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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的附录 A、B、C均为规范性附录。 

本标准由北京市农业局提出。 

本标准由北京市农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养殖业分会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北京市畜牧兽医总站。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韦海涛、李秀敏、郑瑞峰、云鹏、祝俊杰、蒋益民、薛水玲、魏荣贵、赵浩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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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动物疫病流行病学调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发生重大动物疫情后开展的流行病学调查技术要求。本标准所指的重大动物疫病是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规定的一类传染病和新发烈性传染病。 

本标准适用于重大动物疫情暴发后的最初调查、现地调查和追踪调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的

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可以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明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DB11/T 456  动物防疫员防护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最初调查  initial investigation 

兽医技术人员在接到动物养殖场（户）怀疑发生疫病报告后，对所报告的动物养殖场（户）进行的

实地考察以及对其发病情况的初步核实。 

3.2  

现地调查  spot Investigation 

兽医技术人员对所报告的重大疫病发病场（户）的场区状况、传染来源、发病动物种类、品种、日

龄、发病时间、病程、发病率与病死率以及发病动物舍分布等所作的现地调查。 

3.3  

追踪调查  tracking investigation 

在重大疫病暴发及扑灭前后，对疫点的可疑带毒人员、病死动物及其产品和传播媒介的扩散趋势、

自然宿主发病和带毒情况的调查。 

4 最初调查 

4.1 目的 

核实疫情、提出对疫点的初步控制措施，为疫情确诊和现地调查提供依据。 

4.2 组织与要求  

4.2.1 区（县）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接到养殖场（户）怀疑发病的报告后，应立即指派 2名以上兽医

技术人员，携必要的器械、用品和采样用容器，在 12 h以内尽快赶赴现场，核实发病情况。 

4.2.2 被派兽医技术人员至少 3 d内没有接触过该病群及其污染物，按DB11/T 456要求做好个人防护。 
4.3 内容 

4.3.1 调查发病场的基本状况、病史、症状以及环境状况四个方面，并填写最初调查表，调查表内容

见附录 A。 

4.3.2 根据检查发病群状况，流行情况做出初步判断。 

4.3.3 若不能排除动物重大疫病，应立即报告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并建议其请兽医专家作进一步诊

断，并配合做好后续采样、诊断和疫情扑灭工作。 

4.3.4 应实施对疫点的控制措施，动物产品和可疑污染物品不得从养殖场（户）运出，并限制人员流

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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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5 画图标出疑病畜场（户）周围 10 km以内分布的养殖场、道路、河流、山岭、树林、人工屏障

等，连同最初调查表一同报告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 

5 现场调查 

5.1 目的 

在最初调查无法排除重大疫病的情况下，对报告养殖场（户） 做进一步的诊断和调查，分析可能

的传染来源、传播方式、传播途径以及影响疫情控制和扑灭的环境和生态因素。 

5.2 组织与要求  

5.2.1 市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接到怀疑发病报告后，应立即派遣兽医专家配备必要的器械和用品于

12h内赴现场，作进一步诊断和调查。 

5.2.2 被派兽医技术人员应符合 4.2.2的要求。 

5.3 内容 

5.3.1 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对发病养殖场（户）的发病情况、周边地理地貌、野生动物分布、动物、

产品、饲料、人员流动近期情况等开展进一步的调查。 

5.3.2 填写流行病学现地调查表，见附录 B。 

5.3.3 完成病料样品的采集、包装及运输等。 

6 追踪调查 

6.1 目的 

追踪疫点传染源和传播媒介的扩散趋势、自然宿主的发病和带毒情况，为阻止疫情进一步蔓延或可

能出现的公共卫生危害提供预警预报。 

6.2 组织 

当地流行病学调查人员在兽医专家指导下对可疑感染动物、可疑污染物品和带毒宿主进行追踪调

查。 

6.3 内容 

6.3.1 追踪出入发病养殖场（户）的有关工作人员和所有动物、动物产品及有关物品的流动情况，并

对其作适当的隔离观察和控制措施。  

6.3.2 对疫点、疫区的动物及易感畜禽等重要疫源宿主进行发病情况调查，委托有资质的单位开展分

子流行病学调查，追踪病毒变异情况。 

6.3.3 填写追踪调查表，见附录 C。 

7 成因分析和成因调查 

7.1 流行特征调查 

7.1.1 空间分布调查：分析全市疫情分布的范围，统计发病率和死亡率，并按区县从高到低依次排序。 

7.1.2 时间分布调查：分析具体发病日期、发病高峰、流行尖峰、疫情波动等。 

7.1.3 动物分布调查：分析发病动物的种类、品种、年龄、性别及用途。 

7.2 暴发原因分析   

分析对象包括水源、饲料源、发病动物及产品流动、人员流动、虫媒等。 

7.3 成因   

得出重大疫病流行的初步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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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A 

（规范性附录） 

重大动物疫病流行病学最初调查表 

 

表 A.1 重大动物疫病流行病学最初调查表 

 

 

任务编号： 国标码： 

电话（固定/手机）： 
调查者姓名： 

传真： 

电话（固定/手机）： 
场/户主姓名： 

传真： 

场/户名称                        邮编： 

场/户地址  

饲养品种   

饲养数量  

动物到场的时间 

（来自何处） 
 

动物所在地面结构（土壤、

垫料、水泥、山坡等） 
 

粪便清除方式（自动清粪、

水冲洗、人工清粪） 
 

场址地形环境描述 
 

 

温度 

干旱/下雨 发病时天气状况 

主风向 

场区条件 
□ 进场要洗澡更衣  □进生产区要换胶靴   □场舍门口有消毒池 

□供料道与出粪道分开 

污水排向 
□ 附近河流  □农田沟渠  □附近村庄  □野外湖区  □野外水塘 

□野外荒郊   □其他 

过去一年曾发生的疫病  

本次典型发病情况 
□ 

□ 其他（请填写）： 

疫情核实结论 □ 不能排除某传染病        □排除 

调查人员签字：                     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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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B 

（规范性附录） 

重大动物疫病现地调查表 

疫情类型  （1）确诊          （2）疑似         （3）可疑 

B.1 疫点易感动物与发病动物现场调查 

B.1.1 最早出现发病时间:         年     月     日       时，   

发病数：   只/头/羽/匹/条等，死亡数：   只/头/羽/匹/条等，圈舍（户）编号:         。 

B.1.2 畜禽群发病情况： 

圈舍（户）

编号 

动物 

品种 

日龄 发病 

日期 

发病数 开始死亡

日期 

死亡数 本场未发病动物和用药史、

时间、效果 

        

        

        

B.1.3 发病率：                   

计算公式:发病率=（疫情暴发以来发病畜禽数÷疫情暴发开始时易感动物数）×100% 

B.2 可能的传染来源调查 

B.2.1 发病前多少天内，发病畜禽舍是否新引进了畜禽？  

  （1）是                   （2）否 

引进动物 

品种 

日龄 

 

性别 

 

用途 

 

引进 

数量 

混群 

情况
a
 

最初混群 

时间 

健康 

状况 

引进 

时间 

来源 

          

          

注： 

a 混群情况为：（1）同舍（户）饲养；（2）邻舍（户）饲养；（3）饲养于本场（村）隔离场； 

（4)隔离场（舍）人员应单独隔离 

B.2.2 发病前多少天内发病畜禽场（户）是否有动物及鸟类栖息等情况？ 

（1）是     （2）否 

动物名 数量 来源 可疑动物及

鸟停留地点
a
 

病死数量 与禽畜接触频率
b
 

      

      

注： 

a 停留地点：包括畜禽场（户）内建筑场上、树上、存料处及料槽等； 

b 接触频率：指动物与鸟类停留地点的接触情况，分为每天、数次、仅一次。 

B.2.3 发病前多少天内是否运入可疑的被污染物品（药品）？ 

（1）是      （2）否 

物品名称 数量 经过或存放地 运入后使用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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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2.4 最近多少天内是否有场外有关业务人员来场？（1）无  （2）有，请写出访问者姓名、单位、

访问日期，来访目的，并注明是否来自疫区。 

来访人 来访日期 来访人职业/电话 是否来自疫区 

    

    

    

B.2.5 发病场（户）是否靠近其他畜禽场及动物集散地？ 

（1）是     （2）否 

B.2.5.1 与发病场的相对地理位置                   

B.2.5.2 与发病场的距离                           

B.2.5.3 其大致情况                               

B.2.6 发病场周围10公里以内是否有下列动物群？ 

B.2.6.1 猪：               

B.2.6.2 野禽，具体禽种：                                       

B.2.6.3 野水禽，具体禽种：                     

B.2.6.4 田鼠、家鼠：                             

B.2.6.5 其他（牛、羊、犬、野生动物等）：                    

B.2.7 本场10公里范围内，近期有无动物发病？（1）无  （2）有，请回答： 

B.2.7.1 发病日期： 

B.2.7.2 发病动物数量和品种： 

B.2.7.3 确诊/疑似诊断疾病： 

B.2.7.4 场主姓名： 

B.2.7.5 发病地点与本场相对位置、距离： 

B.2.7.6 投药情况： 

B.2.7.7 疫苗接种情况： 

B.2.8 场内是否有职工住在其他养殖场/养殖村？（1）无  （2）有，请回答： 

B.2.8.1 该养殖场所处的位置： 

B.2.8.2 该场养殖动物的数量和品种：  

B.2.8.3 该场养殖动物的来源及去向： 

B.2.8.4 职工拜访和接触他人地点： 

B.3 其他明显应激因素 

在发病前（   ）天内是否有饲养方式/管理的改变/气候/及其他明显的应激因素等？ 

B.4 发病场（户）周围环境情况 

B.4.1 静止水源—―沼泽、池塘或湖泊：（1）是     （2）否 

B.4.2 流动水源――灌溉用水、运河水、河水：（1）是   （2）否 

B.4.3 断续灌溉区――方圆三公里内无水面：（1）是   （2）否 

B.4.4 最近发生过洪水：（1）是     （2）否 

B.4.5 靠近公路干线：（1）是       （2）否 

B.4.6 靠近山溪或森（树）林：（1）是     （2）否 

B.5 养殖场/户地势类型 

该养殖场/户地势类型属于：（1）盆地（2）山谷（3）高原（4）丘陵（5）平原（6）山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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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其他（请注明）                                

B.6 饮用水及冲洗用水情况 

B.6.1 饮用水类型： 

  （1）自来水 （2）浅井水 （3）深井水（4）河塘水 （5）其他 

B.6.2 冲洗水类型： 

  （1）自来水 （2）浅井水 （3）深井水 （4）河塘水（5）其他 

B.7 发病养殖场/户疫苗免疫情况 

 （1）免疫        （2）不免疫 

B.7.1 疫苗生产厂家                              

B.7.2 疫苗品种、批号                            

B.7.3 被免疫动物数量                              

B.7.4 免疫次数 

B.8 受威胁区免疫动物群情况 

B.8.1 免疫接种一个月内动物发病情况： 

（1）未见发病（2）发病，发病率                      

B.8.2 血清学检测和病原学检测 

                      标本类型 采样时间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结果 

     

     

     

注：标本类型包括鼻咽、脑、肝、脾、淋巴结、肾、血清及粪便等。 

B.9 解除封锁后是否使用岗哨动物 

（1）否  （2）是，简述结果                   

B.10 最后诊断情况 

B.10.1 确诊方法，确诊单位                  

B.10.2 排除，其他疫病名称                   

B.11 疫情处理情况 

B.11.1 发病动物群及其周围受威胁动物扑杀情况： 

（1）是  （2）否，扑杀范围：                             

B.11.2 疫点周围所有的易感动物全部接种疫苗 

（1）是  （2）否 

所用疫苗的血清型、亚型等：               厂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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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C 

（规范性附录） 

重大动物疫病跟踪调查表 

 

C.1 在发病养殖场（户）出现第 1个病例前（  ）天至该场被控制期间出场的？（A）有关人员，（B）

动物/产品/排泄废弃物，（C）运输工具/物品/饲料/原料，（d）其他(请标出)                 ，养殖

场被隔离控制日期                   。  

出场日期 出场人/物（A/B/C/D） 运输工具 承运人姓名/电话 目的地/电话 

     

     

     

C.2 在发病养殖场/户出现第 1个病例前（  ）天至该场被隔离控制期间，是否有其他动物、车辆和人

员进出动物集散地、屠宰场？（动物集散地包括展览场所、农贸市场、动物产品仓库、拍卖市场、动物

园等。）（1）无  （2）有，请填写下表，追踪可能污染物，做限制或消毒处理。 

出入日期 出场人/物 运输工具 承运人姓名/电话 相对方位/距离 

     

     

C.3 列举在发病养殖场（户）出现第 1个病例前（   ）天至该场被隔离控制期间出场的工作人员（如

送料员、雌雄鉴别人员、销售人员、兽医等）多少天内接触过的所有养殖场/户，通知被访场家进行防

范。 

姓名 出场人员 出场日期 访问日期 目的地/电话 

     

     

     

C.4 疫点或疫区动物 

C.4.1 在发病后一个月发病情况 

（1）未见发病（2）发病，发病率                      

C.4.2 血清学检测和病原学检测 

标本类型 采样时间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结果 

     

     

     

C.5 疫点或疫区其他动物 

C.5.1 在发病后一个月发病情况 

（1）未见发病  （2）发病，发病率                      

C.5.2 血清学检测和病原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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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本类型 采样时间 检测项目 检测方法 结果 

     

     

     

C.6 在疫点内密切接触人员的发病情况             。是否具有传染性       。 

（1）未见发病  

（2）发病，简述情况：  

接触人员姓名 性别 年龄 接触方式
a
 住址/工作单位 电话 是否发病及死亡 

       

       

       

注 a：接触方式：（1）本舍（户）饲养员；（2）非本舍饲养员；（3）本场兽医；（4）收购与运输；（5）屠宰加工；（6）

处理疫情的场外兽医；（7）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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