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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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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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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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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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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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及时在“广西动物防疫物资体统”和“畜禽标识

及动物产品追溯系统”中进行网上记录，防疫物资

是否按规定储存保管，动物疫苗和畜禽标识是否有

报废销毁记录，是否有浪费、违规发放、使用畜禽标

识的行为。

2 调查结果

通过调查发现各县区、乡镇都有按照《广西壮

族自治区畜禽标识管理办法》（桂渔牧发〔2014〕40
号）和《关于印发广西动物防疫物资信息管理系统

管理办法的通知》（桂疫控〔2018〕95 号）的要求，“谁

保管、谁发放、谁领取、谁使用、谁负责”建立动物防

疫物资入库、出库台账，同时也在网上物资系统和

畜禽标识管理系统上填写相关信息；动物防疫物资

会计账只有 40%的县区建立。总而言之，根据以上

调查内容显示，各县区、乡镇都按照相关文件要求

有序开展动物防疫物资工作。但多数乡镇未建立季

度盘点或年终盘点制度，少数乡镇的实物台账记录

不规范，防疫物资入库缺少入库验收单或者是未双

人签字验收和未盖单位公章；乡镇疫苗效果和质量

得不到保障，养殖场自购强制免疫疫苗未报备；消

毒药、畜禽标识随意摆放；乡镇管理人员实施二次

发放时未及时在网上管理系统上填写发放信息或

是网上操作不熟悉使得库存数出现负数或是不会

减少；动物疫苗免疫后剩余的疫苗和疫苗瓶直接随

意丢弃，没有统一回收处理，畜禽标识未回收或是

回收后未销毁、随意丢弃。

3 讨 论

3.1 动物防疫物资管理不规范

1）动物防疫物资实物台账管理不完善。部分县

区由于没有独立的财务部门，未建立防疫物资会计

账；乡镇人员因轮流值岗的原因导致个别乡镇的台

账缺少入库验收单，或是没有双人验收签字和未加

盖单位公章；部分乡镇的台账记录涂改太多且不规

范，或是信息未填写完整，未明确领取人是散养户

还是规模场，生产批号、生产日期、规格等信息未填

写；此外个别乡镇的防疫物资因不了解或人员流动

交接工作未做好而未建立年终或季度盘点台账。

2）乡镇疫苗效果和质量得不到保障，养殖场自

购强制免疫疫苗管理不完善。部分乡镇兽医站因条

件有限没有冷链车运输动物疫苗和疫苗储存设备

不足；村防疫员进村入户注射疫苗未用专门的疫苗

冷藏箱、基层散养户养殖数量较小，而疫苗规格较

大，注射疫苗时耗时太长等各种原因导致疫苗质量

和免疫效果得不到保障。此外根据《兽用生物制品

管理办法》规定具备条件的养殖场自购国家强制免

疫疫苗应当向县级以上兽医管理部门备案 [1]，但调

查发现辖区内部分养殖场自购强制免疫疫苗没有

备案，备案意识淡薄。

3）畜禽标识、消毒药管理不到位。因乡镇条件

有限，畜禽标识没有统一、安全的畜禽标识专柜，仅

能保证畜禽标识和其他防疫物资不放同一屋，个别

乡镇将畜禽标识直接摆放在地面。消毒药没有专门

的存放点，消毒药码放时没有留出通风通道。此外

个别乡镇兽医站实施二次发放畜禽标识和消毒药

时信息记录不全，且养殖场内部分损坏或脱落的畜

禽标识（不能再次使用），没有全部回收或是没有重

新给动物补戴，标识管理不到位。

3.2 乡镇管理人员对动物防疫物资信息管理系统、

畜禽标识追溯系统不熟悉

各乡镇兽医站防疫物资系统都有人管理，但由

于动物防疫物资管理系统升级，操作复杂，部分乡

镇管理人员文化水平及电脑水平不高[2]，及乡镇兽

医站工作人员较少，物资管理人员被抽调、借调，或

是专职管理物资系统的人员身兼数职分身乏术，导

致物资管理人员对这 2 个系统不熟悉，出现系统上

录入的出入库信息延误、或与实际库存数不一致和

库存数出现负数、入库验收单因没有字膜双人验收

未签字、出库单信息记录不完善、不规范。此外多数

乡镇因不知道网上盘点制度的操作流程而未在网

上建立防疫物资盘点制度。

3.3 动物防疫物资报废处置实施不到位

动物疫苗免疫后剩余的疫苗和疫苗瓶直接随

意丢弃，没有统一回收处理，给生态环境造成了极

大的污染。按照畜禽标识管理相关文件要求，2014
年之前的畜禽标识应该按照程序回收、报废、销毁，

但通过走访发现有一家养殖场还在使用 2014 年的

畜禽标识；此外个别乡镇兽医站对于畜禽屠宰经营

者在畜禽屠宰后的畜禽标识没有回收或是回收后

没有统一进行销毁，而是回收后随意丢弃，且报废

标识销毁记录未按文件中的表格填写，信息不完

善，或是填制了《畜禽标识回收销毁记录表》，但未

向上级报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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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建 议

4.1 统筹和规范化管理动物防疫物资

1）安排专人负责每一季度动物防疫物资的库存

统计，并结合养殖场使用情况进行需求量分析，预

算下一季度防疫物资的使用量，在保证满足正常和

应急情况下，向上一级领取相应的防疫物资，从而

有效降低防疫物资库存的压力，也避免了长期库存

造成的浪费。

2）落实各乡镇防疫物资专人负责制，尽量减少

人员流动，加强防疫物资管理人员的培训，强化出

入库管理，及时做好防疫物资台账、盘点制度及会

计账的建立和保管，规范各类表格，设立多人签字，

表格的相关信息填写完整。同时督促养殖场做好动

物疫苗、畜禽标识、消毒药使用和管理台账的记录

和存档。

3）采购员可适量购买小规格的动物疫苗，以便

基层散养户使用，避免造成浪费。而动物疫苗的运

输按照统一的要求，给各县区、乡镇配备动物疫苗

运输专用冷链车，保障疫苗质量和效果，同时对疫

苗发放采取先进先出的原则，结合台账记录，有效

减少疫苗的过期浪费，做到科学、合理地发放疫苗；

此外须建立健全养殖场自购强制免疫疫苗备案工

作制度，并加大政策宣传力度，强化养殖场自购免

疫疫苗备案意识，将制度落到实处[1]。
4）给各乡镇配备畜禽标识存放专用柜，加强动

物标识的管理，按免疫量发放耳标，做好规模场耳

标领取、使用和库存登记，做好防疫档案；对于畜禽

标识脱落或者严重损坏的，必须按防疫档案及时补

戴[3]；指导和监督各乡镇兽医站按规定做好畜禽标

识回收处理工作。

4.2 加强动物防疫物资信息管理系统、畜禽标识及

动物产品追溯系统的培训，提高实际操作能力

一是简化动物防疫物资信息管理系统、畜禽标

识及动物产品追溯系统的申领、入库、出库程序。二

是定期开展动物防疫物资管理系统以及台账管理

的培训，加强县区及乡镇管理员的业务能力。对于

人员较少的城区及乡镇站，尽量做到人人都会使用

动物防疫物资信息管理系统，减少人员频繁调动造

成的工作被动。三是不定期地对乡镇兽医站防疫物

资系统进行抽查，督促各乡镇做好防疫物资系统出

入库信息的录入和管理。

4.3 完善动物防疫物资报废处置程序，切实加强畜

禽标识的回收销毁

安排专人管理防疫物资报废工作，制定和完善

防疫物资报废程序。对需要报废的防疫物资，特别

是畜禽标识的回收销毁，必须真实规范填写申请表

和记录表并向上级报备，避免违规倒卖畜禽标识的

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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