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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ＧＢ／Ｔ２２３３０《无规定动物疫病区标准》目前分为１４个部分：

———第１部分：通则；

———第２部分：无口蹄疫区；

———第３部分：无猪水泡病区；

———第４部分：无古典猪瘟（猪瘟）区；

———第５部分：无非洲猪瘟区；

———第６部分：无非洲马瘟区；

———第７部分：无牛瘟区；

———第８部分：无牛传染性胸膜肺炎区；

———第９部分：无牛海绵状脑病区；

———第１０部分：无蓝舌病区；

———第１１部分：无小反刍兽疫区；

———第１２部分：无绵羊痘和山羊痘（羊痘）区；

———第１３部分：无高致病性禽流感区；

———第１４部分：无新城疫区。

本部分为ＧＢ／Ｔ２２３３０的第９部分。

本部分的附录Ａ为规范性附录。

本部分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提出。

本部分由全国动物防疫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

本部分起草单位：中国动物卫生与流行病学中心。

本部分主要起草人：魏荣、黄保续、杨承谕、蔡丽娟、王树双、于丽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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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规定动物疫病区标准

第９部分：无牛海绵状脑病区

１　范围

ＧＢ／Ｔ２２３３０的本部分规定了无牛海绵状脑病（ＢＳＥ）区的认定条件。

本部分适用于牛海绵状脑病的监测、无疫认定和国际无疫申请。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ＧＢ／Ｔ２２３３０的本部分的引用而成为本部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

件，其随后所有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部分，然而，鼓励根据本部分达成

协议的各方研究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

部分。

ＧＢ／Ｔ２２３３０．１　无规定动物疫病区标准　第１部分：通则

３　术语和定义、缩略语

ＧＢ／Ｔ２２３３０．１中确立的术语和定义、缩略语适用于ＧＢ／Ｔ２２３３０的本部分。

４　犅犛犈风险类别的认定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ＯＩＥ）在２００５年《陆生动物卫生法典》２．３．１３中规定，牛海绵状脑病的风险类别

分为“可忽略的风险”、“可控制的风险”和“不确定的风险”。按照规定，我国属于“可控制的风险”这一

类别。

５　犅犛犈的监测

５．１　监测计划的制定

５．１．１　选择目标分数

从附录Ａ的表Ａ．１中选择理想的监测目标分数。表中列出了不同规模大小成年牛群的目标分数。

对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成年牛群可进行估计，或者也可设定为一百万头，这是因为在统计学上一百万是一

个点，超过这个点，样品的大小就不会随着群体的增大而继续增加。目标分数的选择取决于某个国家或

地区所选择的设定流行率。

５．１．２　确定所采样品的分数值

用表Ａ．２来确定监测所采集样品的分数值。本方法根据采样的亚牛群和采样牛的年龄，按照检测

感染的可能性，给每份样品分配一个分数值。因为不可能准确地判定出采样牛的年龄，表Ａ．２将分数

值合并为５个年龄组。每一组的分数值都定为该组年龄段的平均值。按照有关该病潜伏期的科学知识

和全世界对ＢＳＥ的经验，根据ＢＳＥ症状出现的相对可能性来选择确定年龄组。可对亚牛群和年龄进

行任意搭配来采样，但应能够反映某个国家、地区、隔离区的牛群的统计学数据。另外，所有国家都至少

应从四个亚牛群的三个中采样。所采样品的总计分数可连续７年累积，直至达到表 Ａ．１确定的目标

分数。

５．２　监测计划的要求

设计的监测计划应保证采集的样品对该国家、地区或隔离区的牛群具有代表性，并且要考虑生产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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