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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犬类狂犬病免疫工作的探讨
要要要以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为例

宋德武 1 王贵升 2* 张 月 2

1.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畜牧事业服务中心，山东淄博 255000；
2.山东省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济南 250000

摘要 随着城市养犬数量不断增加，城市犬类管理及免疫工作引起社会关注和市民关心。本文以淄博市中心城

区张店区为例，总结了张店区近年来在城市犬类免疫方面所做的工作：不断完善了犬类免疫机制，加强了犬类免疫监

管工作，密切关注了狂犬疫情；指出了存在的问题：犬类免疫制度建设滞后，犬类免疫约束机制缺乏，流浪犬免疫缺

失，公众认识不足；提出了加强制度建设、组织领导和发挥群众作用等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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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市民的休闲、消费

和情感寄托方式也呈多样化发展，养犬的人越来越

多，随之而来疾病传染问题、犬类伤人问题日益突

出。狂犬病是一种严重威胁人民群众生命安全的烈

性人畜共患传染病，主要通过动物的咬伤进行传

播，发病死亡率达 100%[1-2]。哺乳动物对狂犬病病毒

易感，但犬是狂犬病的主要载体且大部分人间狂犬

病都由其引起[3-4]。同时，狂犬病也是唯一可以通过

免疫手段 100%预防的致死性传染病，即“100%死

亡，100%预防”[5]。犬的免疫工作对防控狂犬病尤为

关键，因此加强城市犬类狂犬病免疫工作日趋重

要。山东省淄博市张店区作为中心城区同样面临如

何做好城市犬类免疫工作的问题，并在这一方面做

了大量工作。

1 犬类狂犬病免疫现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防疫法》《动物诊疗机构

管理办法》和淄博市《关于加强养犬管理的通告》等

法规制度要求，张店区结合实际情况，积极做好犬

类狂犬病的免疫和监督管理工作。

1.1 不断完善了犬类免疫机制

张店区通过常年委托免疫的方式，对全区犬类

进行狂犬疫苗免疫注射。目前全区确定了 13 家动

物诊疗机构为免疫单位，开展常年免疫。2019 年，张

店区开展犬类免疫专项整治行动，召开定点免疫机

构座谈会，优化了免疫方案，制定狂犬疫苗免疫证

编号规则，实行免疫信息月报制度，不断促进狂犬

疫苗规范免疫，解决免疫标识不统一问题。同时于

2020 年借助山东省动物诊疗机构公共卫生管理平

台，实现了犬类免疫证的电子出证。2020 年上半年

全区狂犬病免疫登记数量在 5 000 只左右。

1.2 加强了犬类免疫监管工作

严格按照《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执业兽医

管理办法》及有关监管制度的相关规定，加强定点

免疫机构的管理，不断完善日常监管和专项检查机

制，重点检查疫苗采购、储存运输、免疫登记等环

节，杜绝假劣疫苗、免疫不规范等行为，保障犬类狂

犬疫苗免疫质量。发布《关于规范全区动物诊疗行

为的公告》，宣传动物诊疗相关法律法规，公布违法

行为举报电话和申请设立动物诊疗机构的咨询电

话，开展专项整顿活动，重点检查宠物用品及美容

机构是否存在开展狂犬疫苗接种的违法行为，严肃

处理违规商户，维护正常犬类免疫秩序。发布宣

传《关于加强犬、猫等宠物防疫的公告》，开展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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犬病免疫重要性宣传，倡导正确开展犬类狂犬疫

苗免疫。

1.3 密切关注了狂犬疫情

要求动物诊疗机构发现动物染疫或者疑似染

疫的，严格按照国家规定执行疫情上报制度并采取

隔离等控制措施，防止动物疫情扩散。通过卫生部

门的通报等途径密切关注狂犬疫情。为检验狂犬病

抗体免疫效果，通过定点免疫机构开展犬类狂犬病

免疫监测，从监测结果看，全区狂犬病免疫抗体合

格率在 90%以上，免疫效果达到国家标准。

2 工作中存在的困难问题

2.1 犬类免疫制度建设滞后

《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
年）》将狂犬病列为 16 种优先防治的动物疫病之

一，但张店区和淄博市大部分区县一样，未将狂犬

病列入重大动物强制免费免疫病种。淄博市五部门

共同出台的《关于加强养犬管理的通告》不是地方

法规，其法律追溯力不强，所以基本要依靠居民自

觉去遵守，犬类免疫缺乏有力的制度保障。

2.2 犬类免疫约束机制缺乏

张店区没有设置犬类管理的专门机构，犬类管

理主体不明确，相关部门职责不清，部门职能作用

发挥不充分，综合治理的合力难以形成。导致目前

张店区没有养犬准入机制，没有建立犬类登记、年

检、防疫等犬类免疫的约束性机制，犬类是否免疫

取决于养犬居民对狂犬病预防的积极性，对犬类免

疫覆盖率不高。

2.3 流浪犬免疫缺失

目前张店区没有犬类收容场所，在无养犬准入

机制背景下，导致城市流浪犬问题日益突出。虽然

一些民间动物保护组织发挥收容绝育、免疫领养的

积极作用，但缺乏政策资金支持，仅依靠个人和社

会捐款，工作开展难度大，无法解决流浪犬的问题。

流浪犬没有狂犬疫苗免疫保障，潜在感染传播狂犬

病风险大，同时增加犬类伤人事件发生的机率。

2.4 公众认识不足

公众对犬类管理工作的重要性认识不够。绝大

多数养犬者只是做到了喂养，很难全部做到主动防

疫、科学防疫。饲养主存在不文明饲养，有些犬没有

参加免疫，随处敞放。人们预防狂犬病的意识也较

为淡漠，被咬伤后的紧急处理不及时。公众对于犬

类管理的参与度不高，一些民间自发的管理组织自

身发展存在缺陷，参与程度不深。

3 相关建议

3.1 加强组织领导，建立完善制度

2018 底淄博市成立了养犬管理工作领导小组，

筹备犬类管理规定的制定，要充分发挥领导小组的

组织领导作用，以此为契机制定完善符合城市实

际、操作性强的、人性化的犬类管理相关制度。建议

可参照其他城市的做法，实行养犬登记管理制度，

政府收取合理的注册登记费和年审费作为管理经

费；居委会和业主委员会成为养犬管理主体，居民

民主订立养犬公约，养犬者需强制对所养犬注射狂

犬疫苗。用人性化的法规，以疏导代替严管，才能根

本解决因门槛太低造成私自养犬泛滥的问题。

3.2 构建联动运行机制，实现信息共享

各级人民政府要以养犬管理领导机构为依托，

建立养犬管理协调、保障运行工作机制。公安机关、

城管执法、兽医、市场、卫生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

做好养犬管理相关工作，同时建立信息共享平台，

实现犬类登记、免疫、处罚、交易等信息的共享，定

期开展联合整治行动，形成工作合力，提升管理效

能。政府要主导建立犬类收容场所，进一步加强对

无证犬的查处和野犬处理工作，做好收容和狂犬病

免疫的配合保障工作，同时支持优秀的民间流浪犬

收容救助组织，给予政策和资金支持。

3.3 加强宣传工作，形成社区治理氛围

加强和创新城市犬类管理，要充分运用电视、

电台、网络等媒体的作用，利用新闻媒体的正面宣

传报道，加大犬类免疫管理的宣传力度，广泛宣传

有关法律法规以及狂犬病防治科学知识，让市民认

识犬类免疫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同时充分发挥社会

的主体作用，必须充分调动群众的积极性，充分发

挥群众的作用，让群众自觉参与到社会管理中来。

积极发挥社区和居委会的作用，通过基层组织自我

管理，提高社会知晓度和参与度来进一步增强和提

高养犬人的自律性，为做好狂犬病防治工作营造更

好的社会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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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柳州市县区及辖区乡镇
动物防疫物资管理调查报告

王 翠 覃艳然 周师师 许宗丽 李志源 梁竞臻 刘针伶 马小蓉 黄溢泓*

广西柳州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广西柳州 545006

摘要 为防止动物防疫物资在使用过程中出现过度浪费和违法违规行为，广西柳州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对柳州市 5县 7城区及其中的 23个乡镇水产畜牧兽医站的防疫物资管理情况进行了现场调查和问卷调查。结果表

明：畜禽标识、动物疫苗、消毒药等防疫物资均有指定的人员管理，出入库台账、年终盘点制度、防疫物资储存保管等

都按照相关文件要求有序开展。但存在会计账只有 40%的县区建立，多数乡镇管理人员对防疫物资网上信息管理系

统和畜禽标识系统操作不熟悉，少数乡镇兽医站的防疫物资存在入库无双人验收签字和未盖单位公章，季度盘点和

年终盘点及台账信息记录不完善，动物疫苗、畜禽标识回收销毁不到位等问题。原因是部分县区由于没有独立的财务

部门，而未建立会计账；乡镇人员因轮流值岗、动物防疫物资管理系统复杂等使得防疫物资管理不规范、管理人员对

信息管理系统和畜禽标识系统不熟悉、畜禽标识回收销毁不到位。建议统筹和规范化管理动物防疫物资，加强物资系

统和畜禽标识系统的培训，完善动物防疫物资报废处置程序和切实加强畜禽标识的回收销毁。

关键词 动物防疫物资；畜禽标识；动物疫苗；管理；柳州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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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防疫物资主要包括动物疫苗、消毒药、畜

禽标识等开展动物防疫工作需要的重要物品，是我

国预防、控制、消灭重大动物疫病的重要保障。广西

柳州市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成立了动物防疫物

资管理专项整治指导工作组，对全市各县区及乡镇

兽医站的动物防疫物资管理进行了专项指导。在肯

定他们工作成效的同时，指出存在的问题并进行指

导。为了能更好地解决防疫物资管理存在的问题，

笔者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讨论，并提出了相关

建议，以促进各县区、乡镇动物防疫物资的规范化

管理，为进一步做好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提供有

力保障。

1 调查方法和调查内容

采用现场调查并结合广西柳州市动物疫病预

防控制中心统一制定的《柳州市动物防疫物资检查

记录表》，共调查了全市 5 县 7 城区及其中的 23 个

乡镇水产畜牧兽医站，调查的内容主要包括：动物

疫苗、畜禽标识、消毒药等动物防疫物资是否有专

人管理，是否建立出入库台账、会计账、年终盘点制

度及相关台账信息是否记录完善，防疫物资是否有

双人签字验收和单位盖章，台账和会计账中防疫物

资的名称、规格、批号、数量是否和上一级的出库单

一致，县区、乡镇对防疫物资实施一次、二次发放时

管理前沿144· ·

                    
                                             
                          


	2021-5养殖与饲料目录
	2021-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