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附件

冬春季节水禽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控要点

冬春季节是高致病性禽流感高发季节，当前高致病性禽

流感在全球范围内流行，防控形势复杂，水禽防控是防范高

致病性禽流感随候鸟传入我国的关键环节和防控难点。我中

心会同全国动物防疫专家委员会禽病组专家针对冬春季节

水禽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控工作，提出如下技术要点。

一、强化免疫，降低风险。水禽是禽流感病毒的自然储

存宿主，多数禽流感病毒对水禽呈现低致病力，但部分毒株

对水禽呈现高致病力。水禽养殖场应重视高致病性禽流感免

疫，按要求做好免疫工作，建立免疫档案。针对不同饲养周

期水禽，制定科学合理的免疫程序，确保免疫效果。种禽和

蛋禽首免后应进行强化免疫，之后根据免疫抗体检测结果进

行程序化免疫。候鸟迁徙路线地区，特别是存在水禽野禽共

用水面的养殖区域，在候鸟迁徙季节可对水禽进行一次加强

免疫。要选择国家批准的疫苗厂生产的合格禽流感疫苗，严

格按疫苗说明书规定的方法保存和使用疫苗，确保免疫效

果。

二、加强管理，提高抗病力。要建立科学规范、全面严

格的管理制度，包括饲养管理制度，人员和车辆物品的消毒



制度，禽舍清洁消毒程序和卫生标准，疫苗和药物采购、保

管和使用要求，免疫程序和免疫接种操作规程，生物安全防

控技术要求等，并坚决落实执行。要强化饲养管理，保证饲

料充足供给，营养全面均衡，可适当增加含淀粉和糖类较多

的高能量饲料，饲料原料应无霉变、无杂质。对于“水禽旱养”

的，要定期检修卷帘，保持圈舍通风，保持温度不低于 0℃，

昼夜温差不高于 5℃；对于开放式饲养的，做好冬季保温工

作，并保持良好的卫生环境。要注意防范与野禽接触，可安

装防鸟网或驱鸟设备，开放和半开放式禽舍在周围安装，密

闭式禽舍在通风口、门窗处安装。放养水禽，通过围网等方

式控制放养范围，有条件的可在围网上方加盖防鸟网。避免

到候鸟栖息地等开放水域放养水禽，减少家养水禽接触候鸟

及其分泌物、排泄物、羽毛的机会，降低疫情传播风险。

三、强化消毒，消除污染。秋冬季节气温较低，消毒效

果下降，要尽量选用高效消毒剂，保证消毒药浓度。消毒对

象包括一切可能被病原体污染的饲料、饮水、设备、用具、

衣物、车辆、种蛋、孵化器及其他用具、禽舍、运动场及粪

便等。对于禽舍消毒，墙壁可用消毒液喷洒，或定期用石灰

乳粉刷；定期清理运动场、禽舍内的粪便和杂物，每天用

2%—3%氢氧化钠或其他敏感消毒液喷洒 1—2次，注意不留

死角。带禽消毒，宜在白天温度高时进行，选用刺激性较小、

无气味的消毒剂,不同成分的消毒剂要交替使用，消毒频率以



每 1—2 天 1 次为宜。对于环境消毒，在禽场门口、禽舍门

口分别设消毒池，保证消毒池内消毒液的应有浓度及消毒效

果，并确保人员进入禽场或禽舍前必须进行消毒；对于进场

主干道，用 2%—3%氢氧化钠或其他敏感消毒液喷洒消毒，

每周 2—3次。

四、精准诊断，及时处置。饲养人员应充分了解高致病

性禽流感的发病特点和典型临床症状，增加巡查频率，了解

禽群状况，及时发现问题，快速处理解决。查看料槽和料筒

的饲料剩余情况，判断家禽是否有采食量减少等异常情况。

查看饮水器，判断家禽饮水是否正常。查看家禽粪便是否正

常，有无拉稀、绿便、血便等。查看家禽个体状态，是否有

呼吸频率和呼吸姿势异常，是否出现精神沉郁、嗜睡，眼结

膜发红、扭脖、原地转圈等异常状态。查看禽群是否有死亡

异常增加，产蛋禽群是否出现产蛋率突然下降。发现家禽有

异常情况的，要立即采取隔离措施，进行采样检测，根据诊

断结果采取相应的防控措施。一旦发现禽群出现疑似高致病

性禽流感症状，要立即向所在地农业农村（畜牧兽医）部门

报告，避免禽只及其产品、饲料及垫料、废弃物、运载工具、

有关设施设备等移动，严禁发病禽只及其产品流向市场。对

所有病死禽、被扑杀禽及其产品，对排泄物、被污染或可能

被污染的饲料和垫料、污水等进行无害化处理。对被污染或

可能被污染的物品、交通工具、用具、禽舍、场地环境等进



行彻底清洗消毒。

五、强化监测，及时预警。冬春季节，由候鸟迁徙导致

的疫情传播风险较大，要强化高风险区域监测。要加强与林

草部门合作，进一步掌握本地区候鸟活动范围，了解迁徙情

况，强化候鸟栖息地周围家禽的监测，加大监测抽样比例和

频次，做好预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