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最新动物防疫总结报告(大全6篇)
在现在社会，报告的用途越来越大，要注意报告在写作时具
有一定的格式。大家想知道怎么样才能写一篇比较优质的报
告吗？下面我就给大家讲一讲优秀的报告文章怎么写，我们
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动物防疫总结报告篇一

近年来，由于全球动物疾病的爆发，动物防疫已经成为各国
政府和农牧部门的重点工作。在动物防疫的过程中，我们不
仅需要不断学习和实践，还要总结经验和心得体会。下面我
将从卫生意识、预防措施、紧急应对、宣传教育和合作交流
五个方面，对动物防疫总结心得体会进行探讨。

首先，要加强卫生意识。作为养殖户或养动物的人，我们要
时刻保持卫生意识。例如，保持养殖场的清洁与整洁，定期
消毒，控制害虫和病媒生物，防止疫病的传播。此外，我们
也应该定期给动物注射疫苗，加强饲养管理，提高动物的免
疫力。在动物防疫中，只有在加强个人和场所的卫生意识，
才能有效预防和控制疾病的爆发。

其次，加强预防措施。预防胜于治疗，这句话在动物防疫中
尤为重要。我们不仅要做好日常养殖管理，还要加强检疫，
控制动物的流通传播。例如，禁止无合格证明的动物进出养
殖场，限制来自疫区或受感染的动物的贸易，以减少疫情传
播的机会。此外，我们还要定期进行病害监测和防控，通过
早期发现和及时处理，有效防止疾病的蔓延。

紧急应对也是动物防疫中的重要环节。每当动物疾病爆发时，
我们必须迅速做出反应，采取适当的措施遏制疫情。首先，
要建立健全的报告制度，确保信息的及时传递和共享。其次，
要提高监测和诊断能力，迅速确定病原体和疫情范围，及时



隔离和治疗受感染的动物，减少疫情的扩散。此外，我们还
需要与相关部门和专家合作，共同应对紧急情况，确保疫情
得到有效控制。

动物防疫工作中，宣传教育是至关重要的。通过宣传教育，
我们能够提高养殖户和养动物人士的动物防疫意识和基本知
识。我们可以利用传统媒体和互联网，发布关于动物防疫的
信息和知识，教育大众如何正确养殖和预防疾病。此外，我
们还可以开展动物防疫培训和示范，帮助养殖户和养动物人
士掌握正确的操作技术和管理方法。通过宣传教育，我们能
够形成全社会共同参与动物防疫的良好氛围，有效推动动物
防疫工作的开展。

最后，动物防疫需要加强国际合作与交流。动物疾病是无国
界的，各国只有通过合作与交流，才能共同应对动物疫情的
威胁。在国际层面上，我们可以加强与世界动物卫生组织和
其他国际组织的合作，共同制定和推动动物防疫标准和守则。
此外，也可以加强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合作与交流，分享经
验和技术，互相支持和帮助。只有通过国际合作与交流，才
能更好地应对动物疫情的挑战。

总之，动物防疫是一项重要的工作，我们需要加强卫生意识，
加强预防措施，进行紧急应对，加强宣传教育，以及加强国
际合作与交流。只有在不断学习和总结的过程中，我们才能
不断提高动物防疫的能力和水平，有效保障养殖业的健康发
展，同时也保障了人类健康和社会稳定。

动物防疫总结报告篇二

第一段：引言（150字）

动物防疫是维护公众健康和保护动物群体的重要工作。近年
来，我们国家发生了多起动物疫情，给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
造成了严重的影响。针对这一问题，政府和相关部门采取了



许多有效措施，提高了对动物防疫的重视程度。我有幸参与
了一些动物防疫工作，从中获得了一些宝贵经验和体会，下
面将结合实际情况总结几点心得。

第二段：加强动物防疫的重要性（250字）

动物防疫是保护公众健康和维护动物健康的重要保障。在我
国，动物疫病的爆发往往严重威胁人们的生命安全和经济利
益。通过加强动物防疫，有效控制和预防疫情的爆发，可以
大幅度减少病毒传播的风险，保障人员的安全。另外，动物
防疫对于保障农业生产和经济发展也至关重要。一旦发生疫
情，将会对农业生产、畜牧业发展和农民的收入带来重大负
面影响。

第三段：提高动物防疫的方式方法（300字）

要有效提高动物防疫能力，关键在于加强防控措施和提高应
对突发事件的能力。首先，加强监测预警系统的建设，提前
获取疫情信息，确保能够快速采取应对措施。其次，加强动
物疫病的预防和控制，做好疫苗研发和推广应用工作，提高
疫苗接种率。同时，加强养殖场和交易市场的管理，提高卫
生水平和消毒措施。此外，加大对防疫技术培训和宣传力度，
提高养殖人员和民众的防疫意识。

第四段：加强国际合作共同应对（250字）

由于动物防疫涉及跨国界工作，国际合作至关重要。我们国
家与许多国际组织和国家建立了动物防疫的交流与合作机制，
共同分享经验和信息，加强技术支持和培训。在疫情爆发时，
国际组织和国家之间通力合作，共同制定防疫措施，有效控
制疫情的蔓延。同时，通过加强各国之间的协调和合作，在
国际上形成一个严密的疫情监测和应对网络，共同应对全球
动物防疫挑战。



第五段：总结与展望（250字）

动物防疫是一项重要而复杂的工作，需要政府、部门和民众
共同参与。我国在动物防疫工作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
仍面临许多挑战。未来，我们应进一步加大对动物防疫的投
入和支持，提高专业人员的素质和能力，加强法律法规的完
善和执行，提高农民和养殖户的防疫意识。同时，我们还要
加强与国际组织和国家的合作，共同应对全球动物防疫挑战。
只有持续加强防疫工作，才能确保公众健康和动物群体的安
全，为社会的发展和稳定做出贡献。

总结：

通过本文的讨论，我们可以看出动物防疫的重要性以及提高
动物防疫能力的必要条件。通过加强防控措施、提高国际合
作和借鉴他国经验，我们可以有效应对动物疫情，保障社会
稳定和经济发展。然而，动物防疫工作需要政府、部门和民
众共同努力，只有形成合力，才能应对挑战并取得成功。未
来，我们应不断总结经验和教训，不断完善防疫体系，为保
障公众健康和动物群体的安全而努力。

动物防疫总结报告篇三

20xx年，我市严格根据全省无疫区建设要求进行重大动物疫
病防控和无疫区及免疫无口蹄疫区缓冲区稳健运行，依据无
规定动物疫病区维持运行总体目标要求，切实抓好动物疫病
防控工作，现将详细工作总结如下：

（一）支配部署状况

下发了《关于做好20xx年春季动物防疫工作的通知》和《关
于做好20xx年秋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通知》，召开了
部署会议。



（二）防疫开展状况

依据省市的部署，经过仔细组织筹备，全市分别组织召开了
春季秋季防疫动员大会，同时市疫控中心向全市各乡镇发放
所需疫苗及防疫物资，乐观组织支配春秋季动物集中免疫工
作。

1、全面实施强制免疫。突出抓好口蹄疫、禽流感、高致病性
猪蓝耳病、猪瘟、鸡新城疫、小反刍兽疫、布鲁氏菌病等重
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工作，确保畜禽应免免疫密度达到100%。
根据"免疫监测加强'的程序，做好口蹄疫强制免疫的抗体监
测，保证免疫抗体合格率80%；禽流感、猪瘟、鸡新城疫、小
反刍兽疫等强制免疫的抗体监测，保证免疫抗体合格率70%。

2、强制免疫状况。截至目前为止全市完成牲畜口蹄疫免
疫23.9176万头（只），其中牛14.76万头，生猪9.1576万头，
羊1.2981万只；高致病性禽流感免疫家禽197.7193万羽，其
中鸡161.3492万羽；鸭9.0832万羽；鹅27.2869万羽；猪瘟免
疫7.7385万头；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免疫3.2929万头；鸡新城
疫免疫159.9600万羽；小反刍兽疫免疫0.4469万只；布病羊
免疫0.2975万只，牛免疫1.8550万头；畜禽免疫率均达到应
免的100%。

3、方案免疫状况。强化开展猪肺疫、仔猪副伤寒、禽霍乱、
羊三联四防、炭疽等动物疫病的防控工作，重点区域确保免
疫密度达到80%以上。

4、全年免疫疫苗使用状况。猪o型口蹄疫疫苗用量16.79万毫
升；猪牛羊o-a型口蹄疫疫苗用量31.05万毫升；口蹄疫o型-
亚洲i型二价灭活疫苗用量2.07万毫升；口蹄疫o型-亚洲i型-a
型三价灭活疫苗用量33.31万毫升；新禽二联疫苗用量44.20
万羽份；高致病性禽流感灭活疫苗用量162.04万羽份；高致
病性蓝耳病活疫苗用量9.21万毫升；猪瘟疫苗用量25.43万头
份；新城疫疫苗用量259.01万羽份；小反刍兽疫疫苗用



量1.90万只份；布鲁氏菌病疫苗17.152万头份。

5、消毒灭源状况。我市在5月份和8月份集中开展了消毒灭源
工作，为防疫员配备喷雾器183台，各乡镇组织动物防疫人员
对畜禽养殖小区、养殖场（户）、散养户、屠宰加工场所、
动物及动物产品储备库候鸟迁徙聚集地的水域进行全面消毒，
春秋两季共消毒10个乡镇和156个行政村，348规模养殖场
（户），散养户72940户，消毒总面积509.01万平方米，使用
固体消毒药0.26吨；液体消毒药1172升。防止疫病的发生和
传播，确保我市20xx年无任何动物疫情发生。

6、养殖档案规范化。进一步规范免疫档案的建立和管理，对
养殖户畜禽存栏及免疫状况做具体记录。全市免疫档案建档
率达到100%。

（三）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开展状况

依据上级要求，制定了《市免疫无口蹄疫区流行病学调查工
作实施方案》，并按要求组织实施常规流调和口蹄疫专项流
调，启动了四级疫情测报网络，明确落实了各级疫情测报责
任，并成立了流行病学调查工作队。

截止目前，共开展了10个乡镇（街道）、98个村、1780户的
流行病学调查及9个屠宰场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共调查散养
户：鸡23631只、家禽42941只、猪8680头、牛6619头、羊76
只;规模场：鸡195800只、猪39210头、牛7976头、羊3626只。
（9月末数据）

根据省、市统一支配部署，我市制定了《市主要动物疫病监
测工作实施方案》和《市免疫无口蹄疫区监测净化工作实施
方案》并按以上实施方案要求完成了动物疫病监测工作。现
把截止到目前为止的监测状况总结如下：

（一）口蹄疫免疫抗体监测结果



1、o型口蹄疫免疫抗体检测结果。经检测，634份血清口蹄疫o
型抗体合格，免疫抗体合格率为84.53%防疫的.的要求，准时
了解所报镇对防疫工作的开展、人员的安排和疫苗的领取状
况进行初步的了解，使自己对包镇的防疫工作开展状况做到
准时把握。

第三、防疫进度。对镇畜禽注苗状况进行统计并准时上报，
确保防疫进度的精确性。

第五、乐观参与培训活动。为更好的学习动物防疫学问，服
务"三农'，我乐观参与春秋防疫培训会、奶牛养殖的培训、xx
区标准化养殖培训会等培训活动，了解最新的防疫学问和养
殖技术，提高了防疫技能。

依据省市区的文件总体目标及要求，我准时上报各类数据信
息，确保数据完整性和信息的准时性。第一、防疫信息。根
据市区的文件要求，防疫期间，对各镇办报送的防疫进度汇
总后上报市区相关部门，使上级业务部门更好的了解防疫状
况；其次、数据汇总。依据省市区的相关文件要求，对能繁
母猪、渭河流域规模养殖场(区)粪污处理状况、xx年xx西畜禽
生产单位和规模户摸底调查表等数据进行汇总并准时上报市
区局；第三、兽医站资料规范。为更好的使镇(办)兽医站的
防疫资料规范化，根据中心要求对各镇xx-xx年动物防疫资料
进行了整理，做到有据可询。第三、养殖信息。每月8号上报
养殖信息，通过养殖场的养殖数量的变化，更好的为省市区
制定养殖进展，供应决策依据。

业务力量距离个人目标还有肯定差距，专业素养与领导要求
还有很大的距离。

仔细学习业务学问和技能，在新的一年使自己的业务水平有
肯定的提高。

个人在工作中虽然还有一些不足，但我信任，专心工作可以



把工作干对，用力可以把工作干好，用脑可以把工作做精，
信任通过努力，使不足之处得以完全的改正，使自己的业务
水平有所提高。

动物防疫总结报告篇四

动物防疫是一项关系到农业生产和人民群众健康的重要工作。
随着科技的进步和人们对动物防疫意识的提高，我国的动物
防疫工作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我参与
了动物防疫工作，并从中汲取了不少经验和教训。在这篇文
章中，我将对动物防疫总结心得体会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首先，做好动物防疫工作是非常重要的。动物是农民的“摇
钱树”，它们的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农民的经济收入。在动
物防疫工作中，我们要时刻保持警惕，防范疫情的发生。要
加强日常的巡查，定期对动物进行体检，及时发现和处置疫
情。同时，要加强动物场所的消毒工作，防止病毒和细菌的
传播。只有做到害虫不进场、病毒不传播，才能保证动物的
健康和农业的持续发展。

其次，宣传动物防疫知识是非常必要的。防范于未然是动物
防疫的核心。只有提高人们对动物防疫的认识和意识，才能
更好地做好这项工作。我们可以通过各种途径宣传动物防疫
知识，让群众了解动物疫情的严重性及其危害性，并告诫他
们要加强对动物的管理和防范。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宣传
农药的正确使用方法，教育人们正确的防疫方法，提高他们
的防疫意识。

再次，建立动物防疫体系是非常重要的。只有建立科学合理
的动物防疫体系，才能更好地提高工作效率。我们可以根据
不同地区和不同动物的特点，制定相应的防疫方案，并配备
相应的防疫设施和设备，提高防疫的效果。同时，我们还需
要加强与相关部门和专家的沟通合作，共同研究解决动物防
疫中的难题，及时采取措施，防止疫情的扩散。



最后，加强对动物防疫人员的培训是非常必要的。动物防疫
工作需要专业的知识和经验，只有经过专门的培训才能胜任
此项工作。我们可以通过举办动物防疫培训班、考核讲习会
等形式，对防疫人员进行系统的培训，提高他们的技术水平
和管理能力。同时，我们还要及时关注新的防疫技术和设备，
引进先进的防疫技术，提高我们的防疫水平。

总之，动物防疫工作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只有做好动物
防疫工作，才能保障人民群众的生活和人民群众的健康。希
望我们能够不断总结经验，加强科学管理，提高动物防疫的
能力和水平，为农业的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动物防疫总结报告篇五

20xx年，包头市疫控中心在包头市农牧业局及上级业务部门
的强有力领导和科学指导下稳步前进，采取有力措施以防控
重大动物疫病为重点，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结合我市
实际情况，圆满完成了重大动物疫病防控、生药物资调运、
集中免疫、流行病学调查、免疫监测、消毒、扑杀等各项工
作，达到了“内疫不发生，外疫没传入”的目标。

现将一年来工作总结如下：

(一)生药物资管理

制定了切实可行的生药使用计划，与自治区疫控中心签定动
物防疫疫苗、诊断试剂订购合同，并多次与自治区疫控中心、
疫苗厂家和各旗县区联系疫苗、诊断试剂调拨事宜，保障了
防疫工作的顺利开展。

为保证疫苗质量，确保免疫效果，我们利用疫苗专用运输车，
在最短的时间内将疫苗全部发放到各旗县区，个别旗县区甚
至直接送到乡级兽医站，圆满地完成了今年疫苗调拨下发工
作。



20xx年，我市共组织调拨16种疫苗及其诊断试剂，共调拨疫
苗4025.4万头份(毫升);共储备发放消毒药35.8吨，大型喷雾
器5台，游标卡尺50把，解剖器械20套。

(二)动物免疫

1、制定了免疫计划、监测方案、流行病学调查和布病防控4
个实施方案，并对全年的动物防疫工作全面安排和部署。

2、组织召开春防、夏防、秋防工作会议。开展了春季、夏季、
秋季动物集中免疫工作，20xx年的集中免疫工作于11月30日全
面结束。

3、重大动物疫病免疫情况：禽流感免疫禽类(鸡、鸭、鹅、
鸽子等)1452.99万只;牲畜口蹄疫共免疫923.41万头只，其中
猪口蹄疫免疫58.69万头，牛口蹄疫免疫47.09万头，羊口蹄
疫免疫817.63万只;猪瘟免疫59.65万头;高致病性猪蓝耳病免
疫90.65万头;新城疫免疫964.48万只;羊布病免疫333.67万
只;牛布病免疫16.1万头;小反刍兽疫强制免疫羊349.71万只，
累计补免羊49.91万只，共免疫羊399.62万只。

4、其它疫病免疫情况

羊三联免疫342.4万只;羊痘免疫353.3万只;狂犬病免疫3.757
万只。

对达茂旗边境地区的动物进行了炭疽免疫，做到应免尽免。

(三)疫苗副反应

20xx年疫苗副反应引起的流产、死亡现象十个旗县区均有不
同程度发生，我市及时、准确地将动物预防免疫注射中出现
疫苗副反应的情况逐级上报。全市重大动物疫病集中免疫期
间共免疫畜禽4940.03万头只次，疫苗副反应引起的畜禽流产、



死亡数量共计2622头只。主要涉及口蹄疫、猪蓝耳病、小反
刍兽疫等病种，我市本着一切为了养殖户、真心服务养殖户
的理念，及时自治区疫控中心、疫苗生产厂家协调联系，及
时给予了补偿，养殖户减少了经济损失，防疫工作也得以顺
利进行。

(四)流调工作和疫情监测

我市制定了《20xx年包头市动物疫病监测与流行病学调查计
划》，认真组织和规范开展动物疫病监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工
作，全面掌握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等主要动物疫病的病
原分布和流行趋势，有效评估免疫效果和动物疫情，把握疫
情动态，科学研判防控形势，开展预警预报工作，为科学防
控提供技术支持。

1、适时开展流行病学调查

结合我市实际情况，制定了边境动物疫情监测站动物疫病流
行病学、常规流行病学、紧急流行病学、专项流行病学、定
点流行病学调查方案。我中心选定了10个旗县区的11个养殖
场每月进行定点流调，流调的畜种包括猪、牛、羊、鸡，调
查疫病的种类包括牛羊布病、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禽流感、
鸡新城疫、猪瘟、高致病性性猪蓝耳病、牛结核等9个病种，
通过了解疫病发生、发展原因，分析防控效果。全年流行病
学调查范围涉及10个旗县区，185个乡(镇)次，4800个村
次，141482户散养户次，6425个规模场次，总共流调大小
畜395.92万头(只、匹)次、禽469.69万只次、犬30429只次。

2、及时进行疫情监测

截止12月31日全市共监测(包括市疫控中心监测)：血清学监
测671181份，其中布病监测648410份，抗体效价监测22771份，
非结构蛋白检测2414份，病原学rt-pcr4536份。不合格的病
种所涉及的旗县区给予全市通报，并指导其进行了重免。



(五)小反刍兽疫

年初自巴盟发生小反刍兽疫疫情后，我市采取了紧急应对措
施。

一是通过积极争取、协调自治区和疫苗厂家紧急调拨疫苗425
万头份，用10天时间完成了全市350万只羊的紧急免疫工作，
后又累计补免新生羔羊和补栏羊49.91万只。

二是开展了两次抗体监测，抗体阳性分别达到95%和97%。

三是开展了为期40天疫情排查，排查养殖场户6万多个，涉及
牛羊175万只。

四是成立了小反刍兽疫疫情应急处理组，并对应急预备队成
员全部进行了培训。

五是及时启动重大动物疫情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加强应急
值守，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

六是对反应举报、投诉事件进行了及时处理。

(六)边境地区动物疫情防控

加强边境地区达茂旗境内重点区域、重点环节的疫情巡查和
排查，对达茂旗全境的牛羊用口蹄疫o型、亚i型、a型三联苗、
炭疽进行了重点免疫，构筑了坚强的免疫屏障。主要采取以
下五方面措施：

一是加强达茂旗境内重点区域、重点环节的疫情巡查和排查，
及时发现和消除疫情传入隐患。

二是强化免疫工作，沿达茂旗边境线建立纵深30公里以上的
免疫保护带，构筑坚强的免疫屏障。去年全旗集中免疫涉及



口蹄疫、小反刍兽疫、布病、猪蓝耳病、猪瘟、禽流感鸡新
城疫、炭疽、羊痘、羊三病10个病种，累计免疫牲畜423.67
万头只次。

三是加强部门联动，农牧业局积极协调出入境检验检疫、海
关、边防部队等有关部门，密切配合，加强协作，加强信息
交流，建立健全跨部门联防联控协作机制，形成防控工作合
力，共同采取措施，严防境外动物及动物产品入境，把境外
疫情传入风险降到了最低。

四是全力做好疫情监测报告工作，充分发挥市、县、乡村四
级动物疫情测报体系和边境动物疫情监测站作用，不断增强
疫情早期诊断能力，提高疫情预警预报水平。

五是加强应急值守，及时发现和处置突发疫情。启动重大动
物疫情日报告和零报告制度。严格执行24小时专人值班和领
导带班制度，做到责任明确、人员到位、联络畅通。

(七)布病防控

20xx年，我市的畜间布病防控工作继续实行流行病学调查、
溯源灭点、主动监测、灌服免疫、消毒、扑杀、无害化处理
等综合防控措施。

一是我市先后召开布病防控专题会议、重大动物疫病防控会
议，对相关工作进行全面安排部署。

二是在春季集中免疫期间，对辖区内的牛羊进行布病流行病
学专项调查，初步确定布病分布范围和流行程度。

三是开展了溯源灭点和主动监测。检测羊血清652438万份，
检出阳性3371份，阳性率为0.52%，扑杀阳性羊3371只,拔除
疫点337个。



四是及时分析、上报布病防控工作有关情况。集中监测开始
后，旗县区每周四上报监测、扑杀进展情况;我中心每月定时
向自治区报告人间网报病例数、疫点数、监测、扑杀等情况，
每季度对布病疫情进行分析并形成分析报告，认真分析研究
防控工作有关问题，及时调整防控措施。通过采取布病羊溯
源灭点、主动监测和疫点规范处置等多种防控措施，防控效
果日趋显现,全市羊布病疫情总体呈现下降趋势。多数旗县区
人间病例大幅下降，但个别地区疫情仍然有反复，畜间疫情
存在范围广。

(八)马传贫考核验收

为实现20xx年包头市消灭马传染性贫血规划目标，我市及时
制定下发了有关包头市马传染性贫血考核验收事宜的文
件。20xx年和20xx年完成了2次疫情监测，共采集血样1360份，
检测全部为阴性。10个申请马传贫清净区的验收旗县区档案
资料整理等验收工作准备就绪，在6月10日之前市里已完成对
旗县区的验收工作并发放了市级验收证书。并将市、旗县区
两级所有材料汇编成册，上报至自治区兽医局，迎接国家、
自治区消灭马传染性贫血考核验收工作。

(九)马鼻疽防控

通过查阅、收集包头市防控马鼻疽的历史资料，结合6个有马
属动物的旗县区的防控情况，完成了《包头市马鼻疽防控工
作总结(1949年—20xx年)》。主要内容有：基本情况(行政区
划概况、防疫队伍建设情况、马属动物饲养情况)，马鼻疽病
防控及验收情况(防控情况、验收情况、成果巩固)，检疫及
调运监管情况。并附有各旗县区20xx年、20xx年牧业年度马
属动物存栏数，各旗县区马属动物流行病学调查情况，马鼻
疽发病死亡情况(1954年—1985年)，马鼻疽检疫情况(1949
年—1985年)。现已将市级、旗县区级所有材料汇编成册上报
自治区兽医局。



(十规模养殖场净化疫病申报工作。

我市完成了九原区茂盛种牛繁育科技有限公司申请创建场，
包头市草原百盈农牧业发展有限公司和九原区梅力更养殖有
限公司申请示范场的申报上报工作。

(十一)包虫病驱治检测工作

我市按照自治区要求及时下发了《关于开展包虫病监测驱治
工作的通知》，对全市十个旗县区的34个办事处、50个乡镇、
392个村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工作中重点对卫生部门提供的全
国流行县达茂旗进行核实，采集犬粪20份，牛羊剖检肝肺250
份，全部阴性。此外，其余九个旗县区采集犬粪180份，牛羊
剖检肝肺1386份，也全部阴性。没有发现包虫病感染畜。

(十二)其它业务工作

1、承办包头市首届动物防疫职业技能竞赛。9月份，市疫控
中心承办了内蒙古自治区动物防疫职业技能竞赛包头预赛暨
包头市首届动物防疫职业技能竞赛。对竞赛中获前3名的选手
由包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准后，晋升了高级工职业
资格;获第4—6名的选手由包头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核准
后，晋升了中级工职业资格。

另外，取得竞赛前3名的选手代表包头市参加了自治区的复赛，
分别获得了第7名、第8名、第10名的成绩，我市也荣获团体
第二名的好成绩。

2、防疫督查

一是防疫期间采取循环重复的方式进行巡回检查，开展高密
度的巡查，及时发现问题，迅速提出整改意见，快速落实防
控措施。



二是组织并参加了春季、秋季重大动物疫病防疫工作专项检
查，并在规模养殖场、散养户采集样品进行免疫效果监测。
专项检查结束后，及时向旗县区进行了通报。抽调了多名业
务骨干在春防、秋防结束后参加市农牧业局组成的定点督查
指导组，对各旗县区的.兽医行政工作、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和
动物卫生监督执法等工作进行督查指导。

1、春、夏防工作不能按时完成，部分旗县区拖拖拉拉，工作
不紧凑，严重影响了其它工作的进展。

2、免疫工作不扎实，还存在漏洞，从监测结果看，部分旗县、
部分病种抗体效价不合格，有的甚至是零，应引起高度重视。

3、补免、重免制度执行不好，上报结果不认真，好多都干脆
不报，免疫档案和户口簿都没有补免、重免记录。

4、各类报表报送不及时、不认真、不准确，部分数据反复核
对仍出现问题。

5、流调工作严重滞后，流调表填写不规范，流调结果分析水
平非常低。

1、按照国家和自治区要求，制定20xx年《包头市重大动物疫
病免疫计划》、

《包头市重大动物疫病监测计划》、《包头市重大动物疫病
流行病学调查方案》。

2、继续加大重大动物疫病综合防控力度，组织实施好春、夏、
秋三次集中免疫和督查指导工作，确保应免尽免。

3、制定科学合理的生物药品管理办法，严格规范疫苗、诊断
液的计划、订购、发放、保存和使用。



一是建立生物药品使用管理报告制度。

二是建立生物药品管理工作会议和生物药品管理人员培训制
度。

4、加大重大动物疫病免疫抗体监测，保证免疫质量。实行集
中监测、定点监测和重点监测相结合的办法对重大动物疫病
进行监测，集中监测时间为每一病种免疫21天后开始，对全
市的所有畜种、所有病种的抗体效价进行监测。根据周边地
区及我市的动物疫情形势，有重点的开展监测。对监测结果
不合格或抗体滴度较低的进行重免。

5、全面开展流行病学调查工作，重点加强奶牛口蹄疫及禽流
感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提升疫情预警预报能力，开展疫情
风险评估工作;采取集中流调和日常流调相结合的方式，结合
春季防疫对全市所有牲畜进行流行病学调查，重点对羊布病
进行流调，为布病防控提供科学依据。

6、继续开展布病的流行病学调查、溯源灭点、主动监测、扑
杀等工作，确保防控工作的顺利推进。

督促旗县区按照市政府印发的《包头市“xx”布病防控实施方
案》和20xx年防控目标任务，进一步强化防疫人员及从事养
殖、屠宰、加工等重点人群的布病防控知识宣传培训，不断
提高自我防范意识和防护能力，降低人间布病感染率;每季度
开展全市布病疫情分析评估，及时调整防控对策。

7、继续做好消毒工作，除加强平时消毒外，在春秋两季开展
两次集中消毒灭源工作，杀灭传染源，净化养殖环境。

8、做好动物疫情报告工作。根据相关要求，按照动物疫情报
告管理制度，认真做好动物疫情报告和网络传输工作，健全
疫情报告的各项制度，做到专人负责、专机运行、专线上报，
加强人员培训，进一步规范管理，把疫情监测、诊断和报告



工作有机的结合起来，杜绝有疫不报、迟报、漏报、瞒报现
象。使疫情报告工作准确、科学、及时。除继续做好疫情快
报、月报外，做好流行病学调查表、疫情年报、疫情分析和
汇总等工作。

9、强化对市、县两级化验室人员和市、县、乡、村四级动物
防疫人员的培训工作，不断提高其免疫、消毒、监测化验等
相关技术水平和个人防护能力。明年旗县区化验室人员仍采
取轮训方式进行培训。

10、加大督促检查力度。继续实行布病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
工作定点督查指导制度，及时发现和解决问题，确保防控措
施落实到位。完善动物防疫工作量化考评机制，对旗县区防
疫工作部署、重大动物疫病免疫、监测、流调等方面进行综
合评价。

11、加强业务工作的宣传报道力度，多渠道、多角度地宣传
《动物防疫法》等法律、法规，以禽流感、口蹄疫、布病等
重大动物疫病防治政策，增强广大群众依法防疫意识。

动物防疫总结报告篇六

xx镇认真贯彻落实20xx年9月21日县会议及《关于做好20xx
年秋季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通知》（大农发[20xx]37号）精
神，高度重视、精心组织，以对群众负责的态度，切实做好
动物秋季疫病防疫，维护了群众畜牧业生产，增加了农民收
入，现将工作总结如下：

一、健全工作机构我镇为保障秋防工作的顺利开展，及时召
开了全体镇、村干部会议，成立了以镇长刘建军同志为组长，
镇党委副书记、镇武装部长为副组长的镇秋防领导小组，组
建了秋防办公室，实行了党委、政府班子成员包村，村干部
包社，社干部包户，防疫技术人员分村负责制度，并按社
平15元拨出资金补贴防疫人员，不向农户收取防疫注射费，



做到了“机构、人员、技术、资金、责任”五落实。

二、认真组织落实我镇从20xx年9月27日开始进行全镇的秋防
工作，到10月8日完成第一次防疫，防疫面达到98；从10月9
日到10月15日对全镇进行了补充防疫，防疫面达到了100，做
到了村不漏社、社不漏户、户不漏畜（禽）、畜（禽）不漏
针。全镇总计防疫猪12985头，鸡50036只，鸭42647只，鹅90
只，鸽子106只，牛130头，羊8头，兔981只。

三、积极开展自查在20xx年10月15日到10月17日，全镇组织
相关人员对防疫完成的村社进行了自查，采取边查边改，以
查促防的方法，对查出的'问题及时进行了整改，确保全镇防
疫的全覆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