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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概述了咸阳市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现状，指出动物防疫机构不完善、村级防疫员人员缺乏、防疫经

费投入不足、冷链设施与养殖规模不匹配、部分养殖户生产管理水平低、防疫意识不强等问题，建议健全动物防

疫机构体系、加强动物防疫知识宣传、加大防疫经费投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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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在市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下，在各级

行政和业务部门的正确领导下，咸阳市始终坚持

“预防为主”的方针，以重大动物疫病和畜间人畜共

患病防控为工作重点，切实落实动物疫病监测和重

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取得

了实效，确保了咸阳市连续多年未发生过重大动物

疫病和人畜共患病的区域性流行。本文在对咸阳市

近年来重大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防控工作经验

总结的基础上提出一些建议，以促进咸阳市动物疫

病防控工作再上新台阶。

1 基本概况

咸阳市辖 13个县市区，总面积 10 246 km2，农

业人口 270万，是陕西省重要的畜产品生产、加工、

供应基地。近年来，畜牧业发展迅速，2015年底全市

存栏奶牛 23.70万头、黄牛 21.51万头、羊 115.07万

只、猪 214.82 万头、禽 1 117.90 万羽，做好动物疫

病防控工作对畜牧业健康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现状

1）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和应急管理长效机制逐步

健全。一是在市、县两级成立了重大动物疫病防控

指挥部，乡镇成立领导小组，指挥重大动物疫病防

控工作，形成畜牧、卫生、公安等多个部门联动的防

控体系，组建专家诊断组、病畜禽隔离扑杀组、应急

物资储备组等，从领导、技术、人员等方面完善防控

体系。二是编印了《咸阳市动物疫病防控工作规

范》、《村级防疫员操作指南》、《狂犬病技术规范》等

技术材料，保证突发应急处置工作有章可循，操作

规范。三是加强应急物资储备。建立健全防疫物资

储备制度，储备足量的疫苗、器械、消毒药液、防护

用品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所必需的应急物资，确保

疫情发生时能迅速处置，防止疫情扩散。

2）落实强制免疫计划，保证防疫质量。咸阳市

按照上级要求，实行春秋集中免疫，月月补针的免

疫程序，免疫进度实行一周双报制度，疫苗使用情

况实行月报告制度。对高致病性禽流感、高致病性

猪蓝耳病、口蹄疫和猪瘟实行强制免疫，对新生羔

羊和新补栏羊进行小反刍兽疫强制免疫，同时重点

做好布鲁氏杆菌病、奶牛结核病、狂犬病、炭疽等人

畜共患病的防控，坚持实行“行动六统一”原则，即

统一存栏摸底、统一动员部署、统一集中免疫、统一

消毒灭源、统一疫情监测、统一督导检查。做到乡不

漏村、村不漏户、户不漏畜、畜不漏针，保证动物挂

标和免疫密度达到或接近 100%，免疫抗体合格率

常年保持在 70%以上。

3）做好应急值守，确保政令畅通。市、县、乡各

级防疫部门均设立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值班电话，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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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专人负责疫情测报工作，坚持 24 h值班制度

和领导带班制度，要求重大疫情必须在规定时间内

严格按照程序上报，同时确保动物疫情应急处置的

方式、方法、措施和程序符合技术要求、符合法定程

序和有关规定。

4）防控责任逐步落实。每年各级政府之间、各

级业务部门层层签订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目标责任

书，实行政府保密度，业务部门保质量的“双轨责任

制”，将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免疫密度、免疫效果监

测等防疫工作任务进行具体化、目标化、考量化落

实与管理。

3 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存在的问题

1）动物防疫机构不完善，村级防疫员人员缺乏。

健全的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应该由县、乡、村三级构

成，且有完备的建制、独立的法人资格和明确的职

责。咸阳市的动物防疫队伍是在计划经济筹建的兽

医队伍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改革开放以来，咸阳

市养殖规模迅速扩大，但相应的动物防疫人员因机

构改革多被减并，甚至年老退休后出现的空缺因编

制调拨得不到补充，动物防疫人员数量不足、年龄

偏大、文化程度偏低，存在“断代”现象。加上防疫员报

酬普遍较低，咸阳市村级防疫员报酬年均不足 1 000

元，最低年均只拿 500元。防疫员除了要完成动物防

疫工作任务外，还经常要承担一些临时性任务或阶段

性工作，却拿不到合理的报酬，导致工作积极性受挫。

2）防疫经费投入不足，冷链设施与养殖规模不

匹配。咸阳市目前地方财政对动物防疫经费投入仅

限于防疫人员的工资和少量的公务费用，动物免疫

应激死亡补偿、动物疫病监测阳性畜扑杀补助、防

疫人员意外伤害保险等都没有纳入地方财政预算，

动物防疫工作缺乏保障，后劲不足。另外，咸阳市冷

库、冰箱、冰柜等冷链设施仅能满足全市动物强制

免疫补针和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置所需物资的贮

存储备需要，春秋集中免疫前期疫苗调拨过程中，

储备能力严重不足，影响疫苗效价和免疫效果。

3）部分养殖户生产管理水平低，防疫意识不强。

从整体情况来看，咸阳市规模养殖户中，特别是小

规模养殖户和散养户，养殖设施简陋，各类畜禽混

杂在一起，农舍、养殖圈相连，饲养管理水平低，管

理松散，粪污随意堆放，污水任意排放，不仅污染环

境，也为病原微生物提供了温床。养殖户对动物防

疫认识不足，加上免疫应激死亡补助少，部分养殖

户不配合甚至拒绝动物防疫人员上门服务。在畜禽

发病时随意用药，甚至干脆将病死畜低价抛售或者

随意丢弃，从而影响动物疫病防控效果。

4 动物疫病防控对策

1）健全动物防疫机构体系，提高村级动物防疫

员待遇。在现行市、县、乡镇办和村级防疫员四级动

物防疫机构体系中，各级疫控部门要结合各自的机

构设置和人员编制情况，建立一级畜牧兽医站和涉

农办事处兽医站，配置必要的畜牧兽医专业技术人

员，履行相应职责，提高疫情处置应对能力。要完善

体制机制，落实村级防疫员工资待遇，从法律或政

策上将村级防疫员队伍纳入法定管理范畴。根据防

疫工作量，合理调整村级防疫员队伍的人员数量，

提高工资待遇、改善工作条件，吸引相关院校的专

业人员来本系统从事动物防疫工作。加强防疫员技

术培训，提高村级防疫员队伍整体素质，确保重大

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科学、规范、到位。

2）加强动物防疫知识宣传，提高动物防疫工作

社会认知度。向有关部门和领导做好宣传，通过简

报、专题汇报、口头汇报等形式向领导汇报，让领导

时常了解动物防疫工作动态和状况，引起领导关

注。通过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演练、技能竞赛、动物防

疫督查、动物防疫专题研讨会等活动，邀请政府和

部门领导参加，让他们了解动物防疫工作存在的问

题和难点，引起政府领导重视。同时面向群众宣传

和培训，通过广播、电视、报纸、微信、QQ、发放宣传

单、组织培训会等多种形式，大力宣传《动物防疫

法》、《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等法律法规，宣传科

学养殖技术、先进养殖经验，提高养殖户的防疫意

识和做好免疫工作的自觉性。

3）加大防疫经费投入，做好应急物资储备。为

进一步增加动物防疫经费投入，夯实防疫基础，各

级政府应根据当地动物饲养种类、数量、辖区面积、

防疫人员数量等因素确定每年的动物防疫经费，并

建立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物资储备制度。适量储备预

防和扑灭动物疫病所需的药品、生物制品等有关物

资和必要的资金，保证出现动物疫情时能够及时有

效地采取各项综合防控措施。同时，加强各级防疫

部门冷链建设，保证疫苗从出厂到使用均能按要求

保存，保证疫苗效价和免疫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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