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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牛场生物安全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规模化舍饲牛场的场区建设、种源管理、疫病防控、重要投入品管理、来访管理、牛

场废弃物管理、周边区域管理、病死牛处理等生物安全技术内容。

本文件适用于规模化牛场的生物安全建设与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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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143 牛冷冻精液

NY/T 682 畜禽场场区设计技术规范

NY/T 1952 动物免疫接种技术规范

NY/T 5030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饲养兽药使用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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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牛场生物安全 biosecurity/biosafety

为降低外来病原体的传入和场内病原体的场内外散布风险而实施的一系列措施，包括规范相关人员

的态度和行为，以及为降低涉及家畜及其产品相关活动导致的病原体传播风险所建立的各种程序、规范

和设施设备。

3.2

规模化牛场 large scale cattle farm

具有法人资格的奶牛、肉牛等养殖场：奶牛存栏大于或等于100头；肉牛年出栏大于或等于50头。

3.3

隔离 isolation

为防止病原的传播和扩散，将不同健康状态及不同饲养单元的牛只严格隔离、分群饲养，有效切断

病原传播和交叉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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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场区建设

4.1 建设

场区建设应符合 NY/T 682的规定，包括场址（地势、水源、土质、气象、电力、交通及周边环境）

选择、总平面布局（生活管理区、辅助生产区、生产区、隔离区、无害化处理区）、牛舍设计（牛舍建

筑与环境）、配套设施设备、场区道路、竖向设计和场区绿化设计等方面的设计技术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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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3 自查

依照表1所规定内容进行自查。

表 1 场区建设及布局信息自查表

序号 生物安全内容

1 养殖场位置应独立，与主要交通干道、生活区、屠宰场、交易市场有效隔离。

2 养殖场内生活区、生产区及粪污处理区应严格分开。

3 养殖场内有独立的病畜隔离区，且位于生产区的下风向。布局图上应有明确标识。

4 场区入口有消毒池，生产区入口有消毒设施设备，确保消毒液有效。 

5 种源管理

5.1 引进冻精、胚胎管理

5.1.1 引进的细管冷冻精液应符合 GB 4143 的相关规定。国内精液应来源于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

证》的单位，要具备《动物检疫合格证明》及《系谱证》，国外引进的精液应有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

管部门签发的审批意见及出入境检验检疫系统出具的《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

5.1.2 引进的冻精应标注种公牛站名称或代码、种公牛号和生产日期等。

5.1.3 使用引进的冻精进行配种时，应有繁殖记录。

5.1.4 胚胎移植记录应标明供体母牛、公牛的牛号、移植日期、分娩日期及胚胎犊牛的疫病监测记录。

5.1.5 对引进的精液、胚胎应依据我国《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10 年第 6号)》对口蹄疫、布

鲁氏菌病、结核病等国家规定疫病进行检疫及防疫，确保阴性后方能引入养殖场。

5.2 引进牛只管理

5.2.1 引进的种牛只应来源于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单位，需要具备《动物检疫合格证明》、

《种畜禽合格证》及《系谱证》。国外引进的种牛应有国务院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签发的审批意见及

出入境检验检疫系统出具的《入境货物检验检疫证明》。

5.2.2 引进的牛只应依照《反刍动物产地检疫规程》、《跨省调运乳用种用动物产地检疫规程》及“动

物检疫管理办法(农业部令 2010 年第 6 号) ”的相关规定进行检疫。在引进牛只后，应在独立的隔离观

察舍隔离观察 15-30 天，详细记录观察结果。经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检查确定为健康合格，并出具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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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合格证明后方可进入养殖场饲养。不应从疫区引进牛只。不应从高风险区向低风险区引牛。不应引入

国家法定疫病检测阳性牛。

5.2.3 引进的牛只在隔离期间应完全避免与其它动物包括野生动物的接触。

5.3 自查

依照表2所规定内容进行自查。

表 2 种源情况自查表

序号 生物安全内容

1
购进前检查冻精、胚胎的健康状况。应来源于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单位，进口冻精及胚胎应符合进

口相关规定。应确保冻精及胚胎的安全。

2 购进的冻精、胚胎应要进行严格记录：标注种公牛站名称或代码、种公牛号和生产日期。

3
对冻精、胚胎的使用应进行严格记录：使用引进的冻精进行配种时，应有繁殖记录；进行胚胎移植时有胚胎移

植记录。

4
购牛前检查牛只的健康状况： 引入的动物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有《种畜禽合格证》，有《系谱证》，有来

源地移动记录。

5 从具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并能够提供动物治疗信息及健康状况的供应商处购买牛只。

6
隔离、诊视并处理新引入的患病牛只（依据需要），或从养殖场出去后返回的牛只。密切关注高风险群体如与交

易市场接触过的群体/牛只：对新引进动物进行隔离观察15-30天；对隔离观察有详细处理记录并存档。

7 引进的牛只入场前有不少于48小时的清空肠胃时间。

8
对于离开或又返回养殖场的牛只，如果存在感染风险，需要在合群前对其进行隔离、诊视及处理：对动物进行

隔离观察15-30天；对隔离观察有详细处理记录并存档。

9 将易感牛群与疫病状态未知的牛进行隔离观察15-30天。

10 在处理动物过程中依照动物福利相关条款进行，养殖场及运输过程中减少应激。

11 具有合适的保定、转移牛只设施及设备，对养殖场内及用于运输的车辆、保定设施、设备进行审查。

6 疫病防控

6.1 免疫

依据农业农村部最新《国家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和本地区和本场牛的疫病流行情况对牛只进行

免疫。

疫苗选用应符合NY/T 5030的相关规定，对牛场使用的疫苗进行选择及记录，并根据本场实际，按

NY/T 1952要求制定免疫程序，建立免疫档案，根据周边及本场疫病流行情况、净化工作效果和实验室

检测结果，适时调整免疫程序。

6.2 观察及监测

对牛只进行密切观察，依照各牛场情况制定综合防控措施，定期对疫病进行监测，及早发现病情。

6.3 疫病发生时的处理

当有异常疾病发生时，及时向相关人员进行报告。当有重大疫病发生时，根据《重大动物疫情应急

条例》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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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自查

依照表3所规定内容进行自查。

表 3 疫病控制情况自查表

序号 生物安全内容

1 制定科学合理的免疫程序，完成免疫并确保免疫有效。

2
制定科学合理的检疫程序，定期对牛进行检查，包括在常规管理和饲养过程中的检查，以确保尽早发现病牛；

发现异常情况及时上报给相关部门。

3 当牛处于妊娠期，或周边场发生疫情等高风险状态时，提高检查频率。

4 当疾病暴发时隔离或处理患病动物或易感动物，对处理进行记录并保存。

5 牛应有明确的身份标识，可进行溯源。

6 疫情发生时依照规定上报。

7 依照国家要求执行病害动物及其产品的无害化处理。

7 重要投入品管理

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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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入品输入养殖

场时，均具有病原侵入风险。

7.2 饲料及饲料添加剂

7.2.1 不应从疫区采购粗饲料，不应低风险区从高风险区采购精饲料。

7.2.2 饲料原料及饲料添加剂等生产资料应符合 NY/T 5030、NY 5032 的有关规定。所采购的饲料原料、

饲料添加剂、添加剂预混饲料及用于饲料添加剂生产的原料应进行严格查验并进行记录。严格进行采购

记录，主要包括产品名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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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3 不应采购国务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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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2.4 应确保饲料原料及饲料添加剂等生产资料中不含有任何动物性产品。饲料添加剂产品的使用应

遵循产品标签所规定的用法和用量。

7.3 其它动物

牛场内不宜有其它动物。

7.4 其它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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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保存相关活动的记

录。

7.5 自查

依照表4所规定内容进行自查。



DB42/T xxxx—2020

5

表 4 投入品自查表

序号 生物安全内容

1
不应用动物源性饲料饲喂牛，以下产品不在此之列：动物脂肪、胶质物、检疫合格的牛奶及牛奶相关产品及在

特定条件下制成的油；严格依照饲料说明书进行储藏。

2 饲料应来源可靠，饲料安全。

3
库存饲料应无虫害、霉变或其它污染；防止牲畜、害虫、野生动物和家畜进入储存地：对库存饲料进行严格检

查，确保安全。

4 饲养员应具有专业的饲喂知识。

5 不应用泔水喂牛。

6 应定期对水源及相关设施进行监测，确保饮水的质量和数量。

7 场区内不宜有其它动物。

8 应对其它投入性产品进行安全检查。

8 来访管理

8.1 人员

8.1.1 牛场不应有外人参观。如有特殊情况或者特殊要求必须进入者，应经企业负责人批准，并严格

限制外来人员在牛场范围内的不必要移动。

8.1.2 牛场应制定外来人员进入场区的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隔离、消毒、洗浴、更衣等规定程序后

方能入场。当外来人员为养殖场业主或近期与家畜等相关动物或微生物有接触史的人员或类似身份时，

应严格控制数量，设立严管入口区域的标识。

8.1.3 为外来人员提供安全的靴子、口罩及一次性防护服。

8.1.4 本场人员回场时应依照外来人员进入场区的管理制度执行。

8.1.5 本场职工不应对外进行技术服务。

8.2 车辆

8.2.1 制定外来车辆进入场区的管理制度并严格执行。

8.2.2 当本场车辆驶出本场再返回时，彻底清洗及消毒。生产区内运输工具不应离开场区，使用前后

均应严格消毒。不同场区运输工具不宜交叉使用。

8.3 自查

依照表5所规定内容进行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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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人员、运输车、设备来访管理自查表

序号 生物安全内容

1 按防疫要求合理制定入口数量。

2 提高场内工作人员减少物资、车辆流通重要性的意识，减少物资及车辆在不同屋舍间的流通，本场内使用的车

辆、设施设备在使用前应进行严格消毒。

3 兽医、动物经销商及运输车辆等在进入养殖场前应通知养殖场相关人员：对存在有生物安全高风险的人员进行

身份确认；对高风险人员详细解释场区内相关规章制度。

4 外来人员应更换防护服并进行个人清洁；外来人员进出场时进行严格消毒。

5 有明确的标识或说明让来访人员知晓牛场的生物安全要求，有入场引导标识或提供附有入场须知的来访签到表。

6 有明确的“允许进入区域”，对外来人员及外来车辆在入场前进行引导。

7 对不需要与牛接触的外来人员应仅停留在指定区域。

8 有完备的消毒相关设施或设备供外来人员需要与牛接触时的消毒处理。

9 对外来人员进行登记，对外来人员的活动进行记录及监管。

10 当外来车辆、设备来自于一个高风险区域时严格实行车辆、设备的消毒。

11 减少不同养殖场间车辆、设备的租借，如发生车辆、设备的租借，应在使用前后均实行严格的清洗消毒。

9 牛场废弃物管理

9.1 污水处理

制定污水处理计划，防止潜在的病原传播。

养殖场内污水需集中收集，并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处理。

按防疫规定设置污水处理区，非工作人员及动物不应进入或靠近处理区。

9.2 污染废弃物

为潜在的污染废弃物如垫料、使用过的注射器、废弃的牛奶等动物性产品等制定严格的病原清除计

划，或委托有资质的第三方医疗废弃物处理公司处理。

9.3 自查

依照表6所规定内容进行自查。

表 6 废弃物管理自查表

序号 生物安全内容

1 将具有潜在传播疾病风险的废弃物集中在特定的区域。

2 净道与污道分开，不交叉。

3 用植物隔离带或防风林降低污水/废水的移动。

4 严格遵守政府对废弃物处理的要求，废水、污水排放符合相关规定。

10 周边区域管理

10.1 养殖场边界

利用围栏或地理特征设立安全的养殖场边界，以阻挡不受控的动物在场内或场间的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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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检查养殖场边界，确保其处于安全的状态。

10.2 周边养殖场

与周边养殖场保持联系，互通信息有无。一起降低疫病传播的风险，或减少由疾病等所带来的影响。

10.3 自查

依照表7所规定内容进行自查。

表 7 周边区域管理自查表

序号 生物安全内容

1 养殖场边界处于安全状态。

2 与周边养殖场保持联系，沟通动物健康状态，互通信息有无：。

11 病死牛处理

11.1 明确死因

死亡牛只应由专业人员进行鉴定，并且确定死因，以防止外来病的传入，降低生物安全所带来的潜

在危害。

11.2 处理

依据《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中的规定对病牛尸体进行处理。

11.3 废弃物处理区

设立废弃物处理区，严格管理该区域，不应有动物包括野生动物的靠近或进入。该废弃处理区应当

在一个能够防止废弃物传播到周边区域、水路或环境中的地方。

11.4 自查

依照表8所规定内容进行自查。

表 8 死亡动物处理情况自查

序号 生物安全内容

1 严格遵守政府对动物尸体处理的要求及规定。

2
动物尸体及相关废弃物在隔离区集中处理，遵循环境评价要求及考虑公众意愿，有明确的尸体掩埋焚烧区且不

在高水位区，明确尸体处理方式。

3 对动物尸体进行准确的处理：依据规定进行销毁或无害化处理。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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