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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通过建立动物疫病防控的工作框架，解释动物疫病防控的基本原理，提出了县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的关键，包括心存服务畜牧业、努力提升专业能力、与兽医管理部门充分交流、明确工作任务并正确完成、完善和

标准化档案记录、形成规范工作报告和力争为决策提供技术支持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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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2012年，我国发布了国家中长期动物疫

病防治规划[1]，动物疫病防控进程得以加速，因为规

划对优先防治的重点动物疫病和人畜共患病的控

制都提出了具体的目标和要求，要实现这些目标，

光靠发表个重要讲话，喊喊口号，再沿着整个系统

逐级开会，搞点培训班肯定实现不了，需要在法律、

政策、经费、人员等多方面保障的前提下，充分利用

科学技术，制定详细、科学、有效、可行、可操作性强

的单病种动物疫病控制方案，大家真抓实干，认真

完成方案规定的任务，最终依靠全系统的努力，才

有可能实现动物疫病根除的目标。

回到工作上来，动物疫病防控的具体工作都在

县乡和养殖场户层面，而首当其冲的就是县级动物

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因为这是县级动物疫病控制的

技术支撑单位，承载着许多上级任务，还有许多责

任问题，压力相当大。还存在责任不清问题，主要是

目前许多县级动物疫控中心根本就不清楚自己有

什么责任，该承担什么任务，应完成到什么程度，要

留下哪些记录，那可能就牵涉到渎职和不作为的责

任。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是报告动物

疫情的责任被过度误解，大部分地方县级兽医管理

部门都对报告动物疫情持谨慎态度，主要担心的是

报告动物疫情后，可能会承受追责的风险，这种追

责是怎么产生的，大家应充分思考，如果是因为工

作没做，或者没做好，或者做了没有留下记录，那么

追责是顺理成章的；但是如果工作任务都完成得不

错，报告动物疫情并不存在什么风险和追责问题，

根据农业部近几年对待报告疫情的态度，应受到表

彰，这已经在农业部目前的动物疫病防控绩效考核

中得到了体现（有加分项）。下面重点结合笔者的工

作经验，将如何做好县级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的工作思考进行分享。

1 建立动物疫病防控框架

要做好县级动物疫控中心的工作，首先得掌握

动物疫病防控的工作框架和工作原理，熟悉了路

子，那么怎么走都会瞄准目标，怎么走都不会偏离

方向，工作框架见图 1。如图 1所示，动物疫病防控

工作首先要有兽医立法保障，赋予兽医管理部门一

个法律地位，确定动物疫病防控政策、体系、人、财

和物等具体的载体和工具，而后兽医管理部门根据

实际情况开展兽医决策。良好的决策需要监测数据

的支持，那么就要求监测体系要健全，监测方案要

科学，监测队伍的素质要高，需要建立实验室质量

管理体系以确保实验室检测结果的准确可靠，这样

才能提供反映动物疫病真实状况的科学数据供决

策者参考，决策才不会陷入主观和盲目。科学决策

会使防控目标明确、方向准确、措施得当，从而有利

于提高动物疫病的防控效率。另外，体系评估在整

个动物疫病防控体系中都是非常重要的，兽医决策

是否正确需要评估，监测体系和监测方案是否有效

需要评估，动物疫病防控成效需要评估，动物扑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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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动物疫病防控的工作框架

补偿需要评估，实验室质量管理需要评估，评估的

目的是评估上述工作的有效性，并找到存在的问

题，以改善工作。

2 做好县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兽医部门承担着保护动物健康、公共卫生安

全、动物源性食品安全和环境安全等一系列重大社

会问题，但是提供的社会资源却是非常不够，整个

兽医机构都存在人、财、物的困难，这是积累在我国

兽医领域的长期病根和问题[2]。限于目前的条件，这

些方面或许都会给县级动物疫控中心的工作带来

影响，但是这里不谈这些困难和问题，只设想在现

有的条件下去如何做好工作。

1）心存服务畜牧业。李克强总理倡导服务型

政府[3]的理念是会引起人民共鸣的，服务于民是所

有各级政府应尽的本分。对于县级动物疫控中心

这一隶属于政府的技术支持单位来说，服务这两

个字更不能忘记。只有心存服务，走群众路线，密

切联系群众，才能得到广大养殖户的信任，这种信

任也是做好动物疾病防控工作的基础，只有和他

们心连心，知道他们的困难和需求，只有站在他们

的立场上发现问题，才能更好地分析问题和解决

问题，更好地搞好服务。要是脱离了他们，把“服

务”两个字忘到了脑后，那么就会脱离实际，和他

们之间就会形成沟壑，工作中就会遇到重重阻力，

做好工作就成为空谈。

2）努力提升专业能力。专业能力提升是县级动

物疫控中心应时刻关注的，打铁还需自身硬，如果

没有扎实的专业技术能力，拿什么去服务养殖场

户？随着兽医体制改革的推进，动物疫控原有的兽

医门诊绝大多数都私有化或者被取消，这个改革方

向还是特别值得商榷的，因为兽医门诊对于锻炼系

统内兽医专业技术人员非常有用，毕竟兽医和人医

一样除了专业基础理论外，特别需要靠临床经验。

没有了兽医门诊，就缺少了一个可以锻炼专业和培

养兽医的平台，同时也少了一个与老百姓交流的窗

口，而且少了获取动物疫情信息的重要来源。这个

平台许多地方已经缺失很多年，导致许多地方兽医

专业人员技术的缺失，以至于动物疫控系统不会看

病的兽医师、高级兽医师相当多，时下许多地方将

兽医工作误解为“平时打打防疫针，发病搞搞扑杀

消毒”[4]，这对兽医系统的形象无疑是巨大损毁。当

然，兽医除了要提升临床诊断防治能力外，还有其

他很重要的专业能力需要加强，包括在县级层面如

何提高实验室质量管理水平、如何提升实验室检测

能力、如何开展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如何设计抽

样、如何减少抽样误差、如何设计调查问卷、如何进

行监测数据的分析统计和信息交流等。各方面的能

力提升，才能使兽医队伍更好地服务于养殖场户，

与此同时也更好地为兽医管理部门提供技术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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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支持。

3）与兽医管理部门充分交流。众所周知，目前

县级兽医管理部门的管理者们以非专业领导为主，

他们有丰富的管理和领导经验，但是对专业的理解

明显欠缺，对国家兽医法律、政策的解读可能会出

现偏差，那么在执行国家兽医政策和进行兽医决策

时就可能出现错误。如果与兽医管理部门缺乏交

流，这种错误就可能被放大或者得不到及时纠正，

容易造成工作上的被动。反之，如果与兽医管理部

门能充分交流，让这些管理者们理解国家兽医法规

和政策精神，让他们决策得当，那么对于动物疫控

工作无疑是很好的推力。

4）明确工作任务并正确完成。先来理一下县级

动物疫控中心的工作，第一是动物疫病诊断和疫情

报告（疫情核实，举报核查）；第二是免疫（主要是强

制免疫病种）与免疫效果评估；第三是动物疫病监

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包括配合采样）；第四是兽

医实验室检测工作；第五是疫情暴发后的紧急流行

病学调查工作；第六是疫情处置工作；第七是兽医

决策建议；第八是其他工作（比如预警预报，无疫区

和生物安全隔离区建设工作，或者参与国家和省级

种畜禽场动物疫病净化创建工作等）。

在工作方面重点注意以下环节：第一疫情报

告。按照国家动物疫控中心疫情报告系统要求报

告，一类动物疫病最好需要通过实验室诊断核实后

再报告；第二是强制免疫工作。主要是抓好强免疫

苗的出入库管理和免疫管理，以及免疫评估不合格

场的补免工作；第三是尽量利用兽医流行病学的方

法来开展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工作，抽样时多考虑

随机抽样方法，全面提升采样技术能力；第四是实

验室质量管理水平应适当提升；第五是出现重大动

物疫情和主要人畜共患病或者重大动物疫情病原

学监测阳性时，应开展紧急流行病学调查。

5）完善和标准化档案记录。痕迹化管理已是目

前兽医工作的一项重要内容，除了留下工作证据

外，规范的记录在工作考核和检查过程中都是非常

重要的，这点与无疫区评估、国家和省市的春秋防

疫考核检查、兽医实验室考核密切相关。所有以上

工作都应形成规范、完善的记录档案，并根据归档

周期要求及时归档，归档时注意档案分类，根据分

类目录便于档案检索和查阅。

6）形成规范工作报告。县级动物疫控中心根据

上述工作任务应形成以下规范的工作报告：动物疫

病防控工作总结报告，动物疫病监测分析总结报告

和动物疫病流行病学调查报告（无疫区高致病性禽

流感和无疫区口蹄疫专项流行病学调查报告，以及

小反刍兽疫专项流行病学调查报告，在特定情况

下，比如无疫区建设和小反刍兽疫评估等），出现重

大动物疫情和主要人畜共患病或者重大动物疫情

病原学监测阳性时，应开展紧急流行病学调查并形

成紧急流行病学调查报告。这些报告是疫控中心全

年工作的浓缩，编写时切不可应付，应将工作内容

充分体现在报告中，最好有规范的格式，并将工作

的精髓写进报告，所谓的精髓不是数据的堆积，而

应将数据背后隐含的意义进行分析和解释，形成有

价值的结论和建议。

7）力争为决策提供技术支持。县级动物疫控中

心是兽医管理部门的技术支持单位，所以尽管提供

技术支持在目前情况下有一定难度，但还是应该尽

力争取通过监测获得的数据，进行分析和解释，为

兽医管理部门提供决策依据，千万不要忘记这是县

级动物疫控中心生存的根本，随着国家推出政府购

买服务，动物疫病检测这一政府职能，有朝一日很

可能成为第三方检测机构的蛋糕，那么只有开展监

测，评价疫病的存在风险，为兽医管理部门提供决

策支持，并评价政府决策的有效性，改善兽医决策，

同时在疫情时开展紧急流行病学调查，为控制疫情

暴发提供技术支持，才是将来这个部门存在的必要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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