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文件
鄂农发〔2022〕22号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关于
印发《湖北省家畜布鲁氏菌病防控实施方案

（2022—2026年）》的通知

各市、州、直管市、神农架林区农业农村（畜牧兽医）局（中心），

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为切实做好全省家畜布鲁氏菌病防控工作，按照《农业农村

部关于印发<畜间布鲁氏菌病防控五年行动方案（2022—2026

年）>的通知》（农牧发〔2022〕13号）要求，我厅制定了《湖



北省家畜布鲁氏菌病防控实施方案（2022—2026年）》，现印发

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

2022年 7月 28日



湖北省家畜布鲁氏菌病防控实施方案
（2022—2026年）

为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国家生物安全风险防控和治

理体系建设指示精神，进一步做好我省布鲁氏菌病（以下简称“布

病”）防控工作，有效控制和净化布病，维护畜牧业生产安全、

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根据《农业农村部关于推进

动物疫病净化工作的意见》《畜间布鲁氏菌病防控五年行动方案

（2022—2026年）》要求，结合我省实际，制定本实施方案。

一、总体要求

（一）基本原则

1.突出重点，抓好源头防控。坚持人病兽防、关口前移，重

点抓好种牛、种羊、奶牛、奶山羊和肉羊的布病防控，统筹抓好

肉牛、猪、鹿、骆驼和犬等其他易感动物的布病防控，切实消灭

传染源，有效防范传播风险。

2.监测净化，推动示范创建。坚持“一县一策”，以县域为

单位，继续实施“检测-扑杀-监测-净化”技术路线，有效落实综

合防控措施。鼓励牛羊种畜场或规模养殖场积极开展净化创建工

作，发挥我省特有的黑山羊、白山羊、马头山羊品种资源优势，

提高品牌效益。通过开展布病净化场、净化区、无疫小区建设与



评估，达到以点带面、连片净化的目的。

3.科技创新，强化技术支撑。坚持科技引领，推动畜间布病

快速鉴别诊断技术和防控模式的探索应用，加强基层防控能力建

设，依靠国家兽医实验室、疫控机构、科研教学单位、龙头企业

等技术力量，不断提高布病防控技术支撑水平。

4.健全体系，建立长效机制。坚持夯实基础，不断强化基层

动物防疫体系建设，压实属地管理、部门监管和生产经营者主体

责任，加强与卫生健康部门相协调，注重布病防控与各项支持政

策相衔接，构建系统化、规范化、长效化政策制度和工作机制。

（二）主要目标

1.总体目标：到 2026年，全省畜间布病继续维持低流行率，

牛羊群体健康水平明显提高，个体阳性率控制在 0.05%以下，群

体阳性率控制在 0.5%以下。

2.净化指标：扎实推进布病净化场、净化区、无疫小区建设。

到 2026年，80%牛羊种畜场或规模养殖场建成省级或国家级布

病净化场；30%规模奶牛场达到净化或无疫标准；平均每年建成

3个以上（含 3个）省级或国家级布病净化场、净化区、无疫小

区。

3.宣传培训指标：从事养殖、运输、屠宰、加工等相关重点

职业人群的布病防治知晓率达到 90%以上，基层动物防疫检疫人

员的布病防治知识普及覆盖面达 95%以上。



4.能力建设指标：县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具备布病血清

学确诊检测能力；市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具备有效开展布病

血清学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能力；省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具

备有效开展布病病原学检测能力；建立以实验室检测和区域布病

风险评估为依托的产地检疫监管机制。

二、技术措施

（一）监测净化

以县域为单位制定监测计划，坚持分类分区监测。做好日常

监测、应急监测和监督监测。日常监测按照未控制区、控制区、

稳定控制区、净化区标准分类，在监测范围、比例、频次等方面

落实监测措施。应急监测是对生产中的疑似病畜或人间病例的关

联畜群开展监测及追溯性调查。监督监测由省农业农村厅组织或

委托有资质的实验室进行抽查监测，监测情况作为布病流行现状

评估和达标升级管理的重要依据。监测中一旦发现阳性畜，对该

场群进行全群检测，并开展追溯追踪调查。

（二）疫情处置

各地农业农村（畜牧兽医）部门严格按照《家畜布鲁氏菌病

防治技术规范》《湖北省布鲁氏菌病病畜扑杀及无害化处理技术

要点》扑杀阳性动物，对病畜圈舍环境、集中放牧区域、被污染

的场地等进行规范消毒，对扑杀动物、流产物、排泄物、乳、乳

制品等进行无害化处理。对阳性率较高的场群原则上整群淘汰。



严厉打击贩卖、屠宰染疫活畜、病死或死因不明动物的行为，

对涉嫌犯罪的，要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三）消毒灭源

各地农业农村（畜牧兽医）部门要抓住春秋集中防疫时机，

指导养殖场（户）做好相关场所和人员的消毒防护工作，定期组

织开展“大清洗、大消毒”专项行动，对感染布病牛羊污染的场

所、用具、物品进行彻底清洗消毒，有效切断布病传播途径。指

导牛羊养殖场建立健全生物安全管理制度，强化人员、物流隔离

和消毒措施，及时对污染场所、用具、物品进行彻底清洗，不断

提高生物安全水平。

（四）检疫监管

1.严格引种防疫。从布病一类地区引进乳用种用牛羊，严格

按照《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审批和《跨省调运乳用种用动物产地

检疫规程》实施，引进后必须隔离观察 45天以上，其间进行布

病检测和检疫，合格的方可混群。由于擅自引种而导致感染或发

病的，对阳性家畜进行扑杀并不予补贴。

2.严格产地检疫。建立防疫检疫工作联动机制，利用“湖北

智慧兽医”等信息化载体和手段，实现检疫监督全链条信息闭环

管理。严格落实检疫申报、落地报告制度，实现动物调运起运地、

途径地、目的地全程可追溯。有序推进牛羊集中或定点屠宰，强

化检疫监管，建立牛羊及其产品进出台账，记录来源和流向，确



保可追溯。

3.严格移动监管。全面实施畜禽运输车辆和人员备案制度，

充分运用检疫电子出证平台信息，充分发挥动物防疫指定通道作

用。按照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2号要求，除布病无疫区、无疫小区、

净化区、净化场，以及用于屠宰和种用乳用外，禁止从省外布病

疫区等高风险区调入牛羊。

外省调入我省的牛羊必须具备布病实验室检测报告和检疫

证明（或检疫证明备注栏中附有布病检测合格说明）方可调入，

其中用于屠宰的须监督货主实施屠宰，不得继续饲养；用于继续

饲养的须隔离观察，隔离期满经采样检测合格后方可混群。

监督检查中发现未经检疫调入牛羊的，应按农业农村部有关

检疫规定处理。

（五）净化评估

按照《农业农村部关于推进动物疫病净化工作的意见》要求，

以种畜场、奶畜场、规模牛羊场为重点，开展布病净化场、净化

区、无疫小区建设，每年建成一批评估一批。优先支持国家级牛

羊养殖标准化示范场、休闲观光牧场开展布病净化；鼓励具备条

件的地区和企业开展净化区和无疫小区建设，通过以点带面、逐

步推开，全面提升养殖环节布病防控能力和区域布病综合防控水

平。

省农业农村厅定期组织对布病防控效果进行评估，组织布病



净化场、净化区、无疫小区评估，公布评估结果，并根据评估结

果及时调整防控策略和措施。定期开展畜间布病流行病学调查，

掌握本地区布病疫情发生规律、流行趋势和风险因素，对免疫状

况、调运情况、流行动态和监测结果进行汇总分析，及时对疫情

进行预警。对布病防控措施落实不到位、防控效果较差的地区，

及时予以通报、督促抓好整改，对防控成效突出的单位和个人进

行表彰。

（六）宣传培训

各级农业农村（畜牧兽医）部门要会同卫生健康、林草等有

关部门利用多种手段开展布病防治政策和措施宣传，普布病防治

知识。针对不同目标人群，因地制宜，编制健康教育材料，组织

开展健康卫生宣传教育。对消费群体，倡导养成健康消费习惯，

不食用未加热成熟的牛羊肉，不饮用未消毒杀菌的生奶。对从事

养殖、运输、屠宰、加工等重点人群开展专门宣传，不断强化防

范意识，指导做好消毒、隔离等防护措施。对动物防疫检疫人员，

组织开展集中培训，熟练掌握采样监测技术。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省级层面成立由省农业农村厅牵头的动物疫病净化领导小

组，按照职责分工，统筹指导和推进布病防控工作。各级农业农

村（畜牧兽医）部门参照省农业农村厅工作要求，健全工作机制，



压实属地管理责任，加强组织领导和统筹协调；要积极联合有关

部门，争取将布病防治计划重要指标和主要任务纳入政府考核评

价指标体系，结合当地防治工作，开展实施效果评估，确保按期

实现工作目标。

（二）强化政策保障

各级农业农村（畜牧兽医）部门要加强与发改、财政、人社

等有关部门沟通协调，积极争取布病防治工作的政策支持，将布

病防控所需监测采样、流行病学调查、检疫监管、扑杀补偿、消

毒、无害化处理等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合理安排和使用中央

财政动物防疫补助经费，重点保障强制免疫、监测净化、消毒灭

源、宣传培训、评估指导等工作需要。将布病防控与畜牧业发展

支持政策结合，在统筹安排涉农涉牧项目资金时，优先支持开展

布病防控相关工作，通过先建后补、以奖代补的方式支持通过评

估的布病无疫区、无疫小区、净化区和净化场建设工作；积极探

索开展奶牛布病保险，作为强制扑杀补助的有效补充。

（三）强化技术支持

各级农业农村（畜牧兽医）部门要组建布病防控技术专家团

队，建立防控专家咨询机制，定期组织开展疫情风险研判；组建

布病防控应急专业队伍，加强技术人员培养，提高防治水平和服

务能力。依靠国家布病参考实验室和专业实验室，联合华中农业

大学、省农科院以及各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的技术力量，提



高布病防治能力建设，推动畜间布病快速鉴别诊断技术和防控模

式的探索应用，为防治工作提供技术支撑。

（四）强化联防联控

各级农业农村（畜牧兽医）部门要加强与卫生健康部门的合

作，完善协作机制，按照职责分工，各负其责，建立健全定期会

商和信息通报制度。要做到资源共享，加强布病监测、检测、处

置、诊疗相关培训，强化措施联动，形成工作合力，切实提高布

病防治科学化水平。积极争取社会支持，广泛动员相关社会力量

参与，群防群控。

（五）强化进展反馈

各市（州）农业农村（畜牧兽医）部门根据本方案细化各项

措施，制定布病防控行动方案，于 8月 20日前将行动方案上报

省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备案。每年

12月底前，上报本年度布病防控工作进展情况。

联系人：

省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处 郭一，联系电话，027-87871951；

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周艳君，联系电话，027-87733250。



抄送：湖北省农业事业发展中心。

湖北省农业农村厅办公室 2022年 7月 28日印发


	一、总体要求
	（一）基本原则
	（二）主要目标

	二、技术措施
	（一）监测净化
	（二）疫情处置
	（三）消毒灭源
	（四）检疫监管
	（五）净化评估
	（六）宣传培训

	三、保障措施
	（一）强化组织领导
	（二）强化政策保障
	（三）强化技术支持
	（四）强化联防联控
	（五）强化进展反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