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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农码”（畜牧行业）赋码规则（S2版）
（征求意见稿）

1.引言

为驱动投入品、养殖、屠宰、无害化和粪污处理等环节数字

化、一码化、集成化服务管理，推进畜牧兽医行业生物安全、生

态安全、质量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等工作系统性重塑，提高畜牧

兽医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深化应用“浙农码”（畜牧），

迭代完善本规则。

2.目的

“浙农码”（畜牧）围绕各类风险因素，通过红、黄、绿三色

码管理，直观呈现高、中、低三类风险信息，为监管部门精准管

理提供预警参考，为主体提高生产经营水平提供优化服务。

3.范围

本规则适用于全省养殖场户、家畜定点屠宰企业、集中无害

化处理厂、调运主体、饲料兽药生产企业、兽药经营企业等主体，

及布鲁氏菌病、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区域的风险管理。

4.参考法律法规及文件

本规则参考《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

防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重大动物疫情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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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条例》《浙江省动物防疫条例》等法律法规及有关规定制定。

5.系统运行

“浙农码”（畜牧行业）主要依托浙江畜牧产业大脑（浙农牧）

电脑版、浙政钉和浙里办手机版运行。

6.唯一性启用条件

6.1 养殖场户应有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生产经营主体代码（以

下简称畜禽养殖代码）。

6.2 家畜定点屠宰企业、集中无害化处理厂、饲料兽药生产企

业、兽药经营企业等主体应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6.3 养殖场户作为调运主体的，应有畜禽养殖代码；其他类型

作为调运主体的，应有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7.养猪场赋码、转码

7.1 赋码。

7.1.1 养猪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赋红码：

（1）确诊发生非洲猪瘟、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情的。

（2）按非洲猪瘟、口蹄疫等技术规范判定为疑似疫情的。

（3）屠宰、加工、调运、交易等环节确诊疫情或监测阳性溯

源涉及的。

（4）监测发现非洲猪瘟、口蹄疫等病原学阳性的。

（5）未按规定对口蹄疫、猪瘟等强制免疫病种开展免疫的。

（6）畜产品中检测出违禁物质的，或使用违禁物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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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因污染环境等影响生态安全事件被立案查处的。

（8）发生猪链球菌 2 型等人畜共患病的。

（9）具有重大风险的其他情形的。

7.1.2 养猪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赋黄码：

（1）规模场连续十五日存栏、出栏、死亡等生产、防疫信息

未上报的。

（2）生物安全基础水平不合格的。

（3）每三十日内日死亡率两次超过 10%的。

（4）用于屠宰的生猪出栏平均日龄与前九十日（若无则对比

前一次）的平均日龄比小于 80%的。

（5）口蹄疫、猪瘟等强制免疫病种免疫抗体合格率低于 70%

的。

（6）规模场连续三十日存栏、出栏、死亡等信息无变化的。

（7）畜产品中检出农兽药残留、重金属等不符合农产品质量

安全标准的，或使用应当许可但未获得许可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

的。

（8）未按规定上报非洲猪瘟病原学自检及强制免疫病种抗体

检测结果的。

（9）具有其他中等风险情形的（如因污染环境等影响生态安

全事件被通报、责令整改等,以下同）。

7.1.3 对被赋“红码”“黄码”以外的养猪场赋绿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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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转码。

（1）针对 7.1.1（1）（2）（3）（8）（9）、7.1.2（9）疫情风险、

重大风险或中等风险消除并恢复生产后，由管理员再次录入，红

码、黄码转为绿码。

（2）针对 7.1.1（4）（5）（6）、7.1.2（5）（7）再次采样监测

符合规定后，由同级管理员再次录入，红码、黄码转为绿码。

（3）针对 7.1.2（1）录入信息数据更新后，黄码转为绿码。

（4）针对 7.1.1（7）处罚决定执行完毕并整改到位后，由管

理员再次录入，红码转绿码。

（5）针对 7.1.2（2）整改后合格，由管理员再次录入，黄码

转为绿码。

（6）针对 7.1.2（3）在十五日内再出现，黄码转为红码，在

十五日内未再次出现，黄码转为绿码，红码转为黄码。

（7）针对 7.1.2（4）在三十日内再次出现，黄码转为红码，

在三十日内未再次出现或无报检，红码转为黄码，黄码转为绿码。

（8）针对 7.1.2（6）持续两周数据仍未发生变化，黄码转为

红码；数据更新有变化后，均转为绿码。

（9）针对 7.1.2（8）自检结果录入，黄码转为绿码。

8.养牛（羊）场赋码、转码

8.1 赋码。

8.1.1 养牛（羊）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赋红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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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确诊为发生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羊）等重大动物疫情

或按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羊）等技术规范判定为疑似疫情的。

（2）屠宰、加工、调运、交易等环节确诊疫情或监测阳性溯

源确认涉及的。

（3）未按规定对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羊）等强制免疫病种

开展免疫的。

（4）畜产品中检测出违禁物质的，或使用违禁物质的。

（5）因污染环境等影响生态安全事件被立案查处的。

（6）发生布鲁氏菌病、结核病等人畜共患病的。

（7）抽检发现采集样本检出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羊）病原

学阳性、布鲁氏菌病或结核病阳性的。

（8）具有重大风险的其他情形的。

8.1.2 养牛（羊）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赋黄码：

（1）规模场连续三十日存栏、出栏、死亡等生产、防疫信息

未上报的。

（2）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羊）等强制免疫病种免疫抗体合

格率低于 70%的。

（3）畜产品中检出农兽药残留、重金属等不符合农产品质量

安全标准，或使用应当许可但未获得许可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的。

（4）省外调入活牛羊的，未按规定开展布鲁氏菌病等监测的。

（5）具有其他中等风险情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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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3 对被赋“红码”“黄码”以外的养牛（羊）场赋绿码。

8.2 转码。

（1）针对 8.1.1（1）（2）（6）（8）、8.1.2（5）疫情风险、重

大风险或中等风险消除并恢复生产后，由管理员再次录入，红码、

黄码转为绿码。

（2）针对 8.1.1（3）（4）（7）、8.1.2（2）（3）（4）采样监测

符合规定，由同级管理员再次录入，红码、黄码转为绿码。

（3）针对 8.1.2（1）录入信息数据更新后，黄码转为绿码。

（4）针对 8.1.1（5）处罚决定执行完毕并整改到位后，由管

理员再次录入，红码转绿码。

9.养禽场赋码、转码

9.1 赋码。

9.1.1 养禽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赋红码：

（1）确诊为高致病性禽流感等人畜共患病疫情或按技术规范

判定为疑似疫情的。

（2）屠宰、加工、调运、交易等环节确诊高致病性禽流感疫

情或监测阳性溯源确认涉及的。

（3）未按规定对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强制免疫病种开展免疫，

或抽检发现高致病性禽流感病原学阳性的。

（4）禽产品中检测出违禁物质的，或使用违禁物质的。

（5）因污染环境等影响生态安全事件被立案查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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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具有重大风险的其他情形的。

9.1.2 养禽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赋黄码：

（1）规模场连续十五日未上报存栏、出栏、死亡等生产、防

疫信息的。

（2）高致病性禽流感等强制免疫病种免疫抗体合格率低于

70%的。

（3）禽产品中检出农兽药残留、重金属等不符合农产品质量

安全标准，或使用应当许可但未获得许可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的。

（4）具有其他中等风险情形的。

9.1.3 对被赋“红码”“黄码”以外的养禽场赋绿码。

9.2 转码。

（1）针对 9.1.1（1）（2）（6）、9.1.2（4）疫情风险、重大风

险或中等风险消除并恢复生产后，由管理员再次录入，红码、黄

码转为绿码。

（2）针对 9.1.1（3）（4）、9.1.2（2）（3）采样监测符合规定，

由同级管理员录入，红码、黄码转为绿码。

（3）针对 9.1.2（1）录入信息数据更新后，黄码转为绿码。

（4）针对 9.1.1（5）处罚决定执行完毕并整改到位后，黄码

转绿码。

10.生猪定点屠宰企业赋码、转码

10.1 赋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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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1.1 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赋红码：

（1）确诊为非洲猪瘟、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情的。

（2）因屠宰病死猪、注水、注药等违法行为被立案查处的。

（3）因污染环境等生态安全事件被立案查处的。

（4）产品中检出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兽药或者其他化合物

等违禁物质的。

（5）连续七日未更新上报屠宰量、“瘦肉精”检测等数据，

或连续十四日未按规定更新上报无害化处理等数据被赋黄码持续

十四日以上的。

（6）发生猪链球菌 2 型等人畜共患病疫情的。

（7）具有重大风险的其他情形的。

10.1.2 生猪定点屠宰企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赋黄码：

（1）连续七日未更新上报屠宰量、“瘦肉精”检测等数据或

连续十四日未按规定更新上报无害化处理等数据的。

（2）屠宰加工场环境样本中检出非洲猪瘟、口蹄疫等阳性的。

（3）生物安全基础水平不合格的。

（4）产品中检出农兽药残留、重金属等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

全标准的。

（5）具有其他中等风险情形的。

10.1.3 对被赋“红码”“黄码”以外的生猪定点屠宰企业赋绿

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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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 转码。

（1）针对 10.1.1（1）（6）（7）、10.1.2（5）疫情风险、重大

风险或中等风险消除并恢复生产后，由管理员再次录入，红码、

黄码转为绿码。

（2）针对 10.1.1（2）（3）处罚决定执行完毕并整改到位后，

由管理员再次录入，红码转绿码。

（3）针对 10.1.1（5）、10.1.2（1）由系统判定，连续录入七

日后转为黄码，黄码的连续上报七日后转为绿码。

（4）针对 10.1.1（4）、10.1.2（2）（4）再次采样监测符合规

定，由同级管理员录入，红码、黄码转为绿码。

（5）针对 10.1.2（3）整改后合格，由管理员再次录入，黄码

转为绿码。

11.牛、羊定点屠宰企业赋码、转码

11.1 赋码。

11.1.1 牛、羊定点屠宰企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赋红码：

（1）确诊为口蹄疫、小反刍兽疫等重大动物疫情的，或确诊

牛结核病、布鲁氏菌病等人畜共患病的。

（2）因屠宰病死牛羊、注水、注药等违法行为被立案查处的。

（3）因污染环境等生态安全事件被立案查处的。

（4）产品中检出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兽药或者其他化合物

等违禁药物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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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连续七日未更新上报屠宰量、“瘦肉精”检测（仅指牛）

等数据或连续十四日未按规定更新上报布鲁氏菌病自检、无害化

处理等数据被赋黄码持续十四日以上的。

（6）具有重大风险的其他情形的。

11.1.2 牛、羊定点屠宰企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赋黄码：

（1）连续七日未更新上报屠宰量、“瘦肉精”检测（仅指牛）

等数据或连续十四日未按规定更新上报布鲁氏菌病自检、无害化

处理等数据的。

（2）屠宰加工场所采集的环境样本布鲁氏菌病、口蹄疫检出

阳性的。

（3）生物安全基础水平不合格的。

（4）产品中检出农兽药残留、重金属等不符合农产品质量安

全标准的。

（5）具有其他中等风险情形的。

11.1.3 对被赋“红码”“黄码”以外的牛、羊定点屠宰企业赋

绿码。

11.2 转码。

（1）针对 11.1.1（1）（6）、11.1.2（5）疫情风险、重大风险

或中等风险消除并恢复生产后，由管理员再次录入，红码、黄码

转为绿码。

（2）针对 11.1.1（2）（3）处罚决定执行完毕并整改到位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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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管理员再次录入，红码转绿码。

（3）针对 11.1.1（5）、11.1.2（1）由系统判定，连续录入七

日后转为黄码，黄码的连续上报七日后转为绿码。

（4）针对 11.1.1（4）、11.1.2（2）（4）再次采样监测符合规

定，由同级管理员录入，红码、黄码转为绿码。

（5）针对 11.1.2（3）整改后合格，由管理员再次录入，黄码

转为绿码。

12.无害化处理厂赋码、转码

12.1 赋码。

12.1.1 无害化处理厂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赋红码：

（1）洗消后的专业运输车辆，连续二次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

疫病环境监测不符合规定的。

（2）整改到期后，仍未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或未通

过环评的。

（3）因无害化处理不到位或影响环境被有关部门查处，或被

主流媒体曝光、引发群体性事件等的。

（4）连续二十日未按规定更新养殖场移交的动物无害化处理

数量、重量等数据被赋黄码持续十四日以上的。

（5）具有重大风险的其他情形。

12.1.2 无害化处理厂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赋黄码：

（1）洗消后的专业运输车辆，不符合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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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环境监测规定的。

（2）未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或未通过环评。

（3）专业运输车辆未安装或未开启视频监控、卫星导航定位

的。

（4）连续二十日未按规定更新养殖场移交的动物无害化处理

数量、重量等数据的。

（5）具有其他中等风险情形的。

12.1.3 对被赋“红码”“黄码”以外的无害化处理厂赋绿码。

12.2 转码。

（1）针对 12.1.1（1）、12.1.2（1）落实整改后，由同级管理

员再次录入，监测符合规定的，转为绿码。

（2）针对 12.1.1（2）、12.1.2（2）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

证》或通过环评的，由管理员再次录入，红码、黄码转为绿码。

（3）针对 12.1.1（3）已落实整改措施、消除负面影响的，由

管理员再次录入，红码转为绿码。

（4）针对 12.1.1（4）由系统判定，二十日内无害化处理头

数、公斤数等数据有变化一次，红码转为黄码；数据有变化二次，

黄码转为绿码。

（5）针对 12.1.2（3）恢复视频监控、有卫星导航定位的，由

管理员再次录入，黄码转为绿码。

（6）针对 12.1.2（4）由系统判定，二十日内无害化处理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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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量等数据有变化，黄码转为绿码。

（7）针对 12.1.1（5）、12.1.2（5）经整改，由同级管理员判

定风险降为低风险的，转为绿码。

13.兽药生产企业赋码、转码

13.1 赋码。

13.1.1 兽药生产企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赋红码：

（1）监督抽检兽药产品质量不合格或检出非法添加被立案查

处的。

（2）日常监管发现无证生产兽药、生产假劣兽药等违法违规

行为被立案查处的。

（3）具有其他重大风险情形的。

13.1.2 兽药生产企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赋黄码：

（1）风险监测兽药产品质量不合格或检出非法添加的。

（2）日常监管发现未按规定上传兽药追溯信息、未执行兽药

GMP 生产管理规定等违法违规行为、但未被立案查处的。

（3）具有其他中等风险情形的。

13.1.3 对被赋“红码”“黄码”以外的兽药生产企业赋绿码。

13.2 转码。

（1）针对 13.1.1（1）落实整改后，再次抽检产品质量合格并

由同级管理员录入系统，红码转为绿码。

（2）针对 13.1.1（2）落实整改后，符合管理要求并由同级管



- 14 -

理员录入系统，红码转为绿码。

（3）针对 13.1.1（3）、13.1.2（3）已落实整改措施，重大风

险或中等风险消除，恢复正常生产后由管理员再次录入，红码、

黄码转为绿码。

（4）针对 13.1.2（1）落实整改后，再次抽检产品质量合格并

由同级管理员录入系统，红码转为绿码。

（5）针对 13.1.2（2）已落实整改措施，符合管理要求并由同

级管理员录入系统，黄码转为绿码。

14.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赋码、转码

14.1 赋码。

14.1.1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赋红

码：

（1）监督抽检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质量不合格或检出非法

添加被立案查处的。

（2）日常监管发现无证生产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假劣饲

料和饲料添加剂等违法违规行为被立案查处的。

（3）具有其他重大风险情形的。

14.1.2 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企业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赋黄

码：

（1）风险监测饲料和饲料添加剂产品质量不合格或检出非法

添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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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日常监管发现不符合饲料生产质量管理规范规定等违法

违规行为、但未被立案查处的。

（3）具有其他中等风险情形的。

14.1.3 对被赋“红码”“黄码”以外的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生产

企业赋绿码。

14.2 转码。

（1）针对 14.1.1（1）落实整改后，再次抽检产品质量合格并

由同级管理员录入系统，红码转为绿码。

（2）针对 14.1.1（2）落实整改后，符合管理要求并并由同级

管理员录入系统，红码转为绿码。

（3）针对 14.1.1（3）、14.1.2（3）已落实整改措施，重大风

险或中等风险消除，恢复正常生产后由管理员再次录入，红码、

黄码转为绿码。

（4）针对 14.1.2（1）落实整改后，再次抽检产品质量合格

并由同级管理员录入系统，红码转为绿码。

（5）针对 14.1.2（2）已落实整改措施，符合管理要求并由同

级管理员录入系统，黄码转为绿码。

15.兽药经营主体赋码、转码

15.1 赋码。

15.1.1 兽药经营主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赋红码：

（1）监督抽检经营的兽药产品质量不合格或检出非法添加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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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案查处的。

（2）日常监管发现无证经营兽药、经营假劣兽药等违法违规

行为被立案查处的。

（3）连续三十日未按规定在省兽药经营追溯系统上传出入库

信息，并持续六十日以上的。

（4）具有其他重大风险情形的。

15.1.2 兽药经营主体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赋黄码：

（1）风险监测经营的兽药产品质量不合格或检出非法添加的。

（2）日常监管发现违法违规行为、但未被立案查处的。

（3）连续三十日未在省兽药经营追溯系统上传出入库信息的。

（4）具有其他中等风险情形的。

15.1.3 对被赋“红码”“黄码”以外的兽药生产企业赋绿码。

15.2 转码。

（1）针对 15.1.1（1）落实整改后，再次抽检产品质量合格并

由同级管理员录入系统，红码转为绿码。

（2）针对 15.1.1（2）落实整改后，符合管理要求并并由同级

管理员录入系统，红码转为绿码。

（3）针对 15.1.1（4）、15.1.2（4）已落实整改措施，重大风

险或中等风险消除，恢复正常生产后由管理员再次录入，红码、

黄码转为绿码。

（4）针对 15.1.1（3）由系统判定，九十日内在兽药经营追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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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统有兽药经营出入库记录的，红码转为黄码；三十日内在兽药

经营追溯系统有兽药经营出入库记录的，黄码转为绿码。

（5）针对 15.1.2（1）落实整改后，再次抽检产品质量合格并

由同级管理员录入系统，红码转为绿码。

（6）针对 15.1.2（2）已落实整改措施，符合管理要求并并由

同级管理员录入系统，黄码转为绿码。

（7）针对 15.1.2（3）由系统判定，三十日内在兽药经营追溯

系统有兽药经营出入库记录的，黄码转为绿码。

16 调运主体赋码、转码

16.1 赋码。

16.1.1 从事省外调入动物和动物产品的调运主体存在下列情

形之一的赋红码：

（1）跨省调运的动物确诊为重大动物疫情，或非洲猪瘟等重

大动物疫病阳性溯源涉及的。

（2）跨省调运的动物和动物产品检出国家禁止使用的农药、

兽药或者其他化合物等违禁药物的。

（3）跨省调运的动物产品因涉及屠宰病死动物、注水、注药

等违法行为被立案查处的。

（4）因非法取得动物检疫证明等违法行为被立案查处的。

（5）具有其他重大风险情形的。

16.1.2 从事省外调入动物和动物产品的调运主体存在下列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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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之一的赋黄码：

（1）跨省调运动物和动物产品未备案的。

（2）跨省调运动物和动物产品未通过指定通道报验的。

（3）跨省调运动物未落地报告的。

（4）跨省调运已备案但未实际调入，且近九十日内累计 5 次

及以上的。

（5）跨省调运动物，近九十日内运输车辆未开启 GPS 定位累

计 5 次及以上的。

（6）具有其他中等安全风险情形的。

16.1.3 对被赋“红码”“黄码”以外的调运主体赋绿码。

16.2 转码。

（1）针对 16.1.1（1）已落实整改措施，重大风险消除后，由

管理员再次录入，红码转为绿码。

（2）针对 16.1.1（2）（3）违法行为依法得到处置，并达到风

险暂停期限或经调出地风险评估合格后，由管理员再次录入，红

码转为绿码。

（3）针对 16.1.1（4）处罚决定执行完毕，并整改到位及达到

风险暂停期限后，由管理员再次录入，红码转为绿码。

（4）针对 16.1.1（5）、16.1.2（6）已落实整改措施，重大风

险或中等风险消除，恢复正常生产后由管理员再次录入，红码、

黄码转为绿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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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针对 16.1.2（1）（2）（3）处罚决定执行完毕，并整改到

位后，由管理员再次录入，黄码转为绿码。

（5）针对 16.1.2（4）（5）整改到位，由管理员再次录入，黄

码转为绿码。

17.布鲁氏菌病区域赋码、转码

17.1 赋码。

17.1.1 县（市、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赋红码：

（1）区域三十日内连续监测发现 3 个及以上场点家畜布鲁氏

菌病阳性的。

（2）区域三十日内连续发生 3 起及以上职业人群感染布鲁氏

菌病疫情的。

（3）区域内布鲁氏菌病年度监测任务季度完成进度低于监测

计划要求的 50%的。

（4）区域三十日内，3 个及以上养殖场未按规定对省外调入

动物开展布鲁氏菌病监测的。

（5）具有其他重大风险情形的。

17.1.2 县（市、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赋黄码：

（1）区域三十日内监测发现 1—2 个场点布鲁氏菌病阳性场

点的。

（2）区域三十日内发生 1—2 起职业人群感染布鲁氏菌病疫

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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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区域内布鲁氏菌病监测任务季度完成进度高于监测计划

要求的 50%，低于 100%的。

（4）省外调运活牛羊，1—2 个养殖场三十日内未按规定开展

布鲁氏菌病监测的。

（5）区域内发现流通环节布鲁氏菌病监测阳性溯源确认的场

点的。

（6）发现活牛羊违规调运行为的。

（7）具有其他中等风险情形的。

17.1.3 对被赋“红码”“黄码”以外的县（市、区）赋绿码。

17.2 转码。

（1）针对 17.1.1（1）、17.1.2（1）按照《布鲁氏菌病防治技

术规范》处置完成后，再次抽检阴性，红码、黄码转为绿码。

（2）针对 17.1.1（2）、17.1.2（2）对通报的人布鲁氏菌病病

例进行溯源调查，所有病例溯源完成的，红码、黄码转为绿码。

（3）针对 17.1.1（3）、17.1.2（3）完成监测任务的，红码、

黄码转为绿码。

（4）针对 17.1.1（4）、17.1.2（4）所有养殖场完成布鲁氏菌

病监测的，由管理员再次录入，红码、黄码转为绿码。

（5）针对 17.1.2（6）违法违规调运依法得到处置，由管理员

再次录入，黄码转为绿码。

（6）针对 17.1.1（5）、17.1.2（7）已落实整改措施，重大风



- 21 -

险或中等风险消除，由管理员再次录入，红码、黄码转为绿码。

18.高致病性禽流感区域赋码、转码

18.1 赋码。

18.1.1 县（市、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赋红码：

（1）区域内 1 个及以上的家禽养殖场点监测发现高致病性禽

流感病毒阳性的。

（2）区域发生 1 起及以上人群感染高致病性禽流感事件的。

（3）具有其他重大风险情形的。

18.1.2 县（市、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赋黄码：

（1）区域内 1 个及以上屠宰场、活禽交易市场等流通场点、

奶牛、野鸟等其他畜禽监测发现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阳性的。

（2）区域内高致病性禽流感免疫抗体群体合格率低于 70%的。

（3）具有其他中等风险情形的。

18.1.3 对被赋“红码”“黄码”以外的县（市、区）赋绿码。

18.2 转码。

（1）针对 18.1.1（1）、18.1.2（1）按照《高致病性禽流感应

急实施方案》处置完成后，红码、黄码转为绿码。

（2）针对 18.1.1（2）对通报的人高致病性禽流感病例进行溯

源调查，病例溯源处置完成的，红码转为绿码。

（3）针对 18.1.2（2）对免疫抗体不合格场点补免，群免疫抗

体合格率高于 70%后，黄码转为绿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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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针对 18.1.1（3）、18.1.2（3）已落实整改措施，重大风

险消除，由管理员再次录入，红码、黄码转为绿码。

19.服务管理

19.1 差异化管理。

19.1.1 遵循日常管理与风险评估相结合的原则，落实属地管

理责任，建立激励机制，对赋“红码”“黄码”的主体迅速核查风

险隐患，并根据风险等级情况，对不同色码主体实行差异化管理。

19.1.2 对红码的实行重点监管。迅速组织人员到场检查（必

要时抽检），督促主体立即采取措施消除风险隐患，并采取风险警

示，加大巡查检查力度和频次。对整改到位的，及时转码；对无

法整改到位的，依法采取相关措施；对发生疫情的，按照国家有

关规定进行处置。

19.1.3 对黄码的实行强化监管。按照风险因素提醒主体自觉

整改、补齐短板，并增加巡查检查（必要时抽检）频次，督促落

实到位，增强风险防控意识，守法诚信经营。

19.1.4 对绿码的实行常规监管。倡导亮码通行，适当减少巡

查检查（抽检）频次，在国家相关扶持项目、畜牧兽医优惠政策

及其他激励措施中予以优先考虑。

19.1.5 对存在特殊情况，经核查属实的，注明理由可纳入白

名单，暂时按绿码管理，期限最长不得超过三十日，对恢复正常

的可提前终止白名单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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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 主体应严格履行动物防疫和畜产品质量安全第一责任，

主动接受管理部门的监督管理。对危及公共防疫安全、危害群众

利益、损害市场公平交易等失信行为的主体，可建议相关部门纳

入信用记录管理。对涉嫌行政处罚或违法犯罪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的主体，应当移交相关部门处理。

19.1.7 推进散养（户）赋码，对因监测发现风险隐患的散养场

（户）赋码，并依法采取相关措施。除监测外，散养户不因生产、

防疫信息录入等原因进行赋码。

19.2 闭环化管理。

19.2.1 围绕“四个安全”“五个环节”推进“浙农码”（畜牧）

使用全覆盖，建立健全“浙农码”（畜牧）规章制度，形成畜禽全

生命周期闭环管理。

19.2.2 “浙农码”（畜牧）应当有专人担任系统管理员，即时

录入核心指标数据，督促引导各类主体落实每日更新上报数据，

并会同相关部门定期开展养殖、屠宰和无害化处理等环节数据比

对核实。确认发生疫情时，严格按照要求及时上报，管理部门第

一时间启动应急预案，尽快规范扑灭疫情，妥善做好舆情引导、

科普宣传和扑杀补助等工作。

19.2.3 养殖场要每日如实更新上报存栏、出栏、死亡等数据，

即时录入样本和抗体自检信息，落实各项防控措施。官方兽医受

理养殖场检疫申报时，要查看“浙农码”（畜牧）信息和赋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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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涉及不符合产地检疫合格条件的风险情形，应按产地检疫规程

相应规定处理，并将风险信息提交给县级管理员和业务部门开展

核实。

19.2.4 生猪定点屠宰企业要每日更新录入屠宰量、“瘦肉精”

检测、无害化处理等数据。派驻的官方兽医要即时录入核心指标，

督促其开展“瘦肉精”自检等，并及时上报数据。

19.2.5 无害化处理厂要做好病死猪收集处理数据录入、视频

接入等技术对接工作。派驻的监管人员要加强对养殖环节病死猪

无害化处理的防疫监管和数据审核。

19.2.6 兽药经营主体要及时录入兽药出入库信息。各级管理

员要及时录入饲料兽药生产企业和兽药经营主体的立案查处和重

大风险情形信息。

19.2.7 录入数据有误确需修改的，经县（市、区）、设区市管

理员逐级审核后，向省级提交申请，经审核同意后修改。

19.3 智能化管理。

19.3.1 依托省数字畜牧应用系统，广泛应用大数据技术，贯

通政务信息资源数据、共享开放、有效整合、智能分析、摸清底

数，实现线上线下智能化全过程管理，提升“码汇大数据、码通

大市场、码优大服务”的数字化管理效能，促进畜牧业高质量发

展。

19.3.2 实时掌握和分析养殖场户、生猪定点屠宰场、集中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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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化处理厂、调运主体、饲料兽药生产企业和兽药经营主体的风

险情况，及时发布预警信息，服务生产安全的同时确保数据安全。

19.3.3 赋码转码结果实行风险等级动态管理、产业链同查、

跨区域互认、部门间相通、全流程追溯，畅通数据流动，提高数

据价值，为行业管理、检疫申报、流通监管等部门提供服务，为

项目申报、经费补助、惠农贷款、信用保险、评先选优等政策性

扶持提供参考。

19.3.4 根据工作需要，适时调整完善赋码转码规则，优化系

统，提高“浙农码”（畜牧）赋码转码的合理性、精准性和时效性。

同时加大宣传力度，落实培训指导，做好保障服务，引导各主体

主动使用、会用“浙农码”（畜牧），逐步实现规范操作，实时报

送数据，自动采集信息，智能分析指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