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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属动物主要疫病基线调查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马属动物主要疫病基线调查的疫病名录、技术方法和调查实施。 

本文件适用于马属动物主要疫病基线调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

文件，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

适用于本文件。 

GB 19489 实验室生物安全通用要求 

NY/T 541 兽医诊断样品采集、保存与运输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基线调查 baseline investigation 

通过分析往年疫病流行期之外的数据，计算其流行导致发病或死亡的一般水平，推算下一年假

设不发生疫病流行的情况下，期望的发病率或死亡率水平。 

3.2 

流行病学单元 epidemiological unit 

具有明确的流行病学关系，暴露于某一病原的可能性大体相同的动物或动物群。 

4 疫病名录 

4.1 “一、二、三”类动物疫病 

农业农村部修订的《一、二、三类动物疫病病种名录》（2021年修订版）中涉及马属动物病的

名录。 

4.2 进境动物检疫疫病 

农业农村部和海关总署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境动物检疫疫病名录》（2020年修订版）中

涉及马属动物病的名录。 

4.3 无规定马属动物疫病区监测的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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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1 主动监测的疫病。马传染性贫血、马鼻疽、日本脑炎、马梨形虫病、马病毒性动脉炎、马媾

疫、伊氏锥虫病（苏拉病）、马流行性感冒、狂犬病、炭疽、马鼻肺炎。 

4.3.2 被动监测的疫病。非洲马瘟、亨德拉病、西尼罗河热、尼帕病毒病、水泡性口炎、马脑脊髓

炎（东方和西方）、马传染性子宫炎、委内瑞拉马脑脊髓炎。 

4.3.3 强制免疫的疫病。马流行性感冒、日本脑炎。 

4.4 其他马属动物常见的疫病 

马传染性淋巴管炎、马流产沙门氏菌病、马腺疫、螨病、胃蝇蛆病、皮肤真菌病、消化道寄生

虫病、破伤风。 

5 技术方法 

5.1 选择抽样框 

流行病学单元、调查区域内存栏情况。包括总体和个体，即应掌握有多少个养殖场户，每个场

户有多少匹，将收集的数据列表。 

5.2 确定样本数 

5.2.1 预估抽样 

选择估计流行率的方法来计算抽取的场户数，使用抽样公式为： 

 

式中： 

n---抽取的场户数; 

P---预期假设群流行率为50%（取值50%时，计算得到的抽样场群数最大，最可能发现阳性场）; 

Z---1.96（置信水平取值95%）; 

e---绝对误差（取值范围为1%~10%，设定取值10%）。 

5.2.2 校正抽样 

获得区域内实际抽样场户数 ，使用公式为： 

 

式中： 

n---预估抽样数； 

N--该调查区域实际的存栏场户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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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3 区域内抽样场户分配  

采用随机抽样方式选择抽样场户，用估计流行率的方法来计算每个场户内抽样数量。 

5.3  采样要求 

实验室检验采样方法应严格按 NY/T 541 的规定执行，在操作过程中防止注射器扎伤和被动物

踢伤。 

5.4  生物安全措施 

应符合GB 19489的要求。无害化处理应按《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农医发

[2017]25号）的规定执行。 

6  调查实施 

6.1 数据分析  

6.1.1 应根据抽样疫病的检测结果，计算出表观流行率。 

个体表观流行率=阳性数/检测数*100% 。 

群体表观流行率=阳性场户数/检测场户数*100%。 

6.1.2 应根据表观流行率，计算真实流行率。 

真实流行率（TP）=（AP+Sp-1）/（Se+Sp-1） 

式中： 

AP---表观流行率； 

Se---试验敏感性，表示为：          ，取值范围0～1； 

Sp---试验特异性，表示为：          ，取值范围为0～1； 

注：a 为感染发病且检测为阳性的动物数量或比例；b 为非感染发病但检测为阳性的动物数量或比例；c为感染

染病但检测为阴性的动物数量或比例；d为非感染发病且检测为阴性的动物数量或比例。 

6.2 撰写方案  

对疫病事件进行调查核实，确定传染源、传播途径和暴露因素，查明病原传播扩散和流行情况，

提供有关致病因子、环境和宿主因素的相关性。调查方案模板参见附录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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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资料性） 

调查方案模板 

A.1 调查方案 

 包括调查方案的设计，调查内容、范围和方式等。 

A.2 调查结果 

包括疫病的流行情况，疫病的分布情况，实验室检测情况等。 

A.3 调查结论及分析 

包括针对结果展开分析，最后得出的调查结论。 

A.4 存在的问题及政策建议 

指出调查存在的问题，提出疫病防控措施和方案，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物防疫法》的

要求向有关部门提出建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