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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是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对于掌握疫病分布情况，分析
疫情发生规律，开展疫情预测预警，提高疫病防控科学性和针对性具有重要意义。
　　在重大动物疫病防控长期实践中，我们坚持把建立健全重大动物疫情监测和预警机制作为一项重
点工作。
近年来，我们建立了国家、省、地、县四级动物疫情测报体系，并在养殖业生产密集区和边境地区设
置了450个国家级动物疫情测报站和边境动物疫情监测站，制定发布了《动物疫情测报体系管理规范》
等一系列管理规章，每年发布重大动物疫病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方案，全国动物疫病监测组织机构、
基础设施和工作机制日益完善，能力在不断增强。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规定各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开展动物疫病监测、流
行病学调查及疫情报告等工作，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和省级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要分析动物疫情流
行态势，及时发出疫情预警。
这对动物疫病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工作提出了更高要求。
　　在此背景下，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组织有关专家，参照联合国粮农组织和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制定的疫病监测指南和规则，借鉴发达国家和卫生部门的实践经验，结合我国重大动物疫病防控
实际，编写这本《重大动物疫病监测指南》，较为全面地阐述了重大动物疫病监测工作基本框架、基
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常用技术，内容新颖实用，语言通俗易懂，对各级兽医行政和技术支撑部门开展
动物疫病监测和相关的培训工作，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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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阐述了禽流感、口蹄疫、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监测工作基础理论和常用技术。
内容简明、新颖、实用。
总论部分重点介绍了如何建立监测系统、设计监测方案、分析监测结果，包括如何进行动物疫情预测
预警、风险分析和分子流行病学特征分析：各论部分介绍了29种重大动物疫病的流行病学特征和监测
指南。
本书主要供全国兽医行政、执法和技术支撑部门，以及农业、生物、医学等教学或科研单位工作人员
参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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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第二章 我国动物疫病监测法律法规　　第一节《动物防疫法》有关规定与解读　　在总结我国动
物防疫工作实践经验的基础上，借鉴国外动物疫病防治工作的经验，我国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动物防疫法》，并于2008年1月1日开始实施。
《动物防疫法》的修订标志着我国动物防疫工作走向法制管理的新阶段。
在新修订的《动物防疫法》中，有多处涉及动物疫病的监测工作。
　　1．明确动物疫病监测工作的归口问题　　各种动物的防疫和监测工作，包括家畜家禽和人工饲
养、合法捕获的野生动物和水生动物的防疫和监测工作，统一归到各级政府的兽医主管部门。
　　2．规定了全国动物疫病监测责任体系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健全动物疫情监测网络，
加强动物疫情监测；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国家动物疫病监测计划；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
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家动物疫病监测计划，制定本行政区域的动物疫病监测计划；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机构应当按照国务院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对动物疫病的发生、流行等情况进行监测；从事
动物饲养、屠宰、经营、隔离、运输以及动物产品生产、经营、加工、贮藏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不得
拒绝或者阻碍。
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未履行动物疫病监测、检测职责或者伪造监测、检测结果的，将
受到相应的警告和处分。
　　3．明确动物疫病监测单位疫情报告义务　　各监测单位必须承担疫情报告义务，明确疫情的认
定和通报程序。
非法定单位和个人，包括动物疫病监测单位不得发布动物疫情。
　　针对动物疫病监测，我国即将出台一部与《动物防疫法》配套的法规。
届时，动物疫病监测的法律规定将更为明确和具体。
　　第二节《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有关规定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条例》对动物疫病监测做出
一些规定。
这些规定和《动物防疫法》相互一致，并对《动物防疫法》有关规定进行进一步明确。
　　1．明确各级政府的职责　　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工作按照属地管理的原则，实行政府统一领导、
部门分工负责，逐级建立责任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兽医主管部门具体负责组织重大动物疫情的监测、调查、控制、扑灭等应急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林业主管部门、兽医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加强对陆生野生动物疫源疫病的监测
。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其他有关部门在各自的职责范围内，做好重大动物疫情的应急工作。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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