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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季是动物疫病易发高发期，每年3—5月，各省（市、区）陆续集中开展春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通过强制

免疫、疫情监测、检疫监管等多种方式全方位保障畜禽养殖健康安全发展。现分享四川、山东、广西、青海、内蒙古等

省（区）的春防工作亮点及进展，以期促进各地春防工作顺利开展。

奶牛
寻医

交叉吮吸可能导致盲乳

最近，我们发现了一头 2岁
的头胎牛，乳房结构看起来很好，
但无法泌乳，采用导管也没有乳
汁流出，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这种
情况呢？牧场能做些什么呢？

头胎牛出现一个盲乳都是
非常罕见的事情，更何况四个乳
区都挤不出乳汁。这种情况非
常稀少，坦率地说，这个问题往
往无法解决。奶牛出现盲乳会
直接导致其经济效益下降。

无论是头胎牛还是经产牛，
在产犊后，任何一个乳区无法挤
奶都得首先查找病因，是什么导
致的阻塞以及阻塞的严重程度。

对于头胎牛来说，同样重要
的是，首先确认哪个乳区没有初
乳分泌。通常可以通过视觉和
触诊来检查，但借助超声波更能
了解乳头和乳腺发育的情况。
超声波检查可以评估乳腺结构
情况，但更重要的是，我们可以
通过超声波看到乳头池上部和
乳腺池的链接情况。

正常的乳头的乳导管大致
能延伸到乳头和乳腺的交界处，
然而不正常的乳头内部可能会
有组织阻塞物。

在大多数情况下，群养犊牛
的交叉吮吸会导致该问题的发
生。这可能是因为感染，损害了

未发育成熟的乳腺，某些薄膜纤
维组织将乳头池和乳腺池隔离
开了。通过超声波检测，我们可
以了解有多少组织导致了这种
分离，以及乳腺组织功能是否正
常，乳头与乳腺之间的链接是否
正常。

在某些情况下，分隔物可能
只有一层薄膜，可以利用仪器穿
刺。在这种情况下，若乳腺和乳
头组织的功能都正常的话，治疗
效果可能比较理想。但是，最常
见的情况是有大量的组织阻挡
在中间，使得乳腺池和乳头池之
间的链接严重受损。在这种情
况下，即使处理后最初能挤出乳
汁，通常几天后也会再次阻塞，
而且还易引发乳腺炎，使得问题
进一步复杂化。

事实上，牧场的这头奶牛的
四个乳区都受到了类似的影响，
问题非常严重，那么是否有可能
是先天性问题呢？在奶牛育种
中，是否有这样问题存在，我们
还不清楚。如果乳头发育正常，
乳房发育均匀对称，那么乳房炎
的可能性就很大。对于头胎牛
出现一个或多个盲乳来说，早期
饲养的交叉吮吸是导致此问题
的一个常见的潜在因素。

（养牛派）

围产期奶牛脂肪肝的防治

奶牛肝脏内脂肪代谢过程
受阻，使脂肪在肝脏中蓄积，并
超过肝脏中正常含量的 5%时，
即称为脂肪肝。由于此病常发
生于围产期的奶牛，所以又叫围
产期奶牛脂肪肝。患病后的奶
牛，不仅肝脏的正常功能受到影
响，胆汁分泌障碍，影响消化功
能，而且常伴发其他围产期疾
病，如胎衣不下、生产瘫痪和子
宫内膜炎等；此外，患牛的繁殖
力和免疫力也会受到不同程度
的影响。

1、症状与病变
大多数病牛开始时表现为

中度食欲减退和产奶量下降。
病牛通常是先拒食精料，随后拒
食青储料，但还能继续采食干
草，并可能表现出异食癖，体重
迅速减轻。由于明显消瘦和皮
下脂肪消失而出现皮肤弹性减
弱。粪便干而硬，严重的出现稀
便。病牛精神中度沉郁，不愿走
动和采食，有时有轻度腹痛症
状。体温、脉搏和呼吸正常，瘤
胃运动稍有减弱；病程长时，瘤
胃运动可消失。重度脂肪肝病
牛如得不到及时正确的治疗和
护理，可能死于过度衰弱，或死
于伴发的其他疾病；患轻度和中
度脂肪肝的患牛，约经 1个半月
的时间可能自愈，但产奶量不能
完全恢复，免疫力和繁殖力均受
到影响，容易因伴发其他疾病而
留下后遗症。

脂肪肝患牛某些血液生化
指标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如
血糖含量下降，游离脂肪酸浓度
上升，天门冬氨酸氨基转移酶
（AST）上升，血中胆红素的含量
也有所升高，血镁含量比正常牛
低，这可能是脂肪分解使血液中
游离脂肪酸含量过高的结果。

本病的病死率约为 25%，死
亡奶牛的肝脏明显增大，增大的
程度因肝脏内脂肪浸润的程度
而异。肝脏颜色呈暗黄色，边缘
变钝，切口外翻，小叶形状明显，
质地变脆，触之易碎。其他内脏
外附有脂肪，子宫壁上有脂肪沉
积，有时可见皱胃变位。

2、诊断
奶牛患脂肪肝后，临床症状

通常不明显，单纯依据临床症状
很难作出确诊。诊断时首先应
了解病史，特别是参考母牛产犊
时间、饲料组成、营养水平、泌乳
量及产前产后的体况变化，这些
将为确切诊断提供有价值的参
考。目前，比较准确可靠的诊断

方法有肝组织活检和血液生化
成分分析法等。

在诊断脂肪肝时，应和酮病
加以区别。研究表明，牛患酮病
时常伴发肝功能不全。有人认
为酮病和脂肪肝都发生于低血
糖，而脂肪肝是酮病的继发现
象。此外，牛创伤性网胃心包
炎、慢性肾盂肾炎和慢性消化不
良等病均可能与脂肪肝混淆。
如果脂肪肝伴发子宫炎、乳房炎
和皱位变位，则诊断更加困难，
但上述病例一般都有轻度体温
升高，心率加快以及原发疾病的
某些局部症状。

3、防治方法
本病的治疗效果不佳，且费

用较高，应以预防为主。平时要
加强饲养管理，合理供给营养，
及时治疗影响消化吸收的胃肠
道疾病。对干奶期的奶牛应减
少精料的饲喂量，以免产前过于
肥胖；妊娠期要保证日粮中含有
充足的钴、磷和碘，并在妊娠后
期适当增加户外运动量；对产后
牛要加强护理，改善日粮的适口
性，逐渐增加精料，避免发生因
产后泌乳等所造成的能量负平
衡，出现过度的消瘦。

葡萄糖注射疗法：静脉注射
50%葡萄糖溶液500毫升，每天1
次，连注4天为一个疗程；也可腹
腔内注射 20%葡萄糖溶液 1000
毫升。在应用葡萄糖的同时，肌
肉注射倍他米松20毫克；随饲料
口服丙二醇或甘油 250毫升，每
天 2次，连服 2天；随后将口服丙
二醇或甘油每天改为 110毫升，
再服3天，效果较好。

口服烟酸、胆碱烟酸具有降
低血浆中游离脂肪酸、酮体含量
和抗脂肪分解的作用；胆碱和脂
肪代谢密切相关，缺乏胆碱，可
使体内脂肪代谢紊乱，并易形成
脂肪肝。从产前14天开始，每天
每头牛补饲烟酸 8克、氯化胆碱
80克和纤维素酶 60克，用于防
治围产期奶牛脂肪肝，可取得较
为满意的效果；如能配合应用高
浓度葡萄糖溶液静脉注射，则效
果更好。

其他疗法：可采用肾上腺皮
质激素和胰岛素，同时配合应用
高糖和2%—5%碳酸氢钠注射液
进行治疗。此外，水合氯醛能增
加瘤胃中淀粉的分解，促进葡萄
糖的生成和吸收。因此，可考虑
投给水合氯醛，开始口服 30克，
随后减为 7克，每天 2次，连服数
日即可。 （刘国信）

扎实有力做扎实有力做““春防春防””养殖安全有保障养殖安全有保障
□杨惠 刘一明雷少斐 张艳玲 李昊

进入春季，气温逐渐回暖，病毒、细
菌等各种病原微生物开始复苏活跃，加
之春季气温不稳定，容易因饲养管理不
当造成畜禽发病，因此春季是动物疫病
高发期，也是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的关键
时期。近年来，我国每年持续开展春季
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以下简称“春
防”），有效维护了养殖业发展安全和公
共卫生安全。

“强制免疫工作是一项重要的基础
性工作，只要免疫做好了，动物防疫工作
的基本盘就能稳住。”农业农村部畜牧兽
医局有关负责人表示，强制免疫是春防
工作的主要内容之一，农业农村部每年
都要求各地按照全国动物疫病强制免疫
指导意见，制定实施本辖区的强制免疫
计划。对规模养殖场要督促其做好常年
程序化免疫，针对散养户，基层动物防疫
人员要协助落实好春秋两季集中免疫与
定期补免，实现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
等重大动物疫病“应免尽免”，确保免疫
抗体水平达到规定标准。

为确保免疫工作落实到位，每年春
防结束后，农业农村部还会派出交叉检
查组赴各地进行抽查，对春防效果进行
监测评估。据了解，今年农业农村部将
加大春防效果评估的采样检测比例，以
助全面客观地了解基层养殖场（户）重大
动物疫病免疫的真实情况。同时将对抽
样监测结果在全国疫病防控系统进行通
报，对做得好的省份进行表扬。

另外记者了解到，今年开始，农业农
村部将把每年的动物防疫补助资金分配
和抽样检查结果挂钩，进一步提升地方防
疫工作的积极性，督促和引导基层防疫工
作落到实处。“往年的资金基本是按照养
殖量进行分配，今年资金分配会向防疫做
得好的省份适度倾斜。”负责人介绍。

近年来，为强化养殖户主体责任意
识，农业农村部指导各地积极推进强制
免疫“先打后补”，进一步完善强制免疫
和补助政策实施机制，促进了免疫预防
工作高效推进。目前全国所有省份的规
模养殖场户实现“先打后补”。

除了免疫预防，日常监测排查也是
春防工作的重点内容。我国是畜牧业大
国，养殖量大，养殖环境复杂，加之动物
活体调运、国际货物贸易增加及候鸟迁
徙等原因，非洲猪瘟、高致病性禽流感等
重大动物疫病的传播风险逐渐增大。因
此，要切实强化动物疫病排查和入场采
样监测，及时掌握疫病流行态势，并严格
执行疫情报告制度，按规定及时报告监
测信息。同时强化部门协作配合，加强
动物防疫全链条监管，严格疫情处置、调
运监管、溯源追踪和案件查处，形成防控
合力。“防疫、检疫、监管是三位一体的，
防疫保障了养殖环节动物的健康，检疫
确保畜产品从养殖场到餐桌流通环节的
安全，而监管穿插其中，发现问题及时处
理，防止带病的畜禽产品到处流通，造成
疫情传播，甚至危害人类健康。因此，在
春防过程中，日常的监测排查仍然不能
放松，要随时保持警惕。”负责人表示。

山东：推进“先打后补” 夯实防疫基础
为确保春季重大动物疫病集中免疫

稳步推进，山东省于近日印发《山东省动
物疫病强制免疫“先打后补”实施方案
（2023版）》，要求加快强制免疫政策改革
创新，全面推进强制免疫“先打后补”，扎
实抓好政府强制免疫兜底服务。

目前，山东所有畜禽规模养殖场已
全面推行强制免疫“先打后补”，今年，将
进一步扩大“先打后补”实施范围，把专
业户纳入范围中，规模养殖场和专业户
需自购自免，自行完成国家强制免疫任
务。截至目前，山东已宣传培训养殖场
（户）12.8万个，签订自购自免知情同意
书9.5万份，参加“先打后补”的养殖场户
达2.8万个。

对确实无法参加“先打后补”的专业
户及散养户，2025年之前将继续由当地
免费提供强制免疫疫苗，并组织村级动物
防疫员入户进行集中免疫，抓实强制免疫
的政府兜底服务，确保所有畜禽养殖场
（户）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应免尽免”。目
前，山东累计免疫畜禽6亿余头（只），预
计4月底将全部完成集中免疫任务。

针对强制免疫效果的监测评价工
作，山东科学制定监测与流行病学调查
计划，将监测方式由春秋两季集中监测
调整为每月常态化监测、春秋两季集中
监测和高风险季节风险监测相结合的方
式。据统计，山东今年已累计抽检样品
29.24万份，实验室检测高致病性禽流
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免疫抗体合格
率分别达到98.07%、95.44%、95.22%，远
高于农业农村部规定的70%的群体免疫
抗体合格标准。

为做好动物疫病防控整体工作，山
东省对动物防疫资金的使用方向进行合
理优化，省级强制免疫补助资金支持重
点逐步转向监测、流调、扑杀、净化以及
基层防疫基础设施建设等方面，全方位
保障动物防疫工作平稳有序开展。目
前，山东累计支持15个市和30个养殖大
县建设负压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支持
73个病死畜禽无害化收集处理体系提档
升级和 560个乡镇兽医站标准化建设。

“十四五”期间，山东将继续加大资金投
入力度，支持养殖大县至少建设1个负压
生物安全二级实验室、1000个以上乡镇
兽医站完成标准化建设，切实夯实动物
防疫基层基础。

广西：兽医社会化服务
促春防工作高速高效

近期，在南宁举办的2023广西重大
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推进会上，明确提出3
月上旬至5月上旬为全区春季集中免疫
时间，要求各地各部门要坚持问题导向，
早谋划早部署，抓实抓细春秋防和全年
工作，牢牢守住不发生区域性重大动物
疫情的底线。

2022 年，广西共开展口蹄疫免疫
5500多万头，应免密度达到99.95%，高致
病性禽流感免疫8.6亿羽，应免密度达到
99.96%。同时开展了口蹄疫、禽流感等8
种动物疫病防疫效果检测，共完成畜禽免
疫抗体监测51.66万份，全区强制免疫病
种抗体合格率为92.5%，超过国家要求的
70%以上的标准。但当前动物防疫形势
仍然复杂严峻，广西要求各地要扎实推进
春季集中免疫工作，继续抓好非洲猪瘟常
态化防控，做好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
小反刍兽疫等重大动物疫病高风险期预
防预警，加强布病等重点人畜共患传染病
防控。要建立健全免疫档案，加强免疫信
息报告，在春季集中免疫期间，对免疫进
展实行周报制度，各地要明确专人负责收
集、统计免疫信息，及时上报。

在做好免疫预防的同时，广西还要
求深入推进动物疫病净化和区域化管
理，抓好信息化工作，探索开展区域动物
集中检疫申报，推动建立检疫、监督和执
法三者有效衔接机制，打好防疫“组合
拳”，形成“以检促防、以监促检、防检监
结合”的良好防疫工作局面，促进动物防
疫工作安全平稳推进。

针对当前基层动物防疫服务体系出
现的“网破、线断、人散”等现象，广西积
极推动兽医社会化服务模式，通过第三
方服务组织，考核、筛选、组建一支年轻
化、专业化的高素质基层防疫队伍，根据
辖区3年免疫基数和养殖区域范围，协调
划分防疫员免疫区域，确保免疫全覆盖，
织就全新高效的基层动物防疫人才网
络，确保基层动物防疫活有人干、事有人
管。此外，通过兽医社会化服务对村级防
疫员实行市场化管理，有效解决了人员培
训、工资待遇等问题，显著提升了基层防
疫人员的工作积极性和免疫工作的效率
与质量。根据市场需求，广西部分市县探
索假日市场家禽免疫、免疫日免疫和“春
秋两防”等多措并举的免疫模式，设立乡
镇市场家禽免疫服务点，专为散养户提供
强制免疫服务，从市场源头解决了散养家
禽免疫难的问题，同时有效提升了春防的
工作效率。目前，广西已在14个设区市、
41个县推进兽医社会化服务工作，有效促
进了春防工作的顺利开展。

据了解，在兽医社会化服务的有力
参与下，广西春季动物集中免疫工作扎
实有序推进。春防前5周，全区高致病性
禽流感免疫家禽1.46亿羽，口蹄疫免疫
家畜1230多万头（只），小反刍兽疫免疫
羊80多万只，猪瘟免疫猪980多万头，高
致病性猪蓝耳病免疫猪 750多万头，新
城疫免疫鸡1.11亿羽，免疫进度远超过
预期，效率极大提高。

青海：重大动物疫病和计划免疫病种
确保“应免尽免”

青海省地处北方农牧交错带，牛羊

养殖涵盖放牧、舍饲、半放牧半舍饲等多
种养殖方式，2022年出栏牛羊881.8万头
（只）、猪76.9万头、禽158.8万羽。为做
好动物疫病防控，青海省从3月下旬至5
月上旬进行动物疫病春季集中免疫。

据青海省农业农村厅副厅长徐宏伟
介绍，2022年，全省动物防疫工作取得了
较好成果。动物疫病监测及时准确，重
大动物疫病保持平稳态势；布病防控呈
现新拐点，个体阳性率扭转了2016年以
来持续上升态势，包虫病感染率保持在
较低水平；体系建设实现新突破，投资建
设185个乡镇兽医站和5993套动物防疫
注射栏，基层动物防疫工作条件得到有
效改善。

为确保今年春防工作顺利开展，青
海共划拨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猪瘟、高
致病性禽流感等 21类疫苗共 2.4亿剂，
目前已全部下发到位。要求各地要进一
步压实责任，细化措施，强化春季集中免
疫组织保障，督促养殖场做好程序化免
疫，指导养殖户落实好集中免疫和定期
补免，确保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小
反刍兽疫等重大动物疫病和计划免疫病
种“应免尽免”。

针对布病、包虫病等人畜共患病的
防控工作，青海要求各地严格按照《青海
省2023年畜间人畜共患病防治方案》和
《青海省新一轮包虫病防治行动计划
（2021—2025年）》要求，做好免疫、监测、
净化等工作。对非免疫县和“两场”，要
严格开展监测净化，发现布病阳性动物
要按照规定进行扑杀和无害化处理。对
免疫县要指导养殖场（户）、动物防疫人
员和其他相关从业人员，科学规范开展
疫苗接种、挤奶接羔、清洗消毒和监测，
做好生物安全防护。全面落实犬驱虫、
羊免疫、健康教育和牛羊病害脏器及犬
粪无害化处理“四位一体”防治措施，切
实保障畜间包虫病防治效果。

除做好免疫预防工作外，青海进一
步强化动物疫病监测报告和动物疫病应
急处置能力。严格落实疫情报告制度，
提高疫病报告质量，扩大疫病信息收集
渠道，督促各养殖主体依法报告疫病，切
实发挥疫病监测体系效能。同时要求各
地加强监测数据分析，深度分析监测数
据，提高数据应用能力，提升预警预报水
平，研判疫病发生流行形势，为行政主管
部门发布预警和制定防控措施提供科学
依据。

据悉，今年青海将持续投资改造建
设乡镇兽医站和防疫注射栏，划拨资金
7000多万元用于村级动物防疫员工作补
助，解决基层防疫人员工作困难。同时，
为确保春防工作的免疫效果，青海各地
组织各类技术培训和知识讲座，不断强
化人员培训，提高专业技术水平、服务履
职能力以及自我防护能力。

四川：加强监测监管 防止疫病传播
四川是养殖大省，2022年全省年出

栏生猪达到6500余万头，牛羊禽养殖发
展势头也十分迅猛。自2月中旬起，四川
全面启动一年一度的春季动物疫病集中
免疫工作。按照计划，到5月上旬该项工
作将全面完成。

四川省农业农村厅总畜牧师李春华
在不久前召开的全省 2023年畜牧生产

“开门红”及春防工作部署视频会上表
示，2022年，四川省动物疫病防控形势总
体平稳，未发生非洲猪瘟、高致病性禽流
感等区域性重大动物疫情，为全省畜牧
业高质量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但也要
清醒认识到，当前防控形势依然严峻。
一是非洲猪瘟病毒已在四川定殖，呈现
致病性降低、传播能力升高的特点，省外
疫情有抬头趋势。二是四川地处全球主
要候鸟迁徙路线上，随着天气转暖，高致
病性禽流感传入四川引发疫情的概率不
断增大。三是布病、炭疽等人畜共患病
有抬头趋势。

目前四川各地已按照免疫计划要
求，加快推进免疫计划方案制定、防疫资
金和队伍落实、疫苗调运和储存等各项

工作。全面落实规模场“先打后补”和散
养畜禽集中免疫，抓好畜禽饲养密集地
区、水网地区等重点区域以及种畜禽场
等重点群体的免疫接种。切实抓好免疫
效果监测和分析评估，突出抓好种畜禽、
水禽、奶牛场以及自购强免疫苗养殖场
的免疫效果监测，确保始终处于有效保
护状态。

针对布病、包虫病、炭疽等其他重点
动物疫病的防控工作，特别是对布病的
防控，四川各地按照农业农村部畜间布
鲁氏菌病防控工作推进视频会议和《畜
间 布 鲁 氏 菌 病 防 控 五 年 行 动 方 案
（2022—2026年）》要求，实施源头防控、
突出重点、因地制宜、综合施策，落实免
疫、监测、检疫监管等综合策略，加强针
对性宣传引导，形成群防群控氛围，努力
降低畜间布病流行率。

除做好日常监测预警、提升风险控
制水平外，四川进一步加强流通监管，防
止疫情传播。“当前，四川发生非洲猪瘟
疫情的最大可能来自跨省调运。”四川省
农业农村厅畜牧兽医局相关负责人表
示，四川严格落实生猪调运政策，确保省
外调入生猪手续齐全、合规合法。强化
从事生猪运输的单位、个人以及生猪运
输车辆备案管理，加强车辆清洗消毒，未
经备案和清洗消毒的车辆一律不得运输
生猪。积极联合公安、交通运输、市场监
管等部门开展辖区内生猪调运联合整治
行动，严查严打逃避检疫、未使用备案车
辆运输生猪、不经指定通道进入以及收
购、贩运病猪死猪等违法违规行为。对
与外省交界的交通路口和重点区域，加
大巡查频次和执法力度，切实发挥好“内
防外堵”作用。

内蒙古：多措并举筑牢畜牧防疫“安全网”
春季气候多变，是各类动物疫病的

高发期。为全面抓好春季动物防疫工
作，有效预防和控制重大动物疫病的发
生及传播，连日来，内蒙古各级农牧部门
多措并举推进春季动物防疫工作，全力
筑牢畜牧防疫“安全网”。

鄂尔多斯市鄂托克旗在今年3月初
举办全旗兽医工作部署及人畜共患病
防控专题培训后，旗疫控中心迅速选派
技术指导员，以嘎查村为单位，组建 67
个防疫小组，采取“逐村进行、整体推
进”的免疫模式开展集中免疫及动物疫
病流行病学调查及宣传、布病监测采样
及包虫病犬驱虫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
和人畜共患病防控工作。截至 4 月 3
日，全旗免疫进度达到51%。

鄂托克旗农牧局动物疫病预防控
制中心主任斯琴图娜拉表示，该旗采取

“双轮驱动+市场化+平台化”的原则，坚
持保障性业务（政府强制免疫）和拓展
性业务（动物疫病诊疗服务）双管齐下，
提供动物防疫、诊疗等优质兽医社会化
服务，提升服务工作的及时有效性，建
立运行完善的“强制免疫—诊疗—监测
—配种—农机—兽药及饲草料供应”一
体化社会化服务平台，严格实行“网格
化”管理，针对布病流行病学及监测工
作，全旗实施了“100%苏木镇、100%嘎
查村、100%养殖户、100%老疫点、100%
种畜及个体监测密度按照往年流行率
不低于 10%、重点流行区不低于 20%”
的分解任务，同时每户进行布病采样，
通过监测筛选出阳性畜，第一时间做好
重点区域的布病防控及受威胁人群的
自我防护。

据了解，自启动春季动物防疫工作
以来，内蒙古各级农牧部门坚持“防风
险、保安全、促发展”工作主线，及时部署
动物疫病防控工作，明确工作任务、完成
时限和免疫要求，压实地方政府属地管
理、部门监管和生产经营者防疫主体责
任，确保重大动物疫病“应免尽免”。内
蒙古农牧厅兽医局局长红海表示，截至
目前，全区共免疫畜禽4643.5万头只，预
计6月上旬全部结束，完成口蹄疫等动物
疫病监测197841份，已完成今年监测任
务的 8.4%；动物流行病学调查 10024万
头（羽）次，比同期增长1.8%；非洲猪瘟流
通环节养殖场和屠宰场自检生猪63.3万
头，比同期增长27.3%，全区产地检疫畜
禽 4171.8万头（只、羽）、屠宰检疫畜禽
1756.2万头（只、羽），全区重大动物疫情
持续保持稳定。

同时，内蒙古农牧厅坚持“人病兽
防、关口前移”的总要求，从源头前端
阻断人畜共患病的传播路径，抓好关
键防控措施落实；联合卫生健康部门
制定实施《内蒙古自治区布病防控九
条措施》，继续实施 30个布病防控重点
旗县包联工作机制，把防控责任逐级
落实到旗县、苏木乡镇、嘎查村，落实
到单位、落实到个人，全年全程跟踪问
效，从源头阻断疫情传播链条，做好源
头防控。

■■安徽省宿州市安徽省宿州市埇埇桥区顺河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人员为养殖企业进行环境消杀桥区顺河镇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人员为养殖企业进行环境消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