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炭疽防控技术要点

(第二版)

汛期是炭疽高发期ꎬ雨水冲刷导致疫源地土壤中的炭疽芽孢

杆菌暴露地表并在低洼地富集ꎬ汛期家畜抵抗力下降ꎬ容易受到病

原侵袭ꎬ炭疽发生和流行风险增大ꎮ 为指导从业人员、基层动物防

疫和疾控人员做好炭疽防控工作ꎬ降低疫病传播风险ꎬ保障人民群

众身体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ꎬ制定本要点ꎮ

一、疾病概述

炭疽是由炭疽芽孢杆菌引起的一种人兽共患急性、热性、败血

性传染病ꎬ严重危害人畜健康ꎮ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ＷＯＡＨ)将其

列为必须报告的动物疫病ꎬ农业农村部将其列为二类动物疫病ꎬ

«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将其列为乙类传染病ꎬ其中肺炭

疽按照甲类传染病管理ꎮ

(一)病原学

炭疽芽孢杆菌有繁殖体和芽孢两种存在形式ꎮ 在宿主体内以

繁殖体形式存在ꎬ为革兰氏阳性的粗大杆菌ꎬ形态呈棒状ꎬ长 ５—

１０μｍꎬ宽 １—３μｍꎬ两端截平ꎬ呈竹节状排列成链ꎬ无鞭毛ꎬ在生物

体内或特定培养基中可形成荚膜ꎮ 在环境或营养缺乏的状态下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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芽孢形式存在ꎬ芽孢在高温、紫外线和电离辐射、化学物质和压力

等恶劣条件下可以存活数十年ꎮ

(二)流行病学

１ 传染源

患病动物和因炭疽死亡的动物尸体以及受污染的土壤、草地、

水和饲料都是主要传染源ꎮ 炭疽芽孢对环境具有很强的抵抗力ꎬ

其污染的土壤、水源及场地可形成持久的疫源地ꎮ

２ 传播途径

主要经皮肤、消化道、呼吸道传播ꎮ 动物或人破损的皮肤及黏

膜直接接触病原菌ꎬ摄入被污染的食物、饮水等ꎬ以及吸入带有炭

疽芽孢的尘埃、飞沫等都可导致感染ꎬ也可通过昆虫叮咬传播ꎮ

３ 易感性

各种家畜和野生哺乳动物对本病均有不同程度的易感性ꎮ 草

食性动物易感ꎬ常见于羊、牛、马、驴、骡、骆驼、象、鹿等ꎮ 杂食动物

如猪、狗、猫易感性较低ꎬ存在隐性带菌情况ꎮ 野生肉食动物如虎、

豹、豺、狼等亦可感染ꎮ 家禽一般不感染ꎮ

人对炭疽易感ꎬ发病情况与职业、受感染的机会、接触频率和

剂量以及病菌毒力有关ꎮ

４ 流行特征

呈地方性散发流行ꎬ当前主要发生于我国西部和东北部地区ꎬ

其他地区偶有报告ꎮ 全年均可发生ꎬ有一定季节性ꎬ多发生在吸血

昆虫活动频繁、雨水多和洪水泛滥的季节ꎬ每年的 ７—９ 月是炭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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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高发季节ꎮ

(三)临床症状

１ 动物感染炭疽临床症状

潜伏期长短不一ꎬ一般为 １—５ 日ꎮ 国际动物卫生法典规定的

潜伏期为 ２０ 天ꎮ

牛:最急性病例无明显临床症状突然死亡ꎮ 急性病例体温升

高常达 ４１℃以上ꎬ可视黏膜呈暗紫色ꎬ心动过速、呼吸困难ꎬ有时

腹部急剧膨胀ꎮ 呈慢性经过的病牛ꎬ在颈、胸前、肩胛、腹下或外阴

部常见水肿ꎻ皮肤病灶温度升高ꎬ坚硬ꎬ有压痛ꎬ也可发生坏死ꎬ有

时形成溃疡ꎻ颈部水肿常与咽炎和喉头水肿相伴发生ꎬ致使呼吸困

难加重ꎮ 急性病例一般经 ２４—３６ 小时后死亡ꎬ亚急性病例一般经

２—５ 天后死亡ꎮ 有的可见天然孔流出黑红色不凝固的血液ꎮ

羊:多表现为最急性(猝死)病症ꎬ摇摆、磨牙、抽搐、挣扎和突

然倒毙ꎬ有的可见从天然孔流出带气泡的黑红色血液ꎮ 病程稍长

者也只持续数小时后死亡ꎮ

马:体温升高ꎬ腹下、乳房、肩及咽喉部常见水肿ꎬ舌炭疽多见

呼吸困难、发绀ꎬ肠炭疽腹痛明显ꎮ 急性病例一般经 ２４—３６ 小时

后死亡ꎬ有炭疽痈时ꎬ病程可达 ３—８ 天ꎮ

猪:多为局限性变化ꎬ呈慢性经过ꎬ临床症状不明显ꎬ常在屠宰

后见颌下淋巴结肿胀ꎬ切面呈砖红色ꎮ

犬、猫和其他肉食动物:临床症状不明显ꎬ偶见咽部肿胀或急

性肠炎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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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人感染炭疽临床表现

潜伏期一般为 １—５ 日ꎬ也有短至 １２ 小时ꎬ长至 ２ 周者ꎮ 常侵

袭皮肤ꎬ偶可累及咽部、纵隔或肠道ꎮ

皮肤炭疽:病变多见于手、前臂、面、颈和下肢等裸露部位皮

肤ꎮ 典型的皮肤损害表现为具有黑痂的浅溃疡ꎬ周边有小水疱ꎬ附

近组织广泛的非凹陷性水肿ꎮ 起病时多出现发热(３８—３９℃ )、头

痛、关节痛、周身不适以及局部淋巴结肿大和脾肿大等ꎬ病程约

１—６ 周ꎮ 少数病例局部无水疱和黑痂形成而呈现大块状水肿(即

恶性水肿)ꎬ患处肿胀透明、微红或苍白ꎬ扩展迅速ꎬ多见于眼睑、

颈、大腿及手等组织疏松处ꎮ 全身中毒症状严重ꎬ表现为高热、头

痛、恶心、呕吐ꎬ若贻误治疗ꎬ预后不良ꎮ

肠炭疽:少见且不易识别ꎬ可表现为急性肠胃炎或急腹症型ꎮ

急性肠胃炎潜伏期 １２—１８ 小时ꎬ症状轻重不一ꎬ表现为突发恶心

呕吐、腹痛、腹泻等消化道症状ꎮ 急腹症型病例全身中毒症状严

重ꎬ持续性呕吐及腹泻ꎬ排血水样便ꎬ腹胀、腹痛ꎬ有压痛或呈腹膜

炎征象ꎬ常并发败血症和感染性休克ꎮ 如不及时治疗ꎬ常可导致

死亡ꎮ

肺炭疽:初起为“流感样”症状ꎬ主要表现为低热、疲乏、全身

不适、肌痛、咳嗽ꎬ多在暴露后 ２—５ 天出现ꎬ通常持续 ４８ 小时左

右ꎮ 此后病情突然急剧进展ꎬ出现呼吸困难、咳嗽、紫绀、咯血等ꎮ

可迅速出现昏迷和死亡ꎮ

脑膜炎型炭疽:多继发于上述三种临床类型ꎬ起病急骤ꎬ有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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烈头痛、呕吐、颈项强直ꎬ继而出现谵妄、昏迷、呼吸衰竭ꎮ 病情发

展迅猛ꎬ常因误诊得不到及时治疗而死亡ꎮ

败血症型炭疽:表现为严重的全身症状ꎬ高热、寒战ꎬ感染性休

克ꎬ皮肤出现出血点或大片瘀斑ꎬ腔道出血ꎬ迅速出现呼吸与循环

衰竭ꎮ

二、疫情监测与报告

(一)畜间疫情监测与报告

加强动物疫情监测的密度和频率ꎬ重点监测疫源地和其他高

风险区的家畜ꎮ 对炭疽新老疫区的牛羊养殖、交易、屠宰、无害化

处理等场所开展全面排查ꎬ对牲畜交易、屠宰等重点场所进行巡

查ꎮ 及时发现和处置异常情况ꎬ排除疫情隐患ꎮ 降水较多的地区ꎬ

要加大排查力度和频次ꎬ必要时对重点疫区开展环境监测ꎮ 出现

疑似炭疽疫情时ꎬ应及时报告并严格按照«动物炭疽诊断技术»

(ＧＢ / Ｔ４５１０１－２０２４)要求采样送检ꎮ

从事动物疫病监测、检测、检疫检验、研究与诊疗以及动物饲

养、屠宰、经营、隔离、运输等活动的单位和个人ꎬ发现动物感染炭

疽或者疑似感染炭疽ꎬ应立即向所在地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或者动

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ꎬ严禁擅自处置感染炭疽或者疑似感染

炭疽的动物ꎮ

有关单位接到疫情报告后应按照农业农村部动物疫情报告管

理相关规定认定和上报疫情ꎮ 符合快报规定情形的ꎬ应按照快报

规定报告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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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人间疫情监测与报告

１ 人间病例报告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和«传染病信息报告管

理规范»ꎬ各级各类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检疫机构

执行职务的医务人员发现疑似、临床诊断或实验室确诊的炭疽病

例应在诊断后 ２４ 小时填写报告卡进行网络直报ꎬ其中肺炭疽应在

诊断后 ２ 小时填写报告卡进行网络直报ꎮ 不具备网络直报条件的

医疗机构及时向属地乡镇卫生院、城市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或县级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ꎬ并于 ２４ 小时内寄送传染病报告卡至代报

单位ꎮ

２ 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报告

达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级别时ꎬ需及时进行突发公共卫生事

件信息报告ꎮ 基本报告标准为:发生 １ 例及以上肺炭疽病例ꎻ或 １

周内ꎬ同一学校、幼儿园、自然村寨、社区、建筑工地等集体单位发

生 ３ 例及以上皮肤炭疽或肠炭疽病例ꎻ或 １ 例及以上职业性炭疽

病例ꎻ既往 ５ 年内无本地病例报告的县(区)ꎬ出现 １ 例及以上本地

炭疽病例ꎮ

三、畜间免疫接种

近 ３ 年发生过炭疽疫情的区域ꎬ可根据疫情动态和风险评估

结果ꎬ制定免疫计划ꎬ确定免疫范围和动物种类ꎬ开展预防性免疫ꎮ

新调入的动物可根据实际情况补免ꎮ 免疫地区应及时开展接种情

况核查ꎬ确保易感家畜处于有效免疫保护状态ꎮ 发生炭疽疫情时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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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按照«炭疽防治技术规范»对所有的易感动物进行紧急免疫接

种ꎮ 加强疫苗运输车、冷库、冰箱、冷藏箱等设施设备的维护和管

理ꎬ确保疫苗储存、运输处于规定的环境温度ꎮ

使用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炭疽疫苗ꎬ可选择使用无荚膜炭疽

芽孢苗或Ⅱ号炭疽芽孢疫苗ꎮ 疫苗产品信息可在中国兽药信息网

的兽药政务信息系统管理平台设置的国家兽药产品基础数据查询

模块中查询ꎮ

用完的疫苗瓶ꎬ使用过的注射器、酒精棉球、碘酊棉球、一次性

防护装备等废弃物应按照程序收集ꎬ经高压灭菌后处理或彻底焚

烧处理ꎬ严控生物安全风险ꎮ

四、疫情处置

(一)畜间疫情处置

１ 做好流调、检查和诊断

农业农村主管部门或者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到疑似炭疽

疫情报告后ꎬ应及时派员到现场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临床检查ꎬ并

立即隔离疑似患病动物及同群动物ꎬ限制移动ꎮ 按照«动物炭疽

诊断技术»(ＧＢ / Ｔ４５１０１－２０２４)采样送检ꎮ 严禁对病死动物尸体进

行开放式剖检ꎬ防止病原污染环境、形成永久性疫源地ꎮ

２ 规范处置确诊病例

根据流行病学调查、临床症状、实验室诊断结果综合判断确诊

为炭疽病例时ꎬ按照«炭疽防治技术规范»要求ꎬ严格落实无血扑

杀、无害化处理、消毒、紧急免疫、封锁等措施ꎬ及时规范处理炭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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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ꎮ 动物尸体严禁进入无害化处理场处理ꎬ原则上就地焚烧ꎬ按

照«疫源地消毒总则» (ＧＢ１９１９３－２０１５)有关措施执行ꎮ 处理及掩

埋点应设立永久性警示标志ꎬ禁止在周边放牧ꎬ防止家畜饮用低洼

地蓄积的雨水ꎮ 确需移动尸体ꎬ先用含有 ５ｇ / Ｌ 过氧乙酸或者 ２０ｇ /

Ｌ 有效氯的消毒液喷湿消毒尸体表面ꎬ用浸泡消毒液的纱布堵塞

天然孔ꎬ经严密包裹后运输ꎮ 运输车辆应密闭防渗ꎬ车辆和相关运

输设施离开圈舍和掩埋点时应进行彻底的清洗消毒ꎮ

采集患病动物放牧、饮水场所的土壤、水源和饲料等环境样

本ꎬ进行炭疽芽孢杆菌鉴定ꎬ查找疫情源头ꎮ 实验室检测结果为阴

性的ꎬ应结合流行病学调查情况持续开展疫情排查ꎬ并按照人间病

例确诊时间开始计算 ２０ 天内不再出现新发人间和畜间病例为止ꎮ

３ 做好消毒灭源

对可能被污染的环境、圈舍、饲料垫料、污水等严格按照«炭

疽防治技术规范»相关要求进行消毒灭源ꎬ及时彻底消除疫情隐

患ꎮ 可参照«疫源地消毒剂通用要求» (ＧＢ２７９５３－２０２０)规范使用

消毒药品ꎮ

对新老疫区进行经常性消毒ꎬ雨季开展重点消毒ꎬ扎实做好养

殖、运输、屠宰、无害化处理等各环节全链条全方位清洗消毒ꎮ

(二)人间疫情处置

１ 做好流行病学调查

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接到炭疽病例报告后ꎬ应立即进行疫情核

实和个案调查ꎬ主要包括病例基本情况、症状及体征、实验室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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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果、接触或暴露史、可能的感染来源及方式、家庭成员发病情况、

可疑污染的环境等ꎬ填写“炭疽病例个案调查表”ꎬ并调查病例的

共同暴露人群和接触者ꎬ开展病例搜索ꎮ 同时收集当地人口资料、

病例及居民居住环境、自然景观、气象资料等ꎬ了解疫点所在地既

往疫情和流行强度ꎬ收集当地动物养殖、屠宰、销售、发病、病死及

死亡后处置、疫苗接种等信息ꎮ 根据情况进行风险评估ꎬ指导疫情

处理ꎮ

２ 做好病例诊断、隔离和治疗

医疗机构或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应尽可能在抗生素治疗前采集

病例的相应标本并进行检测ꎮ 医疗机构按照«炭疽诊断标准»进

行病例诊断ꎬ在报告病例的同时应隔离患者ꎬ避免远距离运送ꎮ 皮

肤炭疽病例原则上隔离至创口痊愈、痂皮脱落为止ꎬ如临床症状消

失ꎬ皮损全部结痂硬结ꎬ周围皮肤无红肿ꎬ可出院居家隔离ꎮ 其他

类型病例应待临床症状消失、分泌物或排泄物连续两次培养或核

酸检测(间隔 ２４ 小时)阴性后可出院ꎮ 青霉素类、喹诺酮类、四环

素类、氨基糖苷类、碳青霉烯类等多种抗生素治疗炭疽有效ꎬ参照

«炭疽诊疗方案»进行抗生素治疗ꎬ同时应建立有效的支持疗法ꎮ

３ 做好接触者管理

肺炭疽患者的密切接触者ꎬ应在隔离条件下接受医学观察 １４

天ꎬ可居家或集中隔离ꎮ 其他类型炭疽病例的密切接触者不需要

隔离ꎬ只需进行医学观察ꎮ 对曾暴露于病例同一感染来源的人员ꎬ

应医学观察 １４ 天ꎮ 对患者的共同暴露人员和密切接触者可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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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防性服药ꎬ首选环丙沙星或多西环素ꎬ替代选择左氧氟沙星、莫

西沙星、克林霉素、阿莫西林、青霉素 Ｖ 钾等ꎮ

４ 做好消毒

患者个人物品做好消毒处理ꎬ医疗废弃物按规定集中处理ꎮ

炭疽患者死亡ꎬ尸体以浸透消毒剂的床单包裹后火化ꎮ 隔离病房

常规消毒ꎬ病人出院或死亡应进行终末消毒ꎮ 对可疑污染环境的

无害化处理参照原农业部«炭疽防治技术规范»ꎮ

五、检疫和屠宰监管

严格按照«动物检疫管理办法»和检疫规程做好动物产地检

疫和屠宰检疫ꎬ加强运输环节查证验物和运输车辆备案管理ꎬ严厉

打击贩运病死及死因不明动物及其产品等违法违规行为ꎬ严防因

非法调运导致疫病扩散ꎮ

加强对牛羊屠宰从业人员的宣传引导ꎬ提醒督促其不得宰杀

病死动物ꎮ 严把动物进场、屠宰、出场关ꎬ严防染疫动物及其产品

流向市场ꎮ

六、人员防护

动物防疫、检疫、实验室检测和饲养场、屠宰场、畜产品及皮毛

加工企业工作人员应注意个人防护ꎮ 实验室诊断检测人员要按照

相应生物安全级别实验要求开展个人防护ꎬ疑似炭疽病料标本的

涂片、染色和镜检ꎬ以及灭活材料的 ＰＣＲ 试验和沉淀试验操作可

在 ＢＳＬ－２ 实验室进行ꎬ病原分离培养操作应在 ＢＳＬ－３ 或以上级别

实验室进行ꎬ长期从事炭疽诊断的专业人员建议接种炭疽疫苗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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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采样、扑杀、运输、无害化处理的工作人员ꎬ应采取传染病二级

防护措施ꎬ使用医用防护口罩、医用乳胶手套、工作帽、医用防护服

或隔离衣、防护鞋(套)ꎬ必要时佩戴防护眼罩或面罩ꎮ 疫区内进

行疫源分析、流行病学调查、免疫和消毒的人员ꎬ应采取传染病一

级防护措施ꎬ穿戴工作服、工作帽子ꎬ使用医用防护口罩和医用乳

胶手套ꎮ 必要时采取二级传染病防护措施ꎮ

工作完毕后ꎬ应在指定地点脱掉并及时处理防护装备ꎮ 一次

性防护装备可通过焚烧等方式进行无害化处理ꎬ耐高温可重复使

用的物品需经高温高压灭菌处理(１２１℃ 高压蒸汽灭菌 １ 小时)ꎬ

不耐高温需要重复使用的物品可使用甲醛熏蒸消毒ꎬ或用 ５％ 甲

醛溶液浸泡消毒 ２ 小时ꎬ工作人员应立即洗手并及时沐浴ꎮ 工作

过程中若不慎暴露ꎬ应立即离场进行消毒处理并接受健康监测ꎮ

七、健康教育

各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加强炭疽

防控知识的健康教育ꎮ 通过宣传册、讲座、新媒体、现场宣讲等多

种形式ꎬ讲解炭疽的临床表现、传播和危害等基本知识ꎬ宣传告知

避免接触病死家畜、加强个人防护、及时报告疫情、出现症状后及

时就医等防护知识ꎮ 重点面向家畜养殖、屠宰、交易及皮毛加工从

业人员等高风险人群开展强化宣传教育ꎬ严禁随意屠宰、出售、转

运、加工和食用病死及死因不明动物ꎬ降低炭疽感染和传播风险ꎮ

八、联防联控

各级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和疾病预防控制机构要建立炭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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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防联控机制ꎮ 第一时间相互通报疫情信息ꎬ定期会商疫情形势ꎬ

及时了解人间和畜间疫情动态ꎮ 根据防控工作实际需要ꎬ联合处

置疫情和开展流行病学调查等防控工作ꎬ在流行区及重点场所联

合开展炭疽防控宣传教育ꎬ联合开展炭疽诊断和防治知识培训ꎬ重

点加强对动物炭疽临床症状、诊断监测、疫情处置、无害化处理、人

员防护等内容的培训ꎬ提高各级防疫人员和医务人员“早发现、快

反应、严处置”的能力和水平ꎮ 密切配合当地宣传部门做好媒体

风险沟通ꎬ避免群众恐慌ꎬ加强防护意识ꎬ减少舆情风险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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抄送: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ꎬ国家疾病预防控制局传染病防控司、监
测预警司、应急处置司ꎮ

　 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农业农村部屠宰技术中心)办公室 ２０２５ 年 ６ 月 １１ 日印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