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陕西省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办法

(⒛∝ 年6月 4日 陕西省第十属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一次会议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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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奉

第一章 总

第-条 为实施 《中华人民共和四动

物防疫法》,结合本省实lT,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从单动物疫

病的预防、控制和扑灭、动物和动物产品

检疫以及共他与动物防疫相关的lJ动 ,应

当递守本办法。

进出境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 F△ 进出坑动植物检疫法》

的规定办理。

经检疫合格作为食l飞 的动物、动物产

品,其卫生检验、监督,依照 《中华人民

共和国食品卫生法》的规定办tll。

第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

对动物防疫工作的领导,建立重大动物疫

情监测、预誓和快速扑灭机制,健全动物

防疫、检疫体系,加强动物尤规定疫病lx

建设,做好防疫物资储备。

省人民政府应当制定重大动物疫病应

急预案。市、县 (区 )人民政府应当依照

省人民政府制定的垂人动物疫病应急预案 ,

结合当地实际,制 定重大动物疫病应急

预案。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预防、控制

和扑灭动物疫病△仵经费叨j人 本级财政

预箅。

第四条 省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竹

理i阝 门主管全省的动物防疫工作。

市、县 (区 )人民政府畜牧兽医行政

管理部门主菅本行政区域内的动物防疫

△仵。

第五条 县级以上动物防疫监督机构 ,

依法实施本行政区域内的动物防疫和动物

防疫监督。

县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 nl以 根据实 l·T

工作需要在基层派出动物检疫防疫监督组

织,或者在乡 (镇 )派驻动物检疫员、动

物防疫监督△作人员实施动物检疫和动物

防疫监督。

第二章 动物疫病的预防

第六条 县级以 L畜牧兽医行政侍埋

部门应当根椐冂家动物疫病预防规划制定

实施计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

对严亟危害人体健康和养殖业生产的

录

总  )1刂

动物疫病的预防

动物疫病的控制和扑灭

动物和动物产品的检疫

动物防疫监督

法律责任

附  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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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疫病实行计划免疫制度,实施强制免

疫。实施强制免疫的动物疫病病种和免疫

动物的管理,按照田家有关规定执行。

实施强制免疫以外的动物疫病预防 ,

内县级以上畜牧兽医行政箐理部门制订计

划,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 报上

一级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备案。

第七条 动物强制免疫实行免疫标识

制度。

动物实施强制免疫接种后,基层动物

防疫组织应当建立免疫档案,对猪、牛、

羊佩戴免疫耳标。

第八条 预防和扑灭动物疫病所需的

药品、生物制|甲l和 有关物资,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应当有适量的储备,并纳入国民经

济和社会发展计划。

免疫耳标和强制免疫所需疫 (菌 )苗
由省动物防疫监督机构负责组织逐级供应。

任何申位和个人不得经营。

强制免疫所需的疫 〈菌)苗由政府免

费供应。免疫注射费由当事人承担 ,收 费

标准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

第九条 运输动物的车辆、船舶、飞

机不得在疫区装添草料、饮用水和其他有

可能传播动物疫病的物品。

第十条 保存、使用、引进、运输动

物源性致病微生物或者因利研、教学、防

疫等特殊需要运输动物病料的,应 当遵守

国家规定的管理制度和操仵规程 ,并 向省

畜牧兽医行政常璎部门备案。

第三章 动物疫病的控制和扑灭

第十一条 县级以⊥动物防疫监督机

构负责动物疫情报告工作,按照国家有关

规定建立健仝动物疫怙逐级报告制度。

省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根据四务院

128

畜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的授权,公布本省

行政区域内的动物疫情。

第十二条 发生重大动物疫病时,县

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根据需要启动应急预

案,组织协调有关部门及时控制和扑灭

疫病。

第十三条 发生一类动物疫病或者二、

三类动物疫病暴发流行时,当 地畜牧兽医

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及时报请本级人民政府

依法决定对疫区实行封锁。疫区范围涉及

两个以上行政区域的,由有关行政区域共

同的上一级人民政府决定对疫区实行封锁 ,

或者由各有关行政区域的上一级人民政府

共同决定对疫区实行封锁。

对疫区实行封锁,应 当发布封锁令。

封锁令包括封锁的地域范围、时间、对象、

措施等内容。

第十四条 发布封锁令的人民政府应

当立即组织有关部门和单位采取以下措施 :

(一 )在疫区周围设置警示标志 ;

(二 )对疫点内染疫、疑似染疫和病

死的动物进行扑杀、销毁或者作其他无害

化处理 ;

(三 )对疫点内的动物饲养用具、圈

(厩 )舍 、活动场地、运载工具以及动物

饲料、垫+H、 羽卜泄物等受污染的物品进行

无害化处理 ;

(四 )对疫区内疑似染疫的动物进行

隔离,确诊后根据动物疫病种类分类处置 ;

(五 )禁止运输易感染的动物和动物

产品进出疫区,在进出疫区的交通要道设

立临时性防疫消毒站,根据扑灭动物疫病

的需要,对进出人员、运输工具及有关物

品进行消毒 ;

(六 )在疫区内停止与疫情有关的动

物和动物产品的交易。

第十五条 县级以⊥人民政府应当组



织有关部门和单位,在受咸胁区内采取紧

急免疫接种、消毒等预防性措施 ,防 止动

物疫病传入。

第十六条 疫情发生后,县级以上动

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监视疫怙动态。

疫区内最后一个染病动物被扑杀并销

毁后,县级以上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对

发生的疫病进行一个潜伏期以上的监测 ,

确认无新的染疫动物出现,由县级以上畜

牧兽医行政管理部门报发布封锁令的人民

政府解除封锁。

第十七条 已接受强制免疫且在保护

期内因发生疫情被扑杀的动物 ,或者为防

止疫情扩散而强制扑杀的动物 ,当 地县级

以上人民政府应当按照国家和本省有关规

定,给予饲养、经常动物的唯位和个人经

济补偿。

第十八条 为控制和扑灭重大动物疫

情,防止疫病传入传出,经省人民政府批

准,县级以上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可以在省

际问公路干线设立临时动物防疫监督检查

站,负责对运输动物和动物产品的车辆进

行监督检查。

实施监督检查应当查证验物 ,对证件

齐全有效、证物相符的,予 以放行 ,不得

收取费用。对违反动物防疫管理规定的行

为,依法处理。

第四章 动物和动物产品的检疫

第十九条 县级以上动物防疫监督机

构负责对本行政区域内的动物和动物产品

实施检疫。

第二十条 动物检疫员应当取得L△ 家

职业技术资格证书和动物检疫员证书,持

证上岗。

动物检疫员必须按照国家标准、行业

标准、检疫规程和本办法的规定实施检疫 ,

并对检疫结果负责。

仟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拒绝和阻挠动物

检疫员依法执行检疫任务。

第二十一条 动物检疫实行报检制度。

动物和动物产品在出售或者离开产地前 ,

货主应当向所在地动物防疫监督机构申报

检疫。

县级以上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按到报检

之日起 ,对动物产品、供屠宰或者育肥的

动物应当在三日内完成检疫工作;对种用、

乳用或者役用动物应当在十五日内完成检

疫工作;因 生产生活特殊需要出售、调运

和携带动物或者动物产品的,随报随检。

对检疫合格的动物或者动物产品,出 具检

疫合格证明。

第二十二条 对生猪等动物实行定点

屠宰,集中检疫。

县级以上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应当对依

法设立的定点屠宰场 (厂 、点 )、 肉类联

合加工厂派驻动物检疫员,实施屠宰前和

屠宰后检疫。

第二十三条 屠宰场 (厂 、点 )、 肉

类联合加工厂收购、运输、屠宰的动物应

当具有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出具的动物检疫

合格证明,猪 、牛、羊还应 当佩截免疫

耳标。

驻场 (厂 、点)的动物检疫员负责查

验收缴进场 (厂 、点)动物的检疫合格证

明和免疫耳标 ;对进场 (厂 、点)和待宰

动物实施宰前检疫时发现的染疫或者疑似

染疫的动物 ,按照有关规定处理 ;屠宰过

程中应当实施同步检疫。对经检疫合格的

动物产浔I,加盖验讫印章或者加封检疫标

志,出具动物产品检疫合格证u|l。 对检疫

不合格的动物产品,按规定作无害化处理。

第二十四条 进行肉品分割加工的定

129



点屠宰场 (厂 、点 )、 肉类联合加工厂 ,

在动物检疫员的监督下,对检疫合格分割

包装出场 (厂 、点)未经熟制的肉类产品

在包装物封口处加贴检疫标志。

检疫标志是包装销售的未经熟制肉类

产品的检疫合格证明。

检疫标志的样武由省畜牧兽医行政常

J堪部门制定。检疫标志由省动物防疫监督

机构负责监制。

第二十五条 检疫合格证明应当标注

货主、产地、动物或者动物产品种类、数

量、检疫时间、有效期、动物检疫员姓名

等革项。

因销售需要将大额检疫合格证明换成

小额检疫合格证明的,应 当持大额的检疫

合格证明到当地县级动物防疫监 l,。

R机构换

签小额检疫合格证明。换签的小额检疫合

格证n,l应 当注明原产地、动物或者动物产

品种类、数母、检疫时问、检疫合格证明

号码、换签时问、换签动物检疫员姓名。

换签检疫合格证明不得再收取检疫勃。

第二十六条 农民自养自字自食的猪、

牛、羊在屠字前,应当向县级动物防疫监

督机构或者綦层动物检疫组织中报检疫 ,

动物检疫员应当在接到申报后,到现场实

施检疫。

第二十七条 人I合法捕荻的可能传

播动物疫病的野生动物,货主必须到摘获

地县级动物防疫监督机构报检,经动物防

疫监督机构临床健康检查和试验检疫合格 ,

方可出售和运输;到达本省接受地后,货

主凭检疫合格证明到接受地动物防疫监督

机构备案。

第二十八条 出售、运输、展览、演

出和比赉的动物必须取得检疫合格证明 ,

猪、牛、羊还应当佩戴免疫耳标。出售和

运输的动物产l品 必须有检疫合格证明和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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讫标志。

第二十九条 免疫耳标和检疫合格证

明、验讫印章、检疫标志不得转让、涂改、

伪造。

第五章 动物防疫监督

第三十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工作人

员在执行监测、监督任务时,可 以进入动

物饲养、肉类加工、动物产品仓储、动物

及共产品经苜等场所进行采样、留验、抽

检以及查阅、复制、拍摄相关资+H。

实施动物防疫监督时,对 未按规定逃

行强制免疫的,实施强制免疫;对没有检

疫命格证明的,应 当补检;检疫合格证明

逾期的,应 当重检;对染疫或者疑似染疫

的动物和动物产l甲l,应 当进行隔离、封存 ,

并根椐疫病种类分类处置。

第三十-条  县级以⊥动物防疫监督

机构应当加强免疫标识管理 ,逐步推行免

疫标识数字化、网络化管理。

第三十二条 从事动物诊疗活动,应

当向只级以⊥畜牧啤医行政笸理部门申请

领取 《动物诊疗许可证》。

中请领取 《动物诊疗许可证》,应 当

具各下列条件 :

(一 )技术负责人应当具有兽医专业

大专以上毕历或者兽医师以上职称,并有

两年以上兽医临床工作经验 ,其他从事动

物诊疗的人员应当具有兽医专业中々以上

学历或者助理兽医师以上职称,或 者本办

法施行前已从事动物诊疗活动三年以上 ;

(二 )具有口家和本省规定的动物诊

疗的营Nk场所和设备设施,动物诊疗营业

场所的防疫条件应当符合网家规定的要求 ;

(三 )订有执行有关动物防疫、动物

诊疗法律、法规的管理制度。



第三十三条 申请领取 《动物诊疗许

可证》,应当提交下列资+H:

(一 )申 请书 ;

(工 )诊疗人员的学历、职称、执业

经验等证明 ;

(三 )有关诊疗场所、设备设施和管

理制度的江明材+H。

第三十四条 县级以上畜牧兽医行政

管理部门收到领取 《动物诊疗许可证》 申

请后,应 当依法进行审杳,对经苘场所和

设备设施等情况进行现场查验。

办理 《动物诊疗许可证》的具体程序

和期限,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田行政许 ,T

法》的规定执行。

第三十五条 从事动物诊疗活动应当遵

守法律、法规,发现染疫或者疑似染疫动物

l/当 立即报告县级动物防疫监督啻理机构 ,

并根椐动物疫病种类采取必要处±措施。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三十六条 违反本办法笫八条第二

款规定,经营免疫耳标、强制免疫所需疫

(菌 )苗的,由 县级以上动物防疫监督机

构没收违法经营的实物,消 违法所得的 ,

没收违法所得,可 以并处五百元以上五T

元以下罚款。

第三十七条 违反本办法笫工十九条

规定,转让、涂改、伪造免疫耳标、验讫

印章、检疫标志的,Hl县 级以上动物防疫

监督机构收缴免疫耳标、验讫印章、检疫

lT志 ;有违法所得的,没收违法所得,并

处违法所得一倍以⊥三倍以下的罚款。

第三十八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未取

得 《动物诊疗许汩I证》,擅 自从事动物诊

疗活动的,由县级以上畜牧兽医行政管理

部门贲令停业,没收违法所得,可 以并处

工干元以 L一万元以下罚款。

取得 《动物诊疗许司 ljF》 ,不 按动物

防疫法律、法规和本办法规定进行动物诊

疗活动的,由 县级以上畜牧兽医行政常理

部门责令改正,可 以并处二千元以上五T

元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 销 《动物诊

疗许可证》。

第三十九条 动物防疫监督机构及共

工作人员、动物检疫人员,隐瞒、阻挠和

延误疫情报告,经茼免疫耳标和强制免疫

所需疫 (菌 )苗 ,伪造检疫结呆、乱收

费、乱罚款的,由 其主管部门或者监察机

关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共他直接责任

人员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 司法

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四十条 违反本办法规定的其他行

为,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

及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四十一条 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口

动物防疫法》和本办法规定,做出处以二

万元以上罚款、责令停产停业或者吊销许

可证的处罚决定的,当 事人白要求举行听

证的权利。

第四十二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

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向人

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

第七章 附  则

第四十三条 本办法自⒛04年 9月 1

日起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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