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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10.9章  新城疫病毒感染

（Infection with Newcastle disease virus）

第10 .9 . 1条

总则

1） 本法典中，新城疫（ND）指由新城疫病毒（NDV）即禽副黏病毒1型（APMV-1）引起的家禽

感染，其毒力强度如下：

a） 1日龄雏鸡［原鸡属（Gallus gallus）］脑内接种致病指数（ICPI）大于或等于0.7；或

b） 已直接证明或推导出病毒F2蛋白C末端存在多个碱性氨基酸，F1蛋白N末端第117位残基

为苯丙氨酸。术语“多个碱性氨基酸”指在第113位和第116位残基之间至少有3个精氨酸

或赖氨酸残基。如无法证明上述氨基酸残基特征模式，则需用ICPI试验鉴定病毒分离株的

特性。

在此定义中，氨基酸残基编号从F0基因核苷酸序列推导的氨基酸序列N末端开始，113～116位

氨基酸对应于切割位点－4到－1位残基。

2） 家禽类定义为“包括散养禽在内所有饲养禽类，用于生产食用肉、蛋或其他商业制品，或用作

狩猎猎物、种禽、斗鸡等”。

上述用途之外的其他圈养禽类均不视为家禽，如用于表演、比赛、展览、竞赛的禽鸟，或为繁

殖或销售此类禽鸟以及宠物鸟而饲养的禽鸟。

3） 新城疫潜伏期在此定为21天。

4） 本章涉及有或无临床症状的新城疫病毒感染家禽，家禽定义如上述第2）点。

5） 发生新城疫病毒感染指分离并鉴定出新城疫病毒，或检测到新城疫病毒特异核糖核酸（RNA）。

6） 如某成员通报了家禽以外禽类（包括野禽）新城疫病毒感染疫情，其他成员不应禁止其禽类商

品贸易。

7） 包括致病性检测在内的诊断试验标准参见《陆生手册》。如使用新城疫疫苗，疫苗应符合《陆

生手册》规定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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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 .9 .2条

确定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新城疫状态

确定一个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新城疫状态须遵循下列标准：

1） 新城疫是全国通报疫病，实施持续的新城疫宣传计划，对所有上报的新城疫疑似病例进行现场

调查，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进行实验室检测；

2） 按照本章第10.9.22条到第10.9.26条所述新城疫监测计划实施监测，以证明在无临床症状的家禽

群中有否新城疫病毒感染；

3） 考虑导致新城疫发生的所有流行病学因素及其历史背景。

第10 .9 .3条

无新城疫的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

在按照本章第10.9.22条到第10.9.26条规定的监测基础上，如能证明一个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

隔离区在过去12个月内没有出现家禽新城疫病毒感染，则这个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可被视

为无新城疫。

如无新城疫的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出现了新城疫感染，其新城疫无疫状态可在实施扑

杀政策（包括所有受感染养殖场的消毒）3个月后恢复，前提是在这3个月期间按照本章第10.9.22条

到第10.9.26条的要求实施了监测。

第10 .9 .4条

关于从第10.9.3条定义的无新城疫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进口的建议

活家禽（不包括初孵雏禽）

兽医主管部门应要求出示国际兽医证书，证明：

1） 活家禽在装运之日无新城疫临床症状；

2） 活家禽自孵出起或至少在过去21天内，一直饲养在无新城疫的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

3） 活家禽被装在新的或适当消毒的容器中运输。

家禽如接种了新城疫疫苗，应在兽医证书上注明所用疫苗性质及接种日期。



第10篇  鸟　　类 725原文为英文版

第10 .9 .5条

关于进口除家禽之外活禽的建议

无论来源国或地区新城疫状态如何，兽医主管部门应要求出示国际兽医证书，证明：

1） 活禽在装运之日无新城疫临床症状；

2） 活禽自孵出或至少在装运前21天内，一直饲养在经兽医机构认可的隔离区内，并且在隔离期间

没有出现感染临床症状；

3） 按照第10.9.24条的规定，采集具有统计学意义的活禽样本，在装运前的14天内进行诊断试验，

证明无新城疫病毒感染；

4） 活禽被装在新的或适当消毒的容器中运输。

活禽如接种了新城疫疫苗，应在兽医证书上注明所用疫苗性质及接种日期。

第10 .9 .6条

关于从无新城疫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进口的建议

初孵活家禽

兽医主管部门应要求出示国际兽医证书，证明：

1） 初孵活家禽在无新城疫的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孵化，且孵化后一直在该地区内饲养；

2） 初孵活家禽的父母代至少在收蛋前21天内和收蛋日，一直饲养在无新城疫的国家、地区或生物

安全隔离区；

3） 初孵活家禽被装在新的或适当消毒的容器中运输。

初孵活家禽或其父母代禽群如接种了新城疫疫苗，应在兽医证书上注明所用疫苗性质及接种日期。

第10 .9 .7条

关于进口非家禽初孵活禽的建议

无论来源国或地区新城疫状态如何，兽医主管部门应要求出示国际兽医证书，证明：

1） 初孵活禽在装运之日无新城疫临床症状；

2） 初孵活禽在经兽医机构认可的隔离区内孵化和饲养；

3） 初孵活禽的父母代在收蛋之日进行了诊断试验，证明了无新城疫病毒感染；

4） 初孵活禽被装在新的或适当消毒的容器中运输。

初孵活禽或其父母如接种了新城疫疫苗，应在兽医证书上注明所用疫苗性质及接种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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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 .9 .8条

关于从无新城疫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进口的建议

家禽种蛋

兽医主管部门应要求出示国际兽医证书，证明：

1） 种蛋来源于无新城疫的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

2） 种蛋来源父母禽群至少在收蛋前21天内和收蛋之日，一直饲养在无新城疫的国家、地区或生物

安全隔离区；

3） 种蛋被装在新的或适当消毒的包装材料中运输。

种蛋的来源父母代禽群如接种了新城疫疫苗，应在兽医证书上注明所用疫苗性质及接种

日期。

第10 .9 .9条

关于进口除家禽种蛋之外的禽类种蛋的建议

无论来源国或地区新城疫状态如何，兽医主管部门应要求出示国际兽医证书，证明：

1） 对种蛋的来源父母群在收蛋前7天和收蛋之日进行了诊断试验，证明了无新城疫病毒感染；

2） 对种蛋表面进行了卫生清洁（符合本法典第6.5章要求）；

3） 种蛋被装在新的或适当清洁的包装材料中运输。

种蛋的来源父母代禽群如接种了新城疫疫苗，应在兽医证书上注明所用疫苗性质及接种

日期。

第10 .9 . 10条

关于从无新城疫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进口的建议

供人类消费的禽蛋

兽医主管部门应要求出示国际兽医证书，证明：

1） 禽蛋的生产和包装在无新城疫的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进行；

2） 禽蛋被装在新的或适当清洁的包装材料中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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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 .9 . 1 1条

关于进口家禽蛋制品的建议

无论来源国或地区新城疫状态如何，兽医主管部门应要求出示国际兽医证书，证明：

1） 蛋制品来源于符合本章第10.9.10条卫生要求的禽蛋；或

2） 蛋制品的加工过程能够按照本章第10.9.20条的要求杀灭新城疫病毒；

且

3） 采取了必要预防措施，避免蛋制品接触任何新城疫病毒源。

第10 .9 . 12条

关于从无新城疫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进口的建议

家禽精液

兽医主管部门应要求出示国际兽医证书，证明供精家禽：

1） 采精之日无新城疫临床症状；

2） 采精前至少21天内和采精日，一直饲养在无新城疫的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

第10 .9 . 13条

关于进口家禽之外的禽精液的建议

无论来源国或地区新城疫状态如何，兽医主管部门应要求出示国际兽医证书，证明供精禽：

1） 采精前至少21天内和采精日，一直饲养在经兽医机构认可的隔离区内；

2） 隔离期间和采精日无新城疫病毒感染临床症状；

3） 采精前14天内进行了诊断试验，证明无新城疫病毒感染。

第10 .9 . 14条

关于从无新城疫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进口的建议

家禽鲜肉

兽医主管部门应要求出示国际兽医证书，证明生产这批禽肉的活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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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自孵出或至少在过去21天内，一直饲养在无新城疫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

2） 在批准的无新城疫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屠宰厂屠宰，按照本法典第6.3章的要求经过

了宰前检疫和宰后检验，未发现新城疫感染。

第10 .9 . 15条

关于进口家禽肉制品的建议

兽医主管部门应要求出示国际兽医证书，证明：

1） 生产肉制品的鲜肉满足本章第10.9.14条规定的卫生要求；或

2） 肉制品的加工过程能够按照第10.9.21条的要求杀灭新城疫病毒；

且

3） 采取了必要预防措施，避免肉制品接触任何新城疫病毒源。

第10 .9 . 16条

关于进口除羽粉和禽肉粉外的动物饲料用或工农业用禽源产品的建议

无论来源国或地区新城疫状态如何，兽医主管部门应要求出示国际兽医证书，证明：

1） 这些产品在无新城疫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进行加工，且用于生产这些产品的禽类自孵

出后至屠宰前或至少在宰前21天内，一直饲养于无新城疫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内；或

2） 这些产品经过如下加工，以确保杀灭新城疫病毒：

a） 56℃湿热处理30分钟；或

b） 已证明能使新城疫病毒灭活的任何等效处理方法；

且

3） 采取了必要的预防措施，避免这些产品接触任何新城疫病毒源。

第10 .9 . 17条

关于进口家禽羽毛和羽绒的建议

无论来源国或地区新城疫状态如何，兽医主管部门应要求出示国际兽医证书，证明：

1） 这些产品来源于本章第10.9.14条所述的家禽，在无新城疫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进行加

工；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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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使用以下任一加工工艺可确保杀灭新城疫病毒：

a） 清洗并100℃蒸汽干燥30分钟；

b） 福尔马林溶液（10%甲醛）熏蒸8小时；

c） 2×104戈瑞剂量辐照；

d） 任何已证明可等效灭活新城疫病毒的处理；

且

3） 采取了必要的预防措施，避免这些产品接触任何新城疫病毒源。

第10 .9 . 18条

关于进口除家禽外其他禽类羽毛和羽绒的建议

无论来源国或地区新城疫状态如何，兽医主管部门应要求出示国际兽医证书，证明：

1） 使用以下任一加工工艺可确保杀灭新城疫病毒：

a） 清洗并100℃蒸汽干燥30分钟；

b） 福尔马林（10%甲醛）熏蒸8小时；

c） 2×104戈瑞剂量辐照；

d） 任何已被证明的等效灭活新城疫病毒的处理；

且

2） 采取了必要的预防措施，以避免与任何新城疫病毒源接触。

第10 .9 . 19条

关于进口家禽肉粉和羽粉的建议

无论来源国或地区新城疫状态如何，兽医主管部门应要求出示国际兽医证书，证明：

1） 这些产品在无新城疫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进行加工，其来源禽自孵出到屠宰前或至少

在宰前21天内，一直饲养在无新城疫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或

2） 加工产品采取下列方法之一：

a） 温度不低于118℃湿热处理至少40分钟；或

b） 蒸汽压力至少3.79帕、温度不低于122℃持续水解至少15分钟；或

c） 替代性采用化制工艺，确保整个产品的内部温度达到74℃至少持续280秒；

且

3） 采取了必要的预防措施，以避免与任何新城疫病毒源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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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 .9 .20条

蛋和蛋制品新城疫病毒的灭活程序

表10.3中为灭活蛋和蛋制品中新城疫病毒所需时间和温度。

表10.3  灭活蛋和蛋制品中新城疫病毒所需时间和温度

核心温度（℃） 时间

全蛋 55 2521秒

全蛋 57 1596秒

全蛋 59 674秒

液体蛋白 55 2278秒

液体蛋白 57 986秒

液体蛋白 59 301秒

10%盐腌蛋黄 55 176秒

干蛋白 57 50.4小时

表格中所标注的温度是达到灭活7log2 滴度病毒的指示性范围，只要科学证明能够灭活病毒，

便可适当变化时间和温度。

第10 .9 .21条

禽肉中新城疫病毒的灭活程序

表10.4为禽肉新城疫病毒灭活程序的温度和时间标准。

表10.4  禽肉新城疫病毒灭活程序的温度和时间标准

核心温度（℃） 时间

禽肉

65.0 39.8秒

70.0 3.6秒

74.0 0.5秒

80.0 0.03秒

表格中所标注的温度是达到灭活7log2 滴度病毒的指示性范围，只要科学证明能够灭活病毒，

便可适当变化时间和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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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 .9 .22条

监测引言

下文第10.9.22条到第10.9.26条针对第10.9.1条所定义的新城疫制定了监测原则，并提供了监测

指南，是对本法典第1.4章的补充。其内容适用于准备申请新城疫状态认证的成员，认证可针对整

个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以下内容还为成员在暴发新城疫后申请恢复无新城疫资格和维持

其新城疫状态提供了指南。

由于APMV-1感染广泛存在于包括家养和野生禽在内的多种禽类，且家禽中普遍使用新城疫疫

苗，这使得新城疫的监测工作更加复杂化。

新城疫的影响及流行病学在世界不同地区差异很大，不可能提供适用于所有情况的具体建议。

因此，新城疫监测策略需适合当地具体情况，并具有可接受的置信水平。针对不同因素如家禽与野

鸟的接触频率、不同生物安保水平、生产体系及不同易感禽种的混合饲养等，需根据情况制定具体

监测策略。成员有义务提供科学证据，说明相关地区新城疫的流行病学情况，并说明如何进行风险

管理。各成员在提供充分证据证明其无新城疫病毒感染上具有相当大的自由度。

新城疫监测应为一个持续性的监测计划，以确立申请国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的无新城

疫病毒感染状况。

第10 .9 .23条

监测的一般原则和方法

1） 根据本法典第1.4章的规定，监测体系应由兽医主管部门负责，特别是应建立：

a） 一个用于持续发现和调查疫病暴发或新城疫病毒感染的正式监测体系；

b） 一个快速采集疑似病例样本并送交诊断实验室的程序；

c） 一个记录、管理、分析诊断及监测数据的系统。

2） 新城疫监测方案应：

a） 包括一个贯穿整个生产、销售和加工产业链的早期预警系统，以便报告疑似病例。日

常接触家禽的农场主、工人和诊断人员应及时向兽医主管部门报告任何新城疫疑似病

例，他们应可得到政府信息计划和兽医主管部门的直接和间接支持（如通过私营从业

兽医或兽医辅助人员）。应对所有新城疫疑似病例立即开展调查，疑似病例的调查不能

单靠流行病学和临床调查，还应采样送交实验室进行检测。这需要为监测人员提供采

样工具箱和其他设备，同时监测人员应能得到具有新城疫诊断和控制技能的专家团队

的支持；

b） 若适用，应对目标群体中的高风险禽群频繁实施常规临床检查、病毒学和血清学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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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标群体禽群指与新城疫感染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相邻、与不同来源的鸟和家

禽混养或新城疫病毒的其他来源地临近的家禽）。

有效的监测体系可鉴别需要进行追踪调查的疑似病例，通过追踪调查确定或排除是否为新城

疫病毒感染。疑似病例的发生率因不同的流行病学情况而异，因此无法可靠预测。因此，申请无

新城疫病毒感染时，成员需提供有关疑似病例发生情况以及如何进行调查和处理的详细资料，这

些材料应包括实验室检测结果以及在调查期间对相关动物采取的控制措施（隔离检疫、移动限制

令等）。

第10 .9 .24条

监测策略

1. 引言

任何监测方案都需要来自本领域有能力和有经验的专业人员参与，并应有详尽备案。在设计证

明没有新城疫病毒感染或传播的监测计划时，需要切实地遵守这些原则，避免产生可信度不够或成

本过高、实际操作过于复杂等问题。

如成员申请认证其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无新城疫病毒感染，其发病和感染监测目标

禽群应能代表该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内的所有禽类。为了准确反映家禽新城疫情况，应

同时采用多种方法进行监测，包括主动监测和被动监测。主动监测的频率应符合该国的疫病状况。

成员应根据当地流行病学状况，采用临床、病毒学和血清学方法，对新城疫进行随机监测或目标

监测。如果使用其他替代试验，应按照OIE标准进行验证，以证明其适合于此目的。成员应可证

明所选择的监测方案是适当的，能够按照本法典第1.4章的要求和流行病学状况，检测新城疫病毒

感染。

调查检测的样本量应具有统计学意义，在预先确定的目标流行率下可检测出感染。调查结果的

可信度取决于样本量和预期流行率。调查方案的设计和采样频率应根据当地以往和当前的流行病学

状况确定。成员应根据调查目的和流行病学状况，合理选择符合本法典第1.4章要求的监测方案和

置信水平。

可选择目标监测（如根据群体中新城疫感染概率上升而制定的）策略。

例如，对可能表现出明显临床症状的特定物种（如未免疫接种鸡）采用目标性临床监测的方

法更为合理。对新城疫发病后临床表现不明显（第10.9.2条）和没有进行常规免疫接种（如鸭）的

特定物种，监测常采用病毒学和血清学方法。另外，监测目标也可针对具有特定风险的禽群，如

直接或间接与野禽接触的禽、混龄禽类、包括活禽市场在内的地方性交易方式、多品种混养的场

地、生物安保水平低的养殖场禽类等。在已证实野禽对当地新城疫流行起重要作用的地方，野禽

监测具有重要意义。该监测工作可提醒兽医机构，家禽（特别是自由放养的家禽）可能有暴露

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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诊断方法的敏感性和特异性是设计调查方案的关键因素，设计时应考虑到出现假阳性和假阴性

反应的可能。理想情况是，所用诊断方法的特异性和敏感性经过了免疫接种和感染历史及目标群体

中不同品种的验证。如果已知检测系统的特性，就可以提前计算出假阴阳性反应的出现概率。这时

需要制定一个有效的追踪调查阳性结果的程序，以便最终能以较高的置信水平确定是否存在新城

疫感染，这包括补充实验和后续调查，需要从初始采样地点及有流行病学联系的禽群中收集诊断

样本。

主动和被动监测结果对于提供一个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不存在新城疫病毒感染的可靠

证据很重要。

2. 临床监测

临床监测目的是在禽群中发现新城疫的临床症状，不应被理解为感染的早期指证。

对于一些群体，生产性能指标（如采食饮水减少或产蛋下降）的监控对于新城疫病毒感染的早

期诊断十分重要，特别是进行了疫苗接种的群体，它们可能不出现临床症状或只表现轻度的临床症

状。在得出相反证据之前，疑似动物的任何取样单元都应被视作受感染。感染禽群的鉴定对于确定

新城疫病毒来源至关重要。

可疑感染群体中临床新城疫的推定性诊断都要通过实验室的病毒学检测来确诊，以确定病毒的

分子、抗原和其他生物学特性。

如可能，应把新城疫病毒分离株立即送交OIE参考实验室进行存档，如需要，可进一步鉴定。

3. 病毒学监测

病毒学监测用于：

a） 监控风险禽群；

b） 确诊临床疑似病例；

c） 跟踪调查未免疫接种群体或哨兵禽类的血清学阳性结果；

d） 查验在正常情况下的日死亡率（作为风险水平比较依据，例如，在免疫接种或在与疫情有

流行病学联系的养殖场内发生了感染）。

4. 血清学监测

对接种过疫苗的禽群进行血清学监测的价值有限，因其不能区分新城疫病毒和其他APMV-1。

会造成新城疫病毒抗体检测阳性结果的原因有以下5种：

a） 自然感染了APMV-1；

b） 接种了新城疫病毒疫苗；

c） 疫苗毒暴露；

d） 卵黄中经常存在来自免疫接种或感染的父母代禽群的母源抗体，在子代中可持续存在4周；

e） 非特异性试验结果。

进行新城疫血清学监测时，也可使用为其他调查目的而采集的血清，但不能违背本法典所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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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查设计原则，同时新城疫病毒调查还须具有可靠的统计学意义。

对血清学反应为阳性的未免疫接种禽群，应进行彻底的流行病学调查。由于血清学阳性结果并

不一定说明有感染，应使用病毒学方法来证实该禽群中有否新城疫病毒的存在。除非具备了可有效

区分免疫接种动物和APMV-1野毒株感染动物的方案和方法，不应将血清学方法用于鉴别免疫接种

群体中的新城疫病毒感染。

5. 哨兵禽的使用

哨兵禽作为检测病毒流行的监测工具有多种用途，可用于监控免疫接种群或无临床病例禽群的

病毒流行。哨兵禽在用于免疫接种群体监测时，不应对其进行免疫接种。如果使用哨兵禽，养禽部

门的结构和组织、所用疫苗种类及当地的流行病学因素将决定放置哨兵禽的生产体系类型、放置的

频次及哨兵禽的监控。

哨兵禽应与目标群紧密接触，但同时又应能够清楚地区分。应定期观察哨兵禽的临床症状，任

何疫病迹象都应立即进行实验室检测。用于哨兵禽的品种经证实应对新城疫病毒感染高度敏感，在

理想的情况下，还应可表现出明显的临床症状。如果哨兵禽无明显临床症状，应采用定期进行病毒

学和血清学试验的主动试验方案（临床疫病的发展可能与哨兵禽品种或目标群体使用可能感染哨兵

禽的活疫苗有关），试验方案和结果解释取决于目标群体所用的疫苗种类。只有在没有适当的实验

室方案时，才使用哨兵禽。

第10 .9 .25条

新城疫无疫状态的附加监测程序

本章第10.9.3条已对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为新城疫无疫状态加以规定。

当成员申请其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免疫或未免疫）不存在新城疫时，应报告其监

测计划的结果，其监测对象为新城疫易感禽群，监测的规划与实施符合本法典所述的总体原则和

方法。

1. 成员申请新城疫无疫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

成员申请新城疫无疫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时，除满足本法典规定的一般原则外，还需

提供已实施有效监测计划的证据。此监测计划应按照本章所述的总体原则和方法进行规划和实施，

能够证明在过去12个月内禽群中没有新城疫病毒感染。

2. 针对进行过免疫接种的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的附加要求

实施新城疫免疫接种可作为疾病预防和控制计划的一部分。为了确保无新城疫传播流行，需对

免疫禽群实施监测。采用哨兵禽可提供更多无病毒流行证据。依据所在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

区的风险高低，这种监测应至少每6个月（或更短时间）重复一次，或定期提供表明免疫接种方案

有效性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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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0 .9 .26条

恢复无新城疫状态的附加监测程序

成员在疫情发生后申请恢复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无新城疫状态时，应提供已实施主动

监测计划的证据，以证明无新城疫感染。

成员在发生新城疫疫情之后，申请新城疫无疫国家、地区或生物安全隔离区（免疫或未免疫）

时，应报告其监测计划结果，在此监测计划中，应按照本法典所述的总体原则和方法对新城疫易感

禽群实施有计划的定期监测。

注：于1968年首次通过，于2014年最新修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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