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农业农村部文件

农牧发〔2021)7号

农业农村部关于印发《非洲猪瘟疫情

应急实施方案(第五版)》 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农业农村(农牧)、 畜牧兽医厅

(局 、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农村局,部 属有关事业单位 :

为适应非洲猪瘟防控新形势新要求,强 化常态化防控,指 导各

地科学规范处置疫情,我 部在总结前期防控实践经验的基础上,结

合当前防控实际,组 织制定了《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案(第 五

版)》 ,现 印发你们 ,请 遵照执行。《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案

(⒛20年 第二版)》 及之前版本同时废止。

农业农村部

2021自13月 17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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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案

(第五版)

农业农村部

⒛ 21年 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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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实施方案 (第五版)

目录

-、 疫情报眚与确认 ⋯⋯¨⋯⋯¨¨¨⋯¨⋯⋯⋯∷¨¨⋯⋯⋯⋯⋯⋯¨⋯¨⋯⋯⋯⋯⋯4

(一 )可疑痰情⋯⋯⋯⋯⋯⋯⋯⋯⋯⋯⋯¨⋯¨⋯⋯⋯⋯⋯¨⋯⋯⋯⋯⋯⋯⋯⋯⋯⋯4

(二 )疑似疫情 ¨¨¨⋯¨⋯⋯¨⋯¨⋯⋯⋯⋯⋯⋯¨⋯⋯⋯⋯⋯¨⋯⋯⋯⋯⋯⋯⋯4

(三 )确诊痰情¨⋯⋯¨¨⋯⋯⋯⋯⋯⋯⋯⋯⋯⋯⋯⋯¨⋯⋯⋯⋯⋯⋯⋯⋯¨⋯¨ 5̈

二、疫侑响应 ⋯⋯⋯⋯⋯⋯⋯⋯⋯⋯⋯⋯¨⋯⋯⋯⋯⋯¨¨⋯⋯⋯¨⋯⋯¨⋯⋯⋯⋯⋯⋯6

(一 )特别重大 (I级 )痰情响应 ¨¨⋯⋯¨⋯⋯⋯⋯⋯⋯⋯⋯⋯¨⋯⋯⋯⋯¨⋯⋯6

(二 )重大 (Ⅱ 级 )痰情响应⋯¨⋯⋯⋯⋯⋯¨⋯¨¨¨⋯⋯⋯⋯⋯⋯⋯¨⋯⋯⋯⋯7

(三 )较大 (Ⅲ级 )痰情响应 ⋯⋯⋯⋯¨⋯⋯¨¨¨⋯⋯⋯¨⋯⋯¨¨⋯⋯⋯⋯¨ 7̈

(四 )一投 (Ⅳ级 )瘐情响应 ⋯¨⋯¨⋯⋯⋯⋯⋯¨⋯⋯⋯⋯⋯⋯¨¨¨⋯⋯⋯¨ 7̈

(五 )应怠响应级别调整 ⋯¨⋯⋯⋯⋯⋯⋯⋯⋯⋯¨¨¨⋯⋯⋯¨⋯⋯⋯⋯⋯⋯⋯ :̈

三、应急处呈 ⋯⋯⋯⋯⋯⋯⋯¨⋯⋯⋯⋯⋯⋯⋯⋯⋯⋯¨⋯⋯¨⋯⋯¨⋯⋯⋯⋯⋯¨⋯ 9̈

(一 )痰点划定与处丘 ⋯¨⋯⋯¨⋯⋯⋯⋯¨⋯¨⋯⋯⋯⋯⋯⋯⋯⋯⋯⋯⋯⋯⋯⋯ 9̈

(二 )痰区划定与处玉 ⋯⋯⋯⋯¨⋯⋯⋯¨⋯⋯¨⋯⋯⋯⋯¨¨⋯⋯¨⋯⋯⋯¨⋯ lo

(三 )受戌胁区划定与处工 ⋯⋯⋯⋯¨⋯⋯⋯⋯⋯¨⋯⋯⋯⋯⋯⋯⋯⋯⋯⋯¨⋯¨ 11

(四 )紧息流行病学调查 ¨¨¨⋯⋯¨⋯⋯⋯⋯⋯⋯⋯⋯⋯¨⋯⋯¨⋯⋯¨⋯⋯⋯12

(五 )应息监测 ⋯⋯¨⋯⋯⋯⋯⋯⋯⋯⋯⋯⋯⋯⋯⋯⋯⋯¨⋯⋯⋯¨⋯⋯⋯⋯⋯⋯ 13

(六 )解除封锁和恢复生产⋯¨⋯⋯¨⋯¨⋯⋯⋯⋯⋯⋯¨¨¨⋯⋯¨⋯⋯⋯⋯¨J3

四、监测阳性的处呈 ⋯⋯¨¨⋯⋯⋯⋯¨⋯¨⋯⋯⋯⋯⋯¨⋯⋯⋯⋯⋯⋯¨⋯⋯⋯⋯¨15

(一 )养殖场 (户 )监测阳性 ¨¨⋯⋯⋯⋯¨⋯¨⋯⋯⋯¨¨⋯¨¨¨⋯⋯¨⋯⋯ 15

(二 )屠宰加工场所监测阳性 ⋯¨⋯⋯⋯⋯¨⋯⋯⋯¨⋯⋯¨⋯⋯⋯⋯⋯⋯⋯¨¨15

(三 )其他环节的监测阳性 ⋯⋯⋯⋯⋯¨⋯¨¨⋯⋯⋯⋯¨⋯⋯⋯¨⋯⋯⋯⋯¨⋯ 16

五、善后处理 ¨⋯¨¨⋯⋯⋯⋯⋯⋯⋯⋯¨⋯¨⋯⋯¨⋯⋯⋯⋯⋯⋯¨⋯¨⋯ ⋯̈¨⋯ 17

(一 )落实生猪扑杀补助 ¨⋯⋯⋯⋯⋯⋯⋯¨⋯⋯⋯⋯⋯⋯¨⋯⋯¨¨⋯⋯¨⋯⋯17

(二 )开展后期评估 ⋯¨⋯⋯⋯⋯¨⋯¨⋯⋯⋯¨⋯⋯⋯¨¨⋯¨⋯⋯⋯⋯⋯⋯⋯ I7

(三 )表彰奖励 ⋯⋯¨⋯⋯⋯⋯¨⋯⋯⋯⋯⋯¨⋯¨¨⋯⋯⋯⋯⋯⋯⋯¨⋯⋯¨⋯ 17

(四 )责任追究 ¨¨⋯⋯⋯¨⋯⋯⋯⋯⋯⋯⋯¨⋯⋯⋯¨⋯⋯⋯⋯¨⋯⋯⋯⋯¨⋯ I:

(五 )抚恤和补助 ⋯¨⋯⋯⋯¨⋯⋯⋯¨⋯⋯¨⋯⋯⋯⋯⋯⋯¨⋯⋯¨⋯⋯⋯⋯⋯ 1:

六、保障措施⋯⋯¨⋯⋯⋯⋯¨⋯⋯⋯⋯⋯¨¨⋯⋯¨⋯¨⋯¨⋯⋯¨⋯⋯¨⋯⋯¨⋯ 1:

七、附则 ⋯¨⋯¨⋯⋯⋯⋯¨¨¨⋯⋯⋯¨⋯⋯⋯⋯⋯⋯¨⋯⋯¨¨¨¨¨¨⋯⋯¨¨ 1:

附件 I非洲猪瘟诊断规范 ⋯¨¨⋯⋯⋯¨⋯⋯¨⋯⋯⋯¨⋯⋯⋯⋯⋯⋯¨⋯⋯⋯⋯⋯⋯⒛

附件 2非洲猪瘟消每规范 ¨⋯¨⋯¨⋯¨⋯⋯¨⋯⋯⋯¨⋯¨¨⋯¨¨⋯¨¨¨⋯⋯⋯26

附件 3非洲猪瘟疫恬处二职责任务分工 ⋯⋯⋯⋯⋯⋯¨¨⋯⋯⋯⋯¨⋯¨¨⋯⋯⋯⋯¨29

附件 4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处呈流程囡⋯¨¨⋯¨⋯⋯⋯⋯¨⋯⋯⋯⋯¨⋯¨¨⋯⋯⋯¨ 33

附件 5非洲猪瘟监测阳性处呈流程囡⋯⋯¨⋯⋯¨¨¨¨¨⋯⋯¨⋯¨¨⋯¨¨⋯⋯¨
"

-3—



非洲猪瘟疫情属重大动物疫情,一旦发生,死亡率高,是

我国生猪产业生产安全最大威胁。当前,我国非洲猪瘟防控取

得了积极成效,但是病毒已在我国定殖并形成较大污染面,疫

情发生风险依然较高。为扎实打好非洲猪瘟防控持久战,切实

维护养猪业稳定健康发展,有效保障猪肉产品供给,依据 《中

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出境动植物检疫

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国家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预

案》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定,制定本方案。

一、疫情报告与确认

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生猪、野猪出现疑似非洲猪瘟症状

或异常死亡等情况,应立即向所在地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主

管部门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有关单位接到报告后应

立即按规定采取必要措施并上报信息,按照
“
可疑疫情一疑似疫

情一确诊疫情
”
的程序认定和报告疫情。

(一 )可疑疫情

县级以上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到信息后,应立即指派

两名中级以上技术职称人员到场,开展现场诊断和流行病学调

查,符合 《非洲猪瘟诊断规范》(附件 1)可疑病例标准的,应

判定为可疑病例,并及时采样送检。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

根据现场诊断结果和流行病学调查信息,认定可疑疫情。

(二 )疑似疫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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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疑病例样品经县级以上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实验室,

或经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认可的第三

方实验室检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的,应判定为疑似病例。

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畜 牧兽医)主管部门根

据实验室检测结果和流行病学调查信息,认定疑似疫情。

(三 )确诊疫情

疑似病例样品经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复检,或 经省

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授权的地市级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实验室复检,检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的,应

判定为确诊病例。有条件的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应有针

对性地开展病原鉴别检测。

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根据确诊结

果和流行病学调查信息,认定确诊疫情;疫区、受威胁区涉及

两个以上省份的疫情,由农业农村部认定。

疫情发布前,确诊疫情所在地的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

构应按疫情快报要求将有关信息上报至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中心,并将样品和流行病学调查信息送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

学中心。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按照程序向农业农村部报

送疫情信息。农业农村部按规定报告和通报疫情后,由 疫情所

在地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发布疫情信

息。其他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发布疫情和排除疫情信 J急 。

相关单位在开展疫情报告、调查以及样品采集、送检、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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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等工作时,应及时做好记录各查。

在生猪运输过程中发现的非洲猪瘟疫情,由 疫情发现地负

责报告、处置,计入生猪输出地。

确诊疫情所在地的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应按疫情快

报要求,做好后续报告和最终报告;疫情所在地省级人民政府

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向农业农村部及时报告疫情

处置重要情况和总结。

二、疫情响应

根据非洲猪瘟流行特点、危害程度和影响范围,将疫情应

急响应分为四级。

(一 )特别重大 (I级 )疫情响应

21天 内多数省份发生疫情,且新发疫情持续增加、快速扩

散,对生猪产业发展和经济社会运行构成严重威胁时,农业农

村部根据疫情形势和风险评估结果,报请国务院启动 I级疫情

响应,启 动国家应急指挥机构;或经国务院授权,由农业农村

部启动I级疫情响应,并牵头启动多部门组成的应急指挥机构 ,

各有关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共同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启动 I级疫情响应后,农业农村部负责向社会发布疫情预

警。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立即启动应急指挥机构,组织各

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共同做好疫情应对;实施防控工作每日报告

制度,组织开展紧急流行病学调查和应急监测等工作;对发现

的疫情及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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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重大 (Ⅱ 级 )疫情响应

21天 内9个以上省份发生疫情,且疫情有进一步扩散趋势

时,应启动Ⅱ级疫情响应。

疫情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立即启动应急指挥机

构工作,组织各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共同做好疫情应对;实

施防控工作每日报告制度,组织开展紧急流行病学调查和应急

监测工作;对发现的疫情及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农业农村部加强对全国疫情形势的研判,对发生疫情省份

开展应急处置督导,根据需要派专家组指导处置疫情;向 社会

发布预警,并指导做好疫情应对。

(三 )较大 (Ⅲ级 )疫情响应

21天 内4个 以上、9个以下省份发生疫情,或 3个相邻省

份发生疫情时,应启动Ⅲ级疫情响应。

疫情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应立即启动应急指挥机构 ,

组织各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共同做好疫情应对;实施防控工

作每日报告制度,组 织开展紧急流行病学调查和应急监测;对

发现的疫情及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疫情所在地的省级人民政

府农业农村 (畜 牧兽医)主管部门对疫情发生地开展应急处置

督导,及时组织专家提供技术支持;向 本省有关地区、相关部

门通报疫情信息,指导做好疫情应对。

农业农村部向相关省份发布预警。

(四 )一般 (Ⅳ级 )疫情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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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天 内4个以下省份发生疫情的,应启动Ⅳ级疫情响应。

疫情所在地的县级人民政府应立即启动应急指挥机构,组

织各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共同做好疫情应对;实施防控工作

每日报告制度,组织开展紧急流行病学调查和应急监测工作 ;

对发现的疫情及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疫情所在地的市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主管部

门对疫情发生地开展应急处置督导,及时组织专家提供技术支

持;向 本市有关县区、相关部门通报疫情信饣急,指导做好疫情

应对。

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根据需要

对疫情处置提供技术支持,并 向相关地区发布预警信息。
(五 )各地应急响应分级标准及响应措施的细化和调整

省级人民政府或应急指挥机构要结合辖区内工作实际,科
学制定和细化应急响应分级标准和响应措施,并指导市、县两

级逐级明确和落实。原则上,地方制定的应急响应分级标准和

响应措施,应不低于国家制定的标准和措施。省级在调低响应
级别前,省级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将有关情况报
农业农村部备案。

(六 )国 家层面应急响应级别调整

农业农村部根据疫情形势和防控实际,组 织开展评估分析 ,

及时提出调整响应级别或终止应急响应的建议或意见。由原启
动响应机制的人民政府或应急指挥机构调整响应级别或终止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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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响应。

三、应急处置

对发生可疑和疑似疫情的相关场点,所在地县级人民政府

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应立即组织采

取隔离观察、采样检测、流行病学调查、限制易感动物及相关

物品进出、环境消毒等措施。必要时可采取封锁、扑杀等措施。

疫情确诊后,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 )

主管部门应立即划定疫点、疫区和受威胁区,向本级人民政府

提出启动相应级别应急响应的建议,由本级人民政府依法作出

决定。影响范围涉及两个以上行政区域的,由有关行政区域共

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划定,或

者由各有关行政区域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畜 牧兽医 )

主管部门共同划定。

(一 )疫点划定与处置

1.疫点划定。对具备良好生物安全防护水平的规模养殖场 ,

发病猪舍与其他猪舍有效隔离的,可将发病猪舍划为疫点;发

病猪舍与其他猪舍未能有效隔离的,以该猪场为疫点,或 以发

病猪舍及流行病学关联猪舍为疫点。

对其他养殖场 (户 ),以病猪所在的养殖场 (户 )为疫点;

如已出现或具有交叉污染风险,以病猪所在养殖场 (户 )和流

行病学关联场 (户 )为 疫点。

对放养猪,以病猪活动场地为疫点。

-9—



在运输过程中发现疫情的,以运载病猪的车辆、船只、飞

机等运载工具为疫点。

在牲畜交易和隔离场所发生疫情的,以该场所为疫点。

在屠宰过程中发生疫情的,以该屠宰加工场所 (不含未受

病毒污染的肉制品生产加工车间、冷库 )为疫点。

2.应采取的措施。县级人民政府应依法及时组织扑杀疫点

内的所有生猪,并参照 《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等相关规定,对所有病死猪、被扑杀猪及其产品,以及排泄物、

餐厨废弃物、被污染或可能被污染的饲料和垫料、污水等进行

无害化处理;按照 《非洲猪瘟消毒规范》(附件 2)等相关要求 ,

对被污染或可能被污染的人员、交通工具、用具、圈舍、场地

等进行严格消毒,并强化灭蝇、灭鼠等媒介生物控制措施;禁

止易感动物出入和相关产品调出。疫点为生猪屠宰场所的,还

应暂停生猪屠宰等生产经营活动,并对流行病学关联车辆进行

清洗消毒。运输途中发现疫情的,应对运载工具进行彻底清洗

消毒,不得劝返。

(二 )疫区划定与处置

1.疫区划定。对生猪生产经营场所发生的疫情,应根据当地

天然屏障 (如河流、山脉等 )、 人工屏障 (道路、围栏等 )、 行

政区划、生猪存栏密度和饲养条件、野猪分布等情况,综合评

估后划定。具备良好生物安全防护水平的场所发生疫情时,可

将该场所划为疫区;其他场所发生疫情时,可视情将病猪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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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然村或疫点外延 3公里范围内划为疫区。运输途中发生疫情 ,

经流行病学调查和评估无扩散风险的,可 以不划定疫区。

2.应采取的措施。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畜 牧

兽医)主管部门报请本级人民政府对疫区实行封锁。当地人民

政府依法发布封锁令,组织设立警示标志,设置临时检查消毒

站,对 出入的相关人员和车辆进行消毒;关 闭生猪交易场所并

进行彻底消毒,对场所内的生猪及其产品予以封存;禁止生猪

调入、生猪及其产品调出疫区,经检测合格的出栏肥猪可经指

定路线就近屠宰;监督指导养殖场户隔离观察存栏生猪,增加

清洗消毒频次,并采取灭蝇、灭鼠等媒介生物控制措施。

疫区内的生猪屠宰加工场所,应 暂停生猪屠宰活动,进行

彻底清洗消毒,经 当地县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主

管部门组织对其环境样品和生猪产品检测合格的,由 疫情所在

县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组织开展

风险评估通过后可恢复生产;恢复生产后,经检测、检验、检

疫合格的生猪产品,可在所在地县级行政区内销售。

封锁期内,疫区内发现疫情或检出核酸阳性的,应 参照疫

点处置措施处置。经流行病学调查和风险评估,认为无疫情扩

散风险的,可不再扩大疫区范围。

(三 )受威胁区划定与处王

1.受威胁区划定。受威胁区应根据当地天然屏障 (如河流、

山脉等 )、 人工屏障 (道路、围栏等 )、 行政区划、生猪存栏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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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和饲养条件、野猪分布等情况,综合评估后划定。没有野猪

活动的地区,一般从疫区边缘向外延伸 10公里;有野猪活动的

地区,一般从疫区边缘向外延伸 50公里。

2.应采取的措施。所在地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应及时关

闭生猪交易场所;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及时组织

对生猪养殖场 (户 )全面排查,必要时采样检测,掌握疫情动

态,强化防控措施。禁止调出未按规定检测、检疫的生猪;经

检测、检疫合格的出栏肥猪,可经指定路线就近屠宰;对取得

《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按规定检测合格的养殖场 (户 ),其

出栏肥猪可与本省符合条件的屠宰企业实行
“
点对点

”
调运,出

售的种猪、商品仔猪(重量在 30公斤及以下且用于育肥的生猪 )

可在本省范围内调运。

受威胁区内的生猪屠宰加工场所,应彻底清洗消毒,在官

方兽医监督下采样检测,检测合格且由疫情所在县的上一级人

民政府农业农村 (畜 牧兽医)主管部门组织开展风险评估通过

后,可继续生产。

封锁期内,受威胁区内发现疫情或检出核酸阳性的,应参

照疫点处置措施处置。经流行病学调查和风险评估,认为无疫

情扩散风险的,可不再扩大受威胁区范围。

(四 )紧急流行病学调查

1.初步调查。在疫点、疫区和受威胁区内搜索可疑病例 ,

寻找首发病例,查明发病顺序;调查了解当地地理环境、易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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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养殖和野猪分布情况,分析疫情潜在扩散范围。

2.追踪调查。对首发病例出现前至少 21天 内以及疫情发

生后采取隔离措施前,从疫点输出的易感动物、风险物品、运

载工具及密切接触人员进行追踪调查,对有流行病学关联的养

殖、屠宰加工场所进行采样检测,评估疫情扩散风险。

3.溯源调查。对首发病例出现前至少 21天 内,引 入疫点

的所有易感动物、风险物品、运输工具和人员进出情况等进行

溯源调查,对有流行病学关联的相关场所、运载工具、兽药等

进行采样检测,分析疫情来源。

流行病学调查过程中发现异常情况的,应根据风险分析情

况及时采取隔离观察、抽样检测等处置措施。

(五 )应急监测

疫情所在县、市要立即组织对所有养殖场所开展应急排查 ,

对重点区域、关键环节和异常死亡的生猪加大监测力度,及时

发现疫情隐患。加大对生猪交易场所、屠宰加工场所、无害化

处理场所的巡查力度,有针对性地开展监测。加大入境口岸、

交通枢纽周边地区以及货物卸载区周边的监测力度。高度关注

生猪、野猪的异常死亡情况,指导生猪养殖场 (户 )强化生物

安全防护,避免饲养的生猪与野猪接触。应急监测中发现异常

情况的,必须按规定立即采取隔离观察、抽样检测等处置措施。

(六 )解除封锁和恢复生产

在各项应急措施落实到位并达到下列规定条件时,当地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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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向上一级人民政府

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申请组织验收,合格后,向 原

发布封锁令的人民政府申请解除封锁,由 该人民政府发布解除

封锁令,并组织恢复生产。

1.疫点为养殖场 (户 )的。应进行无害化处理的所有猪按

规定处理后 21天 内,疫区、受威胁区未出现新发疫情;所在县

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组织对疫点

和屠宰场所、市场等流行病学关联场点抽样检测合格;解除封

锁后,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恢复生产:(1)具备良好生物安

全防护水平的规模养殖场,引 入哨兵猪饲养至少 21天 ,经检测

无非洲猪瘟病毒感染,经再次彻底清洗消毒且环境抽样检测合

格;(2)空栏 5个月且环境抽样检测合格;(3)引 入哨兵猪饲

养至少绣 天,经检测无非洲猪瘟病毒感染。

2.疫点为生猪屠宰加工场所的。对屠宰加工场所主动排查

报告的疫情,所在县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畜 牧兽医 )

主管部门组织对其环境样品和生猪产品检测合格后,缌 小时内

疫区、受威胁区无新发病例。对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部 门排

查发现的疫情,所在县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 )

主管部门组织对其环境样品和生猪产品检测合格后,21天 内疫

区、受威胁区无新发病例。

封锁令解除后,生猪屠宰加工企业可恢复生产。对疫情发

生前生产的生猪产品,经抽样检测合格后,方可销售或加工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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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

四、监测阳性的处置

在疫情防控检查、监测排查、流行病学调查和企业自检等

活动中,检 出非洲猪瘟核酸阳性,但样品来源地存栏生猪无疑

似临床症状或无存栏生猪的,为 监测阳性。

(一 )养殖场 (户 )监测阳性

应当按规定及时报告,经县级以上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

复核确认为阳性且生猪无异常死亡的,应扑杀阳性猪及其同群

猪。对其余猪群,应 隔离观察 21天 。隔离观察期满无异常且检

测阴性的,可就近屠宰或继续饲养;隔离观察期内有异常且检

测阳性的,按疫情处置。

对不按要求报告自检阳性或弄虚作假的,还应列为重点监

控场户,其生猪出栏时具备县级以上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实

验室或第三方实验室出具的非洲猪瘟检测报告,可正常出栏。

(二 )屠宰加工场所监测阳性

屠宰场所自检发现阳性的,应 当按规定及时报告,暂停生

猪屠宰活动,全面清洗消毒,对阳性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后 ,

在官方兽医监督下采集环境样品和生猪产品送检,经县级以上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检测合格的,可恢复生产。该屠宰场所

在暂停生猪屠宰活动前,尚有待宰生猪的,应进行隔离观察 ,

隔离观察期内无异常且检测阴性的,可在恢复生产后继续屠宰;

有异常且检测阳性的,按疫情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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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组织抽

检发现阳性的,应 当按规定及时上报,暂停该屠宰场所屠宰加

工活动,全面清洗消毒,对阳性产品进行无害化处理鲳 小时后 ,

经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组织采样

检测合格,方可恢复生产。该屠宰场所在暂停生猪屠宰活动前 ,

尚有同批待宰生猪的,一般应予扑杀;如不扑杀,须进行隔离

观察,隔离观察期内无异常且检测阴性的,可在恢复生产后继

续屠宰;有异常且检测阳性的,按疫情处置。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畜 牧兽医)主管部门发现屠

宰场所不报告自检阳性的,应立即暂停该屠宰场所屠宰加工活

动,扑杀所有待宰生猪并进行无害化处理。该屠宰场所全面落

实清洗消毒、无害化处理等相关措施 15天后,经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组织采样检测合格,方可

恢复生产。

(三 )其他环节的监测阳性

在生猪运输环节检出阳性的,扑杀同一运输工具上的所有

生猪并就近无害化处理,对生猪运输工具进行彻底清洗消毒 ,

追溯污染来源。

在饲料及其添加剂、生猪产品和制品中检出阳性的,应立

即封存,经评估有疫情传播风险的,对封存的相关饲料及其添

加剂、生猪产品和制品予以销毁。

在无害化处理场所检出阳性的,应彻底清洗消毒,查找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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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原因,强化风险管控。

养殖、屠宰、运输和无害化处理环节发现阳性的,当地县

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应组织开展紧急流

行病学调查,将监测阳性信息按快报要求逐级报送至中国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将阳性样品和流行病学调查信息送中国动

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并及时向当地生产经营者通报有关信

息。

五、善后处理

(一 )落实生猪扑杀补助

对强制扑杀的生猪及人工饲养的野猪,符合补助规定的,

按照有关规定给予补助,扑杀补助经费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

按比例承担。对运输环节发现的疫情,疫情处置由疫情发生地

承担,扑杀补助费用由生猪输出地按规定承担。

(二 )开展后期评估

应急响应结束后,疫情发生地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组织有关单位对应急处置情况进行系统

总结,可结合体系效能评估,找 出差距和改进措施,报告同级

人民政府和上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并

逐级上报至农业农村部。

(三 )表彰奖励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部门对参加疫情应急处置作出贡献

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及时奖励;对在疫情应急处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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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中英勇献身的人员,按有关规定追认为烈士。

(四 )责任追究

在疫情处置过程中,发现违反有关法律法规规章行为的,

以及国家工作人员有玩忽职守、失职、渎职等违法违纪行为的,

依法、依规、依纪严肃追究当事人的责任。

(五 )抚恤和补助

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要组织有关部门对因参与应急处置工作

致病、致残、死亡的人员,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补助和抚

恤。

六、保障措施

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加强对本地疫情防控工作的领导,强化

联防联控机制建设,压实相关部门职责,建立重大动物疫情应

急处置预备队伍,落实应急资金和物资,对非洲猪瘟疫情迅速

作出反应、依法果断处置。

各级地方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畜 牧兽医)主管部门要加强

机构队伍和能力作风建设,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宣传,建立疫情

分片包村包场排查工作机制,强化重点场点和关键环节监测 ,

提升疫情早期发现识别能力;强化养殖、屠宰、经营、运输、

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等环节风险管控,推动落实生产经营者主

体责任。综合施策,切 实化解疫情发生风险。

七、附则

(一 )本方案有关数量的表述中,“ 以上”
含本数,“ 以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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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含本数。

(二 )野猪发生疫情的,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和风险评估结

果,参照本方案采取相关处置措施,防止野猪疫情向家猪扩散。

(三 )动物隔离场所、动物园、野生动物园、保种场、实

验动物场所发生疫情的,应按本方案进行相应处置。必要时,

可根据流行病学调查、实验室检测、风险评估结果,报请省级

人民政府有关部门并经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主

管部门同意,合理确定扑杀范围。

(四 )本方案由农业农村部负责解释。

附件:1。非洲猪瘟诊断规范

2.非 洲猪瘟消毒规范

3.非 洲猪瘟疫情处置职责任务分工

4.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处置流程图

5.非 洲猪瘟监测阳性处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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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非洲猪瘟诊断规范

一、流行病学

(一 )传染源

感染非洲猪瘟病毒的家猪、野猪和钝缘软蜱等为主要传染

源。

(二 )传播途径

主要通过接触非洲猪瘟病毒感染猪或非洲猪瘟病毒污染物

(餐厨废弃物、饲料、饮水、圈舍、垫草、衣物、用具、车辆

等 )传播,消 化道和呼吸道是最主要的感染途径;也可经钝缘

软蜱等媒介昆虫叮咬传播。气溶胶传播非洲猪瘟的风险很低。

(三 )易感动物

家猪和欧亚野猪高度易感,无明显的品种、日龄和性别差

异。非洲野猪,例 如疣猪、丛林猪、红河猪和巨林猪,感染后

很少或者不出现临床症状,是病毒的储存宿主。

(四 )潜伏期

因毒株、宿主和感染途径的不同,潜伏期有所差异,一般

为 5至 19天 ,最长可达 21天。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陆生动物

卫生法典》将潜伏期定为 15天。

(五 )发病率和病死率

不同毒株致病性有所差异,强毒力毒株感染猪的发病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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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死率均可达 100%;中 等毒力毒株造成的病死率一般为 30%至

50%,低毒力毒株仅引起少量猪死亡。

(六 )季节性

该病季节性不明显,但北方寒冷季节、南方多雨季节和生

猪调运频繁时疫情发生风险相对较高。

二、临床表现

(一 )最急性:无明显临床症状突然死亡。

(二 )急性:体温可高达独 摄氏度,沉郁,厌食,耳 、四

肢、腹部皮肤有出血点,可视黏膜潮红、发绀。眼、鼻有黏液

脓性分泌物;呕吐;便秘,粪便表面有血液和黏液覆盖;腹泻,

粪便带血。共济失调或步态僵直,呼吸因难,病程延长则出现

瘫痪、抽搐等其他神经症状。妊娠母猪流产。病死率可达 100%。

病程 4至 10天。

(三 )亚急性:症状与急性相同,但病情较轻,病 死率较

低。体温波动无规律,一般高于硐.5摄 氏度。仔猪病死率较高。

病程 5至 30天。

(四 )慢性:波状热,呼吸困难,湿咳。消瘦或发育迟缓 ,

体弱,毛色暗淡。关节肿胀,皮肤溃疡。死亡率低。病程 2至

15个月。

三、病理变化

病理变化包括浆膜表面充血、出血,肾脏、肺脏表面有出

血点,心 内膜和心外膜有大量出血点,胃 、肠道黏膜弥漫性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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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胆囊、膀胱出血;心包积液、绒毛心;肺脏肿大,切 面流

出泡沫性液体,气管内有血性泡沫样粘液;脾脏肿大、易碎 ,

呈暗红色至黑色,表面有出血点,边缘钝圆,有时出现边缘梗

死;颌下淋巴结、腹腔淋巴结肿大、出血或严重出血;关节炎。

最急性型的个体可能不出现明显的病理变化。

四、实验室诊断

非洲猪瘟临床症状与古典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丹

毒等疫病相似,必须通过实验室检测进行诊断。实验室诊断程

序可参见 《非洲猪瘟诊断技术》(GB/T18“ 8)。

(一 )样品的采集、运输和保存

可采集发病动物或同群动物的血清样品和病原学样品。样

品的包装和运输应符合农业农村部 《高致病性动物病原微生物

菌 (毒 )种或者样本运输包装规范》等规定。

1.血清学样品

无菌采集 5毫升血液样品,室 温放置 12小 时至 24小 时,

收集血清,冷藏运输。到达检测实验室后,立即进行非洲猪瘟

抗体检测或冷冻储存备用。

2.病原学样品

(1)抗凝血样品。无菌采集 5毫升乙二胺四乙酸抗凝血 ,

冷藏运输。到达检测实验室后,立 即进行非洲猪瘟病原检测或

冷冻储存备用。

(2)组织样品。首选脾脏,其次为淋巴结、扁桃体、肾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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骨髓等,冷藏运输。到达检测实验室后,立即进行非洲猪瘟病

原检测或冷冻储存备用。

(二 )病原检测

可采用荧光聚合酶链式反应 (PCR)、 核酸等温扩增、双抗

夹心酶联免疫吸附试验 (ELIsA)、 试纸条等方法。

(三 )抗体检测

可采用阻断 ELIsA、 间接 ELIsA、 抗原夹心 ELIsA、 间接

免疫荧光等方法。

五、结果判定

(一 )可疑病例

猪群符合下述流行病学、临床症状、剖检病变标准之一的,

判定为可疑病例。

1.流行病学标准

(1)已经按照程序规范免疫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等疫

苗,但猪群发病率、病死率依然超出正常范围;

(2)饲 喂餐厨废弃物的猪群,出 现异常发病死亡;

(3)调入猪群、更换饲料、外来人员和车辆进入猪场、畜

主和饲养人员购买生猪产品等可能风险事件发生后,猪群 21天

内出现异常发病死亡;

(4)野外放养有可能接触垃圾的猪出现发病或死亡。

符合上述 4条之一的,判定为符合流行病学标准。

2。 临床症状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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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发病率、病死率超出正常范围或无前兆突然死亡;

(2)皮肤发红或发紫;

(3)出 现高热或结膜炎症状;

(4)关节肿胀、皮肤溃疡;

(5)出现腹泻或呕吐症状;

(6)出 现神经症状;

(7)母猪出现流产、死胎。

符合第 (1)条,且符合其他条之一的,判定为符合临床症

状标准。

3.剖检病变标准

(1)脾脏异常肿大;

(2)脾脏有出血性梗死;

(3)下颌淋巴结肿胀或出血;

(4)腹腔淋巴结肿胀或出血;

(5)关节炎;

(6)心包积液、绒毛心。

符合上述任何一条的,判定为符合剖检病变标准。

(二 )疑似病例

对临床可疑病例,经县级以上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实验

室或经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认可的第

三方实验室检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的,判定为疑似病例。

(三 )确诊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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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疑似病例,按有关要求经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实

验室或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授权的地

市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实验室复检,检 出非洲猪瘟病毒核

酸的,判定为确诊病例。

(四 )基因缺失株鉴别诊断

对于确诊病例,必要时,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应进

行基因缺失株的鉴别诊断,具体参见 《非洲猪瘟病毒流行株与

基因缺失株鉴别检测规范》(农办牧 E⒛⒛〕39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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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非洲猪瘟消毒规范

一、消毒剂推荐种类与应用范围

应用范围 推荐种类

道路、车辆

生产线道路、疫区及疫点道路 氢氧化钠 (火碱 )、 氢氧化钙 (熟 石灰 )

车辆及运输工具
酚类、戊二醛类、季铵盐类、复方含碘类(碘、

磷酸、硫酸复合物 )、 过氧乙酸类

大门口及更衣室消毒池、脚踏

垫
氢氧化钠

生产、加工区

畜舍建筑物、围栏、木质结构、

水泥表面、地面

氢氧化钠、酚类、戊二醛类、二氧化氯类、

过氧乙酸类

生产、加工设备及器具
季铵盐类、复方含碘类 (碘、磷酸、硫酸复

合物 )、 过硫酸氢钾类

环境及空气消毒 过硫酸氢钾类、二氧化氯类、过氧乙酸类

饮水消毒
季铵盐类、过硫酸氢钾类、二氧化氯类、含

氯类

人员皮肤消毒 含碘类

帽衣

 
品

鞋等可能被污染的物
过硫酸氢钾类

办公、生活区
疫区范围内办公、饲养人员宿

舍、公共食堂等场所

二氧化氯类、过硫酸氢钾类、含氯类

人员、衣物 隔离服、胶鞋等 过硫酸氢钾类

各注:1,氢氧化钠、氢氧化钙消毒剂,可采用 1%工作浓度;2.戊 二醛类、季铵

盐类、酚类、二氧化氯类消毒剂,可参考说明书标明的工作浓度使用,饮水消毒工

作浓度除外;3,含碘类、含氯类、过硫酸氢钾类消毒剂,可参考说明书标明的高工作

浓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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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场地及设施设备消毒

(一 )消毒前准备

1.消 毒前必须彻底清洗,清除有机物、污物、粪便、饲料、

垫料等。

2.按需选择合适的消毒产品。

3.备有喷雾器、火焰喷射枪、消毒车辆、消毒防护用具 (如

口罩、手套、防护靴等 )、 消毒容器等。

(二 )消毒方法

1.对金属设施设备,可采用火焰、熏蒸和冲洗等方式消毒。

2.对圈舍、车辆、屠宰加工、贮藏等场所,可采用消毒液清

洗、喷洒等方式消毒。

3.对养殖场 (户 )的饲料、垫料,可采用堆积发酵或焚烧等

方式处理,对粪便等污物,作化学处理后采用深埋、堆积发酵

或焚烧等方式处理。

4.对办公室、宿含、食堂等场所,可采用喷洒方式消毒。

5.对消毒产生的污水应进行无害化处理。

(三 )人员及物品消毒

1,饲养及管理人员可采取淋浴和更衣方式消毒。

2.对衣、帽、鞋等可能被污染的物品,可采取消毒液浸泡、

高压灭菌等方式消毒。

(四 )消毒频率

疫点每天消毒 3至 5次 ,连续 7天 ,之后每天消毒 1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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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续消毒 21天 ;疫区临时检查消毒站做好出入车辆人员消毒工

作,直至解除封锁。

三、消毒效果评价

最后一次消毒后,针对金属设施设各、车辆、圈舍、屠宰

加工和储藏场所,以及办公室、宿舍、食堂等场所,采集环境

样品,进行非洲猪瘟病毒核酸检测。核酸检测结果为阴性,表

明消毒效果合格;核酸检测结果为阳性,需 要继续进行清洗消

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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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非洲猪瘟疫情处置职责任务分工

l
丨
 №
0
 ︱l

序号 主体/政府焙阝门 主要职责任务

l

各类生产

经营主体

养殖场户

发现生猪及其产品染疫或疑似染疫时,及 时报告。

做好隔离观察、清洗消毒等处置工作。

配合做好监测排查、流行病学调查、封锁、扑杀、无害化处理等应急处置活动。

2 屠宰场

3 无害化处理厂

4 生猪交易市场

收购、贩运主体

6

县级政府及相关管

理部门

县级人民政府

I级、Ⅱ级和Ⅲ级疫情响应时,疫情所在县应立即启动应急指挥机构,组织各有关部门依据

职责分工共同做好疫情处置;其他响应县应启动应急指挥机构,组织各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

工共同做好疫情应对。

Ⅳ级疫情响应时,根据县级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的建议,启 动应急指挥机构,组

织各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共同做好疫情处置;实施防控工作每日报告制度,组织开展紧急

流行病学调查和应急监测工作;对发现的疫情及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必要时,可请求上级

政府子以支持,保证应急处理工作顺利进行。

对作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对 因参与应急处置工作致病、致残、死亡的

人员,按照有关规定给予相应的补助和抚恤。

7
县级农业农村(畜 牧兽医 )

主管部门

1.组 织开展病例诊断和流行病学调查,认定可疑和疑似疫情,并及时报送有关信息;疫情确诊

后,向 本级人民政府提出疫情响应建议。

2,划 定疫点、疫区、受威胁区,报请同级人民政府实施封锁;组织开展疫情监测、检测、流行

病学调查、检疫、消毒、无害化处理等工作,为 扑杀等疫情处置工作提供技术指导。

3,向 上一级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申请组织验收,合格后向原发布封锁令的人民政府

申请解除封锁。

4.组织开展应急处置情况总结,查找工作差距,报同级人民政府和上级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 )

主管部门。

5.对监测阳性的,组织实施流行病学调查、信息报告、清洗消毒、无害化处理等应急措施,并



l
︱
 ∞
0
 丨l

序号 主体/政府/部门 主要职责任务

发出预警。

8 联防联控机制其他部门

发展改革、财政、交通运输、公安、市场监管、海关、林草等应急指挥机构成员单位,应 当

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做好应急所需的物资储备、应急处理经费落实、应急物资运输、社

会治安维护、动物及其产品市场监管、口岸检疫、防疫知识宣传等工作。

9

市级政府及相关管

理部门

市级人民政府

1. I级和Ⅱ级疫情响应时,疫情所在市应立即启动应急指挥机构,组 织各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

工共同做好疫情处置;其他响应市应启动应急指挥机构,组织各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共同

做好疫情应对。

Ⅲ级疫情响应时,根据市级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的建议,启 动应急指挥机构,组

织备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共同做好疫情处置;实施防控工作每日报告制度,组织开展紧急

流行病学调查和应急监测工作;对发现的疫情及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必要时,可请求上级

政府予以支持,保证应急处理工作顺利进行。

对作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对 因参与应急处置工作致病、致残、死亡的

人员,按 照有关规定给子相应的补助和抚恤。

2.

3.

10
市级农业农村(畜 牧兽医

主管部门

认定可疑疫情和疑似疫情,并及时上报。

I级和Ⅱ级应急响应时,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启动Ⅲ级疫情应急响应的建议,组织开展非洲猪瘟疫情的调查与处理;

划定疫点、疫区、受威胁区;负 责对本行政区域内应急处理工作的督导和检查;开展有关技

术培训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动物防疫知识宣教;组织开展疫情形势评估,及时提出调整响

应级别或终止应急响应的建议或意见。疫情处置结束,组织有关单位对应急处置情况进行系

统总结,查找工作差距,按要求报告同级人民政府,并报上级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主管部

门。

Ⅳ级疫情响应时,对疫情发生地开展应急处置督导,及 时组织专家提供技术支持;向本市有

关县区、相关部门通报疫情,指 导做好疫情应对。

对监测阳性的,组织实施流行病学调查、信息报告、清洗消毒、无害化处理等应急措施,并

发出预警。

2

4

11 联防联控机制其他部门

发展改革、财政、交通运输、公安、市场监管、海关、林草等应急指挥机构成员单位,应 当

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做好应急所需的物资储备、应急处理经费落实、应急物资运输、社

会治安维护、动物及其产品市场监管、口岸检疫、防疫知识宣传等工作。

12 省级政府及相关管 省级人民政府 l,I级疫情响应时,应 立即启动应急指挥机构,组 织各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共同做好疫情应



︱

口

︱

序号 主体/政府/部门 主要职责任务

理部门 对,对发现的疫情及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2.Ⅱ 级疫情响应时,根据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的建议,立即启动应急

指挥机构工作,组织有关部门依据职责分工共同做好疫情应对,实施防控工作每日报告制度 ,

组织开展紧急流行病学调查和应急监测工作;对发现的疫情及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必要时,

可请求中央予以支持,保证应急处理工作顺利进行。

3.对作出贡献的先进集体和个人进行表彰和奖励;对 因参与应急处置工作致病、致残、死亡的

人员,按照有关规定给子相应的补助和抚恤。

省级农业农村(畜 牧兽医

主管部门

1.认定非洲猪瘟疫情,按规定及时上报、发布疫情。

2.I级疫情响应时,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3.向 省级人民政府提出启动Ⅱ级疫情响应建议,组织开展非洲猪瘟疫情的调查与处理;划 定疫

点、疫区、受威胁区;负 责对本行政区域内应急处理工作的督导和检查;开展有关技术培训

工作;有针对性地开展动物防疫知识宣教;组织开展疫情形势评估,及时提出调整响应级别

或终止应急响应的建议或意见;疫情处置结束,组织有关单位对应急处置情况进行系统总结 ,

查找工作差距,按要求报告同级人民政府,并上报农业农村部。

4.Ⅲ级疫情响应时,省级人民政府农业农村 (畜 牧兽医)主管部门对疫情发生地开展应急处置

督导,及时组织专家提供技术支持;向 本省有关地区、相关部门通报疫情信息,指导做好疫

情应对。

5.Ⅳ 级疫情响应时,根据需要对疫情处置提供技术支持,并 向相关地区发布预警信
`急

。

6.授权符合条件的地市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实验室开展非洲猪瘟确诊工作。

7.省 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应有针对性地开展病原鉴别检测。

14 联防联控机制其他部门

发展改革、财政、交通运输、公安、市场监管、海关、林草等应急指挥机构成员单位,应 当

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负责做好应急所需的物资储备、应急处理经费落实、应急物资运输、社

会治安维护、动物及其产品市场监管、口岸检疫、防疫知识宣传等工作。

应对非洲猪瘟疫情

联防联控工作机制
农业农村部

1,认定疫区、受威胁区涉及两个以上省份的疫情。

2,按规定报告和通报疫情。

3,报请国务院启动 I级疫情响应,启 动国家应急指挥机构;或 经国务院授权,由农业农村部启

动l级疫情响应,并 牵头启动多部门组成的应急指挥机构,按照职责分工做好疫情防控工作 ;

实施防控工作每日报告制度,组 织开展紧急流行病学调查和应急监测工作;对发现的疫情及

时采取应急处置措施。



l
I
 

∞
№
 
I
l

序号 主体/政府焙阝门 主要职责任务

4.Ⅱ 级疫情响应时,加 强对全国疫情形势的研判,对发生疫情省份开展应急处置督导,根据需

要派专家组指导处置疫情;向 社会发布预警,并指导做好疫情应对。

5.Ⅲ级疫情响应时,向 相关省份发布预警。

16

应对非洲猪瘟疫情联防联

控工作机制其他部门和单

位

中央宣传部、外交部、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 J憝 化部、公安部、财政部、住房城乡建设部、

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卫生健康委、应急部、海关总署、市场监管总局、银保监会、林草局、

民航局、邮政局、中央军委后勤保障部、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等成员单位按照职责分工 ,

负责组织做好疫情监测报告、野猪巡查及监测、应急处置、运输监管、境外疫情防堵、餐厨

废弃物管理、案件侦办、社会治安管理、市场调控和监管、基础设施建设保障、财政经费保

障、宣传引导等工作,落实信息共享、工作会商、督办检查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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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非洲猪瘟疫情应急处置流程图

嬲 扑杀疫点内

判
"l±

否符含可叹锖
"话

准·并采梓珐枪

怯艘阴性
县红以⒈±0立●弪εα农业双H(●

拈馀              仗臼医)主0‘
"次

可的,三方央0工

所在省份的动仂班

捎Ⅱ防扣÷i机杓

巾田动仂瘐病

饣肪控0J巾 心

坐    摹 冁谳

生揞

柒止易感动物出入月I桕大产品调出

皙ls生产 ,滑 洗洧童流行病孛关联车辆

品,排祉仂、小
=f废

弃仂、被污染或

污水哿

多照疫点处旦J。
u施

处且

|晷营圣赏
农村 (F
牧营医〉

主曹钚冂

臼a人民玫

府农业农村
(‘牧‘医〉

主曹邙冂

农业浓村邯

根据臼诊结火

扭流调信息

县扭以

上地方

人民政

府农业

农‖
(=牧

甘医)

主f钾
门

纽

民

县

人

逅钿途中泼生疫铪

认定

县级以上

地方人民

敢府农业

农If〈 【收

s医 )主 △

礻n,R田

本a人民

改府对痰

区实tⅡ
0

关ln生 猪交易场所

封tn钥内·受威胁运内发现疫浒或拄出怯茳阳性

发布封9令  +缀 织设立扌示标志 .设Ⅰ恪时捡酣 ‘站.洧伢出入人员车辆

生猪交易场所 冖ˉ● 大团 -● 仞底稍t,对场所内的生t次其产品子以封存

缨
吒      赢 Ξ宰

芥殖炀户     羿粢銎吴篾:茫爹‰镆絮壁溉冤孺骷 |
省a人民改

府农业农村
(0牧 甘医 )

主曹郜门

⒊划定受

虫胁区

扳名天钚/

人工屏”、

仃玫区煳、

生疳秤拦奋

反和饲芥糸

侪、Ⅱ钼分

县

纽

以

上

人

民

玫

府

〓

/'\

诺跏私‰
|

布卒综仓淠
债翊定

岍 栅
|

娼踪讷杳
」卜甲争

● 轴出恰况
|

”源调查
」
-告|· 铂入枯猊

|

农业农村部报诂田务院启动臼t庄
急指挥机构,或国务院授钗农业农

村“牵头启动多邯门应急指挥机构

疫倌咱应

↓

^Li∶
扌h∫钅屮1|′ J

农q,农 村枷宙导

s应急以 广

所有荞兑炀所

入墁冂岸、交屈抠纽闭边地区

r
“

︱

L

估

"
披

所

县
艹

l
︱

 ∞
∞
 ︱l

农
光窑务黑

发
i 
县
詹嵛迕智倌介胥脔

府̌̄ ~̄ˉ)防拧I仵
昱￡幕讪F昱哲狂叠

学调查、

该⒎l芤

疝-→9雷
E烤锘疋厦属:属殳切隹慝讪嚣意

钻甜
\骧营:祛→橐篓膏二    二

上一   人民

级奋  ● 政府

牧臼   发布

医主   碑除

瞀格   葑ii

门验   令

收合 ●
格

—→展胛—→鼍ξξ肓I鸯
-ˉ———      t或加工使Ⅲ

刂之病爿

洋 0。

认定

根铝拴曰结只

f0波 讧信息

省臼动物疫铟

顶防技制机恂

波有针对柱地

开展磷原嘹,9l

拴△

艹钴所在齐Ⅱ钅〈户「
莰关联弓 (户 )

瓣    臂

中口动仂卫生与

Ⅱ行京手中0

根掘现场诊0i结

审
所

屠
场

墉
工

生
加

封故瑚内,痰区内发现痰

Ⅱn拴出挨∮阳佐



附件 5l
︱

 ∞
卜
 
l
l

非洲猪瘟监测阳性处置流程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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