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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GB/T 1.1-2020给出的规则起草。

本文件的制定，旨在规范规模肉牛场选址布局、动物及其遗传材料引入、疫病防控、设施设备、投

入品、废弃物处理、来访人员等各项生物安全管理，保障畜牧业健康稳定发展。

本文件由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提出并归口管理。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省农业发展服务中心、沈阳市惠泰特牧牧业有限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为首次发布。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街2号），联系电话：024-23447862；

标准起草单位通讯地址：辽宁省动物及产品检疫中心（沈阳市沈河区万柳塘路105号甲），联系电

话：024-24229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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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肉牛场生物安全防控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规模肉牛场在选址布局、动物及其遗传材料引入、疫病防控、设施设备、投入品、来

访管理、废弃物处理、人员管理等关键风险因素的生物安全控制技术规范。

本文件适用于规模肉牛场生物安全体系的建设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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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B/T 18935 口蹄疫诊断技术

GB/T 18637 牛病毒性腹泻/粘膜病诊断技术规范

GB/T 18646 动物布鲁氏菌病诊断技术

GB/T 18645 动物结核病诊断技术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4143 牛冷冻精液

GB 5749 生活饮用水卫生标准

NY/T 682 畜禽场场区设计技术规范

NY/T 539 副结核病诊断技术

NY/T 575 牛传染性鼻气管炎诊断技术

NY/T 5030 无公害食品 兽药使用准则

NY 5032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使用准则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肉牛场生物安全 cattle farm biosecurity/biosafety

为有效应对病原因子及相关因素威胁，使规模肉牛场处于没有危险和不受威胁的状态，并保障健康

养殖和持续安全所采取的所有措施。

3.2

规模肉牛场 large-scale beef cattle farms

经当地行业行政主管部门批准，肉牛年出栏在50头以上集中饲养的牛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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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隔离 quarantine

为防止病原的传播和扩散，将具有感染风险的牛只安置在指定地点和特殊环境中，严格隔离、分群

饲养，有效切断病原传播途径，避免交叉感染。

3.4

兽药 veterinary medicine

为用于预防、治疗、诊断动物疾病或者有目的地调节其生理机能的物质（含药物饲料添加剂），主

要包括：血清制品、疫苗、诊断制品、微生态制品、中药材、中成药、化学药品；抗生素、生化药品、

放 射性药品及外用杀虫剂、消毒剂等。

3.5

净道 non-pollution road

牛群周转、饲养员行走、场内运送饲料车辆出入的专用道路。

3.6

污道 pollution road

粪便等废弃物、淘汰牛出场的道路。

4 场区建设

4.1 建设

场区建设应符合 NY/T 682 中的规定，包括场址选择、总平面布局、牛舍设计、配套设施设备、厂

区道路、竖向设计和场区绿化设计等方面的设计技术要求，经当地政府相关部门审核通过后方可建设。

4.1.1 牛场位置应独立，应与主要交通干道、居民区、屠宰场、交易市场、动物医院等保持规定隔离。

同时设立明确的边界屏障，以阻挡不受控的人和动物进入场内并在场内移动。

4.1.2 牛场内有明确的功能区域，包括生活区、行政管理区、饲料存放区、生产区、病畜隔离区、粪

污处理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区等。

4.1.3 各区应按病原因子传播的风险级别和生产流程合理布局，标识明确，保持规定间距，具有隔离

屏障。高风险区包括病畜隔离区、粪污处理区、无害化处理区等，位于生产区的下风向和低地势位置。

净道及污道独立。

4.1.4 持续进行周边养殖场的流行病学调查，及时掌握相关疫病的流行动态，采取有效措施降低疫病

传入风险。

4.2 消毒

设立完备的消毒设施，包括车辆消毒池、喷雾消毒通道、物品消毒间、更衣室、消毒车、消毒盆（垫）

等。在远离场区区域设置独立的入场车辆清洗消毒站。场区入口及生厂区入口设置可覆盖全车的车辆消

毒设施，并依据所用消毒剂有效期和消毒液污染程度及时更换消毒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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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种源管理

5.1 引进冻精、胚胎管理

5.1.1 引进的冷冻精液应符合 GB 4143 的规定。国内引进精液应具备口蹄疫、布鲁氏菌病、结核病等

规定病种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国外引进精液应有国家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签发的许可文件及海关总

署出具的入境货物规定病种的检验检疫合格证明。

5.1.2 人工授精时，输精前后，人员和输精器械均应进行有效消毒，防止交叉污染，做好配种记录。

5.1.3 胚胎移植时，移植前后，人员和输精器械均应进行有效消毒，防止交叉污染，做好相关记录，

包括供体牛的牛号、移植日期、分娩日期，并跟踪记录出生犊牛的疫病监测情况。

5.2 肉牛引进管理

5.2.1 不应从疫区引进牛只。不应从高风险区向低风险区引进牛只。

5.2.2 引进的牛只应具备对口蹄疫、布鲁氏菌病、结核病等规定病种的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国外引进

的牛只应具有国家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签发的同意批件及海关总署出具的入境动物检验检疫合格证

明，引进种牛还应执行农业农村部和海关总署的其它相关规定。

5.2.3 需在独立的隔离点对引进牛只进行隔离观察和检疫，以及时发现规定病种的感染和发病动物。

国外引进牛只隔离至少 45 天，国内引进牛只隔离至少 28 天，合格后方可进入养殖场饲养。口蹄疫检测

依照 GB/T 18935 中规定，布鲁氏菌病检测依照 GB/T 18646 中规定，牛结核病检测依照 GB/T 18645

中规定，牛副结核病检测依照 NY/T 539 中规定，牛传染性鼻气管炎依照 NY/T 575 中规定，牛病毒性

腹泻病/粘膜病依照 GB/T 18637 中规定规范检测，结果阴性为合格。

5.2.4 引进牛只在隔离期间,应避免与其它动物包括野生动物及媒介等接触，驱除体内外寄生虫。

6 疫病防控

6.1 建立疫病防控制度

依据农业农村部、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和当地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结合本场和周边区域的疫病

流行情况，制定本场的疫病控制及净化计划。

6.2 场区生物安全风险等级的划分

6.2.1 应根据病原因子传播风险的高低，对牛场内不同区域进行生物安全风险分级。不同风险等级的

区域实施相应级别的生物安全操作规范。人员、动物、车辆及物品应从低风险区域向高风险区域移动。

6.2.2 各区生物安全风险等级由高至低的顺序一般为：病死牛无害化处理区，粪污收集与处理区，病

牛隔离区，产房，成母牛区，青年牛区，育成牛区，犊牛区，饲料加工区，场内隔离带（缓冲区），生

活区，行政管理区。生产区每个区内又分为净道和污道，污道为高风险区。

6.3 消杀

6.3.1 牛场应有明确的人和物的消毒管理制度和操作程序以及消毒效果的评价措施。杀灭有害昆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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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2 牛场应有用于人和物出入场区的独立消毒通道和设施设备，并运行良好，保障能随时对出入的

人和物进行充分消毒。条件许可时，在养殖区远离场区位置建设独立的入场车辆清洗消毒站。定期对场

区和设施设备进行有效消毒。保持完整的实施记录。

6.3.3 应对感染和发病动物及其污染物、病死动物及其污染物、被污染环境、无害化处理环节等实行

有效实时消毒。

6.4 免疫

6.4.1 依据农业农村部、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和当地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结合本场和周边区域的

疫病流行情况以及本场的疫病控制及净化计划，制定合理的牛群免疫计划、免疫操作程序、废弃物处理

程序和人员防护措施，具有评价疫苗免疫效果的措施。

6.4.2 疫苗选用应符合 NY 5030 的相关规定。免疫操作后及时收集和消毒免疫器械（针头、注射器、

包装盒等）和残余疫苗，防止被牛只误食，防止具有毒力的疫苗菌毒株扩散。建立完整的免疫档案。

6.4.3 及时评价免疫效果。免疫失败时分析和确定原因，补注疫苗，或采取其它相关措施保证免疫效

果。

6.5 临床观察和监测

6.5.1 兽医人员定期巡场。当牛处于妊娠期、周边场发生疫情等高风险状态时，应提高巡场频率。及

时发现生产异常和疑似病牛。保持完整的兽医诊疗与用药记录。

6.5.2 牛场养殖人员和技术人员，应具有识别牛只行为异常和常见牛病临床症状的能力，发现异常时

及时报告本场兽医或主管领导。

6.5.3 依据农业农村部、辽宁省农业农村厅和当地畜牧兽医主管部门的规定，结合本场和周边区域的

疫病流行情况以及本场的疫病控制及净化计划，制定和实施牛结核病等疫病的监测计划。建立完整的监

测档案。

6.5.4 根据临床观察和监测结果，定期分析疫情流行状况，评估疫病控制措施的效果，修改和完善疫

病控制及净化计划。

6.6 疫病处置

6.6.1 当有异常疾病发生时，及时向本场和上级相关部门（人员）报告。

6.6.2 当疑似重大疫病发生时，应根据国家突发重大动物疫情应急处置相关规定进行报告和处置。

6.6.3 暴发其它病种时，应及时对病牛或疑似病牛进行隔离，处理患病或易感牛只，必要时需对易感

牛只进行紧急免疫。应有完备的处理记录并保存。

6.7 病死和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

6.7.1 牛场应根据国家关于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制定本场的病死和病害动物及其相关

产品的无害化处理方案。

6.7.2 病死和病害动物及其相关产品无害化处理点应与场内其它区域保持合理间距，隔离良好，防止

无关人员、野生和流浪动物以及牛只接触。

6.7.3 按规定尽快对不明原因的病死和病害动物及其相关产品处理进行无害化处置。做好处置记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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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4 生产区内不应进行死亡动物的解剖。

6.7.5 必要时，死亡牛只应由专业人员进行解剖，以确定死因。

7 设施设备

7.1 保证牛场设施设备的正常运行状态，使用前后应进行清洁消毒，应有评估消毒效果的相关措施，

记录完整。

7.2 场内不同区域或牛舍间的设施设备尽量不要交叉使用。如有必要，应从低风险区向高风险区移动。

条件允许时，可在远离场区地点设置独立的入场车辆清洗消毒站。

8 投入品

8.1 投入品

牛场的投入品可能包括饲料、饲料添加剂、饮水、消毒剂、疫苗、兽药、垫料等易耗品及设备等。

投入品输入牛场和在不同区域间交叉使用时，均具有病原体传入风险，应严格消毒，并尽量避免在不同

区域间的交叉使用。

8.2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

8.2.1 不应从疫区采购精、粗饲料，低风险区不应从高风险区采购精、粗饲料。

8.2.2 不应采购国家农业行政主管部门公布的饲料原料目录、饲料添加剂品种目录和药物饲料添加剂

品种目录以外的任何物质生产饲料。

8.2.3 饲料原料及饲料添加剂等应符合 NY 5030、NY 5032 使用准则的有关规定。对所采购的用于生产

饲料、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饲料的原料应进行严格查验并进行记录。记录包括但不限于产品名称、

产地、批号、数量、保质期、许可证编号、质量检验信息、进货日期、生产企业或者供货者名称及其联

系方式等。记录保存期限不少于 3 年。

8.2.4 饲料原料及饲料添加剂等不应含有任何动物性产品，卫生指标合格，不含有病原微生物。

8.2.5 应在专用地点进行饲料及饲料原料等的存放。库存饲料应无虫害、霉变或其它污染。牲畜、害

虫、野生动物和家畜严格禁止进入储存地。对库存饲料应进行定期严格检查，确保安全。

8.2.6 饲料和添加剂产品的使用应遵循产品标签所规定的用法和用量。

8.3 兽药

8.3.1 兽药的购进应符合国家兽药管理相关规定。兽药的使用应符合 NY 5030 中的规定。

8.3.2 牛只使用兽药时，应严格注意休药期规定。在达到规定休药时间后方可生产相应的动物产品。

8.3.3 熟悉兽药特征，使用时避免配伍禁忌的发生。

8.4 水源

8.4.1 饮水应符合饮用水要求，参照 GB/5749 中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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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2 牛场应定期对饮用水进行病原体监测，防止水源污染。

8.5 其他动物

8.5.1 牛场内不宜饲养其它动物，如犬、猫、禽类等。

8.5.2 牛场内应严格控制蚊虫等节肢动物、啮齿类动物、野生动物和流浪动物等的进入。

8.6 其他物品

在引入其它投入性产品时，经检测或证实其符合有关规定的要求后方能使用，保存相关活动的记录。

9 来访管理

9.1 人员

9.1.1 应制定外来人员进入场区的管理制度，限制不必要的来访。

9.1.2 如外来人员必须进入，须经企业负责人批准，严格执行隔离、消毒、更衣等程序后方能入场，

并严格限制来访数量及人员，确定走访路线，限制不必要的活动，尽量减少外来人员与牛只接触，并采

取与生物安全等级相适应的防控措施。对来访人员活动进行记录。

9.1.3 当外来人员为养殖场相关人员或近期与家畜等相关动物或微生物有接触史的人员时，应禁止进

入生产区。

9.1.4 本场人员回场时应依照外来人员进入场区的管理程序和措施执行。

9.1.5 本场职工不应对外进行技术服务，不应进入其它场群。

9.1.6 牛场养殖人员应定期体检，体检合格方可进入牛场。患有布鲁菌病和结核病等人兽共患传染病

的人员不得直接从事牛场养殖相关活动。

9.1.7 当本场相关人员访问其它养殖场、交易市场或其它存在不明疫病状态的动物相关区域时，尽可

能减少传播病原体的风险。

9.2 车辆

9.2.1 限制外来车辆进入场区。确需入内时，应对车辆进行彻底清洗及消毒。车上物质和驾乘人员也

应进行严格消毒。

9.2.2 当本场车辆驶出场区再返回时，应按外来车辆入场对待，进行彻底清洗及消毒。

9.2.3 减少车辆及所载物质在不同栏舍间的流通。车辆使用前后应进行严格消毒。

10 废弃物处理

10.1 污水处理

10.1.1 应制定合理有效的污水处理和排放方案。按防疫规定设置污水处理区，进行适当隔离，非工作

人员及动物不应进入或靠近处理区。设施周围应设置明显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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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2 具有配套的污水处理设施，并运行正常。污水集中收集，妥善处理，如在固液分离后，采用生

物处理、化学处理等方式进行污水处理，确保污水的排放和利用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10.1.3 具有处理污水的排放设施，并运行正常，确保处理前后的污水不外渗和溢流。

10.2 粪污处理

10.2.1 粪污处理和排放应符合 GB/18596 中的规定。

10.2.2 贮粪场应有防雨、防渗、防溢流措施，避免污染地下水。

10.2.3 在粪便收集和外运过程中，应采取防遗撒和防渗漏等措施。

10.3 其他废弃物处理

10.3.1 应对垫料、废弃牛奶及潜在污染的动物性产品等废弃物采取严格的病原体清除措施。

10.3.2 处理区应符合防疫要求，防止废弃物转移到周边区域的环境中，不应有动物（包括野生动物）

进入。

11 人员管理

11.1 牛场应有专人负责生物安全，包括制定生物安全计划，监督实施和修改完善相关措施。

11.2 应对员工进行培训，让员工明确自己在维护牛场生物安全中的责任，熟悉牛场生物安全计划及相

关措施，并能自觉遵守。

11.3 应对员工进行牛只正常行为和异常行为培训，让员工具有识别牛只异常行为和常见牛病临床症状

的能力，并能及时报告相关负责人员。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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