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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自治区、直辖市畜牧兽医（农牧、农业）厅（局、办）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业局： 为规范病死及死因不明动物的

处理，防止动物疫病传播，杜绝屠宰、加工、食用病死动物

，保护畜牧业发展和公共卫生安全，依据《动物防疫法》，

我部制定了《病死及死因不明动物处置办法（试行）》。现

印发给你们，请遵照执行。 附件：病死及死因不明动物处置

办法（试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二○○五年十月二十一

日 附件病死及死因不明动物处置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规范

病死及死因不明动物的处置，消灭传染源，防止疫情扩散，

保障畜牧业生产和公共卫生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

物防疫法》等有关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

饲养、运输、屠宰、加工、贮存、销售及诊疗等环节发现的

病死及死因不明动物的报告、诊断及处置工作。 第三条 任何

单位和个人发现病死或死因不明动物时，应当立即报告当地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并做好临时看管工作。 第四条 任何单位

和个人不得随意处置及出售、转运、加工和食用病死或死因

不明动物。 第五条 所在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接到报告后，应

立即派员到现场作初步诊断分析，能确定死亡病因的，应按

照国家相应动物疫病防治技术规范的规定进行处理。 对非动

物疫病引起死亡的动物，应在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指导下

进行处理。 第六条 对病死但不能确定死亡病因的，当地动物

防疫监督机构应立即采样送县级以上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确诊



。对尸体要在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的监督下进行深埋、化制、

焚烧等无害化处理。 第七条 对发病快、死亡率高等重大动物

疫情，要按有关规定及时上报，对死亡动物及发病动物不得

随意进行解剖，要由动物防疫监督机构采取临时性的控制措

施，并采样送省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或农业部指定的实验室

进行确诊。 第八条 对怀疑是外来病，或者是国内新发疫病，

应立即按规定逐级报至省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对动物尸体

及发病动物不得随意进行解剖。经省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初

步诊断为疑似外来病，或者是国内新发疫病的，应立即报告

农业部，并将病料送国家外来动物疫病诊断中心（农业部动

物检疫所）或农业部指定的实验室进行诊断。 第九条 发现病

死及死因不明动物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

当及时组织开展死亡原因或流行病学调查，掌握疫情发生、

发展和流行情况，为疫情的确诊、控制提供依据。 出现大批

动物死亡事件或发生重大动物疫情的，由省级动物防疫监督

机构组织进行死亡原因或流行病学调查；属于外来病或国内

新发疫病，国家动物流行病学研究中心及农业部指定的疫病

诊断实验室要派人协助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第十条 除发

生疫情的当地县级以上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外，任何单位和个

人未经省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到疫区采样、分离

病原、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当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或获准到

疫区采样和流行病学调查的单位和个人，未经原审批的省级

兽医行政主管部门批准，不得向其他单位和个人提供所采集

的病料及相关样品和资料。 第十一条 在对病死及死因不明动

物采样、诊断、流行病学调查、无害化处理等过程中，要采

取有效措施做好个人防护和消毒工作。 第十二条 发生动物疫



情后，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立即按规定逐级报告疫情，并依

法对疫情作进一步处置，防止疫情扩散蔓延。动物疫情监测

机构要按规定做好疫情监测工作。 第十三条 确诊为人畜共患

疫病时，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要及时向同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

通报。 第十四条 各地应根据实际情况，建立病死及死因不明

动物举报制度，并公布举报电话。对举报有功的人员，应给

予适当奖励。 第十五条 对病死及死因不明动物各项处理，各

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要按规定做好相关记录、归档等工作。 

第十六条 对违反规定经营病死及死因不明动物的或不按规定

处理病死及死因不明动物的单位和个人，按《动物防疫法》

有关规定处理。 第十七条 各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要采取多种

形式，宣传随意处置及出售、转运、加工和食用病死或死因

不明动物的危害性，提高群众防病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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