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防疫个人工作总结 

动物防疫个人工作总结范文（通用 12 篇） 

时间过得真快，一段时间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了，相信大家这段

时间以来的收获肯定不少吧，想必我们需要写好工作总结了。大家知

道工作总结的格式吗？以下是小编收集整理的动物防疫个人工作总结

范文（通用 12 篇），欢迎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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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x 年即将结束，一年以来，在中心领导及同事们的支持和帮助下，

较好地完成了自己的本职工作和领导交办的其它任务。现将个人工作

总结如下： 

一、学习与实践同步，做好动物防疫工作。 

动物防疫工作关系到辖区百姓的身体健康和社会的稳定。在 xx 年

在动物防疫工作中，认真学习动物防疫法等相关知识以外，虚心向其

他同事学习防疫经验，确保所包镇的防控工作顺利完成。 

第一、疫苗领取。疫苗领回后，及时通知所包镇兽医站人员领取，

保证了疫苗的有效性。 

第二、防疫工作责任到人。根据市区防疫文件的总体目标和中心

防控会议会后对各镇(办)防疫的的要求，及时了解所报镇对防疫工作的

开展、人员的分配和疫苗的领取情况进行初步的了解，使自己对包镇

的防疫工作开展情况做到及时掌握。 

第三、防疫进度。对镇畜禽注苗情况进行统计并及时上报，确保

防疫进度的准确性。 

第四、督促所包镇做好年初中心下发的“瘦肉精”检测任务，截

止 10 月底完成 600 头生猪检测任务，无“瘦肉精”事件的发生; 

第五、积极参加培训活动。为更好的学习动物防疫知识，服务

“三农”，我积极参加春秋防疫培训会、奶牛养殖的培训、xx 区标准

化养殖培训会等培训活动，了解最新的防疫知识和养殖技术，提高了

防疫技能。 

二、数据和信息上报。 



依据省市区的文件总体目标及要求，我及时上报各类数据信息，

确保数据完整性和信息的及时性。第一、防疫信息。按照市区的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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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第二、数据汇总。根据省市区的

相关文件要求，对能繁母猪、渭河流域规模养殖场(区)粪污处理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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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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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心要求对各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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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提供决策依据。 

三、存在问题和不足。 

业务能力距离个人目标还有一定差距，专业素质与领导要求还有

很大的距离。 

四、下一步工作打算。 

认真学习业务知识和技能，在新的一年使自己的业务水平有一定

的提高。 

个人在工作中虽然还有一些不足，但我相信，用心工作可以把工

作干对，用力可以把工作干好，用脑可以把工作做精，相信通过努力，

使不足之处得以完全的改正，使自己的业务水平有所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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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有效防止动物疫病的发生和传播，确保我县今年不发生重大动

物疫病及食品安全方面的事件，在上级部门的领导下，以“加强领导、

密切配合、依靠科学、依法防治、群防群控、果断处置”的防控方针

为核心，以防控重大动物疫病和保障公共卫生安全为主线全面开展春

季防疫工作。现将防疫工作情况总结如下: 

一、工作措施 

（一）精心组织，加强领导。防疫工作开展前，县政府和农牧局

召开了春季工作防疫会议，从各个方面详细安排了动物防疫工作。并

层层签订防疫责任书，逐级落实动物防疫工作责任制，确保了全县的

免疫质量和密度。 



（二）分片负责，责任到人。针对防疫期间个别乡镇站的免疫抗

体监测结果较差的结果，在认真总结工作经验的基础上追加和细化干

部职工工作完成情况考核办法；同时抽调 6 名业务骨干在各乡镇蹲点，

协助各乡镇站督促指导春防和二维码标识的佩戴工作。 

（三）抓好物质储备，保障春防工作有序实施。为使我县春季动

物防疫的顺利，组织储备了口蹄疫双价苗 102.5 万毫升，炭疽苗 30 万

毫升，出败苗101 万毫升，羊四联苗100 万头份，羊痘苗90 万头份，

猪口蹄疫疫苗0.5万毫升等。为保证疫苗质量，杜绝浪费，严格规范储

藏，对暂不使用的疫苗由县站统一贮存保管。 

（四）开展培训工作，全面提高群众防疫意识。为进一步提高动

物防疫员业务素质和工作水平，于 4 月 6 日-12 日，举办了为期 7 天

的全县动物防疫员技能培训班，主要围绕我县家畜传染病、常见病等

的预防和防治进行了理论培训，县、乡两级专业技术人员和基层民间

防疫员等共计 121 人参加了培训。 

（五）强化各项制度，做好组织保障。严格防疫期间的各项工作

制度，要求全县干部除特殊情况外，任何人不得随意请假，擅自离岗，

无条件服从单位统一安排，并对基层乡站实行考勤通报制，使全县兽

医技术人员全身心地投入到防疫工作中，认真扎实的完成防疫工作，

有效保障了防疫期间的工作秩序和工作效率。春防期间共动员业务人

员 61 人,民间防疫员 69 人,车辆 26 台，为圆满完成此项工作提供了有

力的组织保障。 

（六）上下紧密配合，加强动物及动物产品流通环节的监管力度。

为保障市场流通领域的安全运行和人体健康。联合有关部门加大市场

监管整治力度，严格对动物及动物产品的检疫消毒和查证验物。 

（七）强化监督，规范指导。为确保春防工作落到实处，县动物

疫控中心对全县五乡两镇的防疫工作进行了全面督查，及时掌握防疫

进度，了解防疫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及时反馈意见建议。 

二、工作完成情况 

（一）动物疫病预防免疫情况如下： 

1.家禽免疫：免疫家禽 2638 羽。其中禽流感 1319 羽；新城疫免



疫 1319 羽。 

2.牲畜免疫：累计免疫牲畜口蹄疫 67.48 万头。其中羊 W 苗免疫

57 万只;牛 W 苗免疫 10.36 万头； 猪 W 苗 0.12 万头；免疫密度为

100% 。牛出败疫苗9.2万头；注射羊痘疫苗 66.27 万只；注射牛 A 型

口蹄疫疫苗1542 头；注射无毒炭疽疫苗17.29 万头；注射羊四联疫苗

59.88 万只；注射猪三联疫苗 0.12 万头。 

3、耳标补戴和录入：新增牲畜补戴耳标及二次免疫录入二维码标

识共 314206 枚，其中牛 59724 枚，羊 254120 枚，猪 362 枚。 

（二）内外寄生虫驱虫及防疫消毒：驱虫 515086 头只，圈舍消

毒 46300 平方米。 

（三）高致病性禽流感防控：根据禽流感防控工作安排，从三月

份开始各乡镇兽医站每周 2 次对东大滩水库、青海湖周边水域、金沙

湾、沙岛等候鸟栖息地进行巡查，同时县站也组织人员进行不定期督

查。截至目前共督查 4 次，巡回检查 12 次，出动车辆 29 辆（次）出

动人员 48 人（次）。在检查过程中发现东大滩水库死亡黄鸭 4 只，经

初步诊断为正常死亡，为防止污染，县站人员对死鸭进行了无害化处

理，并要求乡镇站继续加大巡查力度，确保我县今年不发生禽流感疫

情。 

（四）疫病监测情况：为及时掌握疫情动态，严防疫情的发生，

按照年初安排对规模饲养场、散养户的家畜进行监测，各种疫病监测

工作现正在进行当中。 

（五）免疫信息报送情况：集中免疫期间，我站进一步完善动物

免疫信息周报制度，明确专人负责免疫信息的收集统计工作，并于每

周三上报州牧科所。 

（六）疫情上报情况：每月按时上报疫情报告，为准确掌握全县

的疫情动态提供了体系保障。 

（七）检疫监督情况： 

1、屠宰检疫各类动物 392 头(只)，运输检疫羊 1607 只，市场检

验肉类 31.37 吨，检疫率及持证率均达 100% 。 

2、认真组织开展仔猪、雏鸡引进专项整治行动，严厉地打击擅自



从省外调入和无证经营畜禽行为。到目前为止出动检查 37 次；参加人

员 97 人次；检查运载生猪车辆 14 辆，检查生猪 167 头；检查运载家

禽车辆 5 辆，检查家禽 80 羽；接到社会举报4 次，处理 4 次；堵回运

载无检疫证明的生猪车辆 3 起，生猪 24 头。 

（八）兽药市场检查情况：根据省农牧厅《关于加大兽药市场整

治力度进一步规范兽药经营使用行为的通知》（青农医[20xx]20 号）

精神，会同州动物卫生监督所的人员在全县范围内就公布的假劣兽药

名单及产品展开了全面的清查，共出动行政执法人员 6 人次，检查兽

药经营门市部 4 家，动物门诊 4 个，小型养殖场 1 个，收缴销毁假劣

兽药 30 余盒药物价值计 484 元。 

三、存在的问题 

1、春季家畜体质瘦弱，加之今年干旱导致弱畜因体质尚未恢复，

群众对疫苗反应得顾虑较大，根据实际情况对部分牲畜决定注苗时间

适当延缓，以免挫伤群众防疫积极性，影响了春防进度。 

2、由于耳标掉标现象严重，有些牧民群众只愿意给牲畜注射疫苗，

而不愿意给牲畜佩戴二维码标识，致使我县的动物追溯体系建设工作

滞缓。 

3、虽然应激死亡为少数牲畜，但由于其补偿经费数额有限，造成

牧户对防疫工作有一定的抵触情绪，给防疫工作带来了负面影响。 

4、防疫经费紧缺，影响防疫质量。 

5、个别乡站业务人员少，导致防疫进度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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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xx 年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在农牧业局的正确领导和上级业务

部门的指导下，紧紧围绕重大动物疫情稳定这一中心任务，全面开展

了畜禽免疫、动物疫情监测、流行病学调查、畜间布病溯源灭等项工

作，重点加大对 H7N9 型高致病性禽流感和小反刍兽疫疫情防控工作、

完成了自治区兽疫工作实际量化考核验收和国家对马传贫验收、监测

和档案整理工作。通过县、乡、村三级兽医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圆满

完成了上半年的各项工作任务，实现了全年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

等重大动物疫病零疫情，布病高发态势得到初步遏制，并出现可喜下



降趋势，并成功阻止了小反刍兽疫疫情的传入和蔓延，实现了“不发

生重大动物疫情、不发生公共卫生安全事件”的工作目标，有效保障

了畜牧业的快速健康稳定发展。 

一、主要工作指标完成情况 

据不完全统计，今年全县共完成家畜免疫 1381.0595 万头只口次，

家禽免疫 502.00 万羽次。其中：牲畜口蹄疫免疫 256.2895 万头只次

（猪口蹄疫 16.00 万头，牛 O 型口蹄疫 1.4398 万头次，牛三价 6.85

万头次，（秋防所有牛用牛三价苗）羊口蹄疫 232.00 万只次）；小反

刍兽疫 193.00 万只，猪蓝耳病免疫 16.00 万口次，猪瘟免疫 16.00 万

口次； 

炭疽免疫 40.97 万头只口；禽流感免疫 258.00 万羽次，鸡新城疫

免疫 244.00 万羽次。重大动物疫病应免密度达到 100% 。同时根据我

县实际情况开展了多发病防治工作，共免疫仔猪副伤寒 0.14 万头，狂

犬 0.17 万条，羊痘 151.67 万只，羊三联 63.00 万只。 

二、重点工作完成情况 

（一）坚持预防为主，全面开展畜禽免疫工作 

强制免疫是当前防控重大动物疫病的有效措施，也是春秋重大动

物疫病防控的核心工作，是避免和减少疫情发生的关键。面临国内外

动物疫情的严峻形势，我们本着“加强领导、密切配合、依靠科学、

依法防治、群防群治、果断处理”的原则，坚持预防为主的方针，把

畜禽免疫做为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重点，对小反刍兽疫、高致病

性禽流感、口蹄疫、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布病等重大动物疫病

实行强制免疫，对新城疫、炭疽、羊痘、羊三联等其它动物疫病实行

常规计划免疫。规模养殖场实行程序免疫，散养畜禽采取春秋集中免

疫和常年补免相结合的方式，建立健全了周补免制度。按照《年兴安

盟动物疫病免疫计划》（兴农牧字发[]74号）的要求，在春季 2 月 17

日开始适时组织开展春季集中免疫，在免疫过程中严格免疫程序，做

到“五个统一、六个不漏”，对漏针和新补栏的畜禽及时进行了补免，

尤其加强了规模养殖户（场）和养殖小区免疫监督管理，确保在免疫

过程中不漏掉一个应免畜禽，做到真苗、真打、真有效。由于实行了



高密度免疫，确保强制免疫畜禽群体免疫密度常年维持在 90% 以上，

其中重大动物疫病应免畜禽免疫密度达到了 100% 的国家要求。同时

在春季集中免疫后及时进行了免疫效果监测，对群体抗体合格率达不

到 70% 的或接近临界值的地区要求进行再次集中补免，确保群体抗体

合格率全年保持在 70% 以上，做到应免尽免，不留死角。 

（二）加强疫情监测，及时掌握疫情动态 

为及时掌握动物疫病免疫状况、流行规律和疫情动态，增强动物

疫情预警预报能力，科学判断动物疫病发生风险和流行趋势，按照

《年兴安盟动物疫病监测计划》要求，本着“常规监测与应急监测相

结合、定点监测与全面监测相结合、抗体监测与病原监测相结合”的

原则，切实加强了小反刍兽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高致病性

猪蓝耳病、猪瘟、新城疫、布病、羊痘、炭疽等主要动物疫病监测力

度。实行重大动物疫病全年监测，确保监测工作的常态化。扩大监测

范围，要求各乡镇每个月及时报送血清，在春季集中免疫后及时开展

集中监测。同时进一步加强了活畜禽交易市场、肉鸡养殖小区、奶牛

养殖小区、老疫区等重点场所和区域的监测工作，尤其是加强了人畜

共患病的监测力度，通过监测提高了疫情预警的准确性、时效性，有

效地防止我县境内疫情发生和境外疫情传入。强化落实村级防疫员疫

情观察报告制度，加强举报疫情核查，及时排查疫情隐患，查找防控

工作漏洞，制定科学应对措施。今年兽医实验室共检测羊布病血清

11080 份，血清学检测鸡血清 700 份、猪血清 320 份、奶牛血清 320

份、羊血清 800 份。经检测小反刍兽疫高致病性禽流感、口蹄疫、高

致病性猪蓝耳病、猪瘟、新城疫、布病等重大动物疫病免疫抗体合格

率监测结果均达到了国家规定的标准。 

（三）认真组织开展畜间流调工作 

根据自治区和兴安盟《年高致病性禽流感和口蹄疫等主要动物疫

病流行病学调查方案》的要求，县乡两级业务部门结合本地的实际，

积极开展畜间流行病学调查工作。重点开展了牲畜口蹄疫、高致病性

禽流感、高致病性蓝耳病、布病、结核病、炭疽、小反刍兽疫的流行

病学调查。根据调查结果，科学制定适合我县重大动物疫病防控措施。



为切实做好畜间布病溯源灭点工作，今年进一步加大了畜间布病流行

病学调查力度，我中心积极与卫生部门保持密切联系，根据 20xx 年 8

月份至年 6 月人间布病网报信息，从人间病例和畜间流产两方向入手，

及时对各乡镇畜间布病流行情况进行调查，经调查确定待定疫点 190

个，疫点涉及乡镇（场）10 个、村 78 个、羊 5.087 万只。 

（四）切实强化应急管理工作 

进一步强化应急防控工作机制，规范工作程序。一是加强应急队

伍建设。对各乡镇村级防疫员开展了畜禽免疫、疫苗运输和贮存、自

身防护、应急处臵等方面的培训，极大地提高了村级防疫员应急处臵

能力；二是加强应急值班值宿，尤其是节假日和重大活动期间分别制

定了重大动物疫情专项应急预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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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保一旦发生紧急情

况迅速报告，有效反应，及时应对，采取措施，有效地防止疫情扩散、

蔓延，迅速扑灭疫情。三是积极增强应急物质储备能力。按照应急预

案要求，我中心购进储备各类疫苗 57 万毫升(头份)，其中小反刍疫苗

20 万毫升、禽流感疫苗 2 万毫升、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苗 2 万毫升、

牲畜口蹄疫疫苗 5 万毫升、猪三联疫苗 2 万毫升、羊痘 2 万毫升、鸡

新城疫疫苗 2 万毫升、布病 10 万毫升、小反刍疫苗 47 万毫升、其它

疫苗 12 万毫升，消毒药品 6.4吨，购入一次性采血器、水鞋、急救箱、

保温箱、防护服、护目镜、胶皮手套等重大动物疫情应急物资，确保

在突发疫情时能及时有效应对。 

（五）全力抓好消毒灭源工作 

消毒灭源是根除重大动物疫病疫源的有效措施，按照《动物防疫

法》有关规定及防治技术规范要求，结合我县疫病流行规律实际情况，

年初我们制定了科学合理的消毒灭源方案，进一步完善了强制消毒制

度。我们充分利用春季集中免疫及高温季节的有利时机，积极开展了

消毒灭源工作。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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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据 20xx 年国家、省、州秋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会议精神，

依照 xx 省动物疫病预防节制中心《关于下达 xx 省 20xx 年度动物疫情



测报站(边陲动物疫情监测站)监测任务的看护》(云疫控〔20xx〕3 号)、

《xx 动物疫病预防节制中心关于印发 20xx 年 xx 动物疫病监测与流行

病学查询访问计划的看护》(德动防[20xx]2号)等文件要求，在xx市市

委、市当局的正确领导下，在 xx 农业局(畜牧兽医局)的关切、支持下，

我市结合实际订定了《xx市20xx 年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实施》，认真依

照“防风险、保平安、匆匆成长”和“两个确保”的总体目标，坚持

“当局保免疫密度、业务部门保免疫质量”和“属地治理”原则，狠

抓落实各项防控步伐，通过全体动物防疫人员的配合尽力，顺利完成

了全年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现将全年如下。 

一、 增强组织领导，落实动物防疫责任 

今年我市市当局先后于 20xx 年 1 月 26 日和 8 月 8 日召开全市的

春、秋季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会议，市分管农业的副市长、市农业

局领导和相关股室站所、乡镇(农场)分管农业领导及兽医人员、全市村

子级动物防疫员等 180 多人参会。两次会议认真总结了我市上一年、

上一季的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并阐发了我市面临的严峻动物疫病

防控形势并实时支配安排了春秋两季的具体工作。 

今年我市继承全面推行“当局主导、分片包干、集中免疫、整村

子推进”的动物免疫模式，切实开展好牲畜口蹄疫、高致病性禽流感

等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工作。依照“当局保免疫密度、业务部门保

免疫质量”的原则，各乡镇对本辖区内动物防疫工作负总责，主要领

导是第一责任人，分管领导是主要负责人，实行乡镇领导包片、驻村

子干部包村子、技巧人员包注射的治理机制，实现层层有人管，层层

抓落实，全市动物防疫责任制落实有序推进。 

二、 保障经费投入，晋升工作动能 

(一) 地方财政防疫经费预算 

今年我市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经费虽经多次增取但仍未列入本

市财政预算。 

(二) 中央、省级动物防疫等补助经费落实环境 

目前，我动物疫控中心收到省级下达的动物疫病防治防疫体系扶

植项目资金 8 万元、xx省跨境动物疫病防控机制扶植项目资金 60 万、



跨境动物疫病区域化治理试点工作边陲防控才能扶植项目资金 73 万。

目前，几个项目都已完成了规划编制和上报批复工作，项目相关扶植

内容正在有序实施中。 

三、 多措并举，防控得力 

(一)强化根基免疫，确保免疫密度 

20xx 年第四季度我市生猪存栏 8.9015 万头，牛存栏 3.6257 万头、

羊存栏 0.9021 万只，犬存栏 1.3102 万只，家禽存栏 164.9962 羽(鸡

156.1746 万羽，鸭7.1953 万羽，鹅 1.6263 万羽);20xx年第二季度末

我市生猪存栏9.1308 万头，牛存栏3.1098 万头、羊存栏0.783万只，

犬存栏 2.77 万只，家禽存栏 154.5417 万羽(鸡 146.6353 万羽，鸭

6.5403 万羽，鹅 1.3661 万羽)。以下群体免疫密度盘算以此两组数字

为基数。 

1、强制免疫环境 

(1)疫苗注射。20xx 年共完成强制免疫 613.2336 万头羽只次。此

中：猪口蹄疫苗应免数为 17.1507 万头次，实际免疫 17.1507 万头次，

群体免疫密度 95.11% ，应免密度 100%; 牛口蹄疫疫苗应免数为

6.4183 万头次，实际免疫数为6.4183 万头次，群体免疫密度95.29 % ，

应免密度为 100%; 羊口蹄疫疫苗应免数为 1.6073 万头次，实际免疫数

为 1.6073 万头次，群体免疫密度为 95.38% ，应免密度为 100%; 高致

病性禽流感疫苗应免数为 306.5297 万羽次，实际免疫 306.5297 万羽

次, 群体免疫密度为 95.93% ，应免密度为 100%; 鸡新城疫疫苗应免数

为 280.0549 万羽份，实际免疫 280.0549 万羽份，群体免疫密度为

92.49% ，应免密度为 100%; 小反刍兽疫应免数为 1.4727 万头次，实

际免疫 1.4727 万头次，群体免疫密度为 87.4% ，应免密度为 100% 。 

(2)强制免疫应激反映。全年生猪口蹄疫反映 264 头，反映率

0.14%;反映死亡 137 头，反映死亡率为 0.08% 。牛口蹄疫疫苗免疫反

映 0 头。羊口蹄疫疫苗免疫反映 1 只，反映率 0.006% ，反映死亡 1

头，反映死亡率 0.006% 。 

(3)重大动物疫病免疫反映死亡治疗补助发放环境。20xx 我市继承

实行第一光阴现场兑付方法，快速处置惩罚村子防疫员免疫历程中呈



现畜禽反映死亡的问题，削减养殖户的经济损失。全年重大动物疫病

免疫反映治疗及反映死亡补助共兑付 3.9519 万元，此中死亡补助

3.452 万元， 治疗补助 0.4999 万元。 

2、动物老例免疫环境。20xx 年全年共实施动物老例免疫注射

288.8598 万头只次。此中：实施牛出败疫苗免疫 2.4062 万头次;牛气

肿疽疫苗免疫 0.1133 万头次;猪瘟疫苗免疫 7.4214 万头次;高致病性猪

蓝耳病疫苗免疫数 7.3644 万头次;实施猪肺疫疫苗免疫 7.3384 万头次;

实施仔猪副伤寒疫苗免疫 0.9545 万头次;实施猪伪狂犬疫苗免 1.0049

万头次;实施禽霍乱疫苗免疫 261.8368 万羽次;实施狂犬病疫苗免疫

0.4199 万只次。 

3、驱虫和消毒环境 

(1)驱虫环境。20xx 年完成畜禽驱虫 314.1028 万头(羽)次，与客

岁同期 317.3702 万头(羽)次相比，削减 3.2674 万头(羽)次，低落

1.03% 。 

(2)消毒环境。 20xx 年共使用消毒药品 9.673 吨，消毒面积达

360.7 万平方米。 

(二)增强疫情监测，进步风险预警 

1、免疫抗体和病原学监测。 

(1)免疫抗体监测。全年共监测各种血清样品 6809 份，此中合格

5350 份，总体抗体合格率为 78.57% 。此中： 

①O 型口蹄疫共监测份 1678 血清，免疫抗体合格 1246 份，合格

率 74.26%( 此中：猪 848 份，合格 606 份，合格率 71.46%;牛 508 份，

合格 378 份，合格率 74.41%;羊 322 份，合格 262 份，合格率

81.36% 。)，与客岁同期(73.6%)相比，上升 0.66个百分点。 

②猪瘟共监测394 份血清，免疫抗体合格 233 份，合格率 59.14% ，

与客岁同期(81.2%)相比，降低 22.06 个百分点。 

③H5 (Re-8) 亚型禽流感共监测 1353 份鸡血清，免疫抗体合格

1204 份，合格率 88.99% 。与客岁同期(76.4%)相比，上升 12.59个百

分点。 

④H7N9 亚型禽流感共监测 1353 份鸡血清，免疫抗体合格 1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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