疫禁行警示牌、警示灯等。

1.2.10 扑杀设施设备。扑杀器、高强度密封塑料袋等。

1.2.11 疫情处置人员生活保障用品。帐篷、行军床、棉被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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棉大衣、防寒衣、保温水壶、应急食品、药品、照明设备、多功

能应急灯等。

2 疫情报告、通报和公布

2.1 报告主体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动物患有炭疽或疑似炭疽的，应当立即

向所在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或者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并

迅速采取隔离等控制措施，防止疫情扩散。

2.2 报告程序

2.2.1 接到动物疫情报告的单位应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到现场

进行调查核实，及时采取必要措施。

2.2.2 临床疑似为炭疽的，应立即分别上报市级农业农村主管

部门和市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采集样本送检。

2.2.3 根据临床症状、流行病学情况和实验室检测结果，县级

或市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认定为炭疽疫情的，应将病例确认报告

在 1 小时内报省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和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

同时报同级人民政府。

2.2.4省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在接到报告后 1小时内报省人民

政府及农业农村部。

2.3 疫情通报和公布

疫情认定后，由省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根据农业农村部授权负

责公布疫情信息，其他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公布。

县级以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向同级卫生健康部门通报疫

情信息。

3 疫情诊断及认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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样品采集严格按照要求进行，严禁对疑似炭疽病死动物进行

解剖，防止病原污染环境，形成永久性疫源地。

3.1 样品采集

3.1.1 新鲜疑似炭疽动物病料样品的采集

3.1.1.1 疑似炭疽患病动物病料样品采集

自消毒的耳部或尾根部静脉采血，或者抽取病变部水肿液或

渗出液以及天然孔流出的血性物 1 毫升～3 毫升，放置于无菌采

样管中。并取少许血液或组织液直接涂于载玻片上，自然干燥后

火焰固定，放置于载玻片盒中。

3.1.1.2 疑似炭疽死亡动物病料样品采集

针刺鼻腔或尾根部静脉抽取血液，或者抽取病变部水肿液或

渗出液以及天然孔流出的血性物 1 毫升～3 毫升，放置于无菌采

样管中。已经解剖的疑似炭疽动物尸体，应立即停止解剖活动，

可抽取血液或分泌物 1 毫升～3 毫升，或者用无菌棉拭子蘸取组

织切面采样，并作血液涂片或组织触片。

3.1.2 陈旧疑似炭疽动物病料和环境样品的采集

3.1.2.1 陈旧疑似炭疽动物病料样品采集

肉、脏器、骨粉、皮张、鬃、毛等病料，每份采集 5～10 克。

3.1.2.2 土壤样品采集

怀疑受炭疽芽孢杆菌污染的区域（疑似炭疽疫点等），分散

采集周围 50 米内表层土壤（10 厘米内）5 份，每份 20～50 克。

3.1.2.3 水体标本采集

怀疑受炭疽芽孢杆菌污染的水源，如饮水槽，蓄水池、池塘

和河流等，分散采集水样 5 份，每份 500 毫升。蓄水池和池塘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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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怀疑泄污口处周围 100 米范围内分散采样，河流自怀疑泄污口

处下游 100～1000 米范围内分散采样。水深不足 1 米时，在 1/2

水深处采样，水深超过 1 米时，在水面下 0.5 米处采样。

3.2 样品保存

病料及环境样品应选用防渗漏的容器密封保存，如具塞离心

管或有盖瓶。同时做好登记、贴好标签，严密封装后送实验室进

行检测。

3.3 样品运输

病料样品运输容器应当密封，容器或者包装材料还应当符合

防水、防破损、防外泄、耐高（低）温、耐高压的要求，运输时

间超过 1 小时的，应保持 2～8℃条件。

3.4 诊断

3.4.1 临床诊断

3.4.1.1 流行特点

本病为人畜共患传染病，各种家畜、野生动物及人对本病都

有不同程度的易感性。草食动物最易感，其次是杂食动物，再次

是肉食动物，家禽一般不感染，人也易感。

患病动物和因炭疽而死亡的动物尸体以及污染的土壤、草地、

水、饲料都是本病的主要传染源，炭疽芽胞对环境具有很强的抵

抗力，其污染的土壤、水源及场地可形成持久的疫源地。本病主

要经消化道、呼吸道和皮肤感染。

本病呈地方性流行。有一定的季节性，多发生在吸血昆虫多、

雨水多、洪水泛滥的季节。

3.4.1.2 临床症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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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病的潜伏期为 20 天。

本病主要呈急性经过，多以突然死亡、天然孔出血、尸僵不

全为特征。

牛：体温升高常达 41℃以上，可视黏膜呈暗紫色，心动过速、

呼吸困难。呈慢性经过的病牛，在颈、胸前、肩胛、腹下或外阴

部常见水肿；皮肤病灶温度增高，坚硬，有压痛，也可发生坏死，

有时形成溃疡；颈部水肿常与咽炎和喉头水肿相伴发生，致使呼

吸困难加重。急性病例一般经 24～36 小时后死亡，亚急性病例

一般经 2～5 天后死亡。

马：体温升高，腹下、乳房、肩及咽喉部常见水肿。舌炭疽

多见呼吸困难、发绀；肠炭疽腹痛明显。急性病例一般经 24～36

小时后死亡，有炭疽痈时，病程可达 3～8 天。

羊：多表现为最急性（猝死）病症，摇摆、磨牙、抽搐，挣

扎、突然倒毙，有的可见从天然孔流出带气泡的黑红色血液。病

程稍长者也只持续数小时后死亡。

猪：多为局限性变化，呈慢性经过，临床症状不明显，常在

宰后见病变。

犬和其它肉食动物临床症状不明显。

3.4.1.3 病理变化

死亡患病动物可视黏膜发绀、出血。血液呈暗紫红色，凝固

不良，粘稠似煤焦油状。皮下、肌间、咽喉等部位有浆液性渗出

及出血。淋巴结肿大、充血，切面潮红。脾脏高度肿胀，达正常

数倍，脾髓呈黑紫色。

严禁在非生物安全条件下进行疑似患病动物、患病动物的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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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剖检。

3.4.2 实验室诊断

3.4.2.1 病原学诊断

按照《动物炭疽诊断技术》（NY/T 561）进行。

实验室病原学诊断必须在相应级别的生物安全实验室进行。

3.4.2.2 血清学诊断

按照《动物炭疽诊断技术》（NY/T 561）进行。

炭疽沉淀反应（NY/T561)。

3.4.2.3 分子生物学诊断

按照《动物炭疽诊断技术》（NY/T 561）或《炭疽防治技术

规范》进行。

3.4.3 诊断结果判定

县级以上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派 2 名兽医专业技术人员开

展现场诊断和流行病学调查，符合该病的流行病学特点和临床症

状或病理诊断指标之一，即可判定为疑似炭疽病例。

依据 3.4.2 诊断方法，任何一项检测结果为阳性，可认定为

确诊病例。特殊情况的，送农业农村部指定实验室进行确认。

4.人间炭疽疫情处置

4.1 疫情报告

当地发生人间炭疽疫情或接到人感染炭疽病例信息后，县级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立即组织开展畜间炭疽疫情核查和流行病

学调查。

4.2 流行病学调查

根据人间炭疽病例通报信息，核实发病人员姓名、性别、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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庭住址、联系方式、发病时间、实验室检测结果，动物饲养状况、

销售、检疫、屠宰情况、接触或暴露史、可能的感染来源及方式、

可疑污染的环境等，填写炭疽流行病学调查表，并调查病例的共

同暴露人群和接触者，开展关联病例追溯。

4.3 追溯措施

4.3.1 动物养殖、交易环节

对人间感染病例所饲养或交易的疑似感染动物和易感动物

应立即限制移动并采取隔离措施，同时对疑似感染动物和易感动

物、饲养环境、载具、污水、土壤等按照炭疽采样规范要求进行

采样，送实验室进行检测。

4.3.2 屠宰、销售环节

对人间感染病例所涉及的屠宰、存放场所，应立即启动与市

场监管部门建立的追溯机制，进行流行病学调查，相关产品全部

封存，并开展产品追溯采样，同时对上述场所存在污染可能的器

具、载具、环境等采样，送实验室进行检测。

4.3.3 诊断及处置

依据本病流行病学调查、临床症状，结合实验室诊断做出的

综合判定结果可做为疫情处理依据。认定为畜间炭疽疫情的，应

按照炭疽疫情开展应急处置工作。

经实验室检测结果为阴性的，应结合流行病学调查情况，持

续开展疫情排查，并按照人间病例确诊时间开始计算 20 天内不

再出现新发人间和畜间病例为止。

5 疫情处置

5.1 疑似疫情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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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发生疑似疫情的场点，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报请所在

地人民政府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采取隔离观察、采样检测、

流行病学调查，限制易感动物以及相关物品进出、环境消毒等措

施。必要时可采取封锁、扑杀等措施。屠宰、交易场点发生疑似

疫情时，应立即停止生产经营活动。

5.2 确诊疫情处置

5.2.1 划定疫点、疫区和受威胁区

认定为确诊疫情后，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立即划定疫点、

疫区和受威胁区。

疫点：一般为患病动物所在地点，养殖场户以病畜所在养殖

场户为疫点；放牧畜和散养畜以病畜活动场点为疫点；运输过程

中发生疫情，以运载动物的车辆、船只、飞机等为疫点；在牲畜

交易市场发生疫情，以该交易市场为疫点；在屠宰加工过程中发

生疫情，以屠宰加工厂（场）（不含未受病毒污染的肉制品生产

加工车间、冷库）为疫点。

疫区：疫点边缘外延 3 千米区域范围内，划分疫区时应考虑

当地饲养环境、自然屏障（如河流、山脉等）、人工屏障（如围

墙、栅栏等）和交通、气象等因素，依据风险评估结果综合划定。

受威胁区：疫区外延 5 千米区域范围内，划分受威胁区时应

考虑当地饲养环境、自然屏障（如河流、山脉等）、人工屏障（如

围墙、栅栏等）和交通、气象等因素，依据风险评估结果综合

划定。

5.2.2 本病呈零星散发时，应对患病动物作无血扑杀处理，对

同群动物立即进行强制免疫接种，并隔离观察 20 天。对病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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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及排泄物、可能被污染饲料、污水等进行无害化处理；对可能

被污染的物品、交通工具、用具、动物圈舍进行严格彻底消毒。

开展应急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疫区、受威胁区所有易感动物进

行紧急免疫接种。对病死动物尸体严禁进行开放式解剖检查，采

样必须按规定进行，防止病原污染环境，形成永久性疫源地。

5.2.3 本病呈暴发流行时（1 个县 10 天内发现 5 头以上的患

病动物），要报请同级人民政府对疫区实行封锁；建议人民政府

在接到封锁报告后，立即发布封锁令，并对疫区实施封锁。

5.2.3.1 疫点的处置措施

患病动物和同群动物进行无血扑杀处理，其它易感动物采取

的体表消毒措施后进行就地隔离，按要求紧急免疫接种。

对病死动物和被扑杀动物及其产品（包括肉、脏器、生皮、

原毛、血液、精液和奶等），排泄物、可能被污染的饲料、垫料、

污水等按要求进行处理。

对可能被污染的物品、交通工具、用具、动物圈舍和场地等

按要求进行严格彻底消毒。

出入口设立消毒设施，限制易感动物及其产品和可能受污染

的物品运出。动物尸体需要运送时，应做好表面消毒并采取适用

的物品堵塞动物天然孔等防泄露措施，运输车辆应设有明显标志。

5.2.3.2 疫区的处置措施

疫区周围要设置警示标志，交通要道建立临时动物防疫监督

检查站，铺设消毒草垫，派专人监管动物及其产品的流动，对进

出人员、车辆须进行消毒。停止疫区内动物及其产品的交易、移

动。所有易感动物必须圈养，或在指定地点放养；对动物圈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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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路等可能污染的场所进行消毒。

对易感动物进行排查同时进行紧急免疫接种。

关闭疫区内易感动物及其产品交易市场，禁止易感动物进出

疫区和其动物产品运出疫区。

5.2.3.3 受威胁区的处置措施

开展排查，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对易感动物实施紧急免疫

接种。

5.3 扑杀

对疫点、疫区内需要扑杀的易感动物，要逐场、逐户登记造

册。内容包括：场名（户名），动物现存栏数，死亡数，扑杀数

（成年、幼畜数）等。由场（户）主、村或乡镇干部、县级动物

卫生监督机构人员及扑杀组长签字确认。

实施扑杀过程中，无关人员不准在现场，避免干扰。采用无

血（电击）方法扑杀。要有足够专业人员，确保在短时间内将需

要扑杀的动物全部处理完毕。扑杀及运输人员应做好二级防护，

必要时要做好三级防护（见附件）。

对扑杀的动物进行登记造册或影像记录，确定赔偿标准及金

额，并落实疫情控制扑灭、扑杀补助经费。

5.4 无害化处理

5.4.1 处理原则

对病死动物和被扑杀易感动物尸体应先焚烧炭化后再进行

深埋处理。同群动物尸体应先焚烧炭化后进行深埋处理。排泄物、

可能被污染的垫料、饲料等物和产品应进行焚烧处理。

5.4.2 无害化处理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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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2.1 地点选择：优先选择在各乡镇预留的无害化处理场地

进行处理。无害化处理坑选址应远离学校、公共场所、居民住宅

区、村庄、动物饲养和屠宰场所、饮用水源、河流等地区。

5.4.2.2 坑内容积：坑深度应高于地下水位 1.5 米，焚烧残留

物或焚烧后尸体上部距地表 1.5 米以上，容积应综合考虑掩埋动

物种类、数量等因素（推荐标准：按每头牛、马、驴、骡 2 立方

米计算，每头猪、羊 0.5 立方米计算）。

5.4.2.3 坑壁构造：低洼地带坑底用混合防水剂的速凝水泥进

行浇筑，厚度为 15 厘米；四周用防水板（布）铺垫后，用建筑

水泥砖或同类物质（水泥大块、石块等）砌与坑同高的围墙，内

侧涂抹 3 厘米厚水泥。

扑杀的同群易感动物尸体焚烧炭化后可按《病死及病害动物

无化害化处理技术规范》（农医发〔2017〕25 号）中深埋法有关

规定实施。

5.4.3 焚烧

5.4.3.1 患病及病死动物尸体的焚烧

在周边安全的地区，对患病及死亡动物尸体用 5%福尔马林

进行全面消毒后，进行就地焚烧。焚烧方法：用水泥砖或同类物

质（水泥大块、石块等）砌成高 50 厘米，间隔 20 厘米的支柱，

上面铺设耐热钢管，相邻耐热钢管间隔为 15 厘米，将患病及死

亡动物尸体移至上面，喷洒柴油，在孔道内添加原木，焚烧至

炭化。

不具备就地焚烧条件的，用 5%福尔马林对患病及死亡动物

尸体进行全面消毒后，用防水布对尸体进行严密包裹，再用吊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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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铲车、叉车）将其装到垫有防水布的运输工具上运至无害化处

理坑进行焚烧。焚烧方法：坑底堆放 1.5～2 米（猪、羊等小型动

物堆放 0.5 米）厚原木，喷洒柴油后将患病及死亡动物置于上面，

单层堆放焚烧至炭化。

5.4.3.2 扑杀的同群易感动物及其产品的焚烧

用 5%福尔马林对染疫、死亡动物及其产品进行全面喷洒消

毒后，装在垫有防水布的运输工具上运至无害化处理坑进行焚烧。

焚烧方法：坑底堆放 0.5 米厚原木，喷洒柴油焚烧炭化。

焚烧用柴油最少用量：焚烧牛、马、驴、骡等大型动物，10

头以下按每头 50 升计算，10～20 头按每头 30 升计算，20 头以

上按每头 20 升计算；焚烧猪、羊等中型动物，10 头以下按每头

30 升计算，10～20 头按每头 20 升计算，20 头以上按每头 15 升

计算。

5.4.4 掩埋

在焚烧炭化后的动物尸体上盖土后，铺洒 2 厘米厚生石灰，

在生石灰上浇筑 20 厘米厚水泥。

5.4.5 警示标志

炭疽病死动物及产品无害化处理掩埋点应设立警示标志，周

边设立围墙或围挡，禁止在周边放牧，防止家畜饮用附近野外低

洼地蓄积的雨水。

5.5 消毒

5.5.1 患病或死亡动物污染场所的消毒

按照《疫源地消毒总则》（GB 19193）和《疫源地消毒剂通

用要求》（GB 27953）要求对养殖环境、畜禽圈舍、污染饲草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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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等消毒灭源工作，及时彻底消除疫情隐患。

5.5.1.1 开放圈舍消毒：对圈舍、运动场内粪便、垫料、饲料

等污染物混以适量干碎草，进行彻底焚烧处理；对砖墙、土墙、

地面和铁器用具等严重污染处，在离开易燃物品条件下，用火焰

消毒器地毯式喷烧一遍；然后用 5%福尔马林连续喷洒消毒 3 次，

每次浸渍 2 小时，次日起每天喷洒 1 次，维持 1 周，1 周后每两

天喷洒 1 次至封锁解除。

5.5.1.2 密闭舍消毒：在室温 18℃条件下，按每立方米空间

80 毫升的剂量用甲醛溶液（37%～40%），用电煮锅煮沸熏蒸 4

小时。熏蒸前先将门窗关闭，通风孔隙用高粘胶纸封严，工作人

员戴专用防毒面具操作。密封 8～12 小时后，打开门窗换气。

5.5.1.3 被污染的粪肥、垫料、饲料等处理：混以适量干碎草，

在远离建筑物和易燃品处堆积彻底焚烧。

5.5.1.4 泥浆、粪汤处理：猪、牛等动物死亡污染的泥浆、粪

汤，可用 20％漂白粉液和待处理污物按 1∶2 比例混合，作用 2

小时；或按每立方米处理物 50～100 毫升的剂量加入甲醛溶液，

每天搅拌 1～2 次，消毒 4 天，即可撒到野外或田里，或掩埋处

理（即作深埋处理）。

5.5.1.5 土壤处理：炭疽动物倒毙处的土壤消毒，可用 5％甲

醛溶液 500 毫升/平方米连续喷洒 3 次，每次间隔 2 小时。

5.5.1.6 污水消毒处理：按水容量加入甲醛溶液，使其含甲醛

液量达到 5％，处理 10 小时。

5.5.2 街道等环境消毒

用 20%的漂白粉液，每日消毒 1 次至封锁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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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3 运载工具消毒

用 5%福尔马林进行消毒，保证车轮全周都能接触到消毒

药剂。

5.5.4 其它消毒

参与处置疫情人员离开疫区时应隔离 2 日，对衣物进行消毒，

对车辆进行彻底清洗后用 20%漂白粉液消毒。

5.5.5 消毒人员防护：一级防护（见附件）

5.5.6 消毒药配制

5%福尔马林：50 毫升甲醛溶液（37%～40%）加入 950 毫

升水。

5%甲醛溶液：150 毫升甲醛溶液（37%～40%）加入 850 毫

升水。

20%漂白粉液：20 千克漂白粉加水至 100 升。

5.6 紧急免疫

5.6.1 免疫范围

根据疫情动态，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组织开展风险评估，

对发生炭疽的地区要根据评估结果确定紧急免疫范围，制定免疫

接种计划，确保易感家畜处于有效免疫保护状态。最近一次免疫

不满 14 天的，待满 14 天后及时进行免疫。怀孕的动物或者 2～3

周内要屠宰的动物不适合接种疫苗，动物接种疫苗前以及接种后

1～2 周内不得使用抗生素。奶牛接种疫苗后 1～2 周内的产奶不

宜食用，煮沸处理后可用作肥料或其他工业用途。

5.6.2 疫苗选择

无荚膜炭疽芽孢疫苗为减毒活疫苗，用于预防马、牛、绵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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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猪的炭疽病，免疫期为 1 年。Ⅱ号炭疽芽孢疫苗用于预防大动

物、绵羊、山羊和猪的炭疽病，山羊免疫期为 6 个月，其他动物

为 1 年。具体用法、用量参照疫苗使用说明书。

5.6.3 建立免疫档案

乡镇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要建立散养动物免疫档案，规模饲养

场要建立本场的免疫档案，详细记录动物的种类、日龄、疫苗种

类、免疫时间，疫苗批号、生产厂家等。

5.6.4 注意事项

严格按照疫苗说明书的要求实施免疫。确保疫苗储存、运输

处于规定的温度环境。疫苗使用前详细检查疫苗的外观质量，如

有瓶口松动、颜色异常、分层等现象，不得使用；注射中要进行

严格消毒，每头动物更换一次针头。疫苗接种后剩余的空瓶、使

用的注射器和容器等须经高压灭菌后处理或彻底焚烧处理，严控

生物安全风险。

5.7 人员防护

参与疫情处理的有关人员，应全程穿防护服和胶靴，佩戴防

护口罩和橡胶手套，采取有效的卫生防护、医疗保健措施，做好

自身防护。处置完毕后，应及时对个人及环境进行消毒，进行健

康检查，出现不良症状时及时就医。实验室操作人员按照相应生

物安全级别实验要求开展个人防护。

5.8 疫情溯源与追踪

县级以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应组织专业人员进行疫情溯源

调查，采集患病动物放牧、饮水场所的土壤、水源和饲料等环境

样本，进行炭疽芽孢杆菌鉴定，查找疫情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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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协调疫情追踪，调查第 1 头患病动物

发病前 20 天内是否有同群动物流出，追回已屠宰的动物或疑似

患病动物及其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对其可能污染的环境实施严

格的消毒，严格控制病原泄露导致疫情扩散。

6 解除封锁

6.1 解除封锁程序

最后 1头患病动物死亡或患病动物和同群动物扑杀处理后 20

天内不再出现新的病例，进行终末消毒后，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向上一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提出对疫情控制情况进行评估，上

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组织 3 名以上兽医技术专家到现场进行评估，

评估后出具评估报告，并提出是否符合解除封锁条件的明确意见。

符合条件的，当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向原发布封锁的人民政府申

请解除封锁。

6.2 解除封锁申请报告

县级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申请报告应包括：最后一头动物扑杀

时间，隔离、封锁、扑杀、无害化处理、免疫、流行病学调查等

措施到位情况，证明封锁期间无新疫情发生。

6.3 封锁解除后监管

当地人民政府解除封锁后，县以上农业农村主管部门对处理

疫情和采取防治措施的全过程要做好完整详细的记录，以备检查。

当地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要继续加强解除封锁后日常监测及

流行病学调查。必要时对重点疫区开展每年度的环境监测，采集

疫点、无害化处理点表层土壤（10 厘米内）及附近水源等环境

样本，进行炭疽芽孢杆菌鉴定。



- 19 -

7.宣传培训

疫情处置期间，县级以上农业农村部门应密切配合当地宣传

部门做好信息发布，及时准确发布疫情处置情况、回应舆论关切，

打击谣言、稳定人心。避免群众恐慌，减少舆情风险，为疫情处

置营造良好舆论氛围。

8 档案管理

8.1 档案收集的范围

凡是属于疫情防控相关各项工作中直接形成的、具有利用和

保存价值的文件材料（包含文字、图表、录音、录像、照片、电

子文件、标志性实物等形式的真实记录），应确保应收尽收，对

处理疫情的全过程做好完整的详细记录，建立档案。

8.2 档案内容要求

疫情处置档案应包括：疫情报告、检测报告、防控工作通知、

通报、通告、工作计划、实施方案、防控措施、统计报表、动态

数据、工作报告、工作总结、召开的专门会议、新闻发布会等形

成的材料。

8.3 档案保管要求

疫情处置档案严格按照档案管理要求进行管理，除实物性物

品外，文件材料一律按照永久期限进行归档保存。

9 善后处理

9.1 后期评估

疫情发生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组织人员进行本次疫情处置

情况评估及后期疫情风险评估，形成评估报告，逐级上报至省农

业农村主管部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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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2 奖励

疫情处置结束后，参与疫情处置的相关部门向同级人民政府

提出对参加炭疽疫情应急处理作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

表彰和奖励的建议。

9.3 灾害补偿

按照相关补偿规定，确定补偿等级标准和补偿数额，按程序

进行补偿。

10 文件执行

本方案在执行期间，国家对《动物炭疽防治技术规范》、《动

物炭疽诊断技术》等文件更新时，遵照最新版本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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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人员防护级别及防护用品一览表

防护级别 适用范围

防护用品

外科

口罩

N95 或更高级别

医用防护口罩

防护面屏

或护目镜

乳胶

手套
隔离衣 防护服 工作帽 鞋套

一级防护
在受威胁区进行一般性操作时

（受威胁区相关工作人员）
＋ — — ＋ ± — — ±

二级防护

为疑似或确诊病例进行非直接

接触性操作时（封锁管控、消

毒站消毒、疫情流调排查等）

＋ — — ＋ ＋ ± ＋ ＋

三级防护

为疑似或确诊病例进行直接接

触性操作时（现场采样、实验

室检测、病死动物处置、疫点

消杀、无害化处置等）

— ＋ ＋ ＋ ± ＋ ＋ ＋

注：“＋”应穿戴的防护用品，“—”不需穿戴的防护用品，“±”根据实际工作需要穿戴的防护用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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