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ICS 11.220

CCS B 41

37
山 东 省 地 方 标 准

DB 37/T 4343.2—2021

非洲猪瘟流行病学调查技术规范 第 2 部

分：非洲猪瘟监测

Technical specifications for epidemiological investigation of African swine fever—
Part 2:African swine fever surveillance

2021 - 03 - 11 发布 2021 - 04 - 11 实施

山东省市场监督管理局  发 布



DB 37/T 4343.2—2021

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1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

起草。

本文件是DB37/T 4343《非洲猪瘟流行病学调查技术规范》的第2部分。DB37/T 4343已经发布了以

下部分：

——第 1部分：通则；

——第 2部分：非洲猪瘟监测；

——第 3部分：非洲猪瘟流行病学调查。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山东省畜牧兽医局提出并组织实施。

本文件由山东省畜牧业专业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山东省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党安坤、盖小君、兰邹然、陈峰、高延娜、张金叶、范磊、张永强、李春蕾、

刘砚涵、李秀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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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为做好我省非洲猪瘟防控工作，及时掌握非洲猪瘟疫情爆发后病毒的来源、宿主范围、传播途径和

危害程度，了解非洲猪瘟发生情况和流行规律，评估非洲猪瘟发生风险，急需按照目标明确、系统规范、

科学有效的原则，规范我省非洲猪瘟流行病学监测工作，以进一步提高非洲猪瘟防控工作能力，对保护

养殖业公共卫生安全，稳定生猪生产和供给提供重要的技术支持。DB37/T 4343《非洲猪瘟流行病学调

查技术规范》拟由3个部分构成。

——第 1部分：通则。目的在于规定非洲猪瘟流行病学调查一般通用性内容，以及相关术语、定

义、调查表等内容。

——第 2部分：非洲猪瘟监测。目的在于规定开展非洲猪瘟流行病学监测的内容和方法等技术。

——第 3部分：非洲猪瘟流行病学调查。目的在于规定开展非洲猪瘟流行病学调查的调查内容和

技术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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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猪瘟流行病学调查技术规范 第 2 部分：非洲猪瘟监测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非洲猪瘟流行病学监测的内容和方法等技术要求。

本文件适用于非洲猪瘟流行病学监测活动。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DB37/T 4343.1—2021 非洲猪瘟流行病学调查技术规范 第1部分：通则

3 术语和定义

DB37/T 4343.1—2021界定的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4 非洲猪瘟流行病学监测方案的制定

监测方案制定准备工作

明确非洲猪瘟在监测区域内的背景信息，包括流行特点、流行率、宿主的种类、宿主动物养殖场的

数量和分布等信息，在此基础上制定科学的监测方案。监测方案的内容应包括对非洲猪瘟的概述，监测

目的，非洲猪瘟病例定义，监测内容和方法，监测系统的组成和职责，监测数据收集、分析和交流反馈，

质量控制（包括监测系统的评估），组织保障和相关附件等。

非洲猪瘟概述

这一部分主要是描述非洲猪瘟及其流行特点、危害、社会影响等，以说明开展非洲猪瘟监测的重要

性，并明确监测方案制定的依据。

监测目的

流行病学监测的目的包括掌握区域内非洲猪瘟的流行情况，监测新发疫情和外来疫情，证明无疫，

免疫效果评估等。不同监测目采用的抽样策略存在差异。

病例定义

在制定监测方案时，建立病例定义的目的是为了搜索病例，同时，统一的病例定义使数据具有比较

的基础，有利于数据的比较分析。

监测内容和方法

包括监测对象、范围、频次、时间、抽样设计和实验室检测方法等。其中抽样设计是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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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监测非洲猪瘟的流行情况（测量流行率）和免疫效果评估为目的的抽样设计，通常采用两阶段抽

样策略，即先针对监测的动物群体进行第一阶段抽样，抽取要监测的动物群体；再对抽到的群体进行第

二阶段抽样，随机抽取要监测的动物个体。以此目的抽样估计非洲猪瘟流行率的样本量计算公式为：

n = � 1−� ×�2

�2
······················································ (1)

式中：

p ——预期流行率（或预期免疫合格率）；

Z ——标准正态分布（1-α/2）百分位点；

e ——可接受误差。

实际工作中可使用流行病学软件计算样本量等。

以监测新发非洲猪瘟疫情、外来非洲猪瘟疫情和证明无疫为目的的抽样设计，也采用两阶段抽样策

略，先证明监测的群体无疫，再证明每个抽到的群体中动物个体无疫。以此目的抽样证明无疫时的样本

量计算公式为：

n =
1− 1−��

1
� �−�×��−1

2

��
··············································· (2)

式中：

Se——检测方法的敏感性；

CL——置信水平；

D ——群中的阳性动物数，D=N×p；

N ——群内个体数。在实际工作中可用流行病学软件来计算样本量。

监测系统的组成和职责

列出监测系统所涉及的单位，本着利于监测开展的原则进行职责分工，各单位分工合作，共同保证

监测工作的顺利开展。

监测数据收集

收集内容包括血清学和病原学检测结果，以及调查问卷中的信息。

分析和交流反馈

统计分析内容包括非洲猪瘟发病情况 发病数、死亡数、流行率、发病率和病死率，病毒分离鉴定

和遗传变异分析，疫病与病因之间的关联分析等等。监测结果形成监测分析报告，并交流反馈到相关部

门。

质量控制

包括非洲猪瘟流行病学监测方案的评估，对监测方案实施各单位的指导和人员培训，监测数据的核

实，对实验室检测工作的质量控制，对监测点的质量考核等。

组织保障

包括政策、经费、技术、人员保障等。

5 准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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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监测方案的要求，准备现场监测和实验室分析所需的相关仪器设备、采样设备、样品运输设备、

交通通讯工具、人员安全防护装备、生物安全控制装备、记录取证工具、调查表和相关专业技术人员等。

6 被动监测

被动监测点

被动监测以动物疫情报告为主，生猪养殖场（户）、生猪屠宰加工企业、动物诊疗机构、生猪及其

产品交易市场、公路检查站、高校和科研院所、野生动物保护机构等均应根据动物防疫法的规定报告非

洲猪瘟可疑疫情或非洲猪瘟检测阳性。在非洲猪瘟早期发现的监测中，被动监测比主动监测更加重要。

被动监测信息来源

6.2.1 养殖场出现疫情或产地检疫中发现疫情时应报告动物存栏、出栏、发病和死亡等信息。

6.2.2 诊疗机构应报告发病动物种类、动物数等信息。

6.2.3 屠宰场应报告屠宰动物种类、屠宰量、检出患病动物及其产品无害化处理等信息。

6.2.4 生猪及产品交易市场应报告市场交易生猪及其产品的总量、检出数、检出动物及其产品的无害

化处理等信息。

6.2.5 公路检查站检查出入辖区动物及其产品的种类、数量、检出患病动物、无害化处理等信息。

6.2.6 高校和科研院所兽医相关实验室应报告病料来源及病例动物种类、存栏数、发病数和死亡数等

信息。

6.2.7 其他信息来源还包括民众，媒体，研究报告，出入境检疫部门，国际组织（WHO，OIE，WTO，FAO

等），其他二手数据等。

被动监测数据收集

具有疫情报告电脑终端的监测点应按国家有关规定从动物疫病监测与疫情信息系统上报疫情或阳

性监测结果。

没有电脑终端的监测点根据属地管理的原则，逐级上报疫情或阳性监测结果。

信息分析及交流反馈

承担动物疫情信息管理的机构应定期组织专家汇总上报的非洲猪瘟疫情信息，用兽医流行病学及统

计学的方法进行非洲猪瘟的描述统计及时间、空间和时间分布分析，形成疫情分析报告，并交流反馈到

相关部门，为非洲猪瘟的预警预报提供科学依据。

7 主动监测

样品采集

7.1.1 血清样品采集

无菌采集5 mL血液样品，室温放置12 h～24 h，收集血清，冷藏运输。到达检测实验室后冷冻保存。

7.1.2 抗凝血样品采集

无菌采集5 mL乙二胺四乙酸抗凝血，冷藏运输。到达检测实验室后-70 ℃冷冻保存。

7.1.3 组织样品采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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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选脾脏，其次为扁桃体、淋巴结、肾脏、骨髓等，冷藏运输。到达检测实验室后-70 ℃冷冻保存。

7.1.4 钝缘软蜱采集

将收集到的钝缘软蜱放入有螺旋盖的样品瓶或样品管中，放入少量土壤，盖内衬以纱布，常温保存

运输。到达检测实验室后-70 ℃冷冻保存或置于液氮中。

问卷调查

监测场点应按DB37/T 4343.1—2021中附录A的要求填写调查表。

数据收集及录入

承担主动监测的机构将调查表的相关数据及关联的实验室检测结果输入计算机流行病学分析软件。

数据分析

根据需要进行数据的统计分析，实现非洲猪瘟的疫病描述、病因分析及关联分析等。

信息交流反馈

根据分析结果形成非洲猪瘟流行病学监测分析报告，并交流反馈到相关部门（国内外兽医主管部门，

兽医公共卫生决策部门，风险评估部门，国际组织，科研院所，养殖场户，生猪屠宰加工企业，公众，

媒体，消费者组织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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