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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4.13章  死亡动物的处置

第4.13 . 1条

引言

疫病暴发时需大规模处理死亡动物，而这通常将受到公众和媒体的密切关注。因此，各成员兽

医主管部门不仅需遵循可行的科学原则清除尸体，消灭疫病病原体，同时还必须考虑到公众民意和

环境问题。 

本章所提出的建议是一般性建议。在所建议方法的选择上，既要符合国家和地方相关法律，又

要考虑到与可用资源相吻合，同时应符合本法典第7.6章所述宰杀动物程序的内容。

应预先制定紧急情况下处理死亡动物（完整动物或部分动物组织）的预案。与死亡动物处置相

关的问题主要包括：动物数量、感染动物或暴露动物的生物安保问题、人员及设备、环境问题以及

饲养者和动物经营者的心理承受力。

第4.13 .2条

法规和司法权

动物卫生法规和兽医主管部门应赋予兽医机构必要的法律权利，以确保处理死亡动物的效益和

有效性。兽医机构和政府其他相关部门的合作对于制定一整套关于处理死亡动物的法律措施是不可

或缺的，这可保证在紧急情况下的立即执行。因此，应从以下方面进行规范： 

1） 兽医机构及相关人员拥有进入养殖场的权利，并且兽医机构（巡视员、兽医官等）具有实行有

效控制和指挥相关人员的权力；

2） 实行移动控制及在一定生物安保条件下解除控制的职权，如将死亡动物运到他地处置； 

3） 相关农场主和动物经营者与兽医机构合作的义务； 

4） 将动物所有权转移至兽医主管部门的必要性； 

5） 兽医机构应与负责人类卫生及环境的国家级和地方级的政府部门协商，在充分考虑对人类卫生

和环境保护的前提下，确定处置方法和地点，以及必要的设备和设施。 

如处置死亡动物的地点选在边境附近，应与邻国相关兽医主管部门进行协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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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3 .3条

准备

暴发疫情进行大规模扑杀和处理死亡动物或发生自然灾害，如洪灾大量清除动物时，此类决策

原则上不容迟疑。成功与否取决于设立相关机构、相关政策和基础设施等方面的预先准备工作：

1. 与畜牧行业的关系

与各个行业组织建立关系对保证他们遵从动物卫生政策至关重要，这些组织有：养殖户协会、

动物经营者代表、动物福利组织、安全服务机构、媒体和消费者代表等。 

2. 标准操作程序

应建立标准操作程序（包括决策程序文件记录、人员培训等）。 

3. 财务准备

财务准备工作是指补偿和保险机制，用于获得应急资金，以及通过与私营从业兽医达成协议，

为获得应急处置人员做好准备。

4. 信息交流计划

在疫情暴发时，与相关官方人员、受疫情影响的饲养者、行业组织、官员和媒体实现疫情信息

共享非常重要。应指定一名完全掌握信息的新闻发言人，用以准备随时回答来自各方的询问。 

5. 资源

资源管理应着重解决以下问题：人员、运输、物质贮存设施、设备（流动式动物处理和消毒设

备）、燃料、人员防护装备和一次性使用材料及后勤保障。 

6. 特殊设备

特殊设备包括卡车、拖拉机、推土机和装卸机等，以便随时使用。 

第4.13 .4条

关键因素

在计划及实施过程中需要考虑的关键因素包括： 

1. 及时性

尽早发现新发感染、迅速扑杀感染动物、快速清除死亡动物并灭活病原体是至关重要的，应以

最快的速度和最有效的方法阻断死亡动物及其环境中的病原体向外扩散。



OIE陆生动物卫生法典（上卷）220 原文为英文版

2. 职业卫生和安全

在处置过程中，应确保处理腐烂死亡动物的工作人员安全，特别是在处理人畜共患病病原时，

尤其要注意这一点。所有工作人员应接受相关培训，并能使用有效防止感染的防护装备，如穿戴防

护服、手套、面具、呼吸面罩、眼镜、免疫接种、服用有效的抗病毒药物等。同时这些工作人员要

接受定期的健康检查。 

3. 病原体灭活

所选的动物处置程序必须能够有效灭活病原体。 

4. 环境问题

处置死亡动物的方法不同对环境的影响也不同。如，露天堆积焚烧会产生烟雾和气味；深埋可

能产生气体和溢出物，从而可能对空气、土壤、地表水和浅层地下水造成污染。 

5. 处置能力评估

应在紧急情况出现前对不同方法的处置能力进行评估。暂时低温保存死亡动物可缓解处置能力

的不足。

6. 资金充足性

确保选择的处置方法具有充足的资金，且资金能尽早到位。

7. 人力资源

应确保能为大规模动物处置提供充足且训练有素的人员，这对于那些通常人员不足的技术和检

疫部门而言尤为重要。

8. 社会接受程度

在选择处置方法时需注重社会对方法的接受程度。

9. 养殖者的接受程度

养殖者对用于防止疫情传播而采取的安全措施，如死亡动物处置方法、将动物尸体运输到处置

场地等问题非常敏感。给养殖户提供足额补偿或提供深埋、焚烧场地有助于改善其接受性。

10. 设备

处置死亡动物的设备可能将病原体传播到其他养殖场。对离开养殖场的交通工具（如起重机、

运输容器和卡车）外部必须进行清洗和消毒，这一点必须引起特别注意。运输死亡动物的车辆必须

密闭防漏。

11. 食腐动物和媒介

处置死亡动物须注意防止食腐动物和媒介接近死亡动物，以免引起疫情传播。

12. 经济影响（短期和长期影响，包括恢复生产）

处置方法的不同对经济的影响差异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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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13 .5条

实际问题

1. 处置场地的选择

场地表层土覆盖充分、土壤类型、排水、主导风向、交通便利性、气象资料可用性、远离公共

敏感场所、对场地今后利用的影响。 

2. 承包商

承包商——他们是否可以应对所有需求：可用的人力、材料、设备（包括运输工具），运输工

具是专用还是同时有其他用途（有传播疫情的风险），可使用的道路等。 

3. 后勤保障

燃料、充足的操作人员、人员住宿所需的消毒帐篷和场地、防护服的贮存和处理、为防止疫

情扩散而特意安排的人员住宿用房、出入控制设施、晚上操作用电、人员设施，如卫生间/饮用水、

通讯移动电话设备、人员防护（如免疫）、化制厂的化制能力、武器和弹药、化制厂和屠宰厂附设

的冷藏和贮存设施。 

4. 其他可能污染产品的处置程序和政策

动物生产相关产品，包括垫料、粪便、毛、蛋和奶、动物饲料，以及非动物产品，如防

护服。

5. 野生动物

需尽量减少野生动物暴露的风险，包括将其逐出处置场地。 

第4.13 .6条

关于死亡动物处置方法的建议

选择合适的处置方法应根据当地条件、所需处置能力、预计处理速度、需要灭活的致病性病原

的处理要求而定。

在将死亡动物运到化制或焚烧中心前，可能需用以下的一些方法在农场进行预处理，如将死亡

动物分割成碎块，以便在密封容器中运输，或进行发酵、堆制肥料或冷冻等处理。

1. 化制

化制是在一个密闭的系统，对动物组织进行机械和热处理后得到稳定的灭菌产品，如动物脂肪

和干燥的动物蛋白。该方法需要有专门的设施，可以有效灭活除朊病毒以外的病原体（仅降低朊病

毒的感染力）。需提前确定化制处理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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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在专门设施中焚烧

焚烧是指在专门设施中将整个动物尸体或残骸完全燃烧成灰，一般多与其他物质一起燃烧（如

城市垃圾、有害废弃物或医疗废弃物）。该方法可有效灭活包括芽孢在内的所有病原体。固定焚烧

设施是完全密封的，有利于环保，因为排气与燃烧室相连，这样可完全燃烧处理碳氢化合物类气

体，特别是进一步处理和净化燃烧室未完全燃烧的烃类气体和颗粒物质。

3. 化制焚烧联用

为了提高安全性，可以将化制和焚烧相结合，并为其他设施（如水泥厂和发电厂锅炉）提供辅

助燃料。

4. 下喷压缩空气焚烧

此方法是通过多个风道吹进空气，从而产生涡流，使焚烧速度比原焚烧坑加速6倍。该种类型

设备可以移动，不需要运输动物，因此，适合在疫源地使用。可有效灭活病原体。 

5. 堆积焚烧

这是一种在开放系统中焚烧死亡动物的成熟方法，可以在疫情现场进行焚烧，不需要运输动

物，但焚烧需要时间较长，并且无法检验病原体灭活情况，可能会由于不完全燃烧导致颗粒扩散，

而且这种可见焚烧处理过程较难为公众所接受。 

6. 堆肥

堆肥是在有氧条件下发生的一种自然的生物分解过程。第一阶段，随着堆肥温度的增加，有机

物分解成相对小的化合物，软组织逐渐分解，骨头发生部分软化。在第二个阶段，剩余物质（主要

是骨渣）完全分解成深棕色或黑色腐殖质，主要含一些非致病性细菌和植物营养物质。但一些病毒

和可形成芽孢的细菌，如炭疽杆菌，以及其他致病菌，如结核分枝杆菌仍然可存活下来。 

7. 深埋

该方法是将整个动物胴体用土壤深埋覆盖。深埋是在疫情现场常用的方法，该方法不能灭活所

有致病菌。在某些情况下，可将死亡动物在地面上堆土掩埋。

8. 生产沼气

这是一个密闭的厌氧发酵系统，在对动物尸体或残骸进行整体或局部处理之前，首先对投入物

（类似于化制厂使用的液体物质）进行机械和热处理。这种发酵过程不能灭活所有病原体。

9. 碱水解

用氢氧化钠或氢氧化钾催化生物机体水解生成无菌的水溶液，含蛋白小肽、氨基酸、糖类和皂

类。加热到150℃可加速水解过程。碱水解处理后仅剩下一些含矿物质元素的固体副产品，如骨渣

和牙齿等，这些残留物（只有动物重量的2%）是无菌的，并容易压成粉末。高温和水解过程能破

坏病毒的蛋白衣壳和朊病毒的肽键，油脂和核酸都可被降解。碱水解的整个过程都在绝缘、蒸汽外

套的不锈钢压力容器内进行。



第4篇  疫病预防和控制 223原文为英文版

10. 生物化制

这是一个在密闭压力容器内进行的高温、高压的热解过程。180℃高温蒸汽加热，压力至少

106帕，机械搅拌40分钟。整个高压过程从高压开始到高压结束排出约120分钟。可灭活所有病原微

生物，包括传染性海绵状脑病病原体。

11. 在海上处置死亡动物

国际公约规定了在海上处置死亡动物应符合的条件。

第4.13 .7条

关于死亡动物尸体处理决策的建议

处理大量动物尸体的相应费用会很高，而且固定费用和可变费用会因处理方法的不同而有所不

同，每种方法都会给环境、地方经济、生产者和养殖业带来间接损失。除生物安保外，决策者需要

了解不同处理技术对经济、社会、环境保护和美学方面的影响。 

选择处理方法很难做到面面俱到，决策者有时不得不选择不够理想的处理方法。在这项工作

中，需全面了解死亡动物的处置技术，且决策时必须权衡科学、经济和社会等各方面问题。

疫病控制的关键是做到及时扑杀、确保生物安保和防止疫情进一步扩散。

针对特定事件不同处理方法的各项重要因素进行权衡后做出筛选决策，下面举例说明决策程序

步骤：

1） 第一步：确定所有相关因素。应有足够的灵活性，允许根据具体条件和地域变化进行调整。这

些相关因素可包括：操作者的安全、社会关注程度、国际可接受程度、运输能力、工业标准、

费用及效益和解决问题的速度等。可以对这些因素加以适当修改和调整，以便与事件的具体情

况相适应。 

2） 第二步：采用分级加权法评估整个事件的各个影响因素，衡量每个因素在事件中的重要程度。

无论影响因素的数目高低，权重总数应为100。 

3） 第三步：确定所有候选处置方法，并以表格形式将其排列。对每种方法的每个因素给出一个

从1到10的效益级别值（U），该效益级别值的高低根据每个因素在所选方法中的理想程度而定

（如1=最不合适，而10=最合适）。

4） 第四步：每种处理方法的每个因素权重值（F）与效益级别值（U）相乘，得出该因素的积分

（V），如V= F×U。

5） 第五步：将每种候选方法的全部因素的积分相加得出一个方法的总分，最后可通过比较每个方

法得分的高低评价其好坏程度，加权积分最高的为最合适的方法。

表4.1举例说明了此程序的运用。在该例子中，化制获得了最高分，即根据所考虑因素，确定

化制是最合理选择，为最合适的处理方法。 



OIE陆生动物卫生法典（上卷）224 原文为英文版

 表
4.

1 
决

策
过

程

方
法

 
化

制
 

固
定

焚
烧

 
堆

积
焚

烧
 

堆
积

发
酵

 
集

体
深

埋
 

现
场

深
埋

 
商

业
堆

埋
 

 
权

重
值

（
F

） 

级
别

值

（
U

） 
V

=
F

×
U

 
级

别
值

（
U

） 
V

=
F

×
U

 
级

别
值

（
U

）
V

=
F

×
U

 
级

别
值

（
U

） 
V

=
F

×
U

 
级

别
值

（
U

） 
V

=
F

×
U

 
级

别
值

（
U

） 
V

=
F

×
U

 
级

别
值

（
U

） 
V

=
F

×
U

 

因
素

 
 

 
 

 
 

 
 

 
 

 
 

 
 

 
 

操
作

人
员

安
全

 
20

 
7 

14
0 

4 
80

 
8 

16
0 

3 
60

 
7 

14
0 

8 
 

 
 

处
理

速
度

 
20

 
8 

16
0 

8 
16

0 
2 

40
 

5 
10

0 
3 

10
0 

6 
 

 
 

病
原

体
灭

活
 

15
 

10
 

15
0 

10
 

15
0 

8 
12

0 
5 

75
 

4 
60

 
4 

 
 

 

环
境

影
响

 
10

 
10

 
10

0 
8 

80
 

3 
30

 
10

 
10

0 
3 

30
 

3 
 

 
 

公
众

反
应

 
10

 
10

 
10

0 
7 

70
 

1 
10

 
6 

90
 

3 
30

 
4 

 
 

 

运
输

 
5 

1 
5 

1 
5 

8 
40

 
5 

25
 

3 
15

 
8 

 
 

 

企
业

接
受

程
度

 
5 

7 
35

 
7 

35
 

7 
35

 
7 

35
 

6 
30

 
7 

 
 

 

费
用

 
5 

4 
20

 
1 

5 
6 

30
 

9 
45

 
8 

40
 

9 
 

 
 

野
生

动
物

风
险

 
5 

10
 

50
 

10
 

50
 

5 
25

 
4 

20
 

5 
25

 
5 

 
 

 

满
足

要
求

的
能

力
 

5 
5 

25
 

3 
15

 
9 

45
 

9 
45

 
9 

45
 

9 
 

 
 

总
权

重
值

（
=1

00
）

 1
00

 
总

分
 

78
5 

总
分

 
65

0 
总

分
 

53
5 

总
分

 
59

5 
总

分
 

51
5 

总
分

 
 

总
分

 
 

注
：

于
20

06
年

首
次

通
过

，
于

20
10

年
最

新
修

订
。


	OIE陆生动物卫生法典(2019)第28版上卷-小_部分250
	OIE陆生动物卫生法典(2019)第28版上卷-小_部分251
	OIE陆生动物卫生法典(2019)第28版上卷-小_部分252
	OIE陆生动物卫生法典(2019)第28版上卷-小_部分253
	OIE陆生动物卫生法典(2019)第28版上卷-小_部分254
	OIE陆生动物卫生法典(2019)第28版上卷-小_部分255
	OIE陆生动物卫生法典(2019)第28版上卷-小_部分25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