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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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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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峰、兰邹然、党安坤、李春蕾、苏兴海、刘军河、徐秀荣、袁凯、徐栋、王

际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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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部分：非洲猪瘟流行病学调
查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开展非洲猪瘟流行病学调查的调查内容和技术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非洲猪瘟流行病学调查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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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组织准备

资料准备

阅读可疑暴发疾病相关文献，获得相关疾病采样和检测方面的知识；并根据检测目的，确定样品的

类型、采样时机及方法。

材料准备

准备采样器具和个人防护用品；调查表、调查器材；现场预防控制器材；采样相关试剂及现场检测

试剂（必要时）；现场联系资料和器材（GPS）；电脑、照相机和录音录像设备；适合的交通工具等。

人员队伍准备

县级以上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接到养猪场/户怀疑发病的报告后，应立即组织由流行病学、实

验室、临床等方面的3名以上兽医技术人员，组成现场调查工作组。调查组应明确各自分工，并确定组

长（组长应为兽医流行病学家），组织协调整个调查组在现场的调查工作。组员应包括实验室专家和技

术人员、数据主管、后勤人员、沟通专家等。

准备调查方案及调查表

根据调查目的设计调查方案及调查表。

5 核实诊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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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暴发是否存在，排除存在可能导致错误报告的任何因素。

确定是否需要开展暴发调查 综合疫病严重程度、潜在传播、政治考虑、公众关注、可利用资源，

及其它影响决定调查的因素，确定是否值得开展紧急流行病学调查。

通过查视病例、查阅诊疗记录与流行病学资料及核实实验室检测结果等方法来排除误诊或实验检

测错误，核实诊断结果。

6 建立病例定义

为了搜索到符合调查目的要求的病例，应建立病例定义，病例定义应包括可疑病例、疑似病例和确

诊病例。病例定义应分个体病例和群体病例。

7 现场调查

目的

核实疫情、提出对疫点的初步控制措施，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确定三间分布和病因，形成紧急流

行病学调查报告。

主要内容

7.2.1 调查发病猪场的基本状况、病史、症状以及环境状况四个方面。

7.2.2 认真检查发病猪群状况，对养殖场/户的发病情况、周边地理地貌、野生动物分布、近期家畜、

产品、人员流动情况等开展进一步的调查，分析传染来源、传播途径以及影响疫情控制和消灭的环境和

生态因素。

7.2.3 尽快完成流行病学调查表并提交省级动物疫病预防与控制中心，与地方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密

切配合，完成病料样品的采集、包装及运输等诊断事宜。

7.2.4 实施对疫点的初步控制措施，禁止生猪及其产品和可疑污染物品从养猪场/户运出，并限制人员

流动。

7.2.5 画图标出疑病猪场/户周围 10 km 以内分布的养猪场、道路、河流、山岭、树林、人工屏障等，

连同紧急流行病学调查表一同报告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

8 追踪调查

目的

追踪疫点传染源和传播媒介的扩散趋势、自然宿主的发病和带毒情况，为可能出现的公共卫生危害

提供预警预报。

组织

当地流行病学调查人员在省级或国家级动物流行病学专家指导下对有关人员、可疑感染生猪、可疑

污染物品和带毒宿主进行追踪调查。

内容

8.3.1 追踪出入发病养猪场/户的有关工作人员和所有生猪、猪产品及有关物品的流动情况，并对其作

适当的隔离观察和控制措施，严防疫情扩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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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2 对疫点、疫区的家猪、野猪等重要疫源宿主进行发病情况调查，追踪病毒变异情况。

8.3.3 完成DB37/T 4343.1—2021中附录A流行病学调查表并提交本次暴发疫情的流行病学调查报告。

9 追溯调查

首先根据现场调查情况，确定首发病例所在圈舍和发病时间。以该动物为起点，追溯至上端饲养（中

转）地进行调查，找出指示病例和疫病暴发的源头。

数据采集

发病动物的临床症状、剖解变化、初诊结论、采样送检结果；动物发病前的存栏数、发病数、死亡

数、现病数及其免疫状况；消毒、死亡动物处置、污物处理、疫苗储藏等设施设备；免疫程序、消毒、

无害化处理、岗位责任等管理制度及其执行情况；动物发病前21天和发病后至调查当日进出疫点的动物

（含媒介动物）、动物产品、人车、饲料、药物等状况；疫点周边野生动物分布、地理（山脉、河流、

风向等）、交通等状况；人文情况。

检测数据

如果存在抽样检测时，将实验室检测数据一并收集。

10 排查

在本辖区范围内，收集6个月以来，以场户为单位的死淘数据（可以是无害化处理补偿数据或是生

猪保险理赔数据），分析死淘数据变化情况，确定高死淘场户，开展筛查。筛查方式可依据该场猪只发

病表现、治疗效果、免疫历史、小群（如同圈舍）内猪死淘率等综合判断。必要时可按照10 %的预设流

行率开展抽样检测，采样主要针对场内疑似病猪采样，对临床表现健康猪不建议采样。

11 数据分析

描述分布

利用收集到的疾病数据描述疾病暴发过程的时间、空间和种间分布，以揭示疾病暴发的特点，为提

出假设奠定基础。

提出假设并论证

从病原（新的病原进入、病原变异、混合感染等）、传播途径（空气传播、随运输车辆、人员、虫

媒等）和宿主（抗体水平下降、抵抗力下降、易感动物增加等）等环节提出疫病暴发的假设，并用调查

所得的数据进行假设验证，得出疫病暴发的原因。

提出防控建议

根据调查结果，从排除接触源(传染源)、减少对接触源（传染源）的接触、防止进一步接触和保护

易感动物群等方面提出针对性的防控建议。

12 调查报告和信息交流

调查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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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过程中，调查人应填写紧急流行病学调查表，对调查证据进行综合分析、整理，于1-3日内向

派出单位写出现场调查评估报告。调查评估报告内容包括背景，调查过程（含时间、地点、对象）、调

查方法，调查资料分析、调查结论，评估风险因素和扩散趋势、防控效果，提出问题与建议等。

信息交流

调查报告及相关信息应及时交流给相关单位和人员，使调查结果为更多有需求者所用，充分发挥其

在控制同类疾病模型中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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