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2023� 第2卷�第3期·农业科技与发展

152

关于野生动物检疫若干问题的分析

刘世谋
广州市增城区动物卫生监督所宁西分所 广东 广州 511358

摘� 要：动物检疫是防止动物疫病流行与传播有效防范措施，因此新时代新形势下如何开展野生动物检疫是新时

代面临的新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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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
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

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内在要求。”[1]野生动物是

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野生动物是维持生

态链和食物链完整性关键一环，保护野生动物就是保护

生态环境保护人类健康。保护野生动物是维持生物多样

性、保持生态平衡的重要举措，更是用实际行动践行习

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走绿色发展之路的有力举措。由于野

生动物及疫病种类繁多，且随着生态环境改善，野生动

物数量增长，进入人类活动区域的情况增多，因此野生

动物疫病不仅影响动物自身安全，大量人畜共患传染病

(注：根据2022年08月19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部公告 第
571号[2]，目前我国公布的常见人畜共患传染病是24种）
的存在更是直接威胁到人类的生命健康，而动物检疫是

防止动物疫病流行与传播有效防范措施，因此新时代新

形势下如何开展野生动物检疫是新时代面临的新课题，

也是本文将要分析讨论的重点。*

1 工作现状

随着人类在自然环境中的活动不断扩展，与野生动

物疫病疫源地发生接触的概率也越来越高。从2002年非
典、2012年中东呼吸综合征、2014年非洲埃博拉、2019
年新冠、2022年猴痘等一整条时间线看，人类社会发
生不同人畜共患传染病的时间间隔越来越短，由此可

见人畜共患传染病，特别是一些未知的野生动物传染病

对相关从业人员和人民群众潜在健康风险也越来越难以

预估。野生动物传染病不仅影响到野生动物自身安全，

其携带的未知疫病更是直接威胁人类生存，而动物检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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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防止动物疫病流行与传播，预防、控制、净化和消灭

动物疫病，防控人畜共患传染病，保障动物源性食品安

全，维护人体健康和公共卫生安全最有效的措施。

动物检疫是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根据行政相对人的申

请，依法规对动物传染病状况进行确认，是代表国家根

据确认结果作出行政许可的行为。有国家强制作为后

盾，行政相对人未经检疫许可从事相关活动将承担相应

的法律责任。为全面禁止非法野生动物交易，革除滥食

野生动物陋习，保障人民群众生命健康安全，2020年全
国人大常委会对因科研、展示、药用等非食用性利用野

生动物的检疫检验和审批等提出明确要求。但因当时的

《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以下简称：《动物防

疫法》，注：新版《动物防疫法》于2021年22日由全大
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五次会议修订通过并予公布，自2021
年5月1日起施行）《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
（以下简称：《野生动物保护法》，注：新版《野生动

物保护法》于2022年12月30日由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第
二次修订通过并公布，自2023年5月1日起施行）等未及
时修订，导致野生动物检疫工作在实践层面一直处于难

以打开局面的窘境。

2 存在问题及分析

2020年2月24日，虽然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对非食
用性利用野生动物的检疫检验提出明确要求，但因《动

物防疫法》《野生动物保护法》等未及时修订，以及对

野生动物概念不明确、野生动物防疫工作主管职责不明

确、野生动物防疫工作内容缺乏具体指引、野生动物检

疫缺少检疫标准和规程等，且在野生动物防疫检疫专业

人员、设备以及基础研究等方面也存在较大短板，所以

野生动物检疫工作实际上难以有效落地。

2.1  何为野生动物？
《野生动物保护法》明确指出，野生动物是指珍贵、

濒危的陆生、水生野生动物和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

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具体而言，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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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指收录在我国《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中的野

生动物。三有保护动物即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

的陆生野生动物，是被列入《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

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简称“三有名录”)的动物。
根据《野生动物检疫办法》（注：已由农业农村

部、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制定于2023年3月24日公布，自
2023年5月1日起施行），该法所称野生动物,是指《野生
动物保护法》规定保护的陆生脊椎野生动物以及核准为

国家重点保护的非原产我国的陆生脊椎野生动物。水生

野生动物苗种的检疫参照水产苗种检疫有关规定执行。

综上所述，适用《动物防疫法》《野生动物保护

法》《野生动物检疫办法》的野生动物，就是指珍贵、

濒危，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三有动物”）

的陆生脊椎野生动物以及核准为国家重点保护非原产我

国的陆生脊椎野生动物，及珍贵、濒危水生野生动物。

2.2  受保护的野生动物有哪些？
国际重点保护类：一是《濒危野生动植物种国际贸

易公约》 [3]附录Ⅰ、Ⅱ、Ⅲ共计35000多种（其中附录
Ⅰ、Ⅱ核准为一、二级，约为4100多种动植物）。二是
政府间协定的保护候鸟名录300多种（1981中日227种、
1986中澳81种、2007中韩337种、2016中新26种）。
国家重点保护类：一是《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

录》（1989-2021）[4]从476种增加到988种（林业686种，
农业302）和8类，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234种和1
类、国家二级保护野生动物746种和7类，上述物种中686
种为陆生野生动物，294种和8类为水生野生动物。二是
《有重要生态、科学、社会价值的陆生野生动物名录》[5]

（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告 2023年第17号 发布调整后的三
有名录）共收录野生动物1924种，在部分地区致害严重
的野猪已被调整出“三有”名录，与2000年首次发布的
原名录相比，在基本保留原有种类的同时，新增加700多
种野生动物。

广东省以及其他省份重点保护类：《广东省重点保

护陆生野生动物名录》[6]（2001-2021）从76种增加到146
种，其中哺乳类10种，鸟类107种，爬行类14种，两栖类
12种，昆虫类3种，另外增加了昆虫类和蝙蝠类，对以往
名录作了有益补充。其他省、自治区、直辖市等自行确

定的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名录本文不再详细介绍，可根据

需要自行查阅。

2.3  野生动物如何管理？
根据《野生动物保护法》，一是全国陆生、水生野

生动物保护工分别由国务院林业草原、渔业主管部门负

责；二是《动物防疫法》等有关法律法规适用野生动物

疫源疫病监测、检疫和与人畜共患传染病有关的动物传

染病的防治管理等；三是海关、科技等部门按照法律法

规做好动物疫病监测预警工作，定期与农业农村主管部

门互通情况，紧急情况及时通报；四是农业农村、野生

动物保护主管部门按照职责分工做好野生动物疫源疫病

监测等工作，定期互通情况，紧急情况及时通报。但是

将陆生与水生野生动物保护的行政权分别划给国家林草

局和农业农村部的相关部门行使，一定程度上导致权力

分散，影响野生动物保护的信息互通和标准化建设，不

能很好实现野生动物保护职能的统筹。

2.4  野生动物需申报检疫的情形？
根据《野生动物检疫办法》，凡是出售、运输非食

用性利用野生动物，以及饲养、出售、运输（即指运

输、携带、寄递野生动物出县境的行为）人工捕获的野

生动物,应当提前三天向捕获地或所在地县级动物卫生监
督机构申报检疫。

2.5  野生动物检疫检疫标准和规程？
2021年5月1日之前，对人工捕获的可能传播动物疫

病的野生动物，旧版《动物防疫法》虽然要求开展检

疫，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因缺少相应的检疫标准和规程，

一直是动物防疫工作中的短板弱项，导致野生动物检疫

处于有法律检疫要求，却无法落实检疫工作的窘境。

2021年5月1日起施行的新版《动物防疫法》，不仅要求
对人工捕获和参加比赛、展示、演出的野生动物开展检

疫，同时要求国务院农业农村主管部门会同国务院野生

动物保护主管部门制定野生动物检疫办法，为开展野生

动物检疫提供检疫标准和规程，而与《动物防疫法》、

《野生动物保护法》相配套用于指导动物卫生监督机构

开展野生动物检疫提供检疫标准和规程的《野生动物检

疫办法》，直到2023年3月24日才由农业农村部、国家林
业和草原局制定并公布，自2023年5月1日起施行。因此
有关野生动物检疫的法律法规制定、修订或修正及施行

时间存在时间差，是导致野生动物检疫工作难以有效落

地开展的最主要原因。

2.6  野生动物检疫范围？
根据《野生动物检疫办法》，《野生动物检疫程》

适用于《野生动物重点检疫病种名录》涉及的野生动物

的检疫；《野生动物重点检疫病种名录》未涉及的非食

用性利用和人工捕获陆生脊椎野生保护动物的检疫，参

照该规程执行。目前，野生动物重点检疫病种名录（3纲
6目19科、22种病），具体如下：
一是检疫范围：哺乳纲（灵长目{懒猴科、猴科、猩

猩科、长臂猿科}、树鼩目{树鼩科}、食肉目{犬科、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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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熊猫科、鼬科、灵猫科、猫科}、奇蹄目{马科}、
偶蹄目{猪科、骆驼科、麝科、鹿科、牛科}、兔形目{兔
科、鼠兔科}）、鸟纲、两栖纲。二是检疫对象（重点检
疫病种）：不同的纲、目、科有不同的检疫病种（5种
+15种+2种蛙病）。

2.7  野生动物的补检条件？
根据《野生动物检疫办法》，取得野生动物人工繁

育许可证、特许猎捕证或者狩猎证等证件以及出售、利

用野生动物行政许可文件或专用标识的，依法应当检疫

而未经检疫的野生动物，经补检符合下列条件的（1.提供
《野生动物重点检疫病种名录》规定的实验室疫病检测

报告，检测结果合格；2.临床检查健康），由官方兽医出
具动物检疫证明。

3 对策建议

3.1  建立跨部分协作机制。新版《动物防疫法》和新
版《动物检疫管理办法》（注：新版《动物检疫管理办

法》已于2022年8月22日经农业农村部第9次常务会议审
议通过并公布，自2022年12月1日起施行）明确了县级以
上人民政府以及农业农村、野生动物保护、卫生健康、

海关等部门职责，强调了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在完善野生

动物疫源疫病监测体系和工作机制，以及重大动物疫情处

理上的主体责任。因此建立跨部门协助机制，对于促进人

畜共患传染病防治、人畜共患病名录制定、野生动物疫病

病监测、死亡动物无害化处理等工作具有重要意义。

3.2  加大《动物防疫法》《野生动物检疫办法》《动
物检疫管理办法》等普法宣传力度。野生动物是自然生

态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护野生动物是维持生物多样

性、保持生态平衡的重要举措，但是动物疫病可以在野

生动物和家畜家禽间相互传播，甚至传染给人类，因此

加大普法宣传力度，强化对野生动物的检疫管理，对于

及时有效阻断野生动物向家畜家禽和人类传播疫病就显

得尤为重要。

3.3  加强野生动物检疫队伍建设。一是加强野生动物
防疫检疫专业人员培训，重点加强《野生动物保护法》

《野生动检疫办法》《野生动物检疫规程》等法律法规

的学习，提高依法依规检疫意识。二是根据野生动物特

点加大野生动物检疫设施设备投入以及基础研究，提高

野生动物检疫技能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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