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用格式要求:
粮农组织和中国农业出版社.２０２１年.«应急期间家畜相关干预措施操作手册»(粮农组织畜

牧生产及动物卫生手册１８).中国北京.

０６ＧCPP２０２０
本出版物原版为英文,即LivestockＧrelatedinterventionsduringemergencies:ThehowＧtoＧdoＧ
itmanual,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于２０１６年出版.此中文翻译由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

中心安排并对翻译的准确性及质量负全部责任.如有出入,应以英文原版为准.

本信息产品中使用的名称和介绍的材料,并不意味着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粮农组织)
对任何国家、领地、城市、地区或其当局的法律或发展状况,或对其国界或边界的划分表

示任何意见.提及具体的公司或厂商产品,无论是否含有专利,并不意味着这些公司或产

品得到粮农组织的认可或推荐,优于未提及的其他类似公司或产品.

本信息产品中陈述的观点是作者的观点,不一定反映粮农组织的观点或政策.

ISBN９７８Ｇ９２Ｇ５Ｇ１３４６８５Ｇ３ (粮农组织)
ISBN９７８Ｇ７Ｇ１０９Ｇ２８４５９Ｇ３ (中国农业出版社)

®粮农组织,２０１６年 (英文版)
®粮农组织,２０２１年 (中文版)

保留部分权利.本作品根据署名 非商业性使用 相同方式共享３０政府间组织许可 (CC
BYＧNCＧSA３０IGO;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ＧncＧsa/３０/igo)公开.

根据该许可条款,本作品可被复制、再次传播和改编,以用于非商业目的,但必须恰当引

用.使用本作品时不应暗示粮农组织认可任何具体的组织、产品或服务.不允许使用粮农

组织标识.如对本作品进行改编,则必须获得相同或等效的知识共享许可.如翻译本作品,
必须包含所要求的引用和下述免责声明: “该译文并非由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粮农组

织)生成.粮农组织不对本翻译的内容或准确性负责.原英文版本应为权威版本.”

除非另有规定,本许可下产生的争议,如通过调解无法友好解决,则按本许可第８条之规

定,通过仲裁解决.适用的调解规则为世界知识产权组织调解规则 (http://wwwwipo
int/amc/en/mediation/rules),任何仲裁将遵循联合国国际贸易法委员会 (贸法委)的仲裁

规则进行仲裁.

第三方材料.欲再利用本作品中属于第三方的材料 (如表格、图形或图片)的用户,需自

行判断再利用是否需要许可,并自行向版权持有者申请许可.对任何第三方所有的材料侵

权而导致的索赔风险完全由用户承担.

销售、权利和授权.粮农组织信息产品可在粮农组织网站 (wwwfaoorg/publications)获

得,也可通过publicationsＧsales＠faoorg购买.商业性使用的申请应递交至 wwwfaoorg/
contactＧus/licenceＧrequest.关于权利和授权的征询应递交至copyright＠faoorg.

ⅱ

https://doi.org/10.4060/i5904zh



主　任　隋鹏飞

副主任　谢建民　倪洪兴　韦正林　彭廷军　童玉娥　蔺惠芳

委　员　徐　明　徐玉波　朱宝颖　傅永东

ⅲ



主　任　童玉娥　蔺惠芳

副主任　罗　鸣　苑　荣　刘爱芳　徐　明

编　委　闫保荣　刘雁南　宋雨星　安　全　张夕珺

李巧巧　宋　莉　赵　文　刘海涛　黄　波

张龙豹　朱亚勤　李　熙　郑　君

翻　译　翟新验　韩　焘　杜　建　张　倩　付　雯

王羽新　刘林青　刘俞君　齐　鲁　邵启文

刘　伟

审　校　翟新验　赵晓丹　宋晓晖　张落桐

ⅳ



在过去２０年中,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AO)发现,发展中国

家请求援助应对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的需求日益增加.而那些主要依

赖某些动物来维持生计的成员往往受影响最大,也是最脆弱的成员.
因此,通常将与家畜有关的干预措施作为突发事件响应的一部分.

FAO支持下编辑和出版的 «家畜突发事件应急指南和标准»
(LEGS)一书,已于２０１４年修订出版的 (http://wwwlivestockＧ
emergency．net).为补充 «家畜突发事件应急指南和标准»,FAO
编写了本手册,为每一种常见的家畜干预措施提供指导方针,包括

清群、兽医支持、饲料供给、水供给、家畜安置场所以及家畜供给.
增加了关于使用现金转账和代金券的章节,以及有关监控、评价和

评估应急反应影响的章节.
这些指南假设在突发事件下,根据 LEGS和其他参考材料可决

定适合的干预措施.它主要涉及 “如何做”方面,提供实用建议.
它尽量不重复LEGS所涵盖的内容,使用该手册的人应该先熟悉它,
以便最大限度地利用这些指南.

本手册是第一版,并不是一个全面的指南.希望大家可以向

FAO提出宝贵的意见和建议.

BerheGTekola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畜牧生产及动物卫生司司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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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与FAO动物生产及卫生部门签订的合同框架,英国兽医工

作部门聘请专家整理了清群、兽医支持、家畜供给以及监控、评价

和影响评估等章节的原始资料,FAO 工作人员和 FAO 聘请的顾问

准备了现金转账、饲料和水供给以及安置场所等章节的原始材料.

PhilippeAnkers协调手册的编写工作.FAO感谢为这本手册成

功出版而作出贡献及付出努力和经验的人们,感谢SuzanBishop协

调英国兽医工作部门的贡献,以及她在准备和编辑手册方面的主要

作用;感谢 AdrianCullis编写清群和水供给章节;感谢 DavidCalef
编写现金转账章节;感谢 SuzanBishop、David Hadrill和 Robert
Allport编写兽医支持章节;感谢PeterThorne、HarinderMakkar、

NacifRihani和 OlafThieme编写饲料供给章节;感谢SuzanBishop
编写家畜供给章节;感谢 AndyCatley编写监控、评价和影响评估章

节;感谢 VincentBriac编写家畜安置场所章节;感谢KarenReed对

兽医支持和饲料供给章节的贡献;感谢SimonMack、KlaasDietze
和ChristopherMatthews在编辑过程中给予的技术投入和贡献.

FAO感谢LEGS指导小组在编写本手册过程中提供的持续支

持,并感谢包括FallouGueye在内的外部审稿人对手稿的审阅和宝

贵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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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CF 反饥饿行动

AGA 畜牧生产及动物卫生司 (FAO)

AHS 非洲马瘟

ATM 自动柜员机

BCA 收益成本分析

CAHW 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

CBO 社区组织

CBPP 牛传染性胸膜肺炎

CCPP 羊传染性胸膜肺炎

CCT 有条件的现金援助项目

CFW 以工代赈

CP 粗蛋白

CRS 天主教救济会

DCFB 高密度全价饲料块

DM 干物质

EMPRESＧAH 动物卫生应急预案系统

FAD 食品供应下降

FAO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

FMD 口蹄疫

g 克

HPAI 高致病性禽流感

IASC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

IDP 境内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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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国际标准化组织

Kg 千克

LEGS 家畜突发事件应急指南和标准

LU 家畜单位

M&E 监控与评估

MDGs 千年发展目标

ME 代谢能

NCD 新城疫

NGOs 非政府组织

OIE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PIA 参与式影响评估

PIN 个人身份识别码

PPR 小反刍兽疫

PRIM 参与响应识别矩阵

PW 公共工程

RVF 裂谷热

SMART 具体、可衡量、可实现、现实和有时限

SWOT 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

TAFS 动物与食品安全信任

TLU 热带家畜单位

UCT 无条件现金转移

VSF 无国界兽医

WFP 世界粮食计划署

WHO 世界卫生组织

UN 联合国

UNDP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

UNICEF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

US＄ 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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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　　言

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有多种形式,但所有这些灾害都可能因包括家畜在内

的资产损失而严重影响人们的生计.在世界许多地方,家畜是家庭经济的一个

组成部分,对家庭生计、生存和福祉做出重大贡献.家畜被用于食物 (牛奶、
蛋和肉)、种植 (肥料、畜力)、运输 (水、木材和市场商品)和收入 (销售、
易货和出租),它们在许多社区中也具有重要的社会文化和宗教功能.

当动物因灾难失踪、受伤或变得虚弱,或支持动物的资源和服务中断时,
会对社区产生严重影响.市场准入可能失去,动物安置场所被毁;不能放牧,
饲料和水可能变得无法利用,动物卫生服务也无法进行.灾害可分为急性的

(洪水、地震、飓风)和缓慢发生的 (干旱、长期寒冷天气).紧急情况通常也

是由急性或慢性冲突造成的,在这种冲突中,人们流离失所,动物被掠夺,动

物移动和市场准入受到限制,动物卫生服务中断.每种类型的灾害都有不同类

型的影响,并有着特殊的生存和恢复需要.所涉社区通常有自己的应对策略,
但这些策略可能受到灾害规模的影响变得不堪重负.

在应急情况下,需要针对家畜采取具体干预措施,以帮助家庭渡过难关,
并支持社区重建生计.家畜干预措施通常包括提供动物卫生服务、紧急饲喂和

供水、提供住所、清群 (销售、屠宰)和扩群.是否需要进行特定干预取决于

应急情况的性质、当地情况和应急所处阶段 (即正在进行、刚刚结束、恢复或

重建).
为确保做出更迅速和适当的反应,FAO协助制定了 «家畜突发事件应急

指南和标准»(LEGS),具体可查阅wwwlivestockＧemergencynet/resources/

downloadＧlegs/.
本手册是对LEGS的补充,为最常见的家畜干预措施提供了具体的技术

性 “操作方法”相关内容.技术章节标题和编号与 LEGS指南 (第４章至

第９章)一致,但现金转账章节 (第３章)除外,在LEGS指南中没有相应章

节.本手册还有其他章节———第１章,引言;第２章,准备;第１０章,监控、

　 １



评价及影响评估.
每个技术章节 (第３章至第９章)都有一个共同的基本结构,包括以下部

分:原理、计划与准备、重要的注意事项实施计划以及关于监控、评价和影响

评估的说明.在每一章的最后,都有一份核对表作为备忘录来确保重要的注意

事项没有遗漏 (插文１).

插文１　LEGS的生计目标和策略

«家畜突发事件应急指南和标准»(LEGS)是一套用于设计、实施和评

估家畜干 预 措 施 的 指 南 和 标 准,用 以 帮 助 受 人 道 主 义 危 机 影 响 的 人 们.

LEGS基于三个生存目标:提供即时效益,保护家畜财产,重建受危机影响

社区的家畜财产.

LEGS通过两个关键策略拯救生命和生计:

•　LEGS有助于在紧急情况下确定最合适的家畜干预措施;

•　LEGS根据良好实践为这些干预措施提供标准、关键行动和指导

说明.
资料来源:«家畜突发事件应急指南和标准»,２０１４.

在其一般方法中,“操作方法”指导旨在针对所有家畜进行紧急干预,但

许多具体实例侧重于反刍动物,在较小程度上侧重于家禽.这是因为在绝大多

数情况下,同应急干预措施有关的专业知识和经验与这些动物种类相关性

很大.
本手册假设,根据LEGS指南和其他参考材料,已决定可能需要并适当

进行家畜干预.本手册尽量避免重复LEGS指南内容,因此读者需获取LEGS
指南,并特别注意以下几点:

•　LEGS参与相应识别矩阵 (PRIM)本质上是一种参与性工具,它考

虑了LEGS的生计目标 (即时利益、保护财产、重建财产),并根据

对一系列标准问题的回答,确定适合应急期间特定情况的干预措施.

•　LEGS生计目标和技术选项 (表３１ LEGS第２版)是一份有价值

的表格,总结了技术选项,对 LEGS的三个重要生计目标一一做了

说明.

•　在每个技术章节中都有LEGS “决策树”.基于 “是 否”回答,遵循

旨在为任何给定干预措施确定最合适的选项 (包括不采取任何措施)
的决策路径.

尽管以下章节均专门介绍了具体的干预措施,但不应孤立地看待它们.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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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读者可能会选择他们感兴趣的特定干预措施,但了解其他章节中涵盖的问题

对于项目准备至关重要.例如,在考虑动物卫生干预措施时,还应考虑目标家

畜的水和饲料需求.如果饲料和水的供应有限,动物将难以生存,提供卫生服

务将毫无意义.
与LEGS一样,本手册未涉及跨境动物疫病的预防和控制,即特定动物

疫病暴发属于紧急情况.其他国际公认的指南,如 «良好应急管理实践:必要

元素»(FAO畜牧生产及动物卫生手册第１１号)已经很好地涵盖了这一主题.
并且,与自然灾害和人道主义应急情况相关的动物卫生相关干预措施将在第５
章介绍.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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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准　　备

在任何应急干预中,无论类型如何,都需要考虑重要的跨领域问题并进行

准备.解决这些问题可以改进决策、资源的使用和目标,并最终提高干预效果.
本章概述了更重要的指导原则,并在随后的相关技术章节中给出更多详细说明.

２１　突发事件背景

任何干预的出发点都是全面了解应急情况发生的背景及其影响.例如:

•　受影响区域的地理特征:区域、地形、植被、天气条件和季节;

•　受影响人口的规模、分布、地位 (社会经济水平)、文化和家畜生产

体系;

•　受影响动物种群的大小、分布和种类;

•　可用的自然资源 (放牧、水和耕地)及其如何受到影响;

•　有形基础设施,如道路、桥梁、水坝、市场、屠宰场、饲料厂、储存

设施、水泵、通信、兽医实验室、冷链设施等;

•　对动物 (以及动物对人类)的普遍或潜在疫病风险;

•　可用的专业知识和相关人力资源:兽医、家畜援助等;

•　可用物流:运输、行政、私营部门货物和服务;

•　受影响区域的安全状况.
干预措施还需要考虑到交叉问题,如保护人民权利;对公平和性别问题的

认识;确定特别脆弱的群体,如妇女、青年和老年人以及获得性免疫缺陷病

毒/艾滋病患者;以及每次干预对环境短期和长期的影响.应急情况对社区不

同部门的不同影响,这也影响到所需支持的类别.应急期间可能会增加妇女和

儿童寻找食物、水和燃料的工作量,然而通常是妇女照料动物.
各机构还必须意识到干预的可能后果,并注意不要无意中使特定群体面临更

大的风险.例如,在冲突现场,向家庭提供家畜会使他们更容易遭到家畜突袭,而

为境内流离失所者提供家畜营地会导致因有限的放牧和水资源而发生冲突,并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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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地环境.干预措施还应避免损害当地服务提供者,如私营和公共兽医及兽医辅

助人员或家畜交易商.各机构应始终设法找到支持和加强地方服务的方法.
在应急期间和之后,当务之急是向受影响的家庭提供及时支持.同时,重

要的是,不要忽视长期发展挑战和备灾.可能需要采取具体措施,以减少以后

对家畜的影响.它们可能包括建造更多的抗震避难所;与社区合作,确定和保

留放牧区,以供在高风险时期使用;或者制定动物卫生策略,预防和治疗由特定

应急情况 (如洪水)引起的疫病.本手册涵盖的许多方面也适用于非应急情况.

２２　初步评估

灾后应急评估包括有效的措施和方法,在 LEGS指南中已有详细描述.
同样,读者可能会发现 LEGS参与响应识别矩阵及其生计目标和技术方案有

助于干预措施的决策、优先次序和时间安排.本节重点介绍了当初步快速评估

显示需要家畜干预时,项目设计和规划所需的信息.
在这一阶段,已经提供了必要信息,因此协调非常重要.信息来源包括其

他机构 (政府、非政府组织、联合国机构等)进行的评估、应急情况前的生计

评估报告、兽医部门的记录、国内流离失所者营地的记录、以往家畜干预措施

的评价和影响评估,以及项目报告.其中大部分是 “灰色”信息,如果不进行

搜寻,这些信息无法轻易获取.如果无法获得足够的信息,则需要仔细规划需

要哪些附加信息以及如何获得这些信息.目标社区和地方领导人的充分参与最

有可能获得可靠和详细的信息,可与其他来源进行交叉核对.然而,某些类型

的应急情况需要快速反应,因此评价应重点突出,由经验丰富的从业人员进

行,并使用最有可能产生准确数据的方法 (详见第３章—LEGS第２版).
以下是有关可以收集信息的建议,具体取决于应急情况的性质.这些信息

可能来自上述文件,也可能需要通过现场评估收集,包括:

•　不同社会经济群体在应急情况发生前后的生计概况;

•　灾后和长期生计机会;

•　当地的应对策略以及社区支持弱势群体的能力;

•　可用的家畜管理技能;

•　获得服务 (动物卫生、市场、学校、信贷和储蓄计划);

•　社区发展优先事项;

•　土地权属问题和获得自然资源;

•　环境问题:由于灾难导致的环境变化、恢复前景以及对环境的长期关

注 (特别是与家畜饲养有关).
灾难的性质可能影响着对最脆弱的群体的界定.例如,地震可能会同时影

响社区中的富人和穷人,使其失去动物、家畜安置场所以及饲料和水的供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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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干旱可能会对社区中更脆弱的成员产生更大的影响,因为他们生计选择

较少.对弱势群体定义没有固定的规则,必须根据具体情况确定.
需要就干预的目标和过程进行广泛的协商以提高其透明度,并应使社区的

所有部门都参与进来.规划阶段的社区参与也使执行者有机会评估当地的参与

能力和任何培训需求.在可行情况下,社区应在整个项目周期中起主要作用,
因为这可能会增强当地所有者的共识和对最终结果负责.LEGSPRIM 是一种

可以轻松用于各种受影响群体的工具.然而,在需要快速响应的应急情况下,
对于部分项目周期必须做出让步,例如监控和评价 (M&E),将在稍后进行

更详细的讨论 (图１).

图１　PRIM 示例,如LEGS指南中所述

当有更多时间可用于设计干预措施 (例如扩群)时,让社区参与制定影响

指标有助于澄清目标和预期影响.在此阶段还可以讨论监控和评价所需信息的

类型和数量,以避免收集不必要或不易获得的数据.这在家庭可能搬离的情况

下尤其重要.

２３　确定适当的应对措施/识别适当的响应

在影响家畜的大多数灾害和紧急情况中,干预措施分为６个类别,这也是

LEGS指南和本手册的基础,包括:

•　清群;

•　提供兽医服务;

•　提供饲料;

•　提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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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畜收容和安置场所;

•　提供家畜.
此外,还需要考虑时间因素.在灾难周期的某些阶段,有些干预措施比其

他干预措施更为合适.例如,从逻辑上讲,扩群计划用于恢复阶段,而不是灾

害的预警阶段.随着时间推移,各种组合的干预措施也可能成为维护受益人生

计更有效的方法.同样,在特定时期内,根据给定的具体信息,准备一份长期

可以采取干预措施的矩阵方面,LEGSPRIM 尤其有价值.

２４　合作

任何外部支持的干预都将作为协调响应的一部分,协调响应可以优化信息

和资源 (财务、物质和人力)的使用,从而更有效地规划和确定靶标.有效的

协调使每项干预措施成为更广泛的应对和恢复计划的组成部分.虽然一些国家

和机构有协调应急响应的现有机制,但实施这些机制可能具有挑战性.有效的

协调需要相关政府部门、捐助者和执行机构强有力的领导、务实和 “认同”.
对于缺乏畜牧业经验的机构来说,协调策略尤为重要,这样就可以帮助他

们确定可以提供专门知识和技术支持的合作伙伴.如果情况允许,就像在处理

更可预测的紧急情况时,理想情况下应在灾害发生之前建立协调机制,以明确

界定角色和责任、资源可用性及系统可用性.
全面、协调应急系统的一个例子是 “集群措施”(插文２),它是由机构间

常设委员会 (IASC)实施的,用于应对复杂和重大应急期间人道主义援助.

IASC协调联合国和非联合国人道主义合作伙伴制定政策和做出决策.

插文２　机构间常设委员会 (IASC)集群措施

集群是联合国和非联合国在人道主义行动的每个主要部门 (例如水、
健康和物流)中的人道主义组织群体.它们由机构间常设委员会 (IASC)
指定,并具有明确的协调责任.３０多个国家采用集群措施提供人道主义援

助.国家一级集群的核心职能是:

１ 提供措施和消除重复的平台支持服务;

２ 通过协调需求评估和差距分析以及确定优先次序,为人道主义协调

员、人道主义国家工作队的人道主义应急策略决策提供信息;

３ 计划和策略包括部门计划、遵守标准和资金需求;

４ 倡导代表小组参与者和受影响人群解决已确认的问题;

５ 监控和报告集群策略和成果,必要时建议采取纠正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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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必要时以及集群内保持能力,开展应急计划、准备和能力建设.
每个行动组还负责从人道主义应急行动初始就要考虑早期的恢复措施.
来源:https://wwwhumanitarianresponseinfo/en/coordination/clus

ters/whatＧclusterＧapproach

协作意味着有效地合作,并有明确的角色和责任分工.还需要对各种利益

相关者的能力进行现实评估,包括地方行政管理部门、畜牧部门、动物卫生提

供者、当地领导人和目标社区.合作可能是切实可行的,比如共享运输等设

施,或者使用当地的人类健康服务冷链设施来储存兽医疫苗.也可以是在更高

的层面上,由两个机构共同提供不同但互补的服务,如扩群和动物卫生服务.

２５　选择受益人

受益人选择是设计与家畜相关应急响应中最具挑战性的方面之一,并且通

常必须做出艰难的决定.受益人选择应始终在所有利益相关者 (包括目标社区

本身)的充分参与下进行.在开始任何活动之前,必须解决顾虑、问题和潜在

挑战,这一点十分重要.
虽然需求评估可以提供有关脆弱社区的信息,但针对受益人最好使用与受

影响社区本身建立的标准.经常要求社区代表团体帮助制定标准且组织选择受

益人,并提供支持以确保适当的针对性和公平性.许多社区都有强大的地方代

表机构和执行这项任务的能力.但是,这些机构必须代表整个社区:经验表明,
一些传统机构难以处理公平问题,例如妇女的代表权和包容所有阶层的人.

如果成立委员会来帮助选择受益人,那么在公开会议上以及从社区的不同

部门 (家庭、年龄、性别、弱势群体等)中选出其成员,这一点十分重要.
地方政府应明确扮演推进者的角色,但不应影响社区的选择.建立新的委

员会或小组时,实施者应该意识到他们可能需要的支持,且必须从一开始就明

确他们的角色和职责.
这一阶段需要解决公平和性别问题.在实施之前,应讨论并商定确保男女

受益的方法.尤其重要的是,选择要考虑女性,如女性户主家庭和男性户主家

庭中的女性,将如何受益.一些捐助者实际上可能为女性受益者设定了具体目

标.如果将付款作为应对措施的一部分,这些付款方式和地点也可能影响妇

女,因此也应与社区协商讨论这些方面.

２６　委员会的有效沟通与协调

不可避免的是,需要委员会来确保活动实施过程中的有效协调和沟通.
作为协调一致应急响应的一部分,建立监督委员会来管理受影响地区的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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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家畜应急干预措施是一个好做法.这可能是一个国家层面的协调机构,主要

利益相关者可能包括农业部或同等部门、兽医部门、地方行政部门、FAO、
国家畜牧专家、畜牧业商人和相关非政府组织.在许多情况下,可能会有灾害

响应委员会技术分委员会.了解有关应急响应的国家政策、标准和指南,以及

评估国内专业知识,避免此类委员会 “做无用功”从而节省时间和资源.
在地方一级,多学科/机构干预委员会最适合监督具体的干预措施,如清

群、补饲等.该委员会的成员可以包括:高级地方行政长官以及地方兽医或畜

牧官员、家畜市场专家、当地家畜交易商和来自各地区的农民 (牧民)代表.
委员会应每周召开一次会议,以便能够快速开始运作,并在出现问题时有效应

对.所有会议都应保存记录,以供后续审查和评估.
此外,应在每个需要进行干预的地区设立地方委员会,以便社区领导人、

受益人代表和地方议员能够定期与方案实施者交流,提供反馈并解决争议.在

适当情况下,所有委员会中至少应有２５％的成员是女性,以确保充分考虑她

们的观点和经验.地方委员会应在方便农民和妇女参加的时间和地点举行.

２７　实施计划

干预的日常管理通常委托给一个团队.在建立实施团队时,成员花足够的

时间了解策略和方案是非常重要的,就工作安排达成一致,并解决后勤和运营

问题,从而使他们能够就拟议干预的规模和范围向社区提出明确、一致的信息.
在初始计划阶段可以讨论的主题包括:

•　受影响社区的生计基础;

•　家畜在受影响社区中的作用;

•　问题严重性:受影响的动物和家庭;

•　当地服务系统的可用性和访问权限;

•　当地应对策略;

•　干预的规模;

•　项目直接和间接受益人的概况;

•　性别在家畜管理中的作用;

•　正式和非正式的销售安排;

•　不同策略的优点和缺点;

•　不同方案的利弊;

•　当地主要利益相关方之间的关系;

•　需要考虑的社会文化和宗教因素;

•　需要解决的后勤和运输问题;

•　如何处理监控和评估考虑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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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团队将如何运作,个人和团体的责任如何界定.
有效的方案规划还应包括确定干预目标,以确保它们具体、可衡量、可实

现、现实和有时限 (SMART).在方案中增加灵活性有助于对不断变化的情

况做出快速反应,例如干旱后降雨的到来可能会造成一系列不同的问题,需要

优先开展相应的活动.
在某些情况下,测试干预措施 (如清群)的小规模试点阶段有助于解决问

题,并为更大规模的项目提供操作指南.但是,应急期间往往需要快速反应,
因此必须根据具体情况进行评估,以期为受影响社区带来最大利益.同样重要

的是决定退出干预策略,并确保当地利益相关者 (社区、受益人、公共和私营

部门)都了解任何干预措施的目标和时间.
必须明确公共服务、非政府组织和私营部门各自的作用和责任.在大多数

情况下,干预措施将通过 (或至少需要获得批准)代表负责畜牧事务部委 (农
业部门、畜牧部门、兽医部门等)的当地办事处进行.还将咨询其他相关部委

(规划、森林、土地和水、卫生或同等部门)的当地代表,并根据需要让他们

参与进来,尤其地方当局必须充分承诺并参与拟议的干预.
同样需要认识到,在发展中国家,公共服务往往缺乏人力和财力.应急期

间外部援助可用于改善此类服务的运营能力和工作条件,但需要严格控制财政

资源的使用,能力建设及培训应与技术设备供应一起考虑.
当投入通常由私人 (饲料供应商、兽医药剂师、家畜交易商、家畜运输

商、兽医、兽医辅助专业人员、家畜技术人员等)提供时,他们在应急期间得

到支持和参与是至关重要的,必须避免绕过或削弱私营部门的情况.
监控、评价和影响评估系统应具有参与性,因为受益者可能会提供可靠的

信息,而他们的观点十分重要.从监控、评价和影响评估中汲取的经验教训有

助于改进项目实施,并了解当地的应对策略.这些结果还可以为将来的应急计

划和应急准备提供的借鉴.监控、评价和影响评估是任何干预措施的基本要

素,在制定干预措施时应为其分配足够的时间和资源.

２８　合同安排

许多与家畜有关的应急干预措施涉及与当地执行伙伴 (例如当地非政府组

织、交易商协会和私营服务供应商)的合同或分包合同.大多数执行机构将为

地方合同制定规则、法规和标准模板,为此,要充分了解地方或国家级合同的

法律要求.合同应清晰明确,且包括以下几点:

•　明确确定承包商;

•　清楚描述和量化输出;

•　清楚描述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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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包括一份实际的时间表,涵盖开始和结束日期;

•　量化执行机构提供的投入和支持;

•　定义任何具体标准或投入品认证 (例如兽药);

•　明确承包商的责任;

•　提供详细预算;

•　明确缴纳材料或服务政府税的责任;

•　给出付款时间表 (分期付款)和条件;

•　清晰描述会计程序和报告要求;

•　澄清未动用资金的处理情况;

•　规定如何处理争议;

•　明确版权和知识产权的所有权 (如适用).

２９　动物福利

动物福利一直是发展畜牧业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人们也逐步认识到它的重

要性.动物福利可以概括为 “五大自由”,即:

•　免于饥饿或干渴的自由;

•　免于不适的自由;

•　免于痛苦、伤害或疫病的自由;

•　表达正常行为的自由;

•　免于恐惧和痛苦的自由.
大多数家畜应急干预措施都可以视为 “有利于动物的福利”,例如:

•　移走或以人道方式处理遭受痛苦和可能死亡的动物;

•　为患病动物或有患病风险的动物提供兽医护理或预防;

•　向饥饿或口渴的动物提供饲料或水;

•　为动物提供安置场所.
虽然任何与家畜相关的干预措施都可能出现动物福利问题,但清群和提供

家畜是最有可能对动物福利产生潜在影响的活动.将动物提供给没有技能、劳

动力或资源 (如饲料和水)的主人会损害动物的福利.同样,向接受者提供不

适当的动物品种也可能对福利产生影响.在规划和选择所有干预措施的实施伙

伴和受益人时,尤其是在考虑家畜供应时,动物福利必须是一个关键考虑因素.

２１０　通用术语

对于处理与家畜有关应急情况的非兽医专家来说,术语可能令人困惑,数

据难以解释.本节说明了处理家畜时常用的术语.并非所有术语都出现在文

中,但整体理解上下文可能需要这些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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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１０１　家畜单位

家畜单位 (LU或LSU)是一个常用术语,用于将所有物种的家畜数量表

示和汇总到一个共同的单位中.
重要原因:死亡率、承载能力、载畜量、营养需求都可以用 LSU 表示.

定义各不相同,但通常将家畜单位表示为５００千克活重的动物 [热带家畜单位

(TLU)为２５０千克],每个动物品种具有相应的系数.例如,世界银行 «世
界动物疫病图集»使用以下系数:

１头骆驼或其他骆驼科动物＝１１LSU
１头牛＝０９LSU
１头水牛＝０９LSU
１匹马或骡 (马科)＝０８LSU
１头猪＝０２５LSU
１只绵羊＝０１LSU
１只山羊＝０１LSU
１羽家禽 (鸡、鸭或鹅)＝００１５LSU

２１０２　死亡率

在指定的时间间隔内,对某一特定群体中死亡发生频率的测量 (通常用百

分比表示).
重要原因:不可避免地,动物的死亡数量成为头条新闻,并被用作外部援

助的理由,但是,在应急期间弄清死亡率数字可能具有挑战性.死亡的动物总

数也可能是误导性的;更准确的指标是用因紧急情况死亡的额外动物数量来表

示受影响的家畜总数.

２１０３　发病率

疫病在群体中出现的频率.
重要原因:在流行病学中,“发病率”一词既可以指疫病的发病率,也可

指某一群体中某一特定时间内新发病例的数量,也可指该病的流行率,即某一

群体在某一特定时间的病例数.这种疫病的衡量标准与疫病死亡率形成对比,
疫病死亡率是指在给定时间间隔内动物死亡的比例.

２１０４　出生率

每年有繁育能力的母畜数量占总家畜数量或总母畜数量的百分比.
重要原因:这个比率代表一个群体繁殖状况的基本数字,然而,很少有动

物具有年繁殖周期,因此还须考虑分娩间隔和产仔数等其他参数.

２１０５　分娩间隔时间

同一母畜连续两次分娩之间的时间.
重要原因:间隔由几个因素决定,包括妊娠和发情以及季节、营养、饲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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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和压力.它们只是一些粗略因素,因为饲养动物的环境会对其繁殖能力产

生重大影响———这对役用动物尤为重要.在最佳条件下,牛的分娩间隔时间可

能低至１２个月,但在低投入或传统体系中,１８个月至３年以上的情况并不罕

见.绵羊分娩间隔时间的平均值在９~１２个月,这使得一些品种在两年内生育

３次.商品猪群的分娩间隔时间平均为１４６~１５０天,散养猪的分娩间隔时间

平均为１５９天.驴和马时间范围可达１２~２０个月,骆驼为２~３年.

２１０６　每窝产仔数

每头 (只)母畜在一次分娩 (出生)中的后代数量,它也常表示为多胎率

(百分比).
重要原因:该数值显示了在生殖周期中可以预期有多少后代.结合上述分

娩间隔,可以估计一个畜群在特定时间范围内的总后代.大型动物 (奶牛、骆

驼、马和驴)往往一胎只生一个后代,双胞胎较少发生.双胞胎在绵羊中很常

见,三胞胎在山羊中并不罕见 (因此也可以用孪生率表示).猪的每胎产仔数

一般在６~１２头,数量较少的猪通常属于发育不良的品种.

２１０７　孵化率

一批鸡蛋孵化出雏鸡的百分比.
重要原因:该数值显示了从一批鸡蛋中可以预期孵化出活雏鸡的数量.孵

化率低可能存在管理或疫病问题.该数值因家禽生产体系而异,散养家禽较

低,商品家禽较高.

２１０８　断奶成活率

存活和存活到断奶的动物比例,以百分比表示.
重要原因:从 “存活率”来看,即使在非应急情况下,对于家畜从出生到

断奶的时间也是最关键的.在此期间,幼龄动物需要通过快速生长来克服新生

仔畜的脆弱状况.它们的消化道需要缓慢适应从奶为主要食物到固体饲料,它

们的免疫系统 “学习”对其环境中的生物体和病原体做出反应.一旦动物成功

断奶,它们就已经度过了压力最大的阶段,随后存活率普遍很高.

２１０９　年繁殖率

每头 (只)繁殖母畜每年的平均产仔数.
重要原因:以确定一个畜群的总繁殖率,可以用单一母畜计算的繁殖率求

和得出.例如,假设山羊群的平均后代数量为１２只,分娩间隔为２４０天,年

繁殖率 (ARR)为:

ARR(％)＝ [(１２/２４０)×３６５]×１００＝１８２５％
这就表明每只繁殖母畜的平均后代数量是１８只.

２１０１０　出栏率

定义为在确定的种群 (例如一个畜群)中出售或屠宰动物所占的比例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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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以百分比表示).
重要原因:出栏率概述了商品畜群动态以及出栏干预对总体目标群的潜在

影响.理想情况下,应根据畜群的繁殖性能和预期死亡率来确定出栏量,以评

估在特定时期内出栏量是否引起动物数量的显著减少.

２１０１１　性别比例

定义为给定畜禽群中母畜禽与公畜禽的比例,通常表示为每头 (只)公畜

禽所配母畜禽的数量.
重要原因:这个比例对于动物繁殖是必不可少的.它因动物种类、动物品

种、饲养体系和公畜禽年龄等因素而异.例如,在自由交配的无约束山羊饲养

体系中,一只公山羊可以与１０到２０只母山羊交配,年轻公山羊不应该与太多

的母山羊交配,否则交配的质量将下降,公山羊也会筋疲力尽.

２１０１２　胴体重

被屠宰动物的体重减去其皮肤、头部、蹄 (足)、消化道和内脏的重量.
重要原因:该数字决定了屠宰动物进入食物链的肉量.它广泛用于肉类工

业,但它并不能反映屠宰动物的所有有价值的成分.

２１０１３　屠宰率

表示胴体重量占动物活重的百分比.
重要原因:当以肉类生产为目标时,该数字表示可以作为产品计算的活重

份额.与单胃物种相比,反刍动物通常具有较低的屠宰率 (５５％~６５％) (例
如猪和大多数家禽品种为７０％~８０％).

２１０１４　载畜率

表示给定单位面积 (通常为公顷)任何一时间点的动物数量关系.
重要原因:在封闭的商业农场或牧场中,这是相当容易计算的.但是在流

动的牧场体系和传统的混杂农场中,情况变得很复杂,在传统的混杂农场中,
田地通常是不封闭的并且动物可以在毗邻的公共场所自由放牧.

２１０１５　承载能力

承载能力 (CC)确定了栖息地或生态系统可持续支持的最大家畜种群.
重要原因:在畜牧生产中,这一概念主要应用于世界上干旱和半干旱牧场

地区的管理,尤其是非洲的畜牧系统,那里的畜牧业主要依靠放牧资源来提供

饲料.然而,由于有大量的变量影响放牧资源和其他参数,当这一概念应用于

此类牧场时,其适用性存在争议.在应急期间,CC适用于易于定义的空间中

的畜牧生产,在这个空间中,动物可能会集中在水源、畜栏、放牧保护区或境

内流离失所者营地周围.重要的是衡量实际载畜率 (可能会快速变化)和基本

承载能力 (不会快速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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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现金转账及代金券

３１　原理

援助有需要的人通常包括以人道主义危机中的救济援助 (应急干预措施)
或消除中长期贫困的工具形式向他们提供资源,传统的援助形式是通过直接提

供粮食、农业投入和饲料等实物进行援助.在过去十年中,现金方案已成为实

物援助的一种流行替代方案.近年来,大型和小型非政府组织以及FAO、联

合国开发计划署 (UNDP)和世界粮食计划署 (WFP)等联合国机构大幅扩

大了现金投资援助,例如,２００９—２０１３年,世界粮食计划署的现金和代金券

业务增长了１８倍.
为了解现金转账作为一种工具在人道主义、发展和社会保护环境中的应

用,研究饥荒等极端粮食安全事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十分有用的.长期以来,
人们普遍认为饥荒是由于受灾地区粮食供应急剧减少所致,而最近发生在亚洲

和非洲的饥荒是由于人们购买力下降造成的,因此人们获得粮食的机会减少,
而不是粮食供应减少.一旦从获得粮食而不是粮食供应的角度来看待粮食不安

全问题,以及由此产生的贫困和脆弱性问题,就可以清楚地看到,最适当的应

对措施不可能总是实物.如果粮食不安全、贫穷和脆弱性是由于获取不充分而

造成的,现金转账是一种更适当可行的援助形式.

３１１　现金转账分类

现金和代金券计划按照两个标准进行分类:

１)接受方为接收转让而必须满足的条件;

２)接受方可以使用转账的方式.
如果接受方必须满足某些条件才能收到转账,则现金转账计划是有条件

的.反之,如果接受方不必满足任何条件,则现金转移计划是无条件的.
当一项转让 (有条件或无条件)进行时,接受方只允许将其用于预选的货

物或服务,转让受到限制.代金券总是受到限制的,因为它们只能在参与优惠

券计划的零售商或供应商处兑换,以换取特定商品和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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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１２　现金和代金券的主要特征

现金转账作为实物援助的一种替代办法越来越受欢迎,部分原因是受援国

日益重视其需要和愿望,在这方面,现金转账和代金券的优势显而易见.现金

以及在较小程度上的代金券,使人们能够自己决定他们最迫切的需求是什么,
以及他们希望在当地市场购买什么商品或服务,这意味着权力从执行机构转移

到受益人.有了现金和代金券,接受方对转账的使用有更大的控制权.
通过将选择权转移给受益人,现金转账可以在受援国依赖外部援助的情况

下保持其尊严感.
在许多情况下,现金转账比实物援助更具成本效益.实物干预无论涉及农

业投入、粮食还是家畜,都意味着交易成本 (采购、运输).此外,它们还会

干扰受援国的生产或市场,扰乱当地市场.例如,一艘大型粮食运输船可以压

低当地食品的价格,从而损害当地生产者的利益.由于受益人将转移支付用于

在当地市场购买商品和服务,现金转账可以产生倍增效应,使社区的其他参与

者例如邻居或商人受益.
现金转账和代金券方案是非常灵活的工具,可以设置为:

•　当农民和牧民发现购买农业投入物和家畜的能力下降,无法从事农业

或畜牧业生产时,对人道主义危机局势做出反应.

•　发展方案中增加农业生产和市场准入、建立或改进疫病控制措施等的

工具.

•　社会保护机制①:依赖旱作农业维持生计的农民和牧民易受极端自然

灾害和季节变换的影响.现金方案可用于解决季节性现金流瓶颈问

题,并支持那些生计面临高物价、土壤肥力下降、缺水和健康状况不

佳等威胁的社区.
３１３　现金转账方案的先决条件

现金转账并不总是合适的,只有在当地市场运作良好、能够承受商品和服

务日益增长的需求时,才可实施这些措施.因此,决定是提供实物援助还是现

金/代金券援助,必须始终以市场评估为基础.评估应分析一般商品的价格、贸

易商应对需求增加的能力和意愿、投入现金的潜在影响以及市场与其他市场的

整合程度.一个弱整合的市场意味着市场准入不畅、价格波动和供应不正常.
由于市场分析的目的是确定受益人最终是否能够获得货物和服务,因此这种评

估还应考虑道路和安全状况.已开发的几种工具就可以用来分析市场并确定最

合适的干预形式 (现金、代金券或实物).应急期间,两个最常用的市场分析

１６　

　应急期间家畜相关干预措施操作手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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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度而采取的公共行动”(Conway等,２０００).



工具是EMMA (紧急市场映射分析)① 和 MIFIRA (市场信息和粮食不安全

反应分析)②.根据干预范围,进行这些分析所需的时间可能在一到几周之间.

３２　现金转账类型

现金转账主要有四种类型:无条件现金转账 (UCT)、有条件现金转账

(CCT)、公共工程 (PW)和代金券计划.下面分别讨论这些类型.

３２１　无条件现金转账

无条件现金转账干预措施是无条件地向贫困和弱势家庭或个人提供资金,
无需接受方采取行动就可获得.其基本原理是基于这样一个假设:穷人是理性

的行动者,通过放宽他们的主要约束 (缺钱),他们可以进行投资或购买他们

无法负担的商品,如小型反刍动物、饲料、种子、肥料和工具,并承担他们此

前不可承担的风险 (插文３).

插文３　肯尼亚为牧民提供无条件现金转账的饥饿安全网方案

饥饿安全网方案 (HSNP)是一项无条件现金转账方案,由肯尼亚政府

管理,２００９—２０１２年在肯尼亚北部的４个地区实施.HSNP旨在减少图尔

卡纳、马尔萨比特、瓦吉尔和曼德拉地区的极端贫困.它提供了针对长期

粮食无保障家庭的无条件现金转账,其中包括数以千计依靠家畜为生的家

庭.该方案惠及６万户家庭,他们通过预付卡 (肯尼亚政府,２０１４),每两

个月收到２３００肯尼亚先令 (约３３美元),一共为期３年.

没有条件意味着无条件现金转账项目不需要对这种联系进行监督,这使得

它们比其他现金转账方案更容易管理、成本更低.
在需要快速干预和受益人必须满足许多需求的情况下,无条件现金转账十

分适用,其也经常用于社会保护计划,以支持弱势群体,包括牧民.现金可以

克服流动性和信贷约束,提高受益人的生产能力,减少甚至避免风险应对策略

(Covarrubias等,２０１２).
使用无条件现金转账有时会受到批评,理由是在没有条件和限制使用转账

的情况下,现金将被浪费在烟酒等非必需品上.对最近的现金转账方案 (包括

无条件现金转账)的分析表明,这种担心是错误的,至少在发展中国家是这

样,而且有明确证据表明,转账资金并不总是用于饮酒和吸烟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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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Albu,２０１０;Ward和 Ali,２０１５.

Lenz,２００８;Barrett等,２００９.



３２２　有条件现金转账

有条件现金转账向贫困和脆弱的家庭和个人提供现金是指这些家庭和个人

必须满足某些要求,例如确保儿童上学、接受定期健康检查或参加免疫接种计

划.总的来说,有条件现金援助有两个目标:短期内,旨在为贫困家庭提供维

持最低生活水平所需的收入;长期而言,目标是改善儿童的人力资本,从而打

破贫困的代际传递.
对转账的条件并不限制受益人如何使用现金,而是规定了他们必须满足的

条件,才有资格成为接受方.在收到现金后,受益人可以随意使用.有条件现

金援助计划背后的关键假设是,贫困家庭没有对人力资本 (教育和健康)进行

足够的投资,因此贫穷代代相传①的现象.
在过去２０年里,有条件现金援助在拉丁美洲非常流行,该洲大多数国家

的政府越来越多地将其作为减贫计划的关键工具.最早,墨西哥政府于１９９７
年设立了 “机会”项目,名为PROGRESA,是第一个大规模的有条件现金援

助计划.它侧重于两个方面:

•　鼓励家庭改变行为,送孩子上学、去诊所和接受健康教育 (以健康和

营养教育为重点的小组会议);

•　解决贫穷代代相传的问题.如今, “机会”项目已覆盖近６００万个

家庭.
目前,世界上最大的有条件现金资助计划在巴西实施.巴西政府于２００３

年设立家庭基金,２０１３年达到１４００万户 (约５０００万人,占巴西人口的

１/４)②.巴西和墨西哥实施的有条件现金援助已在拉丁美洲广泛实施,尽管规

模较小,但几乎应用到了每一个国家.在东南亚和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也实行

了类似的方案.
为了确保有效,必须在基础设施 (如学校、诊所)相对可靠的国家实施拉

丁美洲最初设想的有条件现金资助.在缺失或欠缺社会服务的地方,有条件现

金援助则不能达到其预期的目标.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拉丁美洲和中美洲以及东

南亚各国政府广泛实施有条件现金援助,但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则很少

使用③.
此外,由于有条件现金援助计划要求受益人改变其行为,只有在有条件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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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贫困家庭可能意识到为子女教育和健康投资的好处,但却负担不起学费或送孩子上学的机会

成本.

BolsaFamilia 于２００３年在４个已有方案基础上建立的,其中一个方案可追溯到 １９９５年

(Lindert等,２００７).
各国政府通常将有条件现金援助作为一种工具,旨在减少贫穷和社会脆弱性,很少应用在人

道主义危机中.



守并适当监控的情况下,才应实施有条件现金援助干预措施①.强制执行和监

控受惠者遵守情况显然需要大量的行政费用.

３２３　公共工程

公共工程计划涉及向个人支付报酬,以换取社区基础设施方面的非技术性

工作.付款通常是现金、代金券和食品.联合国各机构、政府和非政府组织还

提供以工代现、以工代券和以工代食方案.
与有条件现金资助类似,公共工程计划有短期和长期目标.除了通过支付

工资减少贫困或提供短期救济外,普惠干预措施还可以通过受益人修建、维护

或修复的生产性财产 (如道路和灌溉基础设施)带来长期利益.
由于受益人必须工作才能获得付款,公共工程计划得到捐助者的支持.在

劳动力充裕的地方,经常雇佣公共工程的工人来修复受损的公共基础设施、清

理灾区或建设公共资产.
公共工程计划显然只针对身体健全的成年人,不包括儿童、老人和残疾人

等弱势群体.在农村地区,必须规划公共工程计划,以确保活动不会影响农业

生产.这就是为什么公共工程干预常常与农业生产淡季相吻合.公共工程项目

是以自我为目标,因为它们提供低工资的就业机会,而且只有真正的穷人才愿

意参加.富裕社区成员可以在农业、贸易或有薪工作中获得更多的收入.因

此,为了惠及最贫穷的群体,普惠计划必须设定一个低于某一地区最低工资率

的自我目标工资率.然而,在失业率高的地区,即使工资很低,公共工程活动

的就业需求也可能会超过供给.
一些机构和非政府组织将公共工程干预视为有条件的现金支付 (受益人需

要做些什么才能收到现金).然而,有机构持不同看法,因为参与者不必为了

改善人力资本而改变自己的行为.

３２４　代金券计划

有时出于某种原因,现金援助比实物分配更可取.例如,如果一个机构/
非政府组织的目标小到某一具体方面,如增加小农的玉米产量,那么最合适的

工具将是一张商品券,使接受方获得２０千克玉米种子、５０千克尿素和６０千

克磷酸钠钾.如果援助机构希望限制受益人使用特定货物或服务的转账,它将

使用凭证而不是现金.代金券是一种纸质或电子的卡片,受益人可以在选定的

商店和商品与服务供应商处兑换.代金券可以现金 (如２０美元)、商品 (如

１２５千克玉米)或服务 (如动物兽医治疗)的方式计价②.所有代金券都是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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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最近对有条件现金援助的评估表明,不一定要对方案的条件进行监控,以实现预期结果

(Benhassine等,２０１３).
别称为现金券和商品券.



限制的转账形式,与现金券相比,商品券进一步限制了受益人的选择.代金券

计划基于这样一个假设,即受益人将在现有市场体系内向零售商赎回代金券.
设立代金券方案,作为紧急救济和促进发展的一种工具,主要针对各种弱

势群体,包括难民、农民、牧民和城市居民.插文４和插文５为两个针对牧民

的代金券示例.

插文４　蒙古国支持牧民生计的代金券

在蒙古国漫长而严酷的冬季 (国语为dzud),深雪、强暴风雪和严寒使

得家畜不可能觅食,导致家畜死亡率很高.２００９年的旱灾尤为严重,造成

该国大约２０％的家畜死亡,７７万牧民或２８％的蒙古人口受到影响.反饥饿

行动 (ACF)在西部乌苏省实施了一项商品券方案,以帮助失去家畜、饲

料和生计的家庭.反饥饿行动向牧民提供代金券,防止他们负债累累或被

迫迁移到首都乌兰巴托的贫民窟 (ACF,２０１０).

插文５　提高家畜扩群影响的代金券

２００７年袭 击 孟 加 拉 国 东 南 沿 海 的 锡 德 飓 风 过 后,两 个 非 政 府 组 织

AGIRE和SavetheChildren实施了一个家畜补充项目,以帮助受影响社区

恢复生计.每个家庭受益人都得到了两头奶牛和代金券.虽然奶牛为家庭

消费提供牛奶,并在种田季节被用作驮畜,但代金券计划旨在支持家庭照

顾动物.分发了两种代金券,一种用于兽医服务,价值４４０塔卡 (约６５美

元);另一种用于饲料费用,价值９２０塔卡 (约１３５美元).代金券计划增

强了家畜扩群工程的恢复效果 (AGIRE,２００７).

２００７年,孟加拉国农村地区的平均月薪约为７０美元,因此代金券价值

不菲,尤其是在农村社区.

３２５　商品交易集市

在当地没有商店或市场,需要交换代金券以支持个人购买投入品和服

务①.在这种情况下,有必要组织市场,使受益人和贸易商能够通过代金券进

行商品和服务的交易.这些活动传统上被称为商品交易集市.在人道主义和恢

复生产中,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经常举办专门以种子、投入物和农具为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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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这是因为他们是远离集镇的难民,或是分散居住在农村地区等.



点的贸易集市.在干旱和半干旱地区 (如非洲之角、萨赫勒地区),以及蒙古

国等冬季恶劣的国家,也为牧民设立了集市,以满足各种需求.

插文６　布基纳法索小型反刍动物集市

２０１２年,天主教救济服务社 (CRS)组织了一系列小型反刍动物集市,
使用代金券支持当时受地区干旱严重影响的布尔基梅省布基纳法索的弱势

家庭.
通过集市,天主教救济服务社向１０００个家庭的妇女发放价值５０~６０

美元的代金券,用于购买小型反刍动物及支付饲养、动物饲料和兽医费用

(CRS,２０１２).

集市是以农民、牧民和商人为目标的临时市场,通常只有一天.以小规模

活动为主,上限约为１５００名受益人①.在同一个干预区内可以设立多个交易

集市,使数千名受益人受益.投入品交易集市通常固定在一天、一个场地 (通
常是一个封闭的空间,如学校的院子)进行,这样可以更容易地跟踪参与者之

间的交流.此外,在投入品交易集市上,可以对投入品和动物进行目测检查,
并对价格进行监控,以防止串通或操纵价格.本章后面将提供有关如何组织家

畜交易集市/代金券计划的实际指导.

３３　计划与准备

３３１　确定转账的规模

在每一个以现金为基础的方案中,关键的一步是确定转账的规模.总的来

说,这将主要取决于方案的目标.
更具体地说,转账的规模应基于受益人可以通过现金或代金券获得的货物

或动物或服务的价格②,以及受益人的基本需求 (食品、非食品物品、动物、农

业投入等)与其满足这些需求的能力之间的差异.例如,一张代金券可以支付参加

代金券计划的家庭的食品消费量的百分之X,或者它可以使牧民购买Y千克的动

物饲料或３只小反刍动物.执行机构应了解其他机构是否在同一领域提供援助.
如果牧民参与以工代赈的项目,如修建或修复钻孔,则其工资将根据牧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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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当受益人数超过５００人时,除非组织机构拥有大量的工作人员,否则受益人和交易员的登记、
凭证分发、凭证交换和监控的任务就变得很困难.如果受益人数大大超过６００人,最好设立多次集市,
以满足所有目标群体的需求.

如果该计划是在动荡的市场环境下实施的,则可以根据通货膨胀调整转账的规模.



个人的支出需求、他/她自己能够提供的比例以及非熟练或半熟练劳动力的现

行工资进行.
执行机构应始终注意,通过现金转账方案注入社区的资金不会扰乱当地市场.

３３２　交付机制

向受益人提供现金和代金券的方式有很多种.在设计阶段,必须选择最适

当的交付机制将现金或代金券转给受益人.要做到这一点取决于具体因素,包

括可用预算、受益人数、可用的技术基础设施 (例如电力、移动电话覆盖率、
银行分行)、机构和执行伙伴的能力、建立交付机制的可用时间以及受益人的

需求和限制.
直到２１世纪初,现金转账和代金券方可以两种低技术含量的方式交付给

受益人,如下文所示.

３３３　现金信封

把现金转给受益人最简单的方法是直接把现金分给他们,通常是装在信封

里.现金信封支付系统有几个优点,包括:支付不需要昂贵或复杂的设备;受

益人不需要识字或计算;他们不需要受过专门培训.然而,这种方式容易泄露

和欺诈,使接收方和工作人员面临抢劫的风险,而且在分发阶段可能很耗时.
因此,尽管现金信封支付系统具有速度快、简单和交易成本低的优点,而

且所有这些因素在应急期间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它也有一些缺点,尤其是工作

人员在分发现金时,会暴露在拥挤的户外场所.此外,与电子转账不同,现金

是不可追踪的①.然而,该系统确实具有灵活性的优点,而且不会阻止受益人

转移到其他地点,这在处理牧民社区或内乱时非常重要.

３３４　纸质代金券

第二种交付系统是通过纸质代金券付款.鉴于其与本币票据的相似性,纸

质代金券很快就为受益人所熟悉.它们经常被用于提供获得货物 (例如食品和

非食品物品、农业投入、动物饲料)和服务 (如兽医帮助)和传统家畜干旱援

助 (如清群和扩群)的方案中.

３３５　通过电子传递机制交付

现金信封和纸质代金券都是劳动密集型的,并对转移性、可追溯性和成本

效率提出了挑战.然而,由于技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传播,现金和代金

券可以电子方式交付.在过去几年里,向弱势群体提供援助的电子手段迅速普及.

３３６　移动电话

在东非,移动电话的迅速推广使人们能够用它们来传递现金.通过移动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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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如果资金需要迅速转给受益人,比如在突发性休克之后,没有时间建立电子支付系统,那么

装在信封里的现金或为最合适的选择.



话进行转账特别适合于流动、游牧或临时流离失所的受益人.在肯尼亚,有超

过１２００万人使用 MＧPESA系统 (“M”代表移动,“PESA”在斯瓦希里语中

是指钱),它允许人们通过短信向其他手机用户转账.注册用户即使是在该国

最偏远的村庄,也可以在该国８１０００多个 MＧPESA 网点的任何一个网点领取

这笔钱.非政府组织成功地利用 MＧPESA 来帮助应急期间的牧民社区,并帮

助登记参加肯尼亚国家饥饿安全网方案的家庭.

３３７　其他电子支付系统

目前,向受益人进行转账的电子交付机制有许多,即使在基础设施薄弱的

地区 (萨赫勒、刚果民主共和国、索马里等),这些机制往往排除了银行等传

统金融机构,但始终需要私营部门 (移动网络运营商、信用卡公司)的参与.
下面简要说明各种支付系统.

•　智能卡是带有微芯片的塑料卡,其中包含受益人和转账金额的信息.
通常,受益人会去支付点 (有读取装置的代理、自动取款机、邮局或

银行)检索信息.

•　磁卡包含可存储个人身份的磁条.它们可以用来从自动取款机或使用

读卡设备的代理取款 (以前已存入账户).与智能卡相比,磁卡系统

的初始成本较低,但磁卡很容易损坏或消磁.

•　刮擦卡是指一个区域被隐藏个人识别号 (PIN)的物质覆盖的卡片.
通常情况下,受益人可以在零售商的商店里通过刮划该区域并将PIN
输入零售商的移动电话或其计算机上来赎回一系列商品.然而,刮擦

卡只能使用一次.
建立电子转账机制至少需要１０周时间,涉及的步骤包括:
(１)了解电子转账选项将在何种监管环境下运作;
(２)评估服务和供应商的商业前景;
(３)招标确定最佳服务商;
(４)与选定的服务商协商签订合同;
(５)拟订、签订合同;
(６)确保电子转账服务符合内部和捐赠者的要求;
(７)在服务提供方的合作银行开户;
(８)订购电子转账设备 (智能卡/借记卡、手机、阅读设备);
(９)登记受益人并培训他们如何使用电子转账设备;
(１０)加载受益人数据并进行转账.

３３８　风险

与其他援助干预措施一样,使用现金和代金券也有风险.这些风险必须在

实施之前、期间和之后加以考虑.表１列出了一个机构或非政府组织在现金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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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金券计划中面临的主要风险,以及减轻这些风险的策略.

表１　现金和代金券计划中的选择风险和解决措施

风 险 解决措施

　主要商品价格上涨和当地市场扭曲
　进行市场评估 (在现金/代金券计划开始之前)并执行市

场监控 (计划期间和之后).

　性别偏见 (Ⅰ)———允许目标反映对

妇女的现有社会性别偏见
　确保管理层抵制压力,以影响目标制定过程.

　性别偏见 (Ⅱ)———男性种作物/女

性养家畜∗

　目标确定过程

　确保商品交易集市/代金券项目提供的动物种类多样,包

括妇女拥有/照料/出售的动物.

　质量差 (食物、投入、饲料、家畜和

服务)
　确保有适当的质量控制措施,并在整个项目中监控其运

作情况.

　来自地方当局的不当干预 (过度干

预、选择供应商等)
　建立一个知道如何与地方当局谈判的强有力的管理层.

　不定期利用代金券换取投入品、家畜

和服务

　在代金券计划期间开展兑换交易监督,并尽可能为受益

人建立申诉和纠正机制,以报告违规行为.

　盗窃、贪污和滥用代金券
　实施有效监控,确保职责分工.

　测试电子优惠券识读器、智能卡、手机覆盖率等功能.

　转账到金融机构用以资助业务的资金

被转移
　分期转让有限金额.

∗不同社区的男女农业劳动分工差别很大,但通常男性负责经济作物,女性负责家庭食品消费.

妇女经常种植豆类和蔬菜等次生作物 (Doss,２００１).同样,对于家畜,妇女照顾家禽和小型反刍动

物,而男子则照顾大型家畜,如骆驼、牛和羊 (FAO,２０１２).

３４　实施

３４１　设计代金券计划和家畜交易集市

交易集市和代金券计划的详细设计取决于其目标、实施该计划的社会经济

环境和其他因素.但是,对于任何交易集市和代金券计划,必须始终执行以下

几个步骤:

•　评估社区需求;

•　与地方当局和社区代表会面,规划交易集市和代金券方案;

•　选择目标社区所需的货物、动物和服务;

•　选择受益人;

•　选择交易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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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行质量控制,确保投入品 (牧草、饲料、矿物质补充剂、维生素

等)符合一定的质量要求;

•　采取必要的疫病控制措施或确保动物接受了所需的治疗;

•　设计代金券或选择适当的技术将现金和代金券转给受益人 (如电子

卡、移动电话),并尽量减少伪造的风险;

•　培训受益人、交易商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当地社区、农业部、执行伙

伴等);

•　监视价格;

•　建立问责制.
下面将讨论每个步骤.当然,财政制约可能会影响它们的执行方式.
会见当地社区代表

社区代表应参与交易集市和代金券计划的规划和实施,社区宣传有助于增

强透明度和责任意识,加强社区对该方案的支持.

３４２　脆弱性评估

在制定针对牧民的代金券方案之前,有必要了解干预措施的脆弱性.至关

重要的是,查明造成执行机构正在努力补救无保障生计的根源.

３４３　目标

目标取决于该方案的目的,例如,该方案的目的是要到达某一特定群体

(例如妇女)、提供获得水的机会 (例如为游牧民建造或修复钻井、在干旱后重

新补栏牧群、资助社区最贫穷和最脆弱成员等).目标应按照明确透明的标准

进行,它还应让地方社区和当局参与,以降低最有影响力的社区成员受益最多

的风险.
目标标准将取决于交易集市或代金券方案的目的:它是在人道主义危机期

间设立、发展项目或作为社会保护方案的一部分,解决脆弱性问题.在人道主

义背景下,目标在理想状态下应包括受危机影响的所有脆弱牧民 (例如干旱、
暴雪、高价、冲突).这在实践中可能证明是困难的,因为家庭的数量往往比

现有预算所能涵盖的数量更多.因此,需要考虑以下标准:

•　收入;

•　动物所有权;

•　获得土地;

•　在土地上工作的能力和意愿;

•　财产所有权,首先选择财产较少的家庭 (家畜、牛等);

•　人口统计,例如,女性户主家庭、与老年人或慢性病患者一起生活的

个人;

•　获得其他援助方案的机会 (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应优先考虑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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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没有从其他援助方案中受益的人);

•　家庭中从事经济活动的人数.

３４４　质量控制

实现交易集市和代金券计划目标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确保向受益人提供的货

物质量合格.例如,如果提供小型反刍动物供弱势牧民选择,那么这些动物必

须是健康的、体况良好的.这一点在第６章家畜供应中有更详细的说明.在描

述执行机构工作人员为确保货物 (如饲料、维生素)符合最低质量标准而采取

的措施之前,必须强调的是,与实物干预不同,实施机构采购货物并对货物质

量负全责,而交易集市和代金券计划旨在给受益人一个选择.因此,与选择动

物相关的部分责任和风险由受益人承担,然而,执行机构有义务尽量减少对受

益人的风险.如果认为用于交易集市和代金券计划的动物或货物来源市场不可

靠,则执行机构应采用其他类型的干预措施.

３４５　选择交易商

交易商的选择包括以下步骤:

•　在地方和国家新闻和广播电台上宣传交易集市或代金券方案的条款和

条件.

•　根据推广服务、联合国机构和非政府组织以及专家和牧民的建议,确

定潜在的交易商.拜访所有潜在的交易商,在参观期间,工作人员评

估动物的健康状况或饲料质量,并解释交易集市和代金券计划的条款

和条件.

•　安排与选定的交易商会面.会议应披露有关代金券价值、牧民可选择

的核准项目清单以及兑换代金券的时间 (集市为一天)的信息.

•　必须告知交易商代金券交换和支付程序.如果是纸质代金券,应告知

交易商将赎回代金券提交执行机构付款的截止日期.

３４６　设计代金券,尽量减少伪造的风险

票据欺诈是一项常见的挑战,下面列出了一些旨在减少欺诈机会的防伪技

术.一般代金券必须包括①:

•　其价值;

•　参与伙伴的标识 (如执行机构、国家、捐助者);

•　序列号;

•　有效期.
代金券的价值应以当地货币表示,任何文本均应以当地语言书写.在某些

情况下,受益人的号码可能印在代金券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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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择代金券价值时,应考虑两个因素:

•　当代金券的管理成本太大时,会增加代金券的管理成本.

•　当代金券价值太大时,如果受益人想要兑换价值较小的商品/服务,
他们可能会遇到问题①.

代金券可以用小册子的形式收集,小册子中含有相同名称的各种代金券.
这些小册子类似于支票簿,代金券与存根之间用穿孔线隔开.执行机构撕下代

金券,交给受益人支付商品或服务,而存根仍保留在账簿上.该机构保存账

簿,并使用存根记录交易和支出.
重要的是,代金券是易于使用的,在这方面的黄金法则是,考虑到目标社

区人群的识字水平,它们应该简单易懂,这意味着执行机构应使用受益人熟悉

的大字体、彩色编码和符号 (例如,１０美元代金券印上树,１５美元代金券印

上奶牛等).
打击伪造代金券的措施

有许多措施使伪造和复制代金券变得困难,这些技术的效果和成本各不相

同.根据预算和可用时间,执行机构工作人员可以选择其中一些或全部.
以下是简单的防造假措施:

•　在特殊 (如有纹理或彩色)纸张上打印代金券会使复印变得困难.如

果没有专用纸张,则应使用优质纸张打印代金券.

•　对代金券进行彩色编码不仅有助于防止重复,而且有助于文盲受

益人.

•　如有可能,应在远离交易集市或代金券计划实施地点的地方印制代金

券,这使得涉及印刷公司的欺诈行为更加困难.

•　应使用花哨的标识.标识越花哨,复制就越困难.

•　如果在不同的日期有多个交易集市,可以在开市前加盖上不同的印章

(例如不同颜色),以区分第一个集市所用的代金券和第二个集市所用

的代金券等.

•　参与交易集市的供应商必须知道如何识别代金券,这可以在交易集市

前的培训课程中完成.
除上述措施外,还需考虑以下两方面:

•　降低欺诈可能性的一个简单、成本效益高的策略是在交易集市期间建

立一个良好的监控系统.在工作人员的充分监督下,仿冒代金券及其

　 ２７

　　３　现金转账及代金券　

① 通常在交易集市上,无论是家畜还是包括饲料在内的农业投入品,交易商在交易后都不退还

零钱.



不当使用 (将代金券兑换成现金)变得很困难①.例如,是否可以将

代金券的序列号与受益人联系起来,提供清单、供交易商交叉核对代

金券号码与受益人的姓名,受益人必须出示一些官方身份证明 (如果

没有官方身份证明,可提供村委会主任的信等有效证明).

•　需谨慎对待代金券和货币.在交易集市和代金券活动开始前,应将其

保存在保险箱中,只有项目经理或项目经理指定的工作人员才能打开

保险箱.

•　阻止潜在造假者的一般策略是让他们认为复制极其困难.例如,可以

在代金券设计中添加一个随机数或一个特殊的符号.这个号码或符号

可能永远不会在交易集市期间被检查,但它可能会阻止潜在的伪造

者,他们会认为必须复制符号或号码才能使代金券有效.

３４７　培训受益人、交易商和其他利益相关者

所有家畜交易集市和代金券方案的利益相关者,如受益人、交易商和执行

机构的工作人员,都负有具体责任.首先,他们必须了解交易集市和代金券方

案的目标以及如何执行.例如,受益人需要确切地了解该方案的工作原理、将

提供什么、哪些交易商将参与以及干预的基本规则.在大多数情况下,通过培

训或简介可确保受益人充分了解这些方面.
(１)培训有关部门、地方当局、非政府组织和其他参与者的工作人员

培训后,执行机构工作人员应能够完成以下工作:

•　确定将通过代金券计划提供哪些动物 (投入、服务)以及哪些动物

(投入、服务)被排除在外;

•　熟悉交易集市和代金券计划中可用投入品的大致价格;

•　了解代金券交换流程;

•　为选择合适的交易商提供指导;

•　核实受益人的身份,并确保只向名单上的人分发代金券;

•　在兑换凭证时监控交易商,防止不定期交换代金券、投入和其他非法

做法;

•　为活体动物和货物 (食物、饲料、疫苗)分配适当的空间;

•　检查货物 (动物)并监控交易商收取的价格;

•　为交易的活体动物和兽医产品提供兽医服务.
(２)培训交易商

在进行交易集市和优惠券计划之前,应培训或向交易商介绍情况,以确保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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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足够的时间收集足够数量的动物和投入品,以回应用代金券兑换的

受益人;

•　了解执行机构签发的代金券价值;

•　了解交易集市和代金券计划的持续时间,即针对动物 (投入、服务)
交换代金券的开始和结束时间;

•　了解参与交易集市和代金券计划的受益人的大致数量;

•　认识到在交易集市和代金券计划中提供的动物、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不

能超过当地市场价格,除非是所提供的动物 (投入、服务)的质量非

常高而导致的价格上涨;

•　了解代金券兑换现金的规则和程序:对于电子凭证,付款是即时的,
而对于纸质代金券,付款通常在大约一周内完成;

•　保存向受益人提供的动物 (投入、服务)的详细记录,以便进行监控

和评估;

•　了解提交兑换代金券的截止日期,以及交易商交换的代金券总价值的

发票;

•　了解执行机构及其合作伙伴将要进行的质量和疫病控制检查———交易

商还必须同意,他们不能故意提供劣质商品或生病的动物.违反这一

规则将导致他们的产品不能收到付款,并将其列入未来交易集市和代

金券计划的黑名单.

３４８　监视价格

在进行交易集市和优惠券计划之前,必须进行市场分析.该分析将确定项

目期间动物和商品 (服务)的现行价格.除非在长达数月的代金券计划中可能

出现价格上涨,否则交易集市和代金券计划的价格应反映市场分析期间记录的

一般市场价格.在一个交易集市上,由于运输成本的原因,其价格可能会略高

于市场价格.一般来说,提交交易集市和优惠券计划的贸易商数量越多,价格

竞争就越激烈.

３４９　建立问责制

执行机构应始终对受益人负责,因此,它应该建立一个制度,使受益人

能够向机构及其执行伙伴提出意见或投诉,该机构应确保投诉得到及时

处理.

３５　关于监控、 评价和影响评估的说明

３５１　监控和评价

正如其他援助干预措施一样,应始终监控和评估针对牧民的现金和代金券

方案,以确保它们按计划实施,并达到预期目标,找出不足之处,并在必要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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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可能的解决办法或调整方案.以下是在大多数现金和代金券方案的监控和

评价阶段需要提出的关键问题:

３５２　市场

(１)计划开始前

•　当地市场是否有基本商品和服务?

•　当地市场是否正常运作?
(２)计划期间和之后

•　投入目标社区的现金是否对基本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产生影响?

•　受益人在哪些市场上消费他们的转账资金 (到达的距离、安全程度如

何)?

３５３　目标

•　方案是否惠及目标受益人?

•　是否有任何社会规范限制平等参与现金转账方案?

•　受益人是否熟悉目标确定标准? 社区或其代表是否参与制定针对和选

择受益人的标准?

•　社区代表是否真正代表社区? 参与现金计划的人们是否独立于政治或

权力结构?

•　所有受益人是否都能获得关于目标和选择明确、公正的信息? 他们有

机会质疑这个过程吗?

３５４　实施

(１)沟通

•　是否向受益人、收容他们的社区和其他利益相关者提供了足够的信息

(例如转账价值、目标确定标准、代金券兑换流程)?
(２)转让的交付

•　受益人是否收到预期的转账?

•　转账的价值是否足以满足受益人的需要并且符合方案目标?

•　转账是否按时支付给受益人?

•　代金券是否在安全条件下分发和兑换给目标受益人?

•　受益人是否对选定的交付机制感到满意?

３５５　问责制

•　该方案是否为受益人建立了问责制? 受益人是否能够对计划提供反

馈? 此反馈是否用于调整计划?

•　该方案是否有避免负面后果 (对粮食安全、健康、参加自己的农业活

动等)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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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６　意外后果

•　转账对家庭内部的关系有影响吗?

•　转账是否会在受益人和非受益人之间或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造成紧张

关系?

•　受益人将转账用于哪些商品或服务? 现金花在具有诱惑力的商品 (香
烟、酒精)上吗?

３５７　代金券和交易集市

•　代金券所涵盖的具体商品或服务是否能够满足受益人的需求?

•　供应商或交易商或零售商是否按时获得付款?

•　在家畜交易集市上,入口处是否有健康检查规程?

•　家畜交易集市或代金券计划中的动物是否健康? 它们接种过疫苗并进

行了驱虫吗?

•　是否有足够的工作人员监督通过代金券交换的货物或服务的价格?

３５８　公共工程

•　通过以工代赈方案建立或修复的资产是否对社区有用? 建造或修复的

资产是否符合最低质量标准?

•　是否安排了公共工程活动的时间,以免破坏参与者的传统生计和应对

策略?

•　受益人的工资是否与项目内非技术性工作的标准工资一致?

３５９　有条件现金转账

•　受益人是否遵守计划规定的条件?

•　这些条件是否易于遵守,或它们是否给受益人造成了高昂的交易

成本?

３５１０　影响评估

对于每一种现金转账方式,必须设定相关的评价指标,以衡量方案的目标

是否可实现.例如:

•　在投入品代金券 (如动物饲料)方案中,指标可包括由此产生的生产

变化 (如鸡蛋、肉类、牛奶、羊毛).

•　在兽医代金券支持方案中,指标可包括疫病的流行率和发病率、动物

死亡率和动物生产指数 (产奶量).

３６　检查清单

３６１　评估和规划

•　进行需求分析和基础评估;

•　进行市场评估 (例如,当地市场的货物供应情况、货物的最低质量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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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市场的总体功能);

•　确定方案目标;

•　确定现金转账方式 (例如代金券计划、交易集市、公共工程、无条件

现金转账);

•　决定方案的期限;

•　选择付款机制 (如纸质代金券、电子代金券、现金信封);

•　识别可能的风险 (例如价格上涨、商品质量差、欺诈);

•　获得受益人、地方当局和政府的批准.

３６２　准备

•　动员当地社区;

•　成立地方委员会;

•　制定目标确定标准;

•　确定并登记受益人;

•　建立受益人名单;

•　选择交易商 (针对交易集市和代金券计划);

•　确定转账的价值,或者对于以工代赈的工资率;

•　设计和打印凭证;

•　确保纸质代金券具有所有必要的安全措施 (例如微缩印刷、全息图),
以降低伪造的风险;

•　建立问责制.

３６３　实施

•　对受益人进行宣传和培训;

•　宣传和培训交易商 (针对代金券计划和交易集市);

•　分发代金券、支付现金或向受益人支付工资;

•　确保兑换过程顺利 (代金券换货);

•　监控通过公共工程方案建造或修复的资产的执行情况;

•　在交易集市或代金券计划期间监控所交换货物的质量.

３６４　评价

•　开展受益人满意度调查;

•　记录经验教训;

•　根据目标衡量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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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清　　群

４１　原理

清群是全世界干旱地区常见的做法①.牧场主和牧民在长达数月的旱季来

临之前必须出售所有的家畜,以便取得尽可能高的价格以减少损失.在长期应

急情况下,如干旱或当家畜长期生活在恶劣环境时,会因为饲料供应不足而导

致家畜机体状况急剧恶化.这将最终导致无法维持家畜生产,不得不以低价出

售.在这种情况下,随着粮食价格的上涨和家畜价格的暴跌,养殖者将处于双

重不利地位.洪水或地震等突发事件会导致当地市场交易无法进行,在这种情

况下,养殖者将无法出售他们的家畜.
本章介绍了常见的清群选择:商业清群 (也称为加速出栏)和人性化屠宰

消费,同时也提出了人道主义屠宰处理的第三种选择.以下部分将说明如何通

过清群服务于养殖者的利益,并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帮助他们保护家畜核心

群.清群常常与其他干预措施 (如补饲、配水或提供动物保健服务)配合开

展,因此本章可与本手册的其他章节对照阅读.
清群一般是指在应急期间,在动物因营养不良导致经济价值急剧下降或饿

死之前将其运输或处理的过程.清群可以最大化利用家畜财产价值,提供急需

的现金或食物,以维持危机期间的生计.在过去,虽然没有足够的证据,但是

清群也被认为是通过减少家畜数量来改善退化牧场的有效方式.如今清群作为

维持生计的一种手段取得了成功,因此饲养者对这种方式非常关注.
同时,我们也应考虑清群动物的福利因素,并且应该了解清群措施存在的

优势和劣势 (插文７).
(１)优势

•　饲养者可以从出售或屠宰清群动物中获得现金及食物,否则将面临继

续饲养带来的饲料、管理、兽药等资金压力,养殖动物有可能大量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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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营养不足或疫病.一般认为,在干旱时期出售或处理家畜对于活跃

当地经济和提供家庭必需的食品非常重要.

•　影响评估证实,在旱灾期间出售家畜换取现金既可以推动当地经济,
也为家庭采购必需的食品提供资金,还可以通过购买兽药和饲料,以

及将受灾动物运出灾区来保护剩余的家畜.

•　家畜的运输减少了原牧群对饲料的需求以及其他牧群的放牧压力,有

助于提高畜群中核心种畜的存活率.

•　家畜屠宰后得到的鲜肉和干肉为当地提供了动物蛋白质来源,可用于

补充粮食类食品.

•　无害化处理或安全处置患病和消瘦的家畜可减少潜在的环境和卫生问题.

•　商业清群干预措施也有助于农民、牧民与家畜贸易商之间建立联系,
这可以促进贸易商将其业务扩展到他们以前没有到达的偏远地区.将

有助于农民、牧民销售家畜,并取得较好的收益.

插文７　清群与动物福利

清群也有助于实现动物福利５个自由中的２个:免于饥渴和不适.把动

物运输到一个条件更好的地方可以帮助它们恢复正常.必要时,屠宰清群

可以使动物免于饥饿和干渴带来的痛苦.由于清群涉及处理、运输和屠宰

动物,因此需要特别注意确保它们不会遭受痛苦或恐惧.
来源:«家畜突发事件应急指南和标准»,２０１４.

(２)缺点

•　清群干预措施一般都会成功,并受到家畜饲养者广泛关注.然而,在

大范围的紧急情况下,人们对家畜的兴趣可能很高,以至于家畜交易

商没有足够的资金来购买饲养者所出售的所有家畜.

•　很少有家畜交易商能够立即获得银行贷款,而且发展机构在使用发展

资金方面有着诸多限制,因此,贸易商并不总是能够获取足够的资金,
导致清群干预措施启动得太晚.因此,可供购买的动物质量较差,在

某些情况下,屠宰清群是唯一的选择.然而,如果过早地开始清群干

预,人道主义行为者提供的价格可能人为地抬高当地市场价格,从而

阻止交易商以更合理的价格购买更多数量的动物,使更多的家庭受益.

•　清群动物不再属于此畜群,之后的生产水平也受到了严重影响,直到

畜群通过繁育、购买或赠与等获得替代动物才会好转.

•　清群干预不应成为常规或制度化的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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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清群可以在需要时为家庭提供急需的现金或食

品.现有证据表明,发展和援助机构适当时应积极看待清群计划.

４２　清群类型

４２１　商业清群 (加速出栏)
商业清群是指从受灾地区购买家畜并将其运到有饲料的地方,这样家畜就

可以恢复健康,再被出售、屠宰或返回原场.加速出栏通常在一个干旱周期的

早期阶段实行,此时家畜的状况仍然相对良好.它基本上是一个正常的市场过

程,然而,它的效果与国家的活跃性或出口市场密切相关,如果存在出口市

场,则可以销售更多的家畜.
与加速出栏相关的活动可包括:

•　向家畜交易商介绍并宣传清群的好处和目标;

•　向愿意出售的家畜饲养者介绍感兴趣的买家;

•　组织农民和中间商与当地家畜管理者和中间商召开会议;

•　暂停征收市场税;

•　通过提供安全路线 (组织车队)、减免公路通行费和运输税来放宽运

输限制;

•　建立运输或燃料补贴;

•　安排食品援助卡车装载购买的动物;

•　在偏远地区建立临时市场;

•　支持贸易商获得更多的临时停车场和饲养场;

•　便利获得信贷,以便交易商能够购买更多家畜.
家畜交易商通常从农村地区购买多余的家畜供应城市市场,但一些发展和

援助机构通常对他们持怀疑态度,认为他们从贸易中牟取了虚高的利润.然

而,驱赶家畜或用卡车将家畜运出偏远地区的成本至少会使家畜的收购价格增

加２５％,从而使利润率比人们想象的要低.加速出栏选择依赖于家畜交易商

的充分合作和协作,这对各方都有利,因为当交易商被引入或已经在受影响地

区开展业务时,他们可以自行组织和管理大部分活动.考虑到所需的外部投入

较少,所以这将是一个具有成本效益和可持续性的选择.
交易员可能会参与以下一些活动:

•　在采购地点采购饲料;

•　就购买家畜的数量、年龄和性别以及销售信息等与家畜饲养人和当地

经纪人联络;

•　商定临时价格;

•　安排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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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招聘当地管理人员;

•　修建临时装卸设施和装卸坡道;

•　安排付款程序.
如果能帮助家畜交易商发现新的市场机会,他们会乐于参与.在发生危机

期间,可以较低的价格获得状况较差的家畜,并且可以将这些家畜运输到饲养

区或饲养场,在那里它们可以迅速恢复体重并出售牟利.
有可能发生渎职和贪污行为,这在过去的清群计划中确实曾出现.因此,

这些方案的实施需要有强力的监控、经常性监督以及对灾区的深入了解.与相

关地区、受益人、其他援助机构、地方当局和贸易方进行定期沟通,对于确保

清群计划公平并迅速解决争端至关重要.在干预前与交易员商定最低操作标准

非常重要,定期监控可供出售动物的数量和状况以及现行市场价格,对于确保

该方案能够对不断变化的情况作出迅速反应也是必要的.

４２２　人性化屠宰消费

在某些情况下,紧急情况的严重程度可能意味着可供出售的动物数量超过

了市场容量.如果未售出的动物太弱,或者饲养者无力将它们带回原畜群,它

们可能会被遗弃.政府和援助机构可能会考虑在当地购买和屠宰这些动物供人

类食用,或者作为最后的手段进行处理.屠宰清群和肉类配送通常在自然灾害

(干旱)的警报期或早期的应急阶段进行,此时家畜的身体状况仍然可以接受,
肉仍然具有营养价值,可以安全地供人类食用.

因为有多个受益者,即出售动物的家庭 (接受现金、食品援助或两者)、
支付报酬的屠宰场、肉和皮的获得者等,所以屠宰清群是有吸引力的,除此之

外,还要考虑动物福利.
与加速家畜出栏不同,购买的家畜不会运出该地区,而是在当地屠宰.家

畜可能是:

•　购买并重新分配给弱势家庭或机构,用于家庭屠宰;

•　在商定的地点购买和屠宰,然后向弱势家庭、学校、医院或其他机构

分发鲜肉或加工肉制品 (如干肉),这通常是有组织的食品分发方案

的一部分.
(１)向家庭购买和分配活家畜以供屠宰

这一方案所需人力资源较少,费用较低.一旦购买了家畜,就立即给其做

标识 (通常是用耳标),这样就不可再出售,随后交给受益人在他们方便的时

候屠宰.经验表明,一只绵羊或山羊可以供给四个家庭,而一头大型反刍动物

可以供给１０~１５个家庭.这将由合格人员决定适合屠宰的动物.
(２)动物的购买和屠宰以及肉类的分配

根据这一方案,可组织不同的人员负责屠宰、剥皮和分割,并在检查后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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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肉分发给选定的受益者.或者,肉可以晒干后再分发.屠宰人员有时会建造

混凝土的屠宰台,用采血坑和金属支架来辅助剥皮和屠宰.尽管屠宰台作为一

种永久性的固定装置很有价值,但在临时情况下,塑料板更便宜、便携和易洗.
屠宰前,必须由合格人员 (兽医或合格的兽医辅助专业人员)进行动物检

查,以确保动物适合食用;遵守适当的动物福利措施,并进行必要的宰后检

查.一旦动物被批准供人类食用,它就可以被利用起来,鲜肉可以分发给受益

人 (如学校、诊所、弱势家庭、监狱等),或者作为有针对性的食品援助计划

的一部分分发.还应提供足够的一次性材料,以便个人在分发后进行符合卫生

要求的运输和储存.

４２３　人道扑杀处理

这是当动物极度消瘦,既没有经济价值也没有营养价值时的最后手段.屠

宰处理通常发生在应急期间的高峰阶段,这可能包括干旱过后,大量瘦弱动物

死亡或不适合人类食用.以人道的方式处置受困的动物,对动物福利有很大的

好处.但处理尸体不可避免地意味着受益者会减少,因为没有肉可分配.此

外,还应考虑动物尸体安全处置的问题 (详情见附录２D).
清群方案的关键问题摘要见表２.

表２　清群方案的关键问题摘要

要求 商业清群 人性化屠宰消费 人道扑杀处理

　响应架构
　预警系统有助于早期

响应
　危机扩大 　危机扩大或家畜疫病

　家畜状况 　健康的身体状况
　健康但日渐衰弱的身体

状况
　状态很差或有病

　饲养场和饲

料供应

　足够的饲养场地和饲

料供应

　饲养场地不足或饲料有限

且昂贵

　市场需求
　易于进入市场 (国内

或出口)
　进入市场受限

　目标地区
　家畜饲养者愿意出售

家畜

　家畜饲养者愿意出售动物,

但存在需要食物 (肉类)援

助的地区 (当地、国内)
　家畜饲养者愿意出售动物

　交易商
　 积 极 主 动 的 私 人 交

易员

　交易商已经完成了购买家

畜的计划或不准备前往更偏

远的地方

　无论价格如何,交易商都

不愿意购买劣质或病畜,或

当地人员不愿意食用

　银行业务
　准备向交易员提供贷

款的支持性银行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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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要求 商业清群 人性化屠宰消费 人道扑杀处理

　资助交易员

　资助交易商到达灾害

地区,会见农民或牧民

并评估家畜体况

　交易商到访受灾害地区的

资金有限

　政府支持

　通过消除贸易壁垒和

市场/运输税,促进增

加出栏

　支持性政府机构愿意支持

扑杀清群

　支持政府机构愿意支持处

理的扑杀清群

　设施、服务
　屠宰设施和操作人员,包

括动物和肉类检查员
　扑杀和处置的设施和人员

４３　计划与准备

４３１　设计注意事项

在设计清群或市场干预措施时,必须牢记以下几点:

•　灵活性和时间安排同样重要.饲养者如何评估所饲养的家畜并不是简

单地进行一个经济评估,而是涵盖一系列因素,包括评估他们的家畜

可在什么条件下生存等.例如,在旱情最严重的时候,饲养者可能愿

意以超低的价格出售家畜,但一旦出现下雨迹象,他们就会改变计

划.需要灵活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包括将资金转为其他干预措施的

能力.

•　在包括各国政府在内的许多不同机构正在实施清群方案的情况下,通

过清群小组和地方现场委员会进行协调是必不可少的.在屠宰清群情

况下,应就每类和每种动物的标准价格达成协议,不论是现金还是

实物.

•　同样重要的是,应该承认私营部门 (无论大小)是一个关键角色和执

行者.清群方案的成功一定程度取决于私营部门的参与度.最糟糕的

情况是,捐赠者干预措施可能会对当地贸易商和服务提供商产生歧视

和竞争.

•　应考虑如何通过提供退出策略结束方案.

•　定期监控家畜价格和状况至关重要,移动通信的广泛性极大地便利了

这一点.

•　必须评估清群或市场干预措施,以评估其直接和间接对受益者的影

响,并为未来总结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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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３２　干预前评估

第２章提供了详细的干预前评估信息,充分了解当地环境是设计成功的清

群干预措施的重要前提.这将包括进入该地区及其家畜、当地社会经济因素以

及家畜、饲料、市场、贸易路线和屠宰设施等更具体的信息.理想情况是,部

署一个多学科评估小组,这个小组经过一些调整,通常演变成负责方案运作的

小组.确定其工作范围并商定评估工具和报告格式有助于成员明确团队的目标

和优先事项.
评估小组可以从各种来源收集信息 (见第２章),具体到清群的信息可能

包括:

•　受影响地区的概况,包括弱势群体及其家畜管理、易货贸易和销售

安排;

•　家畜的主要用途:提供食物、经济来源、提供畜力;

•　估计参与养殖和销售的男子、妇女和儿童人数;

•　不同家庭成员在家畜管理、销售、屠宰、剥皮等方面的作用;

•　对该地区家畜数量和类型的估计,以及需要清群动物的数量等情况的

估计;

•　地理环境,包括受影响的家畜市场、屠宰场和屠宰场的数量;

•　受影响特别严重的地区 (灾害中心)的详细情况,这些地区的市场特

别混乱,或者清群的需求特别强烈;

•　谁是主要的利益相关者和决策者,包括当地家畜交易商和屠宰者;

•　准入问题:市场、距离和进场道路的质量和分布 (紧急情况发生之前

和期间);

•　可以在当地提供援助服务机构的数量和质量.
一旦收集和分析了基本信息,就可以组织会议或小组讨论,以提高对更具

体设计问题的理解,例如:

•　饲料供给或市场关闭,可能需要考虑将清群作为一种选择,应收集以

下信息:
—　不同类型饲料 (饲料、浓缩料和副产品)的可用性和购买价格;
—　根据先前出现的结果,预计饲料价格上涨的程度;
—　目前可进入的市场和将家畜转移到市场的相关成本;
—　不同家畜品种和类型的市场价格.

•　家畜饲养者可努力减少对动物的影响,例如通过购买当地可用的饲

料,以及对家庭现金流的影响;

•　家畜市场的可用性:
—　目前可进入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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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将家畜运到这些市场的成本;
—　可供出售动物的数量和状况;
—　不同家畜的市场价格 (随时间不同).

•　以往的清群经验包括:
—　经验教训:成功与失败;
—　以往针对性举措的实用性和适用性;
—　角色和责任,包括该地区的角色和责任;
—　不同动物种类、性别和年龄的采购价格,包括现金、食品、饲

料.最后,重要的是,清群评估小组将调查结果报告给农牧民和

地方政府,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和决策者清群合作奠定基础.此类

会议讨论内容包括:清群响应的概要计划、参与的捐赠者、计划

的救济援助权利,以及在计划屠宰清群时,捐赠者能够购买的家

畜数量.这使主办地区可以清楚地看到干预的潜在规模和可能的

受益者人数.

４３３　选择适当的清群类型

选择最合适的清群干预措施相对简单,因为类型与应急阶段密切相关.商

业清群比屠宰清群更可取,且更适合于危害早期阶段.屠宰清群供人食用比扑

杀处置更可取.清群的层次结构如下:

•　家畜贸易商的商业清群;

•　人道主义组织支持的商业清群;

•　人性化屠宰以供消费,将家畜分发给目标受益人;

•　人性化屠宰以供消费,向目标受益人分发鲜肉或加工后的肉类;

•　人道主义扑杀以供处理.
«家畜突发事件应急指南和标准»中清群决策树 (第２版 图４１)可以帮

助找到合适的清群方案.

４３４　支持服务

所有清群干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当地支持服务的情况,如兽医、当

地动物卫生工作者、家畜交易商和饲料供应商.在实施清群干预措施前,必须

确定干预措施对支持服务的要求,并充分评估这些服务的实际情况和效能.同

样重要的是,干预措施应与当地实际紧密结合,无论是政府还是私营部门,是

与他们合作而不是竞争.与清群方案相关的具体支持服务可能包括:

•　家畜市场经理;

•　家畜交易商和经纪人;

•　运输车;

•　合格的兽医和肉类检查员 (公共或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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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格的兽医辅助专业人员,如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 (CAHW);

•　家畜分销代理;有经验的屠宰企业和屠宰者;

•　经验丰富的皮革加工厂;

•　饲料供应商;

•　当地储蓄和信贷协会;

•　当地银行分行;

•　相关的当地非政府组织 (NGOs)或社区组织 (CBOs).

４３５　风险评估

所有清群干预措施都有其固有的风险和后果,尽可能预见和评估这些风险

和后果十分重要.对于清群计划,表３列出了潜在风险.

表３　清群的风险和解决方案

风 险 解决方案

　通过提供免费或竞争性服务,并支付远远高于市

场价格的服务,扰乱和破坏当地市场和企业经营
　与相关企业成为正式合作伙伴

　不经意间帮助较大饲养规模的养殖者与较小养殖

者相比受益不成比例

　在选择受益人的过程中,更加注重选择标准

和监督

　支付不同价格和适用不同条件的机构之间的差异 　确保各执行机构之间的适当协调与合作

　严重依赖清群维持没有发展的大群家畜,此被视

为是一种安全网
　确保在选择清群干预措施时给予更多关注

　在偏远地区携带大量现金可能会增加安全风险 　考虑使用代金券或手机银行等现金替代品

　移除了市场费用,削弱了地方现金收入
　确保地方当局是合作伙伴,考虑对任一收入

损失的补偿

　私营部门机会主义和敲诈勒索的可能性 　签订适当的合同,加强监督和监管

　屠宰清群期间,缺乏安全处理屠体的材料和设备 　确保预算分配充足

　缺乏灵活的应对缺少卖家等突然情况的能力和

资金

　确保方案设计具有参与性、包容性、务实性

和灵活性

　清群要求通常无法准确定义,因此在仍有清群需

求的情况下,存在运营资金短缺的风险

　确保方案设计具有参与性、包容性、务实性

和灵活性

　由于方案设计不善、缺乏评估标准和基本数据,

会影响评价

　确保评价和影响评估是方案设计的一个组成

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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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　实施计划

４４１　协调统一

多学科、多机构清群委员会或团队最适合监督特定的清群计划,这一般可

以从评估委员会演变而来.委员会成员可包括直接参与的人员,例如:当地高

级行政官员、地区兽医官员、家畜技术员、家畜营销专家、当地家畜交易商和

目标社区的农牧民代表.该委员会应定期举行会议,如果可能的话,每周举行

一次会议,以便能够迅速开展行动,并在出现问题时能够有效应对.应详细记

录所有会议内容并妥善保存,以备后续的审查和评估.
重要的是,团队成员要花足够的时间相互了解,讨论首选的清群方案,就

工作安排达成一致,并解决行政和后勤问题,初始规划会议期间可讨论的主题

包括:

•　审查问题的程度:受影响的市场、动物、家庭和社区数量;

•　项目规模:用于清群的可用资金能减少动物的数量;

•　项目受益人概况;

•　正式和非正式的营销安排;

•　不同清群方案的利弊;

•　社会文化和宗教因素,特别是肉类处理、屠宰和分配方面的因素;

•　需要解决的行政、后勤和业务问题;

•　如何进行监控和评估;

•　通过明确界定个人和团队责任来运作团队.
此外,应在将进行清群的每个地点 (在一个连续的区域,包括村庄、委员

会区域或地区)设立地方委员会.应积极争取妇女作为委员会成员参与进来,
以便充分考虑她们的意见、经验、关切和利益.地方委员会应在方便的时间和

地点举行会议,让包括妇女在内的所有委员会成员参加.在已经存在地方委员

会或类似机构的地方,不应设立新的委员会.

４４２　受益人的选择

受益人的选择是清群干预措施最具挑战性的内容之一,应在包括目标社区

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充分参与下进行.重要的是,在实际清群之前,必须解决所

有的热点、难点和潜在问题.
在评估阶段,应与受影响社区讨论并商定选择受益人的标准,重要的一

点,就是确定从参与社区或家庭中清去家畜的最大数量 (类型).一旦商定,
方案中所有社区都遵循同样的甄选标准.

可能需要做出艰难的决定,例如,如果家畜数量很少的贫困家庭不得不出

售家畜,那么危机过后,他们可能会因为家畜数量太少而无法继续经营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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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们对人道主义援助的需求可能最大.影响评估表明,这些弱势家庭在

现金收益中获益最多,因为现金可用于购买食物或通过购买额外饲料来保护剩

余的动物.如果干预对象是更大的畜群,那么就可以很容易地买到更多的动

物,从而减轻剩余饲料资源的压力.不利的一面是,这种干预措施往往会使富

裕和更具恢复力的家庭受益.家畜交易商也可能更喜欢购买牛,而最弱势群体

通常拥有绵羊和山羊.
在实施之前,应讨论并商定确保男女都受益的方法.尤其重要的是,在选择

受益人时,必须考虑女性———女性户主家庭和男性户主家庭中的女性———将如何

受益.付款方式和地点也会影响到妇女,因此这些方面也应与当地协商讨论.
清群计划的选择标准可能包括:

•　家庭中动物的数量和种类;

•　动物状况;

•　家庭收入水平或已知的贫困情况;

•　家庭状况 (女户主家庭、子女人数等);

•　家庭规模和构成;

•　进入市场或屠宰设施;

•　其他援助方案或援助的接受方;

•　愿意参与该计划并出售动物.

４４３　阶段

可以将清群计划确定为不同的阶段.
(１)启动阶段

必须利用每一个机会与目标社区进行沟通和交流,这在项目开始时尤为重

要.应在每个实施的地点组织一次或多次启动会议,使地方委员会成员能够向

执行组织学习,并就干预的各个方面进行讨论和达成一致意见.以下是通常需

要明确的共性问题:

•　地理范围;

•　如何选择受益人;

•　干预措施将 (或不会)提供什么;

•　市场、屠宰设施的实际情况以及任何临时市场的地理位置;

•　建造 (并支付)所需的家畜处理设施;

•　谁将负责现场的日常管理,包括运营时间和每周运营天数;

•　如何计算付款 (现金或实物)以及受益人如何获得赔偿 (现金、实物

或代金券);

•　如果发放了代金券,如何以及在何处兑换;

•　谁将有资格从肉类分配中受益,不要忘记诊所、学校和补饲中心等机构;

　 ４３

　　４　清　　群　



•　适当的宰前和宰后检查、动物福利和屠宰技术;

•　如何处理兽皮;

•　如何处置不适合人类食用的屠体;

•　监测进展情况的指标,例如每周屠宰的家畜数量、全额付款的最长

时间;

•　地方会议时间表;

•　处理和解决争议的程序.
(２)试验阶段

一旦所有利益相关者明确了各自的角色和责任,就可以在选定的地点启动

试点.在以前有过清群计划的地区,这可能是不必要的.这一阶段,需要调动

足够数量的动物 (购买或屠宰),以确保干预措施得到充分的测试.重点应放

在评估日常运营、动物来源、支付程序、评估程序和当地响应上.
试验阶段的建议期限为一个月.干预措施可每周在多个市场中进行测试,

如果本地市场失败或不起作用,则可以在进行专门组织后的市场中进行测试,
并让团队一起分享经验.完成后,应尽快对其进行审查,以便尽快地推出整个

方案.方案可根据调查结果作出必要的调整.在试点阶段,如有紧急情况可采

取更加务实的办法.
(３)主要阶段

在对试验阶段进行审查并作出修改之后,可以制定实施计划,以便扩展到

主要阶段.根据危害、应急情况的性质,这一过程可持续１~４个月.随着资

源的迅速耗尽和危机的缓解,干预行动不太可能持续更长时间.商业清群情况

下,家畜饲养场可能已满,产能达到饱和,而在屠宰清群情况下,在４个月内

要将大部分清群的动物运走.
新阶段可能需要增加新的团队和培训更多的操作员.所有实施现场都要遵

守共同的操作标准是非常重要的,通过这种方式,每个新团队都有机会参与其

中学习、创新并作出贡献,从而为扩大实施清群干预措施提供足够可用的信

息.与地方委员会和受益人进行良好沟通,对于提供迅速和准确的反馈至关重

要,使该方案能够迅速适应不断变化的情况.
在进行清群干预后,应根据当地经验,审查通用操作标准,并制定良好的

实践或清群指南,在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中,这些都是有帮助的.
(４)退出阶段

清群方案将如何结束也应当重点考虑,退出策略是项目设计的组成部分,
这一点尤其重要,因为很难给出应急期间结束的明确定义.退出策略可能考虑

的要点包括:

•　确保受益人、地区领导人和地方当局充分了解并理解方案的结束,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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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是在应急期间和援助需求尚未结束的情况下;

•　转移方案提供的设备或基础设施的所有权和责任,例如屠宰台、新兴

市场等;

•　确保可以维持和加强家畜养殖者和交易商之间的联系和纽带;

•　在当地协助寻找或征聘 (培训)可以参与实施清群方案的工作人员;

•　确保当地参与各项评估,并告知评估结果和经验教训.
退出阶段通常为６周左右,以便移交设备和人员等,并尽快进行影响评

估.时间延长会使参与人员脱离清群工作的过程太长,并会产生向该地发出不

明确信息的情况.
(５)评价和影响评估阶段

清群活动完成后,应在所有利益相关者的参与下进行参与式评估 (有关评

价和影响评估的更多信息,见第１０章).重要的是,要充分记录这种评估的结

果和结论,以便汲取经验教训以改进今后的干预措施.理想情况下,尽管这种

情况很少发生,干预后影响评估应在至少一年后进行,以评估对目标受益人的

实际影响.

４４４　包括哪些动物

动物清群是一种商业行为,出售动物完全是由动物所有者和交易商决定,
而清群团队、当地委员会将监控并讨论这一情况.例如,如果家畜饲养时间过

长或者母畜不具备生产力,则可以选择其他清群类型.
对于屠宰,需要与当地有关部门密切协商,决定将哪种动物纳入计划.年

龄较大、生产力较低的动物,无论是母畜还是公畜,以及状况迅速恶化的动物

都应优先考虑.应尽可能保留年轻的断奶动物和较年轻的繁殖母畜,以便在危

机后重建畜群.
虚弱或患病动物,当它们毫无经济或营养价值时,应首先屠宰并进行尸体

处理,出于动物福利考虑,如驴和马等其他动物也是如此.

４４５　动物估值

确定要清群或屠宰动物的价值、购买价格,具有一定难度和争议性.
随着加速清群,通常的做法是不干预市场价格的制定,市场价格由买卖双

方协商决定.在某些特殊情况下,该计划可以设定适度的底价来保护养殖者.
在购买动物进行屠宰时,方案必须就动物的价值达成一致,这可能是现金

价值 (或等价的代金券)或实物支付,通常是粮食,有时两者都有.如果以粮

食支付,应确保当地有足够数量的粮食来满足需求.
不用考虑家畜年龄、性别或体况时,奶牛、绵羊或山羊的价格可以是固定

统一价格 (现金或实物等价物).对于没有经济价值、将被销毁和处置的动物,
通常采用统一的价格.不同种类动物的价值可能会有所不同,例如,特定年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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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的母畜和公畜可能有特定的价格.还应该考虑动物当时体况,为了便于实

际操作,系统越简单越好.如果考虑到家畜的年龄或体况,可能引起有争议的

主观判断,因此,在方案中操作各方保持透明度和一致性就显得尤为重要.

４４６　付款

无论使用何种支付系统 (现金、实物或代金券———有关代金券的更多信

息,请参阅第３章),该系统都必须透明且易于理解.它需要有效率,以便受

益人尽快收到全额付款,并在最短时间内返回家园.支付方式必须对执行机构

的工作人员是安全的,因为在边远地区携带大量现金存在一定的危险,对受惠

家庭来说也是如此.同样重要的是,支付系统在政府和其他执行机构之间能够

得到协调并实现标准化操作.

４４７　促进市场

鼓励交易商参与到缺乏吸引力的家畜贸易市场中来是商业 (加速)清群的

基础.为了吸引交易商参与,可以采取一些临时或永久性的举措来促进家畜

销售.
(１)市场组织

如果广告宣传得当,在提前确定好的时间和地点组织家畜交易市场,可以

鼓励交易商和运输商前往更偏远的地区,因为他们知道有足够数量的家畜可供

出售.这将需要当地的清群团队花时间说服农民把他们的家畜带到市场上.清

群工作可能需要建立临时市场,或在必要时恢复现有市场.
(２)市场费用和税费

地方当局一般来说都会对开办市场和使用的屠宰设施进行收费,因为这是

他们不愿放弃的、宝贵的收入来源.然而,特别是在加速出栏的情况下,暂时

取消市场、运输费用或运输许可,可以鼓励家畜交易商进入和参与当地市场交

易.此时,可以考虑补偿当地全部或部分损失的收入.
(３)运输补贴

运输补贴是另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在燃料价格高时,运输成本就会提高,
交易商就会将这部分支出计入价格中.燃料补贴可能对提高偏远地区家畜出栏

方面产生影响.目前的挑战是如何建立和管理运输补贴,使其只惠及偏远地区

的家畜饲养者,并鼓励提供更多的出栏家畜.一种选择是在偏远市场,根据约

定运输的最少动物数量,直接向那些运输商发放燃料券.具有价值和体况好的

动物有可能促进发放运输补贴,从而鼓励采购运输那些本来可能对交易商没有

吸引力的家畜,尤其是绵羊和山羊,因为它们的利润率一般低于牛.然而,实

行运输补贴需要严格的控制机制,以避免滥用和欺诈性索赔.
许多应急情况下,一般都会有大量的救援粮食和设备运入受灾地区,可利

用这些回城卡车运输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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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８　屠宰清群、屠宰和分配

通常的做法是建立小型、流动的屠宰小组,对选定的家畜进行屠宰、剥皮

和分割.这些小组应包括一名经验丰富的屠宰工,一名合格的兽医或肉类检查

员,以及动物处理人员和普通工人.在大多数情况下,屠宰工可以屠宰和分割

尸体.这些小组通常在整个方案中按照一个预先确定的时间表在不同的地点开

展工作.
屠宰组有时需要建造混凝土屠宰台,其中含有采血坑和附属的金属支架,

待屠宰动物在这里被吊起来屠宰及剥皮.另一个选择是由当地修建临时的屠宰

设施提供给他们.尽管屠宰台在某些情况下可能有用,但目前许多机构建议使

用便携式支架和塑料板,因为它们更便宜、便携、可清洗且可重复使用.
小组需要基本装备,如:屠宰刀、切肉刀、骨锯、肉钩、绳索、滑轮、防

护服、围裙、靴子、消毒液等.为了人道地屠宰动物,首选的方案是使用电晕

枪击晕屠宰动物,但在选择屠宰方案时还应将当地的文化习俗一并考虑在内.
屠宰前,有资质的专业人员进行宰前检查是很重要的.肉类检查员还应确

保各项操作遵守适当的动物福利要求,并对肉类进行宰后检验.世界动物卫生

组织出版的 «陆生动物卫生法典»∗ 提供了更为详细的信息.一旦批准动物可

供人类食用,要么屠宰后将鲜肉分发给商定的受益人和机构,要么作为定向饲

养计划的一部分.鲜肉运输时应提供适当的包装 (防油纸等),以便将肉从屠

宰场运输到消费地.标准流程为:

•　宰前检查;

•　根据当地习俗和适当的动物福利标准进行屠宰;

•　悬挂动物和剥皮;

•　尸检;

•　屠宰和分配;

•　废物处理;

•　清洁.
如果肉要晒干,最好运到通风干燥的棚子里,至少晾干３天,然后再晒

３~４天.肉干可以保存并运输到很远的地方,但它的生产成本更高,属于劳

动密集型工作.因此,只有当屠宰的家畜数量过多,鲜肉供给超过当地消费能

力时,才建议使用.
屠宰动物可能存在人畜共患病的风险,要注意炭疽、裂谷热 (VAF)和

一些寄生虫病等.如存在人畜共患病风险,应特别注意操作人员的安全和健康

(例如,提供足够的防护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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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４９　兽皮管理

兽皮管理为实施机构提供了成本回收的机会,也为受影响地区带来了额外

的利益,包括:

•　受惠家庭可清洁和干燥分发的家畜的皮,并将其返还执行机构,供日

后出售.

•　可将皮赠予其他受益人 (如妇女团体),作为创收活动进行加工和

销售.
皮革检查养护技术.要认真仔细剥皮以避免割伤和损伤,并要去除多余的

肉和脂肪,因为这会降低皮的价值.简单的培训和指导在提高皮革和兽皮价值

方面具有重要的意义.大多数养护技术都需要加盐.传统的 “堆叠腌制”需要

放入兽皮重量１/３的盐,在自然干燥时也需要少量的盐分处理.

４５　有关监控、 评价和影响评估的说明

需要提供翔实的清群的证据,这对监控和影响评估非常重要.全面的证据

可以证明清群是一种可靠且有效的应急措施,它通常侧重于对受益人本身产生

的实际影响.影响评估绝不是所有清群计划的例行工作,对众多的小干预措施

进行全面评估往往是不现实的.在这种情况下,执行机构可考虑对一些独立但

相似的干预措施进行影响评估.这样一来,各机构可以有更广泛的合作空间,
以便进行更全面的影响评估.不过,清群计划的真正影响可能要到干预后的一

段时间才会逐渐显现出来.

４５１　监控

在任何清群干预中,建立和做好详细记录十分重要,将这些记录与方案目

标和指标对照,以评价清群进展情况.详细记录对于评估清群方案的总体影响

以及作为向当地和捐赠人通报情况的一种手段,具有重要价值.需要什么样的

信息、如何收集、由谁收集,这些都是规划过程中需要认真考虑的问题.
并不是所有的信息都是现成的或容易收集的,在签发分包合同的时候,可

将提供信息列为一项合同义务.然而,从私营部门收集信息,尤其是由那些没

有签订合同的交易商完成,可能具有一定的困难.收集信息的类型举例如下:
(１)受益人

•　类型和数量 (家畜售卖方、当地机构、肉品接受方或直接就业);

•　每类受益人的家庭数量 (可分类);

•　住户位置;

•　女性受益人数.
(２)动物

•　项目直接购买的动物数量 (按动物种类、性别、年龄、条件和地点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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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由方案促成的交易商购买的动物数量 (按动物种类、性别、年龄、条

件和地点划分);

•　从受影响区域购买和运输的动物数量 (按动物种类、性别、年龄、条

件和地点划分);

•　屠宰供人类食用的动物数量 (按动物种类、性别、年龄、条件和地点

划分);

•　屠宰处理的动物数量 (按动物种类、性别、年龄和地点划分).
(３)肉、兽皮

•　按适合人类食用的动物种类划分重量 (肉、骨和内脏)(估计值);

•　接收人数;

•　按不适合人类消费的动物种类划分重量 (肉、骨和内脏)(估计值);

•　兽皮的数量 (按动物种类划分).
(４)成本

•　购买动物的成本 (按动物种类、性别、年龄、条件和地点划分);

•　屠宰成本;

•　运输补贴、市场费用等;

•　全职或临时雇用人员的工资;

•　运营成本.
(５)屠宰和营销

•　屠宰台的数量和位置;

•　市场的数量和规模;

•　一段时间内,每个市场出售的动物数量;

•　不同种类动物每周市场价格;

•　与该方案有关的市场交易商人数.
在理想情况下,应为每个卖方和接收方填写监控表格,因为操作规模的原

因,可能填写表格的难度较大.如果决定不需要保留全部细节,则应保留基本

信息的汇总,即日期、地点、地区、动物编号、单价和签名.表４和表５列出

了监控内容 (针对家畜售卖方和肉类消费者).

表４　家畜出售监控表

日期 家庭 村庄/位置 地区 动物种类 家畜销售数量 单价 销售总价 卖方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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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肉类接收监控表

日期 家庭 成人人数 儿童人数 位置 地区 肉的数量 签字

４５２　责任

与外部报告要求同样重要的是,目标社区还必须定期更新清群计划的进展

情况,以便能够提供所有重要的反馈.应在测试和主要执行阶段安排会议,由

妇女和男子参加,向与会者通报执行和进展情况,应保留会议记录并提供给项

目评审小组.此外,由高级方案工作人员参加的更大规模的季度审查会议有助

于确保清群持续满足当地的需要,并产生预期的影响.
其他有助于为清群方案提供的信息,并确保尽可能按照高标准执行:

•　向当地介绍执行机构和清群团队,并概述他们的清群经验;

•　让当地负责人和广大公众参与清群计划的设计、开发和实施的所有

阶段;

•　让参与者从清群中看到变化,并商定且实现一些关键性的成功指标;

•　对照商定的清群指标监控进展情况,并对执行中的方案进行相应的

调整;

•　进行影响评估以更详细地分析清群的影响,并提供相关证据;

•　传播影响研究的结果.

４５３　影响评估

影响评估对于摸清清群计划的成本效益和实际效益,以及确定措施有效性

的根据,都非常重要.评估通常还可以总结经验教训,并为未来的清群干预措

施提出建议,从影响评估中得出的结果和教训使其具有宝贵的价值,因此应向

公众广泛宣传.例如,在埃塞俄比亚的２００５—２００６年旱灾中,作为拯救儿童

而采取的清群方案,影响评估报告确认效益成本比为４１∶１,报告提供了有用

的资料,对受益家庭如何使用出售家畜所得的现金进行了详细说明.证据表

明,受益者合理地使用了现金,而且大部分资金都在当地使用,从而刺激了当

地经济———尤其是在粮食援助前就将现金投入到当地经济之中.这项研究还显

示,有些可能会死亡的家畜,最终出口销售,从而增加了出口收入.
影响评估有助于建立一套强有力的证据来评估清群干预措施,因此,评估

必须尽可能具有参与性和独立性.可以想象,许多捐赠者会提出进行影响评估

的要求,所以评估必须要提前设计并有足够的预算,而不是待方案完成后再考

虑.在方案开始前就将影响评估列入其中,并确定评估人员,由此可让评估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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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面系统地参与监控系统的设计.

４６　检查清单

４６１　基础信息

•　紧急情况已到什么阶段?

•　家畜上市的情况如何?

•　当地和终端市场的家畜价格如何?

•　当地粮食和饲料价格发生了什么变化?

•　是否有出售、供应动物的需求?

•　是否需要购买动物?

•　哪些地方机构和援助服务可以促进清群?

•　相关基础设施 (市场、道路、水和电)是否已充分落实?

４６２　设计注意事项

•　是否阅读了 «家畜突发事件应急指南和标准»相关章节?

•　清群是最合适的干预措施吗? 是否正在研究替代方案 (见 «家畜突发

事件应急指南和标准»中参与响应识别矩阵)?

•　是否充分了解灾害的规模和范围及其影响?

•　是否设立了国家、省或地区灾害响应委员会?

•　清群是否会与其他干预措施一起进行?

•　 在 该 地 区 有 哪 些 潜 在 的 合 作 伙 伴 (政 府、国 际 或 国 家 NGOs、

CBOs)?

•　是否有合作空间,如建立协调论坛?

•　是否有与家畜交易商合作的现有机制?

•　拟定的时间表是否可行?

•　如果情况发生变化,在设计上是否有足够的灵活性,在接到通知后立

即将资金转用于其他活动?

•　是否有退出策略?

•　是否考虑到监控、评价和评估要求?

•　是否考虑到确保利益相关者参与的方式 (地方当局、社区、受益人等)?

４６３　准备

•　是否成立了家畜应急响应委员会?

•　是否成立了清群团队,是否具备必要的技能和专业知识?

•　是否已讨论并商定了适当的清群方案?

•　是否充分确定了干预的规模 (地理区域、受益人数量、待清群的动物

数量和类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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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预期目标和预算是否可行,是否有时间表?

•　是否成立了当地现场委员会?

•　当地是否具备所需技能,是否必须引进这些技能,是否需要培训?

•　是否有特别需要确定并优先考虑的 “重点事项”?

•　活动周期中是否存在可以识别和突出的特定薄弱环节?

•　是否有正在进行的食物分配方案,可以分配方案中的鲜肉或干肉? 他

们是否有正返回的空车或是车内还有多余的空间?

•　受益者 (包括妇女)和地方当局是否有足够的代表性?

•　是否进行了需求评估?

•　是否与主要利益相关者和地方当局讨论并商定受益人的选择?

•　受益人和主要利益攸关方 (地方当局)是否已充分了解拟议的干预措

施及其运作的基本流程?

•　将包括哪些种类和类别的家畜 (性别和年龄)?

•　是否清楚该计划购买的动物将如何估价,是否制定了标准价格?

•　是否讨论并商定了不同的付款安排?

•　如果使用代金券,是否已印刷?

•　是否制定了当地合同协议,是否明确无误?

•　是否有解决争端的机制?

•　如果灾害比预期时间短或长,是否有应急计划?

•　是否充分涵盖了方案的监测要求?

•　是否对潜在风险进行了充分评估?

•　是否制定并打印了监控表?

４６４　商业清群 (加速出栏)

•　交易商是否已经在该地区运营,他们是否愿意合作?

•　基础设施是否到位,以便使家畜能够顺利运输,尤其是从偏远地区?

•　是否存在 (临时)停车场,或是否需要提供?

•　有卡车通道吗?

•　市场和供应路线沿线是否有饲料和水?

•　是否有任何特殊的限制条件 (市场费用、运输许可证、高燃油价格)
可以放宽?

•　什么限制了最弱势群体进入市场?

•　可以采取哪些预防措施来帮助最脆弱的群体?

•　更大、更不易受伤害的养殖者是否具有不相称的优势?

４６５　人性化屠宰消费

•　现有 (如有)屠宰设施的状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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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有资质人员检查屠宰前的动物、屠宰后的动物以及肉品?

•　参与屠宰的人是否了解动物福利原则?

•　是否有培训要求?

•　当地是否有关于屠宰家畜的宗教或社会文化要求?

•　最脆弱的社区、家庭和个人是否被确定为主要受益者?

•　应针对哪些弱势群体 (或机构)提供从清群行动中获取肉品服务?

•　如何处理皮革?

•　是否确定了设备和用品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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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兽医支持

５１　原理

自然和冲突引发的灾害影响家畜的健康、福祉和生产力;这反过来对家庭

经济和生计以及动物福利产生影响.兽医支持①可以预防疫病和死亡,并帮助

保留幸存动物的价值.本章讨论与灾害和人道主义突发事件相关的动物卫生

问题②.
灾害以各种方式影响动物卫生状况,包括:

•　由于寒冷、饲料或饮水不足导致的虚弱,对疫病的易感性增加.

•　干旱后 (一旦下雨),动物可能会因突然的降温而受到很大的健康压

力,并容易受到新草场生长期间普遍存在的疫病 (例如体内寄生虫

病、黑腿病、肠毒血症等)的影响.

•　特殊的环境可能导致特定的疫病风险.例如,洪水会导致体内寄生虫

或疫病传播媒介 (例如传播裂谷热的蚊子)的增加.在境内救援营地

或放牧面积减少的地方,拥挤的动物也会增加疫病的传播.

•　由于共享有限的生活空间和水源,人畜共患病 (可在动物和人类之间

传播)的风险增加.

•　在发生地震等严重灾害之后,许多受伤的动物可能需要立即进行临床

护理.有些可能需要人道扑杀.

•　存活的动物将需要与平时一样的预防和治疗,但是服务可能已经中

断,或者家畜所有者可能没有财力支付治疗费用.

•　由于灾害 (洪水、雪灾、地震)无法到达,服务可能会中断,或者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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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家畜突发事件应急指南和标准»(LEGS)第５章.
重大的跨境动物疫病可被官方宣布为突发事件,２００６年以后暴发的 H５N１高致病性禽流感就

是一个例证.这章没有提出这些事件的预防和控制,这些内容在广泛应用的FAO EMPRES (跨境动

植物病害和疫病应急预防和控制系统)指南中有介绍,例如 FAO «良好应急管理实践:必要元素»第

二版 (FAO畜牧生产及动物卫生手册第１１号),以及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推荐的指南.



务提供商本身可能会受到灾难的影响.

•　冲突局势给寻求动物保健的服务提供者和家畜所有人都带来了特殊的

安全问题;将人员转移到较安全的地区或境内救援营地可能会使现有

服务不堪重负.
灾害影响了人们获得动物保健服务 (公共和私人)的机会,而这些服务总

是受到破坏或不堪重负.然而,家畜所有者需要在应急期间获得这些服务,以

保护他们的家畜并维持生产力.以家畜为生的牧民尤其脆弱,贫穷家庭也是如

此,他们仅有的家畜可能是他们唯一的财产.除了获得动物保健服务外,还需

要良好的饲养管理以及充足的饲料和水,以保持动物的健康.
单纯的动物健康干预措施不一定会产生预期的效果.如果动物状况不佳,

例如挨饿或脱水,仅依靠治疗和接种疫苗不会产生任何效果.俗话说: “没有

针对饥饿的疫苗.”如果没有正常运作的兽医服务,患病动物或尸体也可能构

成公共卫生危害.
动物卫生通常与其他干预措施一起进行.例如,放养涉及对动物的获取和

分配的大量投资,因此,保持动物健康状况至关重要.LEGS指南清楚地指出

了兽医护理可以提供的动物福利支持 (插文８).
用于临床兽医服务的LEGS决策树 (LEGS第２版)是确定适当兽医支持

干预措施的有价值工具.

插文８　兽医支持与动物福利

作为应急响应的一部分,兽医支持也有助于动物福利的五种自由之一,
即免受痛苦、伤害或疫病的自由.它以多种方式执行此操作,包括:

•　预防疫病,例如通过疫苗接种;

•　快速诊断和治疗;

•　通过治疗寄生虫或向营养不良的动物提供维生素和矿物质来改善

畜群健康;

•　由于加强了监测和疫病报告,因此可以快速应对疫病的发生.
资料来源:«家畜突发事件应急指南和标准»,２０１４.

５２　兽医支持的类型

选择最合适的兽医干预措施具有一定的难度.选择支持临床服务还是侧重

于公共卫生问题,将取决于对需求的全面评估以及对收益成本的考虑.这些信

息允许就治疗的规模和类型、所需的药物和疫苗以及任何额外的培训需求来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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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决定.
为了确定如何最好地满足社会需求,将兽医服务分为临床兽医服务和公共

部门兽医服务可能会有所帮助,每一类都有不同的目标和交付系统.如LEGS
所述,这两个类别及其中的各种选项构成了本章的基础.

临床兽医服务

•　对单个动物或畜群的检查和治疗;

•　疫病控制和预防计划,包括疫苗接种、驱虫和管理建议.
公共部门兽医职能

•　涉及人畜共患病、公共卫生和尸体处置的兽医公共卫生活动;

•　家畜疫病监测;

•　法定传染病的控制.

５２１　临床兽医服务

通常将下面这些列入私人服务,为病畜、伤畜进行治疗和预防性治疗,以

及提供疫苗接种以预防季节性疫病暴发 [例如家禽的新城疫 (NCD)、幼牛的

黑腿病、绵羊的巴氏杆菌病和梭状芽孢杆菌病、骆驼痘、非洲马瘟 (AHS)
等],以及因突发事件而发生的疫病 (例如,洪水后接触孢子引起的炭疽病).
无论是出于经济原因还是社会原因,这些类型的服务让人们可以选择治疗他们

认为对他们及其动物重要的疫病.由于政府服务有预算限制,越来越多的此类

服务由私营机构提供,包括兽医,以及在适当情况下由兽医辅助专业人员

提供.
(１)社区动物卫生服务

许多政府和发展机构支持建立和发展以社区为基础的动物卫生服务,对当

地家畜饲养者进行培训,使其成为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 (CAHW),以处理影

响其所在地区家畜的主要疫病.
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是兽医辅助专业人员,经兽医法定机构授权,在注册

或拥有执照的兽医负责和指导下,执行某些兽医任务.经过培训后,社区动物

卫生工作者通过公共或私营部门在兽医监督下提供私营服务.社区动物卫生工

作者与政府兽医服务部门密切合作,还可在疫病报告和监测中发挥重要作用.
在一些国家,实地工作的兽医要与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开展合作.在应急期

间,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可以发挥重要作用,并且很少将自己仅局限于动物健

康职责.
本手册中有关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作用和职责的建议仅适用于社区动物卫

生工作者地位得到相关当局认可的国家.
(２)个体动物和畜群的检查和治疗

这包括治疗生病、受伤害的动物.在存在某种形式的兽医服务的地方,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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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动物健康干预措施都应支持这些系统,并且外部支持不得与本地服务存在不

公平竞争,如果在不适当的情况下提供免费或高补贴的药物和服务,就可能发

生这种不公平竞争情况.
越来越多地将现金转移和代金券作为人们获得动物照料和支持当地私营服

务提供者的手段 (代金券将在本章稍后详细介绍).
(３)大规模药物治疗和疫苗接种活动

这些活动旨在通过有组织的 “一次性”活动,为大量动物提供药物或疫苗

接种来预防和减少突发情况下的疫病.通常会向牧民免费提供治疗,因此在规

划时需要考虑此类活动对私营服务提供者的影响.可以将提供药物或疫苗接种

分包给临床服务提供者,支持他们可以确保资金进入当地经济.
疫苗接种和治疗活动必须基于完善的流行病学 (疫病情况)知识,包括当

地畜主应对疫病的季节性和传播方式非常熟悉.大多数疫病发生是有季节性的,
实施者和资助者不应假定灾害本身可能导致任何特定疫病的增加,尽管发生了

紧急情况,这种情况仍将如此.在了解疫病风险之前,需要评估灾害对家畜的

影响.一些突发事件可能会增加家畜患病的风险,例如,通过与收容所中的动

物密切接触,以及接触新的疫病;而其他突发情况可能对疫病暴发影响甚微.

５２２　公共部门兽医职能

紧急动物健康干预措施可能适合于支持公共兽医服务,这些服务通常称为

公益服务.
所需的支持将取决于政府兽医服务的现有能力及其扩大业务的潜力.国家

关于疫病控制和谁可以提供兽医服务的政策也将影响所需的支持类型.可以提

供外部支持的公共部门服务领域包括:

•　建立处理公共卫生和动物福利问题的制度 (安乐死和动物尸体处理,
提高公众卫生意识),这包括:
—　使人们意识到,当人类与动物共享有限的生活空间 (例如在营

地)时,特定疫病的风险会增加.除了已经提到的裂谷热和炭疽

以外,还可能暴发包括通过食肉动物传播的狂犬病、结核病、布

鲁氏菌病和其他寄生虫病以及高致病性禽流感.大量暴露的尸体

也构成疫病风险,应使人们知晓处置方法.
—　审查肉类和其他动物产品的食品卫生.例如,是否需要建立或支

持肉类检验? 人们煮牛奶,并且煮熟肉类,是否为了防止布鲁氏

菌病和结核病的传播?
—　可针对灾害开展具体提高公众意识的活动.
—　确定特定地区的重点疫病,以及控制和预防属于国家兽医当局职

权范围的疫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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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建立和管理疫病监测系统,包括聘请兽医辅助专业人员,并确保高质

量 (准确及时)的报告.

•　根据需要进行参与性流行病学培训,以确保兽医工作人员能够快速评

估特定时间或事件 (例如洪水)的潜在的疫病风险.

•　明确兽医部门支持和监督合法化的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的角色和职

责,这包括:
—　确定可以由私营机构提供的疫苗接种 (例如新城疫、炭疽、黑腿

病、巴氏杆菌病),以及兽医部门应负责的疫苗 (例如高致病性

禽流感、布鲁氏菌病、经典猪瘟、非洲马瘟等).
—　要求某些兽医主管部门负责确保所有服务提供商遵循正确的疫苗

管理和疫苗接种方案.
—　确保有足够的服务提供者接受培训,并明确他们的角色和职责.

•　解决国家兽医标准问题,包括动物卫生服务的可用性、可及性、质

量、可负担性和可接受性.

•　规划疫苗接种活动,将其作为整体疫病预防策略的一部分,而不是一

次性的应急响应.

•　协助兽药和疫苗的采购、质量控制和运输.

•　建立和维护有效的冷链.

•　制订应急计划,以应对暴发特定疫病或人及其动物大规模迁移的

情况.

•　建立协调反应机制,提供高质量的疫苗和药品.
疫病监测

对法定报告疫病的监测应尽可能遵守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OIE)① 标准的

疫病监视程序.OIE或FAO 可提供有关适当监测措施的进一步建议②.所有

疫病报告必须提交给中央机构,或者在没有政府的情况下,由负责汇编和传播

信息的牵头当局或机构提交.如果没有政府兽医服务,执行机构必须确保社区

动物卫生工作者每月提交疫病报告,并将信息汇编成区域范围的报告提交给中

央当局或机构.
表６中列出兽医支持干预措施的优缺点,摘自２０１４年LEGS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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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世界动物卫生组织 «陆生动物卫生法典»,见 http://wwwoieint/eng/normes/mcode/en_

sommairehtm.
疫病流 行 情 况 可 参 照 FAO EMPRES 指 南 提 交,见 http://wwwfaoorg/ag/againfo/proＧ

grammes/en/empres/homeasp.



表６　兽医支持干预措施的优缺点

选项１临床兽医服务

子选项 优点 缺点

　个 别 动 物/畜 群 的 检 查 和

治疗

 灵活且可提供个性化的兽医

护理

 可以支持现有的私营机构服

务提供商,例如通过代金券

计划

 覆盖面广,特别是当使用训

练有素和监督的兽医辅助专

业人员时

 允许针对处于危险中的个体

动物或畜群开展预防性治疗

或疫苗接种

 可以获得一些对动物死亡率

影响的定量证据

 如果免费提供,服务的覆盖范围

和持续 时 间 可 能 会 受 到 预 算 的

限制

 如果免费提供,可能会破坏现有

的私营机构服务提供商

 当地可用药物的质量可能很差

　大规模用药或疫苗接种计划  设计和实施相对容易

 大规模驱虫不需要冷链

 每头动物的成本低

 如果有效实施,大规模用药

可提高家畜的存活率和产量

 大量用药有可能为兽医部门

提供收入,例如代金券计划

 许多地区的实验室设施薄弱,无

法对特定疫病进行确诊

 在没有基本流行病学信息的情况

下,难以正确设计大规模疫苗接

种计划

 覆盖范围通常由预算而非技术设

计标准决定

 免费治疗和疫苗接种会破坏私营

机构利益

 对于 许 多 疫 苗,需 要 建 立 冷 链

系统

 动物对疫苗接种免疫反应不佳的

风险已经减弱,例如,由于缺乏

饲料

 当地可用药物质量可能很差

选项２:支持公共兽医服务功能

子选项 优点 缺点

　兽医公共卫生  提 高 公 众 意 识 的 费 用 通 常

不高

 可以促进兽医和人类健康部

门之间的合作

 需要利用特殊的专业知识来设计

和测试当地语言的教育材料

 如果管理和时间安排不当,可能

会从更直接的基于生计的援助中

转移资源

 需要基于明确定义的监测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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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选项２:支持公共兽医服务功能

子选项 优点 缺点

　家畜疫病监测系统  可以补充所有其他兽医干预

措施并协助评估这些干预措

施的影响

 促进中央兽医当局与受影响

地区之间的联系

 有助于促进某些国家和地区

的国际家畜贸易

 很容易成为数据驱动而非行动导

向的流程

 如果管理和时间安排不当,可能

会从更直接的基于生计的援助中

转移资源

５３　计划与准备

５３１　评估情况

评估是任何动物卫生干预措施的首要活动之一.尽可能全面地了解突发事

件,对于设计一个成功的动物卫生干预措施是至关重要的.这应涵盖特定紧急

情况的地理、流行病学、社会、文化、宗教和经济背景,以及其物理参数,例

如区域面积、动物、可用饲料、市场、屠宰设施、兽医服务中心、兽医和兽医

辅助专业人员的数量和服务范围、药品和设备供应等.特别应注意了解正常疫

病情况,包括季节性疫病模式,因为这将作为评估灾害本身和所采取干预措施

影响的基准.
兽医服务的评估通常基于以下５项提供服务的关键指标 (本节摘自本手册

第１０章).这些指标为根据情况而制定的干预措施提供了明确的框架.

•　可及性是家畜饲养者与最近的受过培训的服务提供者 (例如,社区动

物卫生工作者)或定点设施 (例如兽药房)之间的物理距离.该距离

可以用千米或旅行时间来衡量.

•　可用性是衡量一项服务在一个区域内广泛使用程度的指标.一个地区

可能有很多兽医,但是如果他们都集中在一个主要城镇,则城镇可以

使用该服务,但农村人员无法使用.相比之下,兽医工作者可能与家

畜饲养者很近,但是如果他/她每周仅工作一天,他们可以咨询但无

法开展工作.可以使用每周的可用小时数来衡量可用性.兽药等所需

物品的范围和数量是可用性的另一项衡量标准.

•　负担能力是人们支付服务费用的能力.鉴于有必要在紧急情况下将弱

势群体作为目标群体,因此,对负担能力的评估应包括检验较贫困人

口支付服务的能力.在兽医服务方面,将兽医护理的费用与本地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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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市场价值进行比较,有助于了解负担能力和治疗成本效益.

•　认同度是与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社会文化、宗教和政治接纳程度有

关,并受社会文化和宗教规范、种族、性别、语言能力和其他问题的

影响.

•　服务质量可以通过对服务提供者的培训水平、技术知识和技能、沟通

技巧以及可使用的物品或设备的质量和范围来衡量.
除了这５项关键指标外,下面还重点阐述提供有效临床兽医服务的基本要

素.在计划实施动物健康干预措施时,应将它们全部考虑在内:

•　重要的是要了解和阐明各种公共和私营部门服务提供者的作用,并认

识到公私伙伴关系的潜力.

•　私营动物卫生工作者通常会提供 “一线” (或初级)临床护理和经批

准的疫苗接种服务.公共部门的兽医监督和支持初级保健服务提供

者.某些应通报的疫病 (通常是严重的人畜共患病或流行病)可由兽

医当局控制.重要的是,初级保健服务提供者必须了解其所在地区应

报告的疫病.

•　新建立的系统必须支持和发展现有的主要服务提供者.

•　从社区到政府,各方都必须认识到,最初的服务旨在应对眼前的危

机,但从长远来看,有望发展成为可持续的服务.
理想情况下,评估团队将是多学科和跨学科的,而不是纯粹的兽医学,并

包括所有相关机构的代表,其中特别强调性别平衡.目标群体生计系统的经验

和知识是必不可少的,研究小组还应具有使用预期评估方法的经验,如有可

能,还应具有参与性流行病学的经验,以了解疫病情况.
评估小组需要确定其范围、目标、优先事项和业务安排.需要明确每个成

员的职责,以及所使用的评估工具和报告格式.该团队需要评估建议干预措施

的风险,并解决重要问题,例如提供免费或有补贴的服务,以及如何支持现有

服务提供者.
团队应通过多种渠道收集信息,包括:主要和次要文献 (通常称为 “灰

色”文献,例如未发表的报告);当地疫病监测计划的结果;临床和实验室记

录;家畜主人;兽医和兽医辅助专业人员;当地政府官员和社区领导.
在可能的情况下,当地社区代表应参与评估过程.他们可能具有宝贵的知

识、经验和意见,例如,较贫困的家庭可能饲养山羊、绵羊和家禽,而较富裕

的家庭可能拥有骆驼、水牛、牛和马.妇女和儿童可能更了解他们管理的小型

家畜 (家禽、兔子)、小反刍动物 (绵羊、山羊)和驴的疫病,而男性可能更

了解大型动物 (牛、骆驼、水牛等)的信息.评估团队与社区和政府分享其研

究结果也非常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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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收集的信息

•　背景:
—　受影响地区的物理边界;
—　估计受影响的畜禽总数 (按物种、性别和年龄划分);
—　确定关键的利益相关者和决策者,包括政府当局和服务部门、社

区负责人、私人利益相关者 (服务提供者).

•　灾害严重性:
—　动物的一般情况;
—　家畜发病率和死亡率.

•　已知和潜在的动物卫生威胁:
—　应急造成的伤害;
—　传染性细菌和病毒性疫病;
—　非传染性疫病 (营养和生殖障碍、中毒、创伤、热应激等);
—　体内寄生虫 (蠕虫)和体外寄生虫 (蜱、螨等);
—　季节性疫病模式;
—　存在特定疫病风险的地理区域;
—　控制和预防疫病的本地 (应对)策略.

•　受影响社区,包括弱势群体的概况:
—　家庭规模和组成;
—　平均家畜饲养量 (数量和种类);
—　可获得的动物卫生服务;
—　当地动物卫生服务的负担能力;
—　家畜获得其他需求 (食物、水、住所);
—　确定无法负担现有服务的弱势群体;
—　需要特殊帮助的特定家庭或动物群体,如女性户主家庭、HIV/

艾滋病感染者、贫穷及易受到伤害的家庭.

•　可用资源:
—　兽医和兽医辅助专业人员、兽药房、饲养场、市场等数量和

分布;
—　道路的距离和状况 (道路是否可通行或安全);
—　是否有私营和公共动物卫生服务提供者,以及他们对受灾地区的

覆盖范围;
—　灾害前后,他们提供的服务类型;
—　为受影响群体的所有部门提供服务的负担能力;
—　服务提供者在没有额外援助的情况下,在其区域内活动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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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携带药品和金钱的动物卫生工作者所在区域的安全性;
—　兽医用品 (疫苗、抗生素等)供应情况以及动物卫生工作者能否

取得这些用品;
—　有效的疫苗供应冷链的可用性.

•　以往动物卫生干预的经验包括:
—　成功和失败的经验教训;
—　以往针对性举措的实用性和适当性;
—　包括社区的角色和责任;
—　接种疫苗、接受治疗、采购和发放药物;
—　影响评估和对以往干预措施的评价.

(２)已知和潜在的动物健康威胁

全面了解灾区的正常动物疫病状况,对于在紧急情况下制定有效的应对措

施至关重要.以下来源可以帮助确定主要的动物疫病:

•　畜主通常了解其动物所具有的疫病,尤其是在牧区,了解疫病流行

病学.

•　当地知识也有助于了解特定时期内可能带来特别高风险的疫病.

•　地方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兽医以及兽医辅助专业人员应参与此类磋商,
因为他们具有该领域的经验和背景知识.

•　可以对照兽医部门记录、私营兽药店销售记录、与兽药店工作人员的

讨论以及代理商报告等信息.
(３)动物卫生服务提供者的可用性

评估应明确服务方面的差距,例如,需要培训和部署更多兽医和兽医辅助

专业人员的地方.所需的兽医或兽医助手的数量取决于:

•　指定地区畜禽的数量和分布;

•　服务提供者提供服务区域地形的困难程度;

•　畜禽活动 (饲养方式)以及它们如何受到紧急情况的影响;

•　提议的动物卫生干预措施的类型和范围.
(４)兽医服务的可及性

•　灾害可能损坏了道路,限制了服务提供者、主人及其家畜的行动.然

后,机构可能不得不考虑使用其他交通运输工具,例如船甚至飞机,
以帮助提供者达到受灾地.摩托车、自行车、驴、骡甚至骆驼可以提

供廉价的方式到达偏远地区,并且可能需要提供这些信息以加快响应

速度,它们应尽可能以信贷或补贴的方式提供,而不是免费分发.如

果使用驮畜,则必须考虑福利因素,以确保对动物进行适当的照料而

不加以剥削.确保驮畜良好福利的关键因素,包括提供充足的饲料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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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适当的设备和垫料,使动物有足够的休息时间以及确保不使用受

伤、身体不适、虚弱和怀孕的动物.

•　动物卫生服务提供者和药剂师可能无法与他们的正常供应商联系,因

此可能需要向他们提供兽药和设备.显然,使用船只和飞机会带来高

昂的后勤和运营成本,在使用前应该进行彻底评估.可能有机会与提

供不同服务的其他机构分担运输费用.

５３２　设计注意事项

在设计动物健康干预措施时,请牢记以下几点:

•　是否充分理解建议的干预措施的目标和预期结果,并基于合理的科学

证据和当地动物卫生环境的知识?

•　灵活性和时机至关重要.需要灵活性来快速响应不断变化的当地情况

(季节,新发疫病),包括将资金转换为其他干预措施的能力.

•　即使在明确需要动物卫生干预的情况下,也必须提出一个问题:在当

前不断变化的条件下是否可行?

•　公共兽医服务总会以某种方式参与任何动物卫生预防工作,可能还有

其他机构也在进行类似的工作,因此,协调与合作是必不可少的.

•　动物卫生干预措施的成功与否,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私营部门服务提供

者融入和参与该计划的程度.最坏的情况是,资助者的干预措施通过

免费或高补贴药物和服务,不要歧视当地动物卫生服务提供者并与之

形成竞争.

•　应该考虑该方案如何通过提供退出策略来结束其操作.受益人和当地

利益相关者需要知道将提供多长时间的支持.需要考虑服务的可持

续性.

•　定期监视不断变化的动物卫生状况,对于使各项方案有效应对不断变

化的情况至关重要.
干预的规模取决于灾害的程度、受影响的人和家畜的数量、可获得的服

务 (私营和公共服务)及其应对情况的能力、流行病以及执行机构财政、技

术、后勤和业务能力.此外,在冲突、水灾或干旱情况下,引发人和动物大

规模迁移的情况并不少见.这可能导致人员和家畜集中在临时或指定的救援

营地.
(１)国家兽医政策

所有机构都必须充分理解和遵守国家兽医政策,例如:

•　不同的兽医和兽医辅助专业人员可以提供各类型的服务,服务费用以

及属于私营或公共部门商品的疫病控制;

•　国家标准,例如兽医辅助专业人员的统一培训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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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共和私营兽医服务提供者在为特定疫病提供疫苗方面区分责任.
(２)可持续服务的提供

兽医干预措施必须具有能力通过确定私营和公共服务角色以及私人与公共

伙伴关系的选择,来支持现有服务的延续,或允许发展长期服务.从社区到机

构和政府,在所有级别上都必须认识到,最初的服务旨在应对眼前的危机,并

应发展成为可持续的服务.
必须确定私营部门要涵盖的疫病,以及公共部门在监督和支持主要服务提

供者中的作用.哪个部门将提供哪些疫苗接种,谁来领导疫苗接种工作? 应确

定报告和疫病监测要求的兽医和兽医辅助专业人员,以及在疫苗接种工作和疫

病监测活动中分包兽医和兽医辅助专业人员的方法.
(３)利益相关者

所有基于动物卫生的应急干预措施,在某种程度上都取决于当地支持服务

的提供情况,不仅是兽医,而且还包括兽医辅助专业人员、家畜交易商和饲料

供应商等.因此,必须确定干预措施对支持服务的要求,并充分评估此类服务

的实际提供情况和质量.同样重要的是,任何干预措施都应支持并增强本地服

务提供者的能力,无论来自政府还是私营部门,而不是与其竞争.与动物健康

干预措施相关的具体支持服务包括:

•　合格的兽医和肉类检验员 (公共或私营);

•　批准的兽医辅助专业人员 (包括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

•　兽药店;

•　诊断实验室;

•　畜牧推广员;

•　经验丰富的屠宰场、屠夫、生皮和毛皮加工者;

•　家畜交易商和经纪人;

•　饲料供应商;

•　相关的当地非政府组织或社区组织.
需要认识到各种利益相关者的能力,并在适当情况下利用他们的实力来支

持该方案.例如,专门从事动物卫生的非政府组织可以为政府和多部门发展机

构提供建议和协助,并可以在任何协调机制中发挥关键作用.这些机构还可以

在评估阶段发挥主导作用,因为他们可能拥有熟悉当地服务提供者、疫病状况

以及药品和疫苗采购的技术经验丰富的员工.政府兽医人员还将具有处理当地

突发事件的经验,并具有宝贵的本地知识.

５３３　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提供的服务

如前所述,在许多国家,在大多数公共和私营兽医服务不存在或畜主无法

获得的地区,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具有重要意义.应急期间,他们的服务对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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救援计划至关重要.请注意,本手册中有关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作用和职责的

建议仅适用于相关机构认可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地位的国家.
(１)服务质量

为了确定和确保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提供的服务质量,需要考虑以下

几点:

•　能力:
—　应通过必要的短期培训课程来发展现有和新的社区动物卫生工作

者提供适当服务的能力,确保培训适合目标社区的动物种类.
—　在某些情况下,可能需要培训更多的妇女担任社区动物卫生工作

者,尽管需要考虑安全和保护问题,但使妇女为主的畜主更容易

获得服务.这对于通常由妇女管理的畜禽 (家禽、绵羊、山羊和

驴)特别重要.
—　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可能需要接受与特定灾害相关的伤口护理和

伤害方面,以及任何优先疫病、治疗方案和疫苗接种规程的

培训.

•　获得药物和设施:
—　社区外执行机构必须支持提供药品和疫苗,或支持当地的私营兽

药店获取物资,使得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能够获得高质量的药物.
—　在没有兽医设施的地方,需要能够在应急期间维持正常运转的冷

链,通常共用当地人用药品的冷链设施.

•　监督:
—　必须通过国家兽医部门或当地私营兽医提供合格的兽医监督来支

持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在没有这项规定的情况下,或者如果当

地兽医服务范围很广,执行机构需让他们的兽医和动物卫生人员

担任这一角色.

•　疫病监测:
—　应评估疫病监测和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报告系统,并在必要时制

定一套支持措施.
—　需要对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进行使用报告表格的培训.如果社区

动物卫生工作者不识字,则可以使用图片形式.
—　应建立提交报告以及分析和整理数据的系统.
—　疫病信息必须共享给家畜饲养者、服务提供者、地方和国家政府

部门、执行机构和任何突发事件协调机构.
(２)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培训

具体考虑因素应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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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培训需要经验丰富的兽医培训师,他们应具有参与式培训技能,并且

要了解以社区为基础的动物卫生系统和当地生计系统.

•　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需要定期进修培训,这可能是帮助他们应对特定

危机的机会.

•　如果当地的私营或政府兽医正在提供培训,各机构应与他们合作以避

免重复.

•　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与私营和公共兽医之间的关系是服务供应系统中

的重要环节,可以通过培训课程来加强.

•　执行机构可以协助设计课程,以确保覆盖包括治疗和疫苗接种方案在

内的重点和高风险疫病,支持使用适当的成人学习技术,并帮助组织

在困难条件下的培训.

•　培训应针对本地主要家畜品种的重点和潜在高风险疫病、治疗和疫苗

接种、优质兽医用品和价格,报告格式以及疫病监测.

•　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培训通常侧重于牛、绵羊和山羊,因为它们被认

为是主要的家畜.家禽 (鸡、鸭等)、猪、马、骆驼、水牛以及某些

小型家畜 (例如兔和蜜蜂)可能是重要的生计财产,培训也必须针对

这些畜种进行定制课程.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培训师必须具备相应畜

种重要疫病、治疗和设备以及疫苗接种规程方面的经验.

•　应急期间,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培训最初可能只针对眼前的主要疫病

进行培训,以减少培训时间,并在事后阶段提供更全面的培训.
(３)建立新的以社区为基础的动物卫生服务

在建立新的以社区为基础的动物卫生服务时,上述要点同样重要;重点应

该放在提供协调一致的响应上.特别要注意的是:

•　绘制相关区域地图,以了解社区分布和家畜品种的大致数量;并绘制

地形图和基础设施,以评估所需的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数量.

•　与社区紧密合作:
—　确定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服务的需求,并确保承诺支持社区动物

卫生工作者.在地方当局的支持下与社区达成协议,详细说明服

务提供的重点可能会很有用,尤其是当紧急灾害发生后,某些方

面 (例如服务费用)可能发生变化时.
—　根据本地流行病学资料,识别当地的畜禽种类、管理系统和重点

疫病.
—　选择合格的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培训师 (包括女性).
—　选择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学员.

•　组织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培训,重点关注社区优先疫病、药物、疫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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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设备的使用,以及疫病治疗报告和疫病监测.最好通过几个短期培

训课程来完成,以使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迅速活跃起来.

•　建立药物供应途径,最好通过私营兽药店.

•　与当地兽医部门和任何私营兽医建立联系,确定有关社区动物卫生工

作者监督、支持和报告要求的角色和职责.

•　与政府兽医部门一起建立疫病报告系统,以便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进

行监测使用.
(４)选择和接受

建立新的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服务时,至关重要的是,使用这些服务并为

之付费的人确定谁该成为他们的服务提供者.还有重要的是要意识到社区中任

何少数群体或被剥夺权利的群体,都有可能被排除在决策过程之外.选择社区

动物卫生工作者可能具有挑战性,尤其是在时间紧迫的应急情况下.在这种情

况下,执行机构与当地领导人、当地行政部门和当地兽医部门协商后,可能不

得不根据更加有限的社区参与做出选择.尽管这并不理想,但它确实使服务能

够尽快可用.

５３４　国家疫病监测系统

有效的协调机制可以加快现有疫病监测系统的信息流动,并可以迅速提高

对潜在疫病威胁的警报,评估可能受影响的地区.另一方面,国家监测系统本

身可能会因灾害而中断,或者它们可能缺少到达偏远地区所需的资源.
应急期间,公共部门和执行机构应采用相同的监测标准,并让兽医、社区

动物卫生工作者和其他兽医辅助专业人员等私营主要服务提供者参与进来.后

者与他们的社区保持密切联系,这使他们能够及时提供有关当地疫病状况的信

息.还应考虑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对报告疫病的报酬.

５３５　疫苗接种和治疗活动

将大量动物聚集在一起提高了疫病传播率,因此应该建立降低这种风险的

系统.
大规模药物治疗和疫苗接种活动也必须考虑到福利方面.尤其需要小心对

待马属动物,因为它们不应该紧密地挤在一起,以免受伤.马也容易出现注射

部位脓肿,特别是如果疫苗接种者不善于处理这种动物.应权衡给马属动物接

种疫苗的好处,以及对动物造成的压力和大量聚集时受伤的可能性.
(１)预防接种

设计和实施大规模疫苗接种相当容易,并受到资助者、政府和执行机构的

欢迎,尽管目前有关疫苗接种活动对生计影响的证据有限,但他们认为疫苗

接种活动是 “以行动为导向”的.作为设计良好的疫病预防计划的一部分,
疫苗接种可以成为保护家畜的一种经济有效的方法 (更多信息请参见影响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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估部分).如前所述,不应假定灾害会自动导致家畜的任何特定疫病或疫病

风险的增加.实际上,在充分了解这些风险之前,需要评估灾害对家畜的

影响.
疫苗接种时间不正确、不遵循疫苗接种方案、使用不当的疫苗以及疫苗接

种覆盖率低都将导致无法达到目标.鼓励实施人员 (政府或机构)积极主动,
并重点确保在适当的季节进行疫苗接种,以建立足够的免疫力.如果动物处于

紧张或虚弱状态时,疫苗接种本身可能不是一种有效的应对措施.
疫苗的选择将取决于地理区域,要接种的动物种类和疫病的流行情况.例

如,需要知道疫病的血清型 (毒株)以确保使用适当类型的疫苗.仅非洲马瘟

就有９种血清型,并且针对不同毒株的疫苗也有好几种.因此,应让专家选择

疫苗.
有效疫苗接种,要考虑的关键点包括以下内容 (根据 «埃塞俄比亚牧民地

区家畜救济干预国家准则»,埃塞俄比亚联邦民主共和国,农业和农村发展部,

２００８):

•　疫苗成分:疫苗的效力将取决于本地野外分离株的鉴定及其在疫苗

中的含量 (例如非洲马瘟,各种形式的牛和羊巴氏杆菌病).必须

与供应者核对疫苗的成分,以确保疫苗适用于疫病和免疫操作

地区.

•　疫苗效力:评估特定疫苗效力时,应参考 OIE和FAO的指南以及同

行评审的文献,仅仅依靠疫苗生产商自己的实验室数据是不够的.

•　疫苗接种方案:免疫水平和持续时间将根据疫苗、每只动物接种的

剂量以及接种时间的不同而有所不同.例如,炭疽疫苗 [以斯特恩

氏 (Sterne)孢子疫苗为基础]是一种活疫苗,单剂量可提供长达

１２个月的免疫力,而无活性的羊巴氏杆菌病疫苗 (如果正确制备)
则需要间隔四周注射两剂疫苗,没有证据表明单剂疫苗可以提供免

疫力.

•　疫苗接种时间:对于大多数疫病,疫苗接种必须在畜群的死亡率和发

病率达到峰值之前进行,否则不太可能降低疫病的影响.在许多地

区,可以根据季节和环境条件在一定程度上预测疫病暴发.因此,重

要的是要确保为动物接种正确的疫苗和方案,并在高风险时期之前对

畜群中的大部分动物接种疫苗,以减少疫病暴发的影响.

•　疫病控制政策:OIE必须报告疫病应纳入国家疫病控制计划,其他

疫病例如梭菌病,可被视为私人服务产品,这些疫苗应由私营部门

提供.

OIE会定期更新必须报告疫病名录① .有关 OIE所列疫病不同国家和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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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情况的官方信息,可从 OIE网站获得.控制这些动物流行病通常是公共

部门 (主要为政府兽医部门)的责任,在日常工作中,通常被转包给私营服务

提供者提供一线服务.因此,通常会把控制流行病作为政府部门紧急干预的重

要优先事项,而政府部门往往会用大量的资金和设备.
在选择疫苗接种所针对的疫病时,还应考虑其他未列入 OIE名录但可能

与当地家畜有关的疫病.
重要的是要了解疫病控制和预防计划与动物卫生紧急干预措施之间的区

别.控制和预防工作通常基于充分了解疫病流行病学,针对特定的地方病和传

染病进行大规模的疫苗接种.这种计划的成功需要对一定数量 (百分比)的易

感动物种群进行疫苗接种.但是,大多数动物卫生紧急干预措施并未尝试更广

泛地控制或预防特定疫病,其目的是通过提供临床动物卫生服务来确保受影响

动物的生存.在这种情况下,为较少数量的动物接种疫苗可能是合理的,因为

这些动物受到保护,而且使它们的生计得到维持.
(２)大规模用药

这些类型的活动通常集中在治疗体内 (蠕虫)和体外寄生虫 (例如蜱、
螨).家畜携带各种体内外寄生虫是正常的.寄生虫对健康和生产力的影响范

围从无影响到严重的临床症状不等.寄生虫的发育周期是季节性的,寄生虫的

感染及其潜在影响也因此而异.某些年龄段和物种对寄生虫更敏感,例如,幼

年动物比成年动物更容易引起胃肠道寄生虫问题,因为动物会随着寄生虫成熟

时产生免疫力.一些紧急情况,例如极度寒冷或缺乏饲料,可能会影响动物的

免疫状况,使其更容易受到寄生虫的侵扰.但是,在紧急情况下,不太可能有

任何关于寄生虫感染或其对生产率或死亡率影响的信息.在这种情况下,家畜

饲养者对寄生虫侵扰的影响及其季节性的了解将有助于确定所需的兽医支持的

优先级.
必须遵守剂量方案,因为剂量不足会导致寄生虫耐药,还必须了解有关当

地寄生虫对特定药物耐药性的信息.

５３６　医药和设备采购

私营部门和政府兽医部门都有自己的采购系统,但是在危急和需求量大的

时期,这些系统可能会超负荷运作,而这时,正当快速有效的采购至关重要.
因此,评估哪个机构最适合做这项工作十分重要.可能有一些国际机构或非政

府组织拥有完善的兽医采购系统,可以同时负责疫苗和药品的供应.有效采购

的关键是配送系统和充足的存储设施,某些疫苗和药品将无法在国内获得,特

别是在发生紧急情况或大雨等季节性气候事件中,需要及早发现潜在的疫病威

胁,以确保及时提供药品.一个很好的例证就是裂谷热暴发,经常发生在季节

性大雨和温暖气候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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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提供质量保证的生物制品和药品

在某些国家和地区很容易获得假冒、劣质或制造质量差的药品和生物制

品,这些产品从未经质量保证的一般产品,经过掺假或稀释,到仅在颜色或标

签上类似于真品的完全伪造的产品.
国际制药公司及其子公司经常通过当地代理商销售产品.这些产品的代码

和批号,可以与该公司进行核对,而标签则带有将其与伪造区别开的特定细

节.信誉良好的公司会提供每种产品的制造规范及品质保证资料.
在许多国家和地区,当地公司还生产大量常用动物和人类健康药物,这些

通常是高质量的,但应注意,只能从来源或经授权的代理商处购买.购买者应

坚持查看质量控制数据,尤其是在紧急情况下,即兽医很少有时间或设施对本

地获得的药品进行独立的质量保证时,购买者应坚持查看,例如用于预防锥虫

病的一些兽药就非常专业,仅可从很少的合法来源获得.
(２)合格供应品

服务提供者将需要提供基本药品和设备,以使他们能够开展工作.在某些

情况下,可能需要建立兽药供应链,短期内,采购通常是外部干预的一部分.
长期目标应该是支持建立一个有效的供应链,以提供信誉良好、价格可承受的

优质兽药.如果当地的兽药店在营业,则应给予支持,以确保有足够的必需品

供应.
为了帮助该方案的快速启动,可以考虑通过当地兽药店以信贷或补贴价格

向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提供初始药品和设备 (由机构负责补贴).应该以全额

费用提供其他用品.附录２A 和２B为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提供了适用于不同

种动物的药品和设备的建议.
(３)疫苗的采购和管理

在许多国家都有针对炭疽、气肿型炭疽、新城疫和肠毒血症等流行疫病的

疫苗,而且质量很高.如果有良好的质量保证和当地兽医专家的支持,可以

在当地购买.其他疫苗需要在专门的实验室生产,这些实验室仅在相对较少

的国家和地区存在.例如小反刍兽疫、裂谷热、绵羊和山羊痘,结节性皮肤

病,牛和山羊传染性胸膜肺炎以及出血性败血病的疫苗.OIE «陆生动物诊断

试验和疫苗手册»中提供了所有主要疫病推荐使用的疫苗及其供应商的详细

信息.
一些政府允许私营兽医服务提供者购买和使用疫苗来控制特定疫病,而其

他政府则控制从采购到交付的完整疫苗供应链.在需求量大的情况下,政府可

以通过采购获得外部支持.如果某些疫苗可以通过私营部门获得,则应评估其

正确、足够数量地供应、储存和运输可靠疫苗的能力.如果政府没有或不能进

行采购,则应指定主要执行机构来担任这一角色.

　 ７１

　　５　兽医支持　



(４)疫苗冷链

该系统用于确保疫苗从生产到注射都保持在正确的温度下 (大多数疫苗需

要保持在２~８℃).这可以通过冰箱、冷藏箱和疫苗运送系统实现,但也需要

用户正确处理.像所有药物一样,疫苗也有有效期,并且高温和暴露在阳光下

也会影响其效价,使其失效.每种疫苗都有具体的使用标准和指南,应严格

遵守.

５３７　成本效益

在设计干预措施时,考虑相关的成本,并询问是否可以在其他地方更有效

地使用这些资金,有助于确保资金的最佳使用.经济评估应考虑干预成本与对

目标家庭预期经济效益的影响,现阶段可以比较以下方案,以评估如何最好地

利用现有资金:

•　支持发展本地的私营基层医疗服务;

•　向受影响家庭提供免费或补贴服务;

•　支持免费的大规模疫苗接种和治疗活动;

•　支持国家兽医服务.
从经济角度看,干预措施应侧重于支持或建立基本的临床服务,以使更

多的家庭受益,但前提是,在必要时通过代金券或补贴服务为弱势家庭提供

支持.支持安乐死、尸体处理和维持公共卫生等公共部门服务,也使更多的

人受益.在紧急情况下,可以扩大政府的支持,包括疫病监测和及时的疫苗

接种.
提供免费或有补贴的动物卫生服务可能会使少数家庭受益,而且成本可能

很高 (药品购买、运输、兽医服务等).

５３８　将动物卫生与其他应急干预措施结合

尽管动物卫生服务有助于家畜恢复健康和改善应急后的生存,但干预措施

的成功还取决于家畜能否获得基本需求,如饲料、水以及在某些气候下的安置

场所.各机构必须认识到这些需求,并通过以下方式确定满足需求:

•　鼓励试验不同种类的当地饲料 (例如豆荚、农业和工业副产品等);

•　将家畜所有者与私营饲料供应商联系起来;

•　支持社区恢复供水点 (干旱期间);

•　在必要时,组织紧急饲料供应和用水罐车运水.
营销或商业清群可以成功地为动物卫生服务提供支持,尤其短期发生紧急

情况时,因为有市场,人们有时间根据牧草和水源减少而缩减畜群规模.销售

所得的收入可以帮助支付其余动物的兽医服务费用,动物卫生服务也需要支持

家畜饲养活动.提供给动物饲养场的家畜必须获得健康证明,并受到适当的保

护 (接种疫苗等),而且受益人还必须获得可接受的和负担得起的动物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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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

５３９　环境问题

人们可能会担心由于动物卫生状况改善而导致家畜数量潜在增加,过度放

牧和争夺有限的水等对自然资源产生影响,这是一个合理的担忧,尤其是在拥

有固定牧场的社区.但是在正常情况下,很少有证据表明,在牧区和农牧区的

人们和他们的家畜可以自由迁徙到季节性放牧区.然而应急情况或冲突可能会

限制或阻止这种移动,例如当人们及其动物留在救援营地时.在这种情况下,
需要仔细评估任何动物卫生干预措施的影响,如果与动物卫生干预措施同时使

用,各种清群办法 (第４章)可以提供一种平衡家畜数量的方法.

５３１０　风险评估

所有家畜应急干预措施都有内在的风险和后果,因此,必须尽可能地预见

和评估这些风险和后果,这一点很重要.动物卫生计划潜在风险在表７中列出.

表７　兽医支持的风险和解决措施

风 险 解决措施

　扰乱当地私营服务商的服务
　通过分包协议确保私营机构服务提供商成为受

益人.尽可能避免免费或补贴服务

　大畜牧业主比弱势家庭获益更多
　确保在受益人选择过程中更加关注选择标准和

目标,例如代金券的使用

　提供类似动物卫生服务但适用不同条件的机构

之间的竞争
　确保执行机构之间的适当合作

　在没有足够流行病学证据的情况下开展治疗或

疫苗接种活动

　确保收集可靠的流行病学信息,利用当地知识

和其他公认的手段为决策提供信息

　通过维持不可持续的大型畜群导致环境退化

(过度放牧)的风险

　确保在选择干预措施时给予更多关注,特别是

在定居农业社区,例如清群

　采购大量不必要的药物或疫苗,有时质量有

问题
　检查实际要求并从信誉良好的供应商处购买

　私营机构机会主义和敲诈勒索的可能性 　确保充分地监督和监测

　不灵活的设计和资金无法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 　根据当地优先需求,确保项目设计务实且灵活

　评价和影响评估因项目设计不佳、缺乏评估标

准和基线数据而受影响

　确保评估值和影响评估是项目设计的一个组成

部分

５４　实施方式

一旦确定了干预措施的类型和规模,就应确定并商定国家兽医当局、私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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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务提供者、主要协调机构和其他实施机构的角色和职责.本节将更详细地介

绍前面提到的一些技术性问题.

５４１　协调与参与

(１)建立动物卫生小组或委员会

首要任务之一是建立动物卫生小组或委员会.最好由多学科或多机构的

动物卫生委员会来监督特定的兽医计划.除兽医 (公共和私营)外,委员会

成员还应包括其他直接参与的成员,例如:当地行政人员、畜牧专家、当地

家畜交易商和农牧民代表,以及执行机构的技术人员.该委员会应定期开

会,以便迅速开始行动,并在出现问题时迅速有效的响应.所有会议的记录均

应保留下来,以便后续审查和评估.如果可能,应由政府兽医部门主持该委

员会.
重要的是,团队成员须用足够的时间互相了解、讨论首选方案、就工作安

排达成一致和解决后勤问题.这将使他们能够向目标社区传达明确一致的信

息.在初步规划会议期间可以讨论的主题包括:

•　家畜在受影响社区中的作用;

•　查看问题的严重程度,包括受影响动物、家庭和社区的数量和种类;

•　项目规模,即利用现有资金可以实现的目标;

•　关键的动物卫生问题是什么以及如何解决;

•　项目受益人的概况;

•　畜牧管理中的性别角色;

•　正式和非正式的动物卫生安排;

•　了解不同动物卫生保健选择的利弊;

•　当地主要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关系;

•　需要解决的后勤和业务问题;

•　如何处理监视和评估注意事项;

•　团队的运作方式,明确界定个人和团队的职责.
(２)成立地方委员会

此外,应在开展服务的每个地点 (连续的区域,可以是村庄、议会区域甚

至地区)建立地方委员会.这是为了让社区负责人、受益者代表、地方议员和

地方服务提供者定期与计划实施者会面,以提供反馈、提出关切和解决争端.

５４２　选择受益人

支持动物卫生服务的目的是确保所有受突发事件影响的畜禽饲养者都能获

得优质、负担得起的相关服务.为服务支付费用被认为是任何可持续的初级临

床兽医服务的基本要素.可以预见,如果有这些服务,目标群体中大多数人将

有能力支付服务费用.但是,有些群体不会,因此需要对其进行识别.选择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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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必须清晰、明确,并且可供所有人查看.它们可能包括:

•　以妇女和儿童为主的家庭;

•　受 HIV/艾滋病影响的家庭;

•　没有家庭支持的老年人;

•　没有创收活动的残疾人;

•　低于公认贫困线的家庭.
各自的社区、地方负责人以及具有与这些社区合作经验的政府和非政府组

织工作人员,将是识别这些群体的宝贵信息来源,任何最新的脆弱性评估都是

很有价值的.
在决定支持哪些群体时,重要的是要意识到,如果某些社区认为他们被忽

视了,就有可能发生局部冲突.受益社区可能成为抢劫家畜、破坏当地服务设

施以及掠夺兽药和设备的目标.了解社区的社会动态可以帮助设计促进不同社

区间良好关系的计划.

５４３　涉及私营兽医部门

在涉及任何提供兽医服务的制度时,尤其是在其可行和可持续的情况下,
应注意避免破坏现有服务制度.无论是兽医、兽医技术人员、动物卫生工作者

还是兽药和设备的供应商,都可以为私营经营者提供支持,并在必要时提供额

外帮助,以应对危机.私营服务提供者以及地方政府的动物卫生人员与受影响

社区建立良好的关系,对社区需求以及满足这些需求所面临的挑战有深入了

解.可能需要额外支持的活动和领域包括:

•　明确服务提供方面的差距,即使私营提供者一直在运营,他们本身也

可能是灾害 (例如洪水或地震)的受害者;

•　确定优先的动物卫生需求,包括与灾害有关的季节性疫病和高风险

疫病;

•　建立代金券系统或补贴服务,以帮助较弱势群体获得动物卫生服务;

•　维持疫苗冷链;

•　帮助将私营供应商运送到偏远社区;

•　帮助私营服务供应商采购和运输药品、疫苗和设备.

５４４　负担能力和成本回收

(１)负担能力

无论是支持现有的私营服务系统还是建立新的私营服务系统,服务收费都

是确保系统长期可持续性的主要要素.政府和其他机构在紧急情况下提供的免

费药品严重破坏了支持私营企业的努力.
私营服务供应商可能会使用不同的收费系统,但在每种情况下,供应商都

需要盈利.在最常见的定价系统中,供应商在他们购买的药物上加价,家畜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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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者以更高的价格支付治疗费用.一些服务,例如小型外科手术———去势、除

角和伤口处理,根据特定程序,按每只动物或群体动物收费.一些供应商可能

需要帮助来确定公平和可接受的价格和利润水平,并与社区讨论其付款和

定价.
(２)动物卫生服务代金券系统

代金券系统①为弱势家庭提供获得动物卫生服务的机会.使用此类系统的

理由是:

•　为现有的动物卫生服务供应商提供额外的支持和定制;

•　避免损害现有的兽药贸易商的利益;

•　确保代金券比现金更安全;

•　确保凭代金券购买的药品适合当地的需求和疫病需要;

•　降低购买劣质药品的风险;

•　通过购买药品支持私营机构.
现金转账方案提供了一些有用的经验教训,实施者应予以考虑,例如:

•　必须制定使社区了解代金券制度的方案.使社区明白,这些制度是应

对特定灾害的短期措施.

•　选择受益人很困难;这需要时间解决,最好与社区公开协商.

•　需要与所有利益相关者就目标、方式、职责、药物以及兽医、兽医辅

助专业人员和家畜所有者的任何培训需求进行充分讨论和达成共识

(例如,使用代金券或药品的培训).对于家畜所有者来说,这将用于

驱虫药等不受管制的药物.

•　兽药师必须保留代金券兑换记录,以及向兽医和兽医辅助专业人员以

及直接给家畜所有者出售和提供药品的良好记录,以便全额报销.

•　监测接受治疗的动物数量可能是具有挑战性,尤其是对于在寄生虫控

制方面,因为有时治疗是由养殖者自己做的.

•　对于私营兽药师,私营兽医和兽医辅助专业人员 (例如,社区动物卫

生工作者)而言,代金券制度也可以是一项好业务,他们可以从中获

利、促进业务并加强他们作为社区服务提供者的作用.

•　代金券制度在兽医和兽医辅助专业人员与兽药店之间建立联系,以便

今后提供药品和支持.

•　对于私营兽医来说,这可能是成为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培训者或者培

训家畜饲养者的机会,他们应获得酬劳.

•　系统应支持兽医或经授权的兽医辅助专业人员使用受管制药物 (例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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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生素),而不是允许家畜所有者对其进行管理.可以通过补贴这些

治疗方法来实现,同时提供驱虫药等不受管制的药物提供代金券.

５４５　安乐死/紧急扑杀处置

在紧急情况下,可能会有动物出于福利原因需要安乐死,例如严重受伤

或身体虚弱的家畜.使用安乐死方法需要与当地利益相关者 (社区、兽医工

作者、兽医部门和地方当局)进行讨论,因为当地通常对这个问题有着不同

的看法和敏感性.安乐死方法必须是人道的,基于健全的动物福利原则,并

在兽医的监督下进行.还应参考有关安乐死的国家指南.如果使用了获得安

乐死许可的药物,必须小心处理动物尸体,以避免食腐动物摄入药物或污染

环境.
尸体处理

无论发生什么紧急情况,都可能需要处理动物尸体,并且需要建立适当的

系统.
在理想条件下,需要处理的尸体被运送到一个保护良好且远离人类和食腐

动物的指定地点.一般来说,应尽快妥善处置尸体,以减少对人类和动物的健

康风险.如果天气条件允许且对人体健康的威胁很小,可以将尸体在阳光下晒

干几天,然后再进行焚烧或掩埋.处理尸体主要方法有五种:掩埋、焚烧、堆

肥、高温化制和碱水解.由于后两者所要求的设备通常不存在于目标地区和环

境中,因此将不对其进行详细介绍.虽然建议在需要组织尸体处理的情况下,
应评估常见的处置方法.如果适当的设施设备 (例如化制厂),则应使用或重

新启用这些设备.
应急期间,处理尸体的主要挑战是地点的选择,需要考虑的因素包括:

•　该地区的地质特征:土壤性质 (质地、渗透性、地面破裂、地下水位

深度、基岩深度);坡度或地形;水文特性;靠近水体、水井、公共

场所、道路、住宅、市政或产业线;

•　处置材料的性质和数量;

•　是否获得官方许可;

•　在屠宰场附近有无可供埋葬或焚烧的场所;

•　是否有动物尸体运输工具;

•　如果要使用卡车进行运输,是否无障碍;

•　天气情况 (例如风、雨、结冰的地面);

•　是否有工人和土方工程设备;

•　该地区的未来用途.
附录２D中涵盖了上述处置方法的所有详细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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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５　监控、 评价和影响评估说明

５５１　应急期间兽医支持干预措施的监控和评价

可以对动物卫生干预措施的不同方面进行监控和评估,但是在紧急情况

下,监控和评估可能具有挑战性,执行者必须对可以实现的目标持现实态度,
可以监控和评估的方面包括:

•　在一个月内,因某种特定疫病而接受治疗的动物数量 (按种类分类),
相对于处于危险中的动物总数情况;

•　兽药店按产品类型和主要客户 (兽医、兽医辅助专业人员、畜主)出

售药品的数量;

•　相对危险群体,按物种和疫病划分需接种疫苗的动物数量;

•　使用疫苗的数量 (来自政府、非政府组织和兽药店的记录);

•　每月兽医服务的地域和畜群覆盖范围.
这类信息可以提供疫病发生水平、优先疫病、新疫病和需要通过政府或机

构的支持采取其他控制措施的疫病暴发情况.还可以评估服务覆盖范围的动物

种类和地理范围,以帮助确定在提供服务方面可能存在的偏差.可以将服务供

应商的报告与所售药物和疫苗的数量进行核查,如有重大差异,可能表明记录

和报告问题、剂量不正确或销售不当 (例如在黑市上).还应监控报告系统以

及报告的质量和频率,以评估信息的准确性和质量.来自私营兽医、兽医辅助

专业人员和政府报告疫病监测信息可以用来查看疫病暴发是否得到控制.
(１)谁使用这些信息?
这些信息主要提供国家兽医部门和执行机构使用,尤其是动物卫生应急委

员会,他们应尝试共同分析信息,然后向兽医、兽医辅助专业人员和社区提供

反馈.如果存在协调机制,则应在定期协调会议上共享监控信息.这些信息将

使执行机构能够确定兽医辅助专业人员的培训需求,与社区和服务提供者进一

步讨论的问题,兽药供应链中的缺口,可能需要特殊支持的群体 (例如女性户

主家庭、老年人、残疾人),需要扩大覆盖范围的区域,以及可能需要采取控

制策略的新疫病.
(２)监控与评价应如何进行?
任何参与该方案的服务提供者,无论是兽医还是兽医辅助专业人员,都应

向国家兽医部门提供有关其工作的月度报告,报告结果可由兽医部门汇总.然

后,这些信息可以通过国家兽医部门或协调机制输入到整个区域范围的报告系

统中,以建立特定疫病和特定疫病威胁的覆盖范围.
特别是对于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培训应包括报告形式,无论是图片还是

文字形式,他们都应意识到这项工作的重要性.对于每种主要疫病或状况,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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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动物卫生工作者都应按动物种类使用简单的记录表,并应练习填写这些记录

表.应该利用参与性评估工具向社区咨询,以了解服务对象对所提供服务的看

法.这可能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因此在灾害后阶段,人们可能会过于关注其他

优先事项,应仔细评估时间安排,但是一旦情况有所改善,就必须征求社区的

意见并系统记录下来.
兽医部门关于疫苗接种、疫病暴发和疫病调查的月度报告是监测和评估的

另一种方式,增加了服务提供商提供的信息.报告还必须包括来自屠宰场屠宰

前检疫的信息.此外,还应该报告肉类检验,因为这对于监测结核病、体内寄

生虫和全身性系统疫病特别重要.当地市场的兽医健康检查可以提供有关该地

区疫病情况的更多信息.
(３)谁进行监控和评估?
监控与评估可能是一项联合活动,涉及特定领域的国家、私营部门和执行

机构.应在初始设计阶段讨论监测问题,在协调机制下定义和商定角色和职

责.某些机构可能在监控方面拥有更丰富的经验,并可能在监控系统的设计中

提供培训和支持.兽医服务监控和评估需要具备兽医技术技能,因此各机构应

确保其具有必要的专业知识和参与式评价技能,以进行有效监控.

５５２　影响评估

最终,任何干预措施的目标都是对生计产生积极影响.因此,评估影响至

关重要,以便能够调整正在进行的干预措施,并可以适当设计和确定未来的干

预措施.何时评估影响取决于紧急情况的性质,但最有可能是在恢复阶段,此

时家庭有更多时间并且局势已经稳定.例外情况是长期冲突,这种冲突可能会

持续多年,如果安全和出入条件允许,就有必要在应急阶段进行影响评估.目

标社区是通过参与式方法由社区主导的讨论,是参与评估的关键群体.还可以

使用服务的可用性、可获得性、质量、可负担性和服务接受度作为服务提供指

标来评估服务提供和服务提供者的影响.
影响评估应包括效益成本分析,比较不同类型干预措施的成本及其对家畜

的影响,例如通过查看经治疗或大规模用药救治的动物的价值,还需要提供关

于降低死亡率的信息,以证明干预措施对家畜的影响.因为已接受治疗或接种

疫苗的动物数量数据是过程指标,不能提供影响的证据 (有关监控、评价和影

响评估的更多详细信息,请参见第１０章).
以下是一个效益成本分析的例子,２００８年南苏丹因口蹄疫而实施长期口

蹄疫 (FMD)的疫苗干预,当时该国由于长期冲突已获得多年人道主义援助.
除了说明实际的利益成本外,该研究还表明了如何利用参与性流行病学获取必

要的信息,以便计算利益成本比并进行生计影响评估 (插文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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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９　南苏丹的口蹄疫疫苗接种:效益成本分析和生计影响

本研究采用参与式流行病学 (PE)方法估计不同年龄段牛急性和慢性

口蹄疫的患病率和死亡率,以及受口蹄疫影响奶牛产奶量的减少情况.接

种口蹄疫疫苗的成本效益比为１１５.慢性口蹄疫造成的损失占口蹄疫总损

失的２８２％,这表明今后在非洲牧区和农牧区控制口蹄疫的未来收益—成

本分析需要考虑由慢性疫病造成的损失.参与式流行病学方法还用于评估

牛奶在努尔农牧民饮食中的重要性,以及与牛群活动和口蹄疫暴发有关的

饮食季节性变化.饮食中明显的季节性变化包括 “饥饿间隔”时期,在此

期间,家庭高度依赖牛奶作为其主要食物来源,如果此间暴发口蹄疫,长

期损失会持续并影响人类的食品安全.本文讨论了苏丹南部口蹄疫大规模

免疫和免疫策略的必要性和可行性.本文还讨论了将传统的收益成本分析

与生计分析相结合的价值,以便为人道主义领域的疾病控制工作和资金投

入提供信息.
资料来源:Barasa等,«跨境和突发疫病»,２００８.

参与性方法有助于确定哪些群体没有使用服务以及不使用的原因,以及现

有服务的整体质量.并不是所有种类的家畜都可以得到这种服务,或者人们可

能不知道某些种类的家畜可以得到这种服务,例如,人们常常为家禽可以得到

治疗和接种疫苗感到惊讶,马、驴和骡也是如此.一些兽医和兽医辅助专业人

员可能对治疗大型动物 (例如牛和骆驼)更感兴趣,因为可能得到更好的回

报,或者他们可能没有经过可以治疗其他动物的训练.如果所有服务提供者都

是男性,并且某些文化习俗使妇女很难接近他们,那么一些妇女可能无法获得

服务.监控系统应该能够获知此类问题,从而有可能调整服务或提供增强意识

的讨论.
获得的经验教训、记录和交流是成功协调干预并有效应对未来突发事件的

关键,它们帮助经验不足的机构评估实施兽医干预措施的需求和内部能力,它

们还提供信息,以帮助在其他领域发生类似紧急情况的人们设计适当的干预

措施.

５６　检查清单

５６１　基础信息

•　紧急情况已达到什么阶段?

•　受影响地区的主要疫病情况和畜禽状况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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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些现有的当地机构和支持服务可提供动物卫生服务?
—　私营兽医和辅助兽医服务的覆盖范围和能力;
—　公共/国家兽医服务的覆盖范围、能力和职责;
—　相关的基础设施 (市场、道路、水和电)是否已充分明晰?

５６２　设计注意事项

•　是否已阅读 «家畜突发事件应急指南和标准»(LEGS)的相关章节?

•　对动物卫生服务的支持是否是最适当的干预措施,是否正在探索替代

方法 (请参阅LEGS参与式反应识别矩阵)?

•　是否充分了解了灾害的规模和范围及其对动物卫生的影响?

•　是否建立了国家、省或地区的灾害响应委员会?

•　是否将动物卫生措施与其他干预措施一起进行?

•　有哪些潜在的合作伙伴 (政府、国际或国家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
在该地区开展工作?

•　是否有合作空间?

•　是否有公共和私营动物卫生提供者共同合作的机制?

•　拟议的时间跨度是否现实?

•　如果情况发生变化,设计中是否有足够的灵活性可以在短时间内将资

金转移到其他活动?

•　是否有退出策略,留下可持续且可行的动物卫生服务?

•　是否考虑了监控、评价和评估要求?

５６３　准备工作

•　是否建立了动物卫生团队? 是否具备必要的技能和专业知识?

•　是否讨论并商定了适当的动物卫生方案?

•　是否建立了家畜突发事件响应委员会?

•　干预措施的规模 (地理区域、受益人数量、动物治疗的数量和种类)
是否充分确定?

•　预期目标和预算是否切合实际? 是否有时间表?

•　是否具备所需的技能,尤其是辅助专业人员,是否还需要进行培训?

•　是否存在可以确定和确定优先次序的特定动物卫生热点或服务提供方

面的差距?

•　是否可以识别和突出建议活动中的任何薄弱环节?

•　是否有正在进行动物卫生计划?

•　家畜所有人 (包括妇女)和地方机构是否有足够的代表?

•　是否进行了需求评估?

•　是否与主要利益相关者讨论并选择了受益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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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已充分告知受益人 (家畜饲养者)和主要利益相关者 (地方当

局)有关建议的干预措施,其将如何运作以及将如何继续的信息? 在

情况允许的范围内,他们是否已充分参与了干预措施的制定?

•　将包括哪些品种和类别的家畜?

•　是否讨论了药品和服务的支付问题,弱势家庭将如何获得此类服务,
例如有代金券吗?

•　是否拟定了当地合同协议? 是否清晰明确?

•　是否有解决争端的机制?

•　如果灾害比预期的短或长,是否有应急计划?

•　是否充分满足了方案的监控要求?

•　是否充分评估了潜在风险?

５６４　支持动物卫生服务

•　是否发现服务提供方面的差距?

•　是否有能力 (培训)问题需要解决?

•　是否已确定优先的动物卫生需求?

•　当地兽药店是否容易获得药品和疫苗?

•　是否有运转良好的冷链?

•　是否需要外部支持的药品供应链?

•　是否能够保证药品和疫苗的质量?

•　是否有节省成本的机会,例如共享冷链设施?

•　兽医和兽医辅助专业人员是否可以在他们的领地内轻松安全地活动?

•　最弱势的个体能否获得动物卫生服务?

•　是否需要代金券系统? 社区可以使用吗?

•　是否设想建立疫病监测系统?

•　是否建立了报告机制?

５６５　支持公共部门兽医服务

•　是否发现服务方面的差距?

•　是否有能力 (培训)问题需要解决?

•　是否充分了解国家兽医和公共卫生政策和法规?

•　是否根据合理的流行病学证据及时进行大规模治疗或接种疫苗?

•　是否了解公共当局兽医与私营动物卫生服务提供者之间的联系?

•　是否已彻底审查了公共当局对大量药品、疫苗和设备的要求?

５６６　尸体的处置

•　是否立即将尸体移离水源或人类居住地并防止被食腐动物侵害?

•　该地区常用处理尸体的方法是什么? 是否有任何配套的基础设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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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有可供选择的合适处置方法的所有必要信息?

•　是否有当局许可又被社区接受的建议处置方法?

•　是否有可用的运输工具并在合理的时间使用?

•　是否考虑到环境和人类居住地附近等因素,提供合适的处置场所?

•　是否有适当的监控以确保所有尸体都被清除,包括在干预期间是否发

生新一波的死亡?

•　是否妥善保护清除地点,以及是否监督处置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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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饲料供给

６１　原理

充足的营养对家畜的生存、福利和生产能力至关重要.在应急期间,需要

补饲类型取决于所涉及家畜的种类和应急情况的性质.从本质上说,包括向家

畜饲养者提供额外的饲料,以便满足他们饲养家畜当前的营养需求.饲料供给

可解决第２章所述的五项动物福利自由之一,即通过随时获得保持充分健康和

活力的饲料和淡水来摆脱饥饿和干渴①.
紧急补饲方案的主要目标包括:

•　确保受影响家畜存活———这一目标的目的仅仅是使尽可能多的家畜存

活到恢复期开始,在最严重紧急情况下,这可能是饲养方案的唯一现

实目标.

•　重建繁育能力———长期营养不足的动物繁殖能力低下,母畜尤其敏

感,相对低营养不良水平下,可能会扰乱生殖周期 (发情期).补饲

方案旨在保护作为生计财产的家畜,通常优先考虑种母畜.

•　重建工作能力———营养不良的役畜和驮畜不能继续工作.农牧混杂系

统中,家畜为耕种和运输提供牵引动力.在紧急情况后,恢复生产取

决于相关役畜是否获得足够的体力来工作.在一些紧急情况下,需要

驮畜向没有道路或道路严重毁坏的偏远地区运送紧急物资.特别是妇

女使用驴子运输粮食以及其他家庭活动所需物资.

•　重建生产能力 (奶、肉、蛋)———由于饲料资源变得匮乏,受影响动

物生理也发生了变化,将有限的营养消耗用于维持生存,这就意味着

降低了生产能力,对于出售生产产品作为生计的家庭来说,这是一个

重要的问题.

•　支持清群方案———一旦出现缓慢发生的紧急情况时,立即执行清群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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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然而,这并不总是可行的,清群可使家畜健康状况受到极大影

响,此时,如果它们身体状况太差,不能以肉出售,必须进行短时期

的补饲.

•　支持家畜供给方案———如果选择提供家畜作为紧急情况后的干预措

施,使得生产得以持续并恢复,有一种情况就是利用补饲提供短期

的支持,至少可以到地方饲料能够满足需求时.

６２　饲料供给类型

大多数文件在应急时都提到了对反刍动物补饲,因此,本章主要介绍这些

动物,包括家禽、猪和马等,但介绍得相对简略.
虽然提供补饲是一种有用的干预措施,但在有把握实施之前,还需评估一

些因素.资源总是有限的,不可能指望有足够的饲料提供给所有受影响的动

物.惠及广泛很可能适得其反,因为动物很少能够获得足够的饲料,这会对家

庭生计带来重大影响,为此,实施补饲的第一步是确定其优缺点.
«家畜突发事件应急指南和标准»决策树 (第２版—图６１)对选择饲料

供给是一个有用的工具,可以用于辅助决定有关饲料供给的适当干预措施.
优点

•　对依靠家畜维持生活的牧民来说,可以通过维持动物生存提供长期

收益.

•　役用和驮运动物在维持许多家庭生计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　还可以改善动物营养和健康状况,从而提高畜牧和农牧混杂系统的生

产效率.

•　同清群相比,补饲可以提高动物存活率,较为经济合算.

•　家畜为了去牧场不得不走很远的路,从而导致更高的能量消耗,在这

种情况下,补饲可以防止负能量平衡.

•　补饲可减少环境退化和过度放牧,因为补充额外的饲料,即使是低质

量的牧场,也可以满足动物的需要.
缺点

•　定期补饲会促进大的、不可持续的牧群规模和高放养率.

•　补饲会增加对水资源的需求,特别是在干旱时期,水资源会很稀缺.

•　补饲会增加食欲,给牧场带来更大压力,或增加对作物下脚料的需求.

•　外部支持忽略了本土策略.

•　将饲料运输到某个地区可能会扰乱当地市场.

•　存在从其他地区引入虫害或疫病 (作物或家畜)媒介的风险.

•　将动物集中在饲料场会增加疫病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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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２１　就地紧急补给

这指的是一种饲料分配方式,受益人将动物饲养在其现有生产体统中,
通过饲料补充计划获得饲料.这是首要选择,因为它对当地传统家畜饲养破

坏较小,让家畜所有者负责管理,并提供多种实施选择 (代金券、各种准备

金等).

６２２　在饲料场进行紧急饲喂

如果不能就地提供饲料,可以在饲料场向受益人的动物提供饲料.这种就

需要每天将动物赶至饲料场,使它们获得足够的饲料,或将动物留在饲料场,
以便获得更好的照料.选择建设饲料场则需要增加管理,这为应急干预提供了

更安全和更好的监控.

６３　计划与准备

６３１　形势评估

正如第２章所述,在制订应急计划时,必须充分了解当地应急处突的组织

结构.
通常由评估小组启动补饲方案.理想团队将是多学科的,并包括所有直接

参与的机构.这些小组可以从各种来源收集信息,补饲的具体信息可包括:

•　地理环境,包括受影响动物最多的地区,以及物理通道和通信设施

(公路、桥梁、电信等);

•　受影响社区概况,包括家畜种类和管理系统 (畜牧、农牧、混杂农

业)、生计基础和弱势群体;

•　评估动物损失或饥饿情况,以及传统的紧急饲喂策略;

•　评估有多少家庭的饥饿动物适合补给饲料;

•　评估当地可利用的饲料资源;

•　评估当地饲料储存设施;

•　水资源可利用量;

•　当前家畜销售价格,以支持对产量较低家畜的决策;

•　当地对动物卫生等基本支持服务的数量和质量;

•　考虑清群和现金转账支付等多种替代方案;

•　方案实施收回成本 (受益人支付饲料费用)能够惠及的范围更大;

•　在该领域存在长期经验的潜在合作伙伴,他们了解社会文化、经济和

其他方面的情况,应该得到社会的信任;

•　该地区的其他救济活动,可以替代补饲干预措施,或补助他们以减少

每个家庭所需的投入;

•　与其他救济活动分摊费用 (例如,通过卡车将饲料装载到有清群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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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区域);

•　确定当地应急响应更廉价的措施,而不是提供全部的补饲投入;

•　在方案实施过程中,受益家庭为减少劳动力或其他支出,可以投入

实物;

•　私营部门参与的成本效益,例如,受影响地区的私营交易商可能有一

个现有的分销网络,比从头做起的成本要低得多;
一旦收集和分析了基本信息,地方当局、地方领导人和目标社区召开公众

会议和小组座谈会,就可以了解各个家庭具体的设计问题:

•　达成目标 (结果)和优先顺序;

•　确定最合适的目标家畜种群 (品种、年龄和性别),以获得补饲和提

供多长时间;

•　决定饲养动物的系统———现地或饲料场;

•　确定不同类型饲料 (饲草、精料和副产品)的可用性和成本;

•　计算需要补饲动物的确切数量和状况;

•　评估受影响动物特定的营养需求;

•　计算饲料需求以及购买和分配适宜饲料的成本;

•　总结以往补饲方案的经验,包括:
—　经验教训:成功方面和失败方面;
—　以往措施的实用性和适宜性;
—　角色和责任,包括社区的角色和责任.

６３２　何时开始补饲

一般来说,如果家畜饲料供应严重缺乏,而且很难由饲养者保护估价高的

动物,那么适时开始补饲.对于干旱等缓慢发生的应急情况,应在警报阶段结

束时开始实施补饲策略,并应在整个应急期间持续实施.如洪水或地震等应急

情况,需要对个别情况进行具体评估,并根据当地需要、做法和机会,确定脆

弱群体和潜在补饲策略.延迟补饲会引起家畜生产力损失和死亡.

６３３　先决条件

补饲方案要取得成功,重要的先决条件是:

•　在方案执行期内,是否有可靠的饲料供应;

•　分配饲料的能力;

•　获取足够的支持服务,如供水.
然而,在实际中,有时应急情况非常紧急需要迅速开始补饲,并且不能挑

选所用饲料的类型.

６３４　设计注意事项

在设计补饲干预时,重要的是要记住以下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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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应尽早评估传统的应对机制,如果仍认为有必要补饲,方案应尽可能

完善这些机制.

•　为了迅速对不断变化的环境作出反应,并在必要时将资金转换为其他

干预措施,灵活性就显得至关重要.季节性因素、预料不到的持续干

旱和饲料供应的变化都可能影响到补饲方案.

•　从长期来看,补饲是可持续的吗? 还是该地区存在较丰富的饲料资源

问题,如库存过剩? 短期内存在风险,长期则是不可持续的?

•　许多引种和补饲方案弥补了应急干预和长期发展之间的问题,制订退

出策略的计划是很重要的.
更多关于设计考虑的信息可以参见本手册第２章.
(１)家畜生产目标

一旦确定了补饲方案的主要目标,就可以确定配给最适当和可行的生产目

标.一般来说,有四个广义的生产目标适合补饲方案,包括:

•　限制体重减轻———这是一种基本的生存策略.其目的是用动物生存所

需的最低营养来弥补有限的饲料资源,它需要对紧急情况可能持续的

时间和在此期间可以承受的体重减轻程度进行估算.这将受到纳入实

施方案的动物状况的影响,状况较好的动物能够容忍相对较大的

饥饿.

•　保持体重———这需要提供动物维持的饲料,在资源充足的情况下,它

比以前的减轻体重方案更可取.它稳定了局势,并可以无限期地继续

下去.然而,设计用于维持体重的策略,如果排除此地区中的风险家

庭,则不应考虑.

•　恢复减轻的体重———这个目标在急性期无关紧要.因为在急性期,维

持或管理减轻的体重可以更有效地利用资源.无论如何,在早期恢复

阶段,至少动物身体状况恢复到基础水平后,才可以恢复繁殖功能和

生产产出能力.

•　提升生产水平———这一目标在体重恢复后是可行的,因为严重营养不

良的动物将把消耗的大部分营养用于增加体重.可在恢复阶段考虑此

目标,可能是为了支持重新引种方案.
有必要了解这些目标,以选择适当的饲料间.但是,在选择适当的生产目

标方面并没有固定不变的规则,这些目标必须基于单个情况、可用的资源和执

行能力,表８提供了一般性指南.
(２)选取动物实施补饲

一旦决定开始补饲,就应考虑选择列入实施方案影响最大的动物,应考虑

下列几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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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８　补饲方案需考虑特殊生产目标和主要目标之间的联系 (√—可取;√√—必备)

生产目标

限制体重减轻 保持体重 恢复减轻的体重 提升生产水平

方
案
的
主
要
目
标

存活 √√ √

重建种群 √√

重新恢复役畜和驮畜工作能力 √√ √

重建生产能力 √√ √√

支持引种 √√

支持清群 √√ √

•　参与家庭中单个动物的状况;

•　受影响家畜饲养者的状况和地点,以及当地的安全状况;

•　为动物提供饲料的物流和成本;

•　是否有足够的资金和后勤资源来实施补饲方案? 小规模、无重点、资

金不足的项目不太可能产生有意义的影响;

•　优质饮用水的供应必须足以支持补饲行动,尤其是役畜和驮畜,特别

是在炎热天气,需要大量的饮水;

•　支持服务,如动物保健服务,也必须足够;

•　必须评估补饲方案 “拯救”家畜群体的长期可持续性,在这方面有疑

问时,必须考虑其他更适宜的干预措施,例如清群、创造就业机会或

现金转账.
虽然有必要确定哪些家庭可以从补饲中受益,但通常不适合补饲同一家庭

中的所有动物.动物个体的选择应基于以下因素:

•　品种和类型———有些动物能更好地应对和恢复饲料或水的短缺.可能

只集中于需要最少帮助的动物种类,例如绵羊和山羊而不是牛.就动

物种类而言,只有选取最有价值的动物作为补饲的目标,在实际中,
更倾向于后备母畜,及较为有限的公畜,这利于紧急情况后重建畜禽

群.在某些情况下,还可以考虑役用动物,或者可同时实行清群行

动,考虑用最少的饲料投入就能获得合理市场价值的动物.

•　健康状态———无论如何要考虑动物价值,生病或受伤的动物都不太可

能从补饲中获益.如果它们随后死亡了,投入的饲料都将浪费.重要

的是,补饲方案应与疫病监测或兽医干预措施有机结合,以识别和排

除有危险的动物,还应考虑与当地屠宰设施或紧急屠宰干预措施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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钩.如果动物保健方案在改善动物卫生方面效果显著,则可能适宜通

过补饲来强化这些方案.

•　身体状况———纳入此方案的动物,应对它们的身体状况进行评估,和

脆弱的动物相比,有些动物是更好的选择,因为那些脆弱的动物即

使有可利用的饲料资源也不一定存活下来.附录１提供了纳入补饲

方案动物身体状况的评分指南.如果补饲方案持续１个月以上,就

应该对动物进行周期性的重新评估,因为家畜可能很快就会失去原

有状态.
在大牧群占优势的牧区,重点可能是保护种畜,然而,在作物和家畜混杂

社区,可能以所有家庭动物为目标,因为它们的数量可能很少.
总的来说,纳入一个方案应该反映动物个体的最终价值,因为它进入了恢

复阶段.出售、屠宰或以其他方式处置不会从该方案获益的低价值动物,通常

会更符合成本效益,从而避免与高价值动物争夺资源.
(３)补饲持续多久?
设计补饲方案的最后一步就是确定补饲持续时间.这可能是困难的,因为

应急期间的进程往往是不可预测的,例如,在干旱情况下,恢复策略只有在降

雨之后才有可能.实际上,方案持续时间可能只需根据一个有依据的猜测,过

去的经验可以作为指导,但是,监控可以在获得更多信息时帮助调整方案,如

果应急期间延长,就有理由寻求更多资金.

６３５　定义

•　蛋白质是一种含氮化合物,是肌肉等身体组织修复和生长所必需的.
反刍动物能够利用非蛋白质氮化合物 (尿素)来制造蛋白质,其他动

物,如猪、马科动物和鸡则不能这样做.

•　粗蛋白 (CP)是蛋白质含量 (饲料中硝基含量的指标)常用指标,
以干物质的百分比表示.

•　碳水化合物本质上是糖类,是饲料中主要的能量来源.纤维也是一种

碳水化合物,主要由纤维素 (植物饲料)组成,不能被动物完全吸

收,尽管反刍动物有一个处理高纤维饲料的消化系统.

•　脂肪是一组高能量 (高于碳水化合物)营养物质,由甘油和多种脂肪

酸结合在一起组成.大多数脂肪酸是非必需的,这意味着身体可以根

据需要从其他脂肪酸中产生,其他的则是必需的,必须包含在饲

料中.

•　能量主要由脂肪和碳水化合物提供,使动物维持保暖、运动、生长、
生产和繁殖的化学反应.

•　代谢能 (ME)是指饲料中可被动物用于生产的能量,单位为兆焦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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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千克 (DM).

•　矿物质,身体通常需要非常少量的矿物质,但其对多种功能都很

重要.

•　维生素,身体也需要非常少量的维生素,但它是一种比矿物质更复杂

的物质,它们执行许多任务,以维持身体的正常功能.

•　饲料摄入量是动物每天可食用饲料的物理量,其受多种因素的影响,
包括:饲料成分,特别是干物质含量;适口性;环境温度以及动物的

年龄和生理状况.它是以每天食用的干物质 (千克/天)为单位计算

的.对于反刍动物和马科动物来说,它们每天可以吃掉相当于自身体

重３％的干物质.

•　干物质 (DM)是用百分比来测量的,从干燥谷物的９０％到茂盛、新

鲜、湿饲料的１５％不等.

•　饲料是家畜可以吃的植物材料.

•　干草是收割、晒干并储存起来供以后使用的草.

•　未割干草是留在地里的未割的自然晾干的草.

•　秸秆是收获后留在地里的玉米、高粱和谷子的干茎和叶.

•　嫩草通常是乔木和灌木的叶子,营养价值很高,动物可以直接食用或

切碎后食用.

•　作物残余物包括稻草、秸秆和茎部.

•　农作物副产品是食品加工过程中遗留下来的材料,如麸皮、甜菜粕、
酿酒谷物、油籽饼.

•　油籽饼是油籽 (棉籽)经机械压榨机榨油后得到的物质.

•　粗面是磨碎的谷物 (不像面粉那么粗)或用机械和溶剂从油籽中提取

油脂后得到的物质.

•　自由放养指的是动物活动不受限制,可以自由放牧.

•　觅食一词用于家禽,有时也用于猪,是指在当地环境中寻找可用的饲

料,如有机物,包括昆虫.通常人们不食用这种觅食家禽.

•　半觅食意味着家禽和猪在一定程度上是受控管理的,觅食饲料占所喂

食饲料的大部分 (通常提供饲料,家禽每天１/３,或３０~４０克的谷

物;依据猪品种、年龄和体重,每天２００~５００克谷物).

•　可觅食饲料来源,包括两种来源的材料:家庭食物垃圾和剩余物,
以及来自 环 境 的 材 料,即 作 物 副 产 品,花 园、田 野 和 荒 地 的 拾

荒物.

•　补饲是给动物的额外饲料———对家禽和猪来说,是它们从觅食中获取

一定量的额外饲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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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４　实施计划

６４１　应急期间饲喂反刍动物

一般来说,反刍动物的补饲方案主要包括三种饲料类型,单独或联合

使用①:

•　粗饲料可以提供能量,尽管它们也含有大量的蛋白质.例如:干草

(干牧草)、新鲜或干燥的饲料作物 (特别是作为动物饲料生长的草或

谷物)、稻草和秸秆 (外壳)、麸皮.干的农作物残留物 (稻草和秸

秆)营养价值不高,但价格便宜,可以保证动物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

内存活下来.然而,它们体积庞大,运输成本较高.
在周期性应急情况下,例如蒙古国和阿富汗的严冬或某些非洲干旱的区

域,可以从一部分放牧地割下草,在有利时期作为干草或青贮饲料储存起来,
以备在紧急情况下使用.豆类作物 (如三叶草属、柱花豆属)② 或像紫狼尾草

一样的草,可以种植在一般不受紧急情况影响的地方.在需要的时候,可以将

它们运送到受影响的地区 (最好是颗粒状或块状,以减少容积和运输成本).
补充含有高水平粗蛋白和矿物质的饲料有助于优化瘤胃发酵,从而有效利用可

用饲料资源,如劣质牧草、牧场和作物残余物.本章后面将提供从不受紧急情

况影响地方,准备和运输高密度全价饲料块 (DCFB)或颗粒的进一步信息.

•　精饲料可以非常有效地提供适当的营养平衡,因为它们可以满足特定

的需求.例如谷物 (玉米、大麦、小麦和高粱)、大豆和豆类,以及

棉籽饼等副产品,然而,它们的价格相对昂贵,有些作物本来就是有

价值的人类食物.这些可以直接作为饲料,或以复合饲料形式提供.
直接作为饲料时,只有自身一种成分,如玉米或大麦.这些饲料可以有不

同的形式,例如全谷物可以呈碾碎的、卷起来的或颗粒状的.它们以易消化的

形式提供浓缩营养素,并且相对容易运输和分配.但在紧急情况下,特别是在

饥荒时期,从当地直接获取食物是有限的.然而,在某些紧急情况下,可以很

容易地从毗邻未受影响的地区获得.应逐渐引入谷物 (开始时,绵羊每天５０
克左右,马科动物每天 １００ 克,牛每天 ２００ 克),以避免谷物中毒 (酸中

毒)③,这可能是由过量饲喂造成的.谷物不能占总饲料量的５０％以上,其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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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注:饲料表可在http://wwwfeedipediaorg/上查到,其提供了各种有用饲料相对营养质量,
可作为能量和蛋白质来源补饲方案的信息.补饲方案的目标应是补充现有的饲料.

豆科作物可以饲喂马科动物,但最好与其他牧草或饲料混合饲喂.苜蓿是马科动物常食用的

豆科作物.颗粒饲料或块状饲料不是首要的选择,因为马科动物需要长纤维饲料以助于消化.
由于过多谷物饲料在瘤胃或单胃动物肠道内快速发酵,产生大量气体和泡沫,伴有身体新陈

代谢的变化,例如马科动物蹄叶炎,通常引发马急性死亡.



的应该是粗饲料,如干草或作物残余物.
复合饲料是饲料工业生产中一种满足特定营养需求的不同配料的混合物.

通常包括谷物、具矿物质的豆类和维生素补充剂.配方根据不同品种和不同生

理需求 (如生长、产奶、产蛋等)而有所不同.这些复合饲料的质量差别很

大,来自信誉良好公司的饲料会提供有关组分和营养构成的信息,而信誉不良

饲料公司可能会出售不符合营养要求的不合格 (甚至是有毒的)原料.

•　多营养块类似于精饲料,通常由尿素 (为反刍动物提供非蛋白氮)和

糖蜜 (提供能量)等成分制成,较为便宜.它们补充氮、维生素和矿

物质,而这些通常在作物残余物中是缺乏的.如果饲料中含有尿素,
只能喂给反刍动物,不能喂给单胃动物 (如鸡、驴、马、猪、兔子),
也不能喂给幼畜,特别是前反刍动物小牛、山羊和６个月以下的羊

羔.在干旱早期,通常只有劣质草场,缺乏氮等营养物质,这些草场

无法得到有效利用.在牧场营养价值还没有降低之前,可以考虑以多

种营养块的形式向反刍动物提供氮,以提高摄取量和效能.由于它们

是浓缩的、便宜并易于运输,可以提供一种快速改善或维持受影响动

物营养状况的办法.多营养块应在喂食粗饲料的情况下使用,不正确

或过度使用尿素会产生剧毒.关于尿素—糖蜜复合营养块的详细资料

见附录３C.

表９　反刍动物饲喂策略,应急期间补饲改善影响

可用饲料 限制因素 改进方法 补饲成分和要求

　足够量的干饲料,

例如作物残余物、干

草和牧场

　低消化率,降低了

摄入量和营养

　营养不均衡,特别

是氮、 矿 物 质 和 维

生素

　补充蛋白质和

矿物质

•　尿素 蜜糖复合营养块 (经常饲

喂)

•　蛋白质丰富的谷物,例如蚕豆

和豌豆 (隔天饲喂１次)

•　油籽饼/粗面 (每周饲喂２次)

　绿色饲料

　缺 乏 牧 草 和 干 牧

草,降低了蛋白质的

摄入量

　补充能量
•　高质量干草

•　谷粒 (每周２~３次)

　干牧草和品质差的

饲草

　牧草质量差加之数

量不足,干牧草摄入

量低

　补充蛋白质和

能量

•　尿素 蜜糖复合营养块 (经常饲

喂)

•　谷物和油籽饼/粗面 (每天饲喂

或每周３次)

一些公司现在生产多营养块,添加额外的粗饲料,可以作为一个全价定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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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这些反刍动物全价饲料块 (DCFB)提供一种平衡的饲料形式,这是紧

急补饲方案的最好的选择.这些多营养块的主要成分是粗饲料和浓缩的矿物质

和维生素.为了减小体积,营养块被压缩,使得它们更容易处理和运输.典型

DCFB组分是:８５％秸秆、１０％糖蜜、２％尿素、２％矿物质和维生素及１％
盐.对于处于恢复阶段的动物,秸秆成分可以减少到６０％,并用２５％的油籽

饼代替减少部分.
(１)利用嫩草

在恶劣环境下,可以使用嫩草,其通常含有大量的粗蛋白质和矿物质,然

而,它们的作用被与之结合的单宁酸 (多酚)破坏了,使这些宝贵的营养对动

物来说是不可用的.大多数存在于恶劣环境中的嫩草都含有高单宁酸,作为一

种防御机制,可以减少动物的摄入量.在动物每天饮水或饲料 (如麦麸、小麦

面团)中加入５~１０克聚乙二醇 (惰性物质),在牛出去放牧时,则可以提高

嫩草摄入量,并可以从消耗的干草和嫩草饲料中有效利用营养物质.对小反刍

动物来说,每日聚乙二醇摄入量可降低至３~５克.工业级聚乙二醇 (相对分子质

量４０００或６０００,两者皆可轻易获得;不推荐相对分子质量＜４０００的聚乙二醇)
相当便宜,在非常恶劣干燥的条件下,饲料中添加可以作为拯救动物的一种策略.
这一策略曾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津巴布韦干旱时期使用,拯救了成千上万的动物.

(２)利用饲料树

这种树有很深的根,可以从很深的土壤中吸取水分,因此,它们能够在严

重水分胁迫下生存.干旱条件下的牧草和牧场含有很低的粗蛋白和矿物质,
牛、绵羊和山羊的采食量因瘤胃不能充分发酵而减少.饲料树富含粗蛋白质和

矿物质,通过补饲的方式,可以提高从所消耗牧草吸收和提取营养素的总量.
这就 “加速”了瘤胃的发酵,使得从可用饲料资源中提取的养分更高,摄入量

也更高.这样反刍动物的营养状况增加,可以帮助动物在恶劣条件下生存,甚

至改善它们的生长和产量.
(３)维生素和矿物质

对于反刍动物和马科动物来说,饲料中维生素和矿物质的浓度通常很低,
但变化很大,很难应用一个简化的定量配给过程.在维生素和矿物质不足情况

下,应急补饲方案旨在通过下列方式,确保动物体重增加或生产功能恢复:

•　提供嫩草或其他绿色牧草的组合,利用当地固有知识可以帮助识别草

药或其他能促进动物健康和福祉的植物.

•　使用专有的维生素矿物混合粉 (预混),例如舔砖或营养块.在可能

的情况下,可以用维生素或矿物质的组合配方,以解决受影响地区的

不足.对于大型反刍动物,可以在饲料中添加２％维生素矿物混合

粉;对于绵羊和山羊,可以添加１％维生素矿物混合粉.对马科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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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说,免费获得盐块或在饮食中添加盐比使用专有的混合物更可取.
尤其在炎热天气下显得更为重要,因为在炎热天气工作的马科动物会

因出汗而失去盐分,如果使用混合物,以马专用的为最好.由于预混

料的含量不同,因此应按推荐的日饲喂量进行饲喂.

６４２　应该使用哪些饲料

家畜所需营养素的种类和数量取决于动物的种类、大小、年龄和生理状况

等因素.怀孕和哺乳期动物比未怀孕的需求会更多.役用和驮运动物比不工作

的动物需要更高能量的饲料.年轻的、正在生长的、哺乳期和怀孕动物比老

龄、未在哺乳期动物需要更高的蛋白质含量.哺乳期母畜比非哺乳期母畜需要

更多的钙、磷和能量.如果把动物分成不同的类别,根据营养需求饲喂它们,
补饲则是最有效的.

饲料中蛋白质和能量含量是最重要的成分.如果当地不缺乏矿物质,通常

是由蛋白质或能量缺乏引起动物行为的异常,这就需要补饲策略来解决蛋白

质或能量不平衡问题.补充其他营养物质,例如矿物质和维生素,也可能不会

产生预期的效果.
为不同种类的受影响动物,提供不同类型的适当饲料,在设计有效的补饲

方案时,考虑适宜性和成本 效益是非常关键的方面.为了尽可能地利用已分

配的资金,将需要对各种可用的饲料进行某种成本 效益评估.此处所说 “可
用”是指提供足够的数量,以达到方案目标.这一评估应以比较为基础:

•　将每种饲料送到受体动物的成本,包括购买、加工、处理和运输的

成本.

•　每种饲料对受体动物的营养价值,包括饲料所提供的营养物类型和它

们的相对浓度.附录３A和３B提供了确定最佳选择的详细方法.

６４３　应急期间饲喂马科动物

在喂养马科动物时必须小心,确保饲草是它们日常饲料的主要部分,任何

精饲料都只能作为补充,并且每天要分成几小份饲喂.马科动物饲料中饲草不

应低于５０％,马科动物消化系统已经进化到可以消化纤维而不是谷物,而后

者喂食过多会导致酸中毒、蹄叶炎和腹绞痛.
喂马科动物多少饲料

•　如果马科动物不工作,它们完全可以吃饲草饲料.据报道,马科动物

每天至少接受其体重１％的长茎 (纤维)饲料,相当于１００千克体重

１千克干物质.

•　马每天只能吃其体重２％的饲草,马可以吃掉相当于其体重３％的干

物质,这取决于饲料的营养质量和它们的工作量,而驴有极强的消化

能力,只需要大约１５％的干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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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驴和骡需要的蛋白质比马低,可以饲喂低质量的饲草.

•　工作的马科动物需要富含能量的饲料,这些饲料应以谷物为基础,如

精饲料,作为饲草的补充.每天,精饲料不应超过其体重的１％,每

天少量喂食 (驴和骡为０７５％).

６４４　应急期间饲喂家禽

应急期间,家禽生产体系决定了家禽的饲喂方案.
(１)后院家禽

自由觅食生产体系的特点是补充饲料的供应有限,特别是在饲料短缺和可

觅食到的资源减少时.在许多地方,这种短缺通常发生在一年中的某些时段,
或是在旱季,或是为了保护庄稼而限制鸟类觅食的时候.除了维持需求之外,
定期提供饲料对维持所有家庭和后院家禽体系的生产力至关重要.当饲料资源

稀缺时,最好减少生产家禽的数量.
在紧急情况下,一般没有多余的饲料,机构在采购和分发家禽饲料时,最

好从当地饲料销售点购买饲料,因为这可以支持当地经济.建议的做法是,在

可行的情况下,确定和使用当地可用的饲料资源,以制定出尽可能平衡的膳

食.加工当地农作物的副产品 (如麦麸、油籽饼),既可以作为能源,也可以

作为蛋白质来源.
可觅食的资源,包括家庭厨房垃圾、谷物和副产品、根和块茎、油籽饼和食

物、乔木、灌木 (包括银合欢、丽香菊和田菁)的叶子和果实、动物蛋白饲料、动

物血、白蚁、蛆、蚯蚓、牡蛎、蜗牛以及水生植物 (浮萍、红萍和水雍菜).
以下技术可用于为后院家禽生产家禽饲料:

•　蛋白质来源

—　例如木薯、银合欢、田菁和甘草.
—　动物蛋白,例如血粉、瘤胃微生物、孵化废物和皮革副产品.

•　使用非常规饲料原料,如茶叶废料、浮萍、蚯蚓和昆虫作为觅食家禽

的蛋白质来源.

•　培养蚯蚓、蛆、白蚁和蟑螂,并将它们纳入饲养体系.

•　使用工业副产品,如啤酒厂和鱼类加工厂的副产品,作为补充饲料.

•　用饲料能源替代商业饲料,如木薯、甘薯、芋头 (香芋)、竹芋 (斑
叶竹芋)、椰渣、椰子油、棕榈油和其他非传统能源.

•　用非传统的、富含蛋白质的饲料替代鱼粉、大豆和花生粕,替代品包

括蚯蚓粕、蛆粕、翼豆、鸽豆、杰克豆、红萍 (羽叶满江红、卡洲满

江红、小叶满江红)、叶粕和辣木等叶蛋白浓缩物.

•　富含矿物质的动物包括烧焦的贝壳、蜗牛壳、蛋壳、鱼和鸡骨头,富

含矿物质的植物包括木瓜、银合欢、桔梗、田菁和水生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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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助饲养体系是一种供家禽根据生理需要选择营养成分的饲喂方式,是目

前饲喂觅食鸡的一种常用方法.人们在清晨和傍晚提供玉米、高粱和小米等补

充能量的饲料,白天,家禽主要以蛋白质 (昆虫、蠕虫、幼虫)、矿物质 (石
头、沙砾、贝壳)和维生素 (绿叶菜、辣椒、油棕榈坚果)为食.有证据表

明,自助饲养体系并不逊于提供全价的饲料.因此,真正需要的是在合适的时

间可利用饲料资源的营养含量,在合适的时间给禽类提供所需的营养.
(２)商品禽

特定的鸡蛋 (蛋鸡)或鸡肉 (肉鸡)家禽生产体系依靠大量专有的复合饲

料,这些复合饲料要么是购买的,要么是当地使用谷物现场生产的.为了达到

高效的性能,对家禽特定的生长和生产阶段,复合饲料能提供确切和特殊的营

养需求.利用具有不同化学组分的复合饲料饲喂小鸡、生长鸡、蛋鸡,应根据

饲料生产者提供的使用说明饲喂.配方饲料蛋白质、能量、氨基酸、维生素和

矿物质是均衡的.
生产过程通常是分批进行的,肉鸡的生产周期为５~９周,蛋鸡生产周期

为１２~１８个月.特定的家禽生产体系规模,从几百羽或更少,到几千羽家禽

群不等.突发应急状况,可能会影响到特定家禽生产体系饲料的供应.应对此

情况的短期解决方案包括减少饲养数量,或者不能每天提供推荐的商业饲料

时,可选择实行每周停喂１天的饲养法.但是这种饲喂方法只能实施较短时

间,如果没有恢复常规饲料供应,就必须将家禽出售或屠宰.鉴于需要迅速解

决应急期间突然出现的饲料短缺问题,但来自各方面的援助可能不够及时.
钙是蛋鸡需要的一种重要矿物质,它在鸡饲料中含量大约为１％ (１~２周

龄鸡)、２５％ (２~１５周龄鸡)、５％ (１６~２８周龄鸡),随后维持４％即可.

１６~２０周龄时,蛋鸡开始产蛋,２５~２８周龄后产蛋量下降.在饲料中可添加

１％维生素矿物预混料.
在干旱和洪水等应急情况下,需要关注饲料中的霉菌和黄曲霉毒素污染问

题,应密切监测黄曲霉毒素水平 (有关黄曲霉毒素的更多信息,请参阅饲料质

量一节).
为了降低饲料成本,还可以添加以下副产品:谷物碾磨、烘焙、酿造、加

工后残余物,果蔬加工后剩余物和提炼食用油后油籽粕等,都是可能的饲料来

源.是否纳入饲料组分,需要适当考虑成本、营养物质利用率、氨基酸组成、
蛋白质消化率、保存期和家禽生长阶段.

家禽需要干净的饮用水,必须随时保持足够的水量,应尽可能使用专门为

家禽设计的饮水容器和喂食器.
表１０提供了商业禽所需饲料数量和特性的粗略估算.表１１提供了应急情

况结束后重新饲养家禽所需饲料数量和特性的粗略估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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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０　典型家禽用饲料配方营养成分

能量来源 蛋白质来源 矿物质来源 其他

　谷物 (世界各地广泛使

用的主要为玉米、高粱和

小麦)
　豆粕 　补充钙:石灰石和壳砾

　补充维生素:维生素

预混剂

　谷物副产品 　菜籽粕
　补充钙和磷:磷酸二钙、脱氟

磷矿石、骨粉

　晶体氨基酸:蛋氨酸、

赖氨酸苏氨酸

　动物脂肪和菜籽油 　葵花籽饼 　矿物质预混剂 　非营养添加物:酶

　豌豆 　氯化钠和碳酸氢钠

　鱼粉

　肉骨粉

表１１　蛋鸡和肉鸡饲料需求

生产体系 年龄
每个饲养周期总饲料量

(千克/羽)

能量

(卡路里①/千克)

蛋白质

(最小量)(％)

蛋鸡

０~６周龄 １１ ２７５０~３０００ ２０

６周龄至开产 ４９ ２７５０~３０００ １６

母鸡 ０１/日 ２７００~２９００ １７

肉鸡∗
０~５周龄 ２９~３５ ３１００ ２２~２５

５~９周龄 ５４~５６ ３３００ ２０

∗肉鸡屠宰体重＝２千克.

６４５　应急期间饲喂猪

最常见的商品猪生产体系依赖于复合饲料.
应急期间提供猪饲料,在大多数情况下,可以从受影响地区还在生产的饲

料厂或更远的饲料厂购买饲料.如果需要,在地区层面可以大量供应复合饲

料.向受益人提供复合饲料代表了向其提供最佳支持,因为它减少了其他进一

步投入的需要.市场上复合饲料质量可能会有很大的差异,购买需要参考饲料

厂日常质量控制情况.
根据猪的生理阶段不同,商品猪生产中使用的复合饲料有不同的成分.合

理的饲料设计通常要考虑怀孕和哺乳期的母猪、断奶仔猪和育肥猪———它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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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有显著的差异.在生猪生产量大的区域,受体群体的选择至关重要.与其他

短周期动物一样,这些动物可以在恢复正常生产之前,以较低的成本和相对短的

时间内重新扩群,应优先考虑清群或扩群的干预措施.应重点给种畜补饲,特别是

后备母猪和选育公猪,以确保生产可持续,同时尽量减少补饲的动物数量.
表１２列出了猪生产体系中常用饲料组分的信息.大豆是全球公认的为单

胃动物提供丰富蛋白质来源的饲料,并与谷物饲料搭配使用.复合饲料根据可

利用性和组分价格不同而变化.

表１２　典型猪饲料配方组成 (适用于热带地区)

能量来源 蛋白质来源 矿物质来源 其他

　谷物 (世界各地广泛使

用的主要为玉米、高粱和

小麦)
　豆粕

　补充钙:石灰石和

壳砾

　补充维生素:维生素

预混剂

　谷物副产品

　甘蔗

　甘蔗糖浆或蔗糖蜜

　木薯淀粉

　菜籽粕

　棉籽粕

　椰子粕

　晶体氨基酸,特别是

赖氨酸

　香蕉和大蕉

　葵花籽饼

　豌豆

　鱼粉

　肉骨粉

　矿物质预混剂

　氯化钠和碳酸氢钠
　非营养添加物:酶

表１３　猪不同生长阶段饲料需求量

猪类型

(活体重)

每天饲料摄入量

(千克)

能量需要量

(MJ/千克∗)

蛋白质需要量

(克/千克∗)

仔猪 (约１０千克) ０５ １３５ １６５

猪 (２５~５０千克) ２ １３ １７５

猪 (５０~８０千克) ２５ １３ １６０

猪 (８０~１００千克) ３ １３ １５０

母猪 (哺乳期) ４ １３５ １６５

母猪 (孕期) ３ １２ １３０

公猪 (＞１００千克) ３

∗计算为８８％ 干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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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１３提供了对不同生长阶段猪饲料需求的粗略估算,便于定量计算饲料

总体用量.根据经验,仔猪和哺乳期母猪需要更高的能量和蛋白质,而一般的

猪饲料每千克含有１３兆焦耳代谢能 (ME)和１６０克粗蛋白 (CP),而怀孕母

猪饲料中需要加入更高水平的纤维.
对于仔猪 (体重＜５０千克),日常饲料中需加入４％维生素矿物预混料,

而对于体重大于５０千克的猪,可将添加量降至２％.
饲养的猪数量越少,而且主要为家庭后院或觅食生产体系时,它们的饲料

往往不同,包括厨房剩菜、农副产品、粗粮和非常有限的高营养价值成分,例

如购买的复合饲料,如谷物、玉米或大豆.适应这种饲养方式的动物,可以在

其常规饲料缺乏时补充精饲料,而不必提供全价饲料.

６４６　饲料质量

进口饲料必须符合植物检疫 (植物卫生)和其他饲料安全要求,并适当储

存.为减少分配不合格饲料的风险,可采取以下预防措施:

•　检查当地供应的饲料是否有可疑的包装,未知的专有名称、来源,如

果必要,检查生产者的代码和批号等信息.

•　检查饲料是否有明显的霉变、腐臭、潮湿或变色迹象.

•　检查标签上的营养成分.

•　如果饲料看上去可疑,考虑对营养物质 (能量和蛋白质)、干物质、
惰性添加剂 (如土壤或沙子,在分析中会显示出过量的灰分)、霉菌

或毒素,特别是黄曲霉毒素进行独立实验室分析.污染植物产品中发

现的四种主要黄曲霉毒素是B１、B２、G１ 和G２,是一组结构相关的双

呋喃香豆素衍生物,通常以不同的比例同时出现,其中黄曲霉毒素

B１ 是最重要的一种.这些化合物对人类和动物健康构成极大危害,
饲料中黄曲霉毒素B１ 的最高容许含量为十亿分之二十.这适用于所

有动物.

•　如需购买大量饲料,应寄送具有代表性的样品进行独立分析.

•　确定谷物、干草和秸秆的代谢能单位成本和作为蛋白质补充物 (如油

籽饼、羽扇豆、豆类)的粗蛋白含量,为选择合适的补充物质提供了

基础.

６４７　饲料运输和储存

(１)运输

用于运输饲料成分的车辆应该干净和干燥,以减少污染的风险,之前的饲

料成分应完全从容器中清除,容器中装载同批饲料成分可避免污染.这意味

着只携带其他类型饲料,而不是可能有毒的材料,如杀菌剂、燃料或某些液

体.海运会增加饲料成分的含水率,因此应使用防潮袋和容器.下面储存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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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列出的要点也与海运有关,当运输饲料需要一段时间时,用于运输的卡车

和其他车辆应确保饲料成分避光、雨且不受污染,覆盖物也应保持清洁和

干燥.
(２)储存

饲料配料或制备好的饲料应妥善储存,不恰当的储存会导致高温的积累,
以及因霉菌感染或虫害 (包括啮齿动物、昆虫、爬行动物和禽类)破坏而造成

的损失.任一饲料配料被污染时都可能造成危害扩大,因此,应将饲料配料和

制备好的饲料分开存放,不同材料以一定的方式码放应尽量减少交叉感染的机

会.害虫不仅消耗饲料,而且其排泄物、动物尸体和蜕皮都会污染饲料.如果

饲料长期储存,应制定全面控制鼠害和病虫害的方案.
储存期间应保持充分清洁,以尽量减少接触害虫、昆虫和病原体,光线

应良好,以确保保持卫生条件.害虫可通过排水沟和孔洞进入储存饲料区

域,因此应保持封闭或用铁丝网覆盖.洗涤剂、化肥和农药应单独存放,远

离饲料或饲料原料,原料应以易于识别的方式储存.饲料原料或高水分含量

的饲料容易滋生霉菌,在高温下储存时容易变质.富油成分特别容易变质腐

臭.如果在储存材料中发现霉菌生长,应立即清除,以防止污染其他储存的

货物.
在储存期间,应避免水分含量高于１３％~１４％,因为这有利于氧化和发

酵,导致发热,如果不及时消散,可引起饲料或谷物 “冒烟”或燃烧.建议在

热带条件下,袋装饲料最多堆放１８~２０袋,且每组码放时,长不应超过５~６
米、宽不应超过３~４米,两组间距应至少保持０５~０８米,以确保适当的空

气流通.如果原料储存在青储窖中,也要按照常规间隔放置,确保通风系统正

常运行,避免温度上升.在干燥和低温条件下储存饲料,也需要通风平衡温

度,因为温差会引起对流,在青储窖顶部和中部凝聚潮气,这易于霉菌和昆虫

生长,以及霉菌毒素的产生.
高水分饲料在高温、高湿条件下贮存时,会发生物理和生物化学变化,尤

其是谷物,经淀粉糊化后增加了含糖量.储存时的高含水量也会导致酒精和醋

酸的产生,从而产生酸味.所有这些因素都降低了储藏谷物的质量,进而降低

谷物摄入量.
饲料材料在储存期间也可能发生干燥损失,这将减少饲料的重量,对饲料

管理造成不良后果.贮藏时间越长,水分损失越大.
应始终采用先进先出的方法,确保储存饲料的快速周转.

６４８　补饲时应注意事项

(１)可做方面

•　购买时确保饲料没有有毒杂草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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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先满足干旱动物的能量需求,选择一种能以最低成本提供能量的干

旱饲料.

•　考虑动物在寒冷条件下增加的能量需求,根据情况的严重程度,饲料

能量水平应该提高到２０％或以上.

•　考虑到役用和驮运动物需要更高的能量 (比维持能量需求高出

２０％~３０％).

•　慢慢引入高谷物饲料,确保干草、稻草等纤维性饲料.瘤胃要发挥最

佳功能,就需要一定纤维,低纤维和高谷类饲料会导致瘤胃变得

太酸.

•　对于马科动物,要吃大量的粗饲料,精料只应作为饲料的补充,因为

太多的精料可引起腹绞痛、蹄叶炎和其他严重的消化紊乱疫病.

•　在提供补充饲料时,一定要确保有足够的水分,以避免太硬和消化不

良问题.

•　如果充足,给猪加入粗饲料,以减少维持所需复合饲料的数量.
(２)反刍动物需求

•　将高品质饲料 (高品质干草、青贮饲料、谷物)与高纤维饲料混合,
以避免由于单一高纤维饲料 (如作物残余物)降低瘤胃消化率而导致

能量需求不足问题.

•　提供谷物,因为它们比干草更容易处理、储存和运输.确保它们没有

杀虫剂和霉菌毒素等污染物.

•　饲料中脂肪含量低于６％,因为高脂肪含量会降低饲料的摄取量和消

化率.然而,脂肪是能量的一种浓缩形式,因此是一种有价值的

成分.

•　将豆类 (羽扇豆、豌豆等)与谷类混合,可以增加饲料中蛋白质的整

体含量.谷物富含能量,但蛋白质含量较低,因此可以将豆类添加到

高纤维饲料中以提高蛋白质水平.

•　考虑购买和供应加工过的谷物,碾碎或碾压谷物可以提高牛饲料

３０％~４０％的能量可用性,但羊饲料却不行.

•　饲料中有超过５０％谷物存在时,通常会缺少钙,在谷物中添加１％的

石灰石可以预防钙缺乏.如果饲料中的粗料含量超过５０％,则不需

要添加石灰石.

•　考虑在谷物中添加０５％的普通盐,在高谷物饲料中会缺少钠.

•　在饲料中缺乏绿色饲草时,要预防潜在的维生素 A 和 E缺乏,考虑

在饲料中加入１５％~２０％的非常规饲料 (苹果、葡萄和番茄渣、柑

橘果肉、谷物渣、大米和麦麸等).果渣和果肉含水量高 (５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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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５％),如果储存不当,容易发霉.大米和麦麸也是磷的优质来源.

•　在低氟和低镉的动物饲料中,使用磷酸一钙和磷酸二钙作为磷的

来源.
(３)禁做方面

•　快速改变饲料,会严重扰乱消化过程.

•　以任何形式向非反刍动物 (家禽、猪、马科动物)或６个月龄以下的

反刍动物幼畜饲喂尿素.

•　磷肥含有氟,使用其作为磷的来源.

•　用泔水喂猪,除非经过适当热处理且其中不含猪肉.

•　棉籽饼中存在棉酚 (一种天然酚),其饲料中干物质含量超过３０％.

６５　有关监控、 评价及影响评估的说明

定期监控和评价是饲料方案成功的必要条件,应在执行方案期间进行.所

有利益相关者都需要确保以公开、定期和及时的方式共享收集到的信息,以便

采取纠正措施.监控应集中于:

•　动物相关指标———所需的动物相关信息会随环境而变化,但应记录身

体状况评分、体重 (使用腹带随时记录变化)和存活率等信息.其他

指标,如是母畜禽,还要监控产奶量、产蛋量、繁殖率和后代存活

率.除了生物数据之外,还应收集受益人的反馈和社会经济资料,例

如畜禽和畜禽产品的价格.

•　过程指标———可包括:饲料分配的数量和类型、分配给谁、分配持续

多长时间以及饲料的成本.
根据家畜生产参数、采食量和质量参数进行评价,可以调整补饲策略,以

达到预期的效果.社会经济资料、财务指标和生产参数是有用的评估指标.这

类信息的整理对于处理未来的紧急情况也是非常有价值的.
考虑到为不同生产体系和应急情况设计补饲策略的复杂性,很难为影响评

估提供统一的行动方案.但是,活动开始时,必须确定在活动结束时为进行影

响评估而收集的各种变量指标.
成本包括饲料的购买、运输、处理、储存、浪费和分配,再加上农民培

训和执行机构的固定 (管理)费用.可以从增加牛奶产量、最终收益率到正

常生产水平中获取收益方面的定量信息,增重、繁殖率、后代和动物存活数

量,役用和驮运动物经济效益,以及随后时间内不需补饲而间接节省下来的

费用.效益往往只是指示性指标,因为必须做一些假设,如不补饲造成的死

亡率.
第１０章包含更多关于影响评估和收益 成本分析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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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６　检查清单

６６１　基础信息

•　饲养方案的目标是否清晰明确:应急期间存活、维持核心种群和幼

畜、补充缺少的必要原料成分 (饲料中缺乏蛋白质或矿物质)、为新

企业建立健康的畜群 (重新建群)?

•　什么是营养风险:接近饥饿、急性营养不足 (短期内得不到饲料)、
慢性营养不良 (长期缺乏饲料,如干旱)?

•　将何种动物列为靶动物?

•　当地是否有可利用的饲料资源 (牧草、农作物残余物、副产品、商业

饲料),其数量是否可量化?

•　提出补饲,饲料供需情况如何? 该区域饲料充足与否?

•　拟议受益人是否能够获得并负担得起当地可获取的饲料?

•　饲料问题是由于供应不足或需求不足,还是两者都有?

６６２　设计注意事项

•　是否估计了饲料需求 (基于方案目标、预期持续时间和受影响动物

数量)? 　
•　如何满足饲料需求,用什么饲料 (干草、谷物、多营养块或商业

饲料)? 　
•　建议的时间范围是否可行———饲料能否及时获得并满足需求?

•　所需饲料来源于哪里———本地、国内还是国际?

•　采购饲料的合同安排是否符合要求?

•　饲料将如何分配给受益人?

•　补饲是否与其他干预措施一起实施?

•　其他服务是否可用———动物保健服务、供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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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水 供 给

７１　原理

水是所有动物生理平衡和健康的基础①,除了一些骆驼类动物外,没有饮

用水,它们不能存活下来.缺水会导致食欲不振、消化不良和排泄物减少,所

有这些都会导致发生许多疫病.在动物用水受到威胁的紧急情况下,提供替代

水源成为优先选项.缺水也可能使原本充足的放牧区无法使用.具有讽刺意味

的是,畜牧水资源的无计划开发可能导致干旱地区或处在干旱季节的地区过度

放牧,这些地区历来在抗旱能力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自然灾害和紧急情况通常会限制家畜水供应,特别是干旱.然而,其他类

型的灾害也会导致严重后果,例如高海拔地区的地震或滑坡,可能会阻塞通往

家畜水源地的长距离的通道.例如海啸,会导致池塘被含盐的海水淹没而造成

家畜淡水损失.
与补饲一样,供水方案可以包括:
将动物转移到有水的地方,特别是繁殖种群;
增加可利用水资源,通过采用可用的地表水和地下水或将水输送到受影

响地区.
当然必须考虑到,灾区的缺水会对人类和动物产生同样的影响.

７２　增加可利用水资源的类型

应急期间,有三种办法来解决缺水问题或改善供水,按易于实施和成本效

益的顺序列出如下.

７２１　将动物转移到有水的地方

人们越来越认识到,干旱地区的饲养人员与邻近的牧民和小农户共享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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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①———水井、钻井和地表水集水项目 (水坝和雨水收集设施,如储水池),
这在灾害期间更为常见.在某些情况下,这种互惠方法是几代人为了使家畜能

够继续在恶劣环境中饲养而传承下来的,因此,重新安置受干旱影响的家畜是

解决饲料和水资源短缺问题的最具成效的方法之一,也是世界许多干旱地区经

过考验的应对干旱的办法.
随着旱灾的缓慢发生,家畜也逐步进行转移,牧民也可以提醒非干旱地区

的人们,他们正开始把家畜转移到此地.除了向潜在的畜牧社区发出警报外,
饲养者还应向地方政府发出警报,从而在家畜的有序转移 (包括穿越城镇和村

庄)方面获取帮助,需要地方当局为沿途受干旱影响长途跋涉的家畜提供紧急

动物保健和补饲.
在世界一些地区,这种分享水和放牧的互惠安排由于行政边界的变化和发

展而开始失效.然而,只要发生这种情况,地方行政人员就有可能使社区重新

团结起来,重新协商长期的互惠政策,以保障家畜财产和恢复建设.在某些情

况下,可以通过翻修和改善社区的家畜饮水点来促进这些社区达成共识.

７２２　现有供水点的修复

在干旱或地震发生后,供水点经常会遭到破坏.干旱期间,通常会过度使

用仅可为少数人和动物供水的手动泵和水井,同样,池塘等供水点可能因开采

过度而遭受结构性破坏.在日常维护和维修缺失的地区,损害更大.
在地震期间,家畜饮水点的基础设施可能会被破坏.在这种情况下,紧急

修复有助于向家畜供水,并防止剩余水源周围的开采过度.随着供水点和通道

的恢复,饮水所需的时间就减少了,家畜可以更早地返回牧场,从而最大限度

地延长放牧时间.
从干旱地区迁出后重新安置家畜,恢复现有供水点往往是与家畜饮水有关

的最具成本效益的应急干预措施.效益成本比率通常也有所提高,因为在许多

情况下,牧民及其家人可以共用经过修复的供水点.但是,在以这种方式共用

供水点的情况下,应考虑为人类提供单独和安全的饮用水.

７２３　水的运输

水资源不足,加之劳动密集、运输水费用较为昂贵.用货车或卡车运输

水,通常被认为是最后的干预措施,因为一旦水被运到短缺地区,运输就需要

继续直到恢复正常供水.严重干旱期间,可能几个月都没有水,导致成本上

升.但是,由于脱水带来的严重危险以及水对家畜,特别是繁殖家畜的重要

性,运输水可能是短期内唯一的选择.在这种情况下,可能需要作出艰难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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择,决定哪些动物需要供给水,哪些减群或屠宰.

７３　计划与准备

•　当地供水———评估目前的供应,包括可从现有来源提取的水量和水质;

•　区域供水———类似于对当地水资源的评估,但涵盖更广泛的区域,必

须包括最接近的没有受到影响的水源,以及以前受灾害影响的牧民进

入过的地区;

•　计算需求———根据需要水的人类和动物 (如果适用的话)的最低要

求,计算总量;

•　搬迁———绘制家畜和牧民前往未受缺水影响地区的路线;

•　恢复———评估修复受损家畜供水点的费用,包括评估优先供水点的费用;

•　运输———规划从水源到受益人的运输方式;

•　分配———如何确保选定的受益人拥有同等权限,同时考虑到所有利益

相关方,特别是当前用户的需求.
重要的是,所有旨在改善受灾害影响家畜用水供应的计划都应有政府机构

参与,同人类供水的其他组织共享.这一点特别重要,因为当水源共享或水源

接近时,增加家畜用水势必会影响到人类供水.
在修复和管理现有的供水点时,必须认识到技术挑战往往是次要的,而解

决社区参与和与管理有关的问题可能更难.因此,重要的是,在对家畜用水进

行干预之前,要花时间确定主要利益相关方及其相关的角色和责任.在提供信

息了解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投入时间,对于确定改进境况的正确方法、设计最终

的干预措施和改善供水系统的可持续性都至关重要.
在利益相关方协商期间,必须与用户群体会面,以便更好地了解日常如何

管理家畜和人类用水点.例如,用水是否仅限于单一社区,还是与更广泛的群

体共享? 何种动物使用水,以何种顺序,是先来先饮? 还有谁负责清淤等维

护? 还可以就社区如何管理不同用户之间的冲突提出问题.通过这种对话,还

可以介绍其他议题,包括如何修复及改善维护不善和受损的供水点,以及谁最

能领导这一进程.为了阐明进行这些对话的必要性,一个在非洲之角与受干旱

影响地区牧民合作的机构,提出了用钢筋混凝土制成的水槽取代传统家畜饮水

槽的想法,这样做的目的是减少牧民修复水槽的时间,从而降低家畜的通行时

间和家畜饮水的时间.通过交流,商定利用当地现有的工匠启动一个小型项

目,但随后决定实施该项目还要改进更利于妇女取水的方案,改进包括为妇女

创建一条特殊的人行道和一个蓄水池,以便妇女能够迅速取水并返回家园.
在进行对话时,特别是干旱时期,有时可能会要求增加投资用以开发新的

供水点.即使在正常情况下,水也可能供不应求,但不建议在灾害时期开发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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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供水点.时间太短、资源太少,无法详细讨论建立或者维护等方面的问题,
诸如新供水点的长期管理等.其结果是,在危机时刻开发的供水点往往无法提

供计划中的好处———它们可能被掌权者所利用,或者年久失修.然而,尽管认

识到开发新水源地的挑战,但在某些情况下,由于运输水的成本太高,钻井可

能会更便宜.如果这样,可以与社区讨论并达成一致意见,即在灾害过后即刻

加盖封阻钻井,但此法仅作紧急应对使用,特别是水文学研究已经证实地下水

位有所下降的情况下.

LEGS (LEGS第二版图７１)是一个有价值的工具,可提供关于水的决

策树用于决定有关供水的适当干预措施.

７４　实施计划

７４１　水质

尽管家畜的用水标准低于人类,但家畜用水干预的水质问题很少明确,这

是因为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牧民始终与家畜使用相同的水.虽然不应鼓励这

种做法,但应尽一切努力向家畜提供质量最好的水,前提是假定有些人会饮用

这种水.水质应尽可能清澈,没有动物尸体 (即使是小型的啮齿动物),没有

植物和有机物,也没有异味.如果正在开发家畜用水点,应通过社区协商来支

持此做法,其中应概述人类使用这类水的相关健康风险.还应尽一切努力监控

水的使用情况,并使适龄人口能够使用替代饮用水.
在设计干预措施时应考虑到以下几点:

•　水源———小的浅井和溪流与大的井和强烈流动的溪流相比,更有可能

成为污染或产生劣质水,此外,地下水的化学成分可能比地表水更不

平衡.

•　水质的季节性变化———水质差的水在炎热和干燥时期可能变得不适宜

饮用,因为:(a)开放水源的蒸发水平较高,盐度自然增加;(b)由

于热量和较多的干饲料摄入,家畜更多地使用供水,这可能导致污

染;(c)水温升高.

•　动物的年龄和状况———哺乳期、幼龄和虚弱的动物通常比公畜和非繁

殖母畜更容易受到劣质水的影响.

•　动物种类———动物间对水盐度的耐受性差别很大.

７４２　水的需求量

家畜的水需求因环境温度、采食量、饲料类型、生理状况 (怀孕/哺乳)
和生产水平而有很大差异.每种动物的需水量参考如下:

•　牛 (成年) ４０~５０升/日

•　周岁马 ２５~４０升/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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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犊牛 １５~２５升/日

•　骆驼/单峰骆驼 ３０~４０升/日

•　绵羊/山羊 (成年) ５~１０升/日

•　幼畜 ５升/日

•　马 (适度劳动) ５０~５５升/日 (气温３５°C)

•　马 (适度劳动) ２０~３０升/日 (气温２０°C)

•　猪 (成年) ５~１０升/日

•　家禽 ２０~４０升/(１００羽日)
驴对水的需求量通常比马略低.所提供的饲料类型也会影响动物的日常用

水需求,例如绿色饲料的含水量很高,因此,如果饲喂这种饲料,饮用水的需

求量将会更少.
工作中的马科动物水的需求很难预测,取决于环境因素 (热度/湿度)、工

作时间和强度以及动物对特定环境的适应性.理想情况是,在任何时候都应提

供新鲜、清洁的水,但如果不可能,则必须在一天中定期提供足够的水.可以

鼓励养殖者随身携带水桶,例如绑在他们的马车上,这样每当有机会 (有水

泵)时就可以给动物供水.
由于应急期间很难满足所有动物的全部用水需求,建议每两天向牛提供大

约２０升水,每两天向绵羊和山羊提供５升水.

７４３　水的运输和分配

(１)运输

每当需要运输水时,无论是通过管道或者运河,用水桶还是水箱运输,运

输工具的条件和清洁程度都直接影响到水质.水箱可能会用于运输其他液体,
包括可能有毒的物质如除草剂、化肥和燃料.最好避免使用水车,如果这是唯

一可行的选择,装载前需要彻底清洗水车.
(２)储水

在处理运输来的或当地提取的大量水资源时,需要蓄水设施.储存设施应

防止水质恶化.特别是,应限制使用这些设施,以避免误用储存的水 (用于清

洁、洗涤或个人卫生),避免人类或动物粪便造成污染,避免啮齿类动物等小

型动物溺水.
(３)分配要点

一旦向社区提供水,就需要组织向个别家庭或牛群/羊群分配,以避免过

多人和家畜聚集在一个区域.对于反刍动物如骆驼和马,建议这些动物前往一

个共同的水源分配点,轮流喝完它们的份额,然后步行返回.这种做法不需要

向最终用户运送水.如果人类和家畜共用水资源,人类的取水点应该在上游,
并通过物理屏障与家畜饮用点分开,以避免被动物污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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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不宜长途行走的家畜 (例如猪、家禽和其他小型动物),需要直接在

它们被圈养的地方提供水,这就要求组织者确保最后运输环节适用于所有受益

者———也许包括分发容器或当地使用盛水容器———特别是在定居点较分散或者

基础运输设施较有挑战性时.
(４)服务费用的支付

正常情况下,在农村地区发展新的供水点和维持现有供水点,需要地方当

局和社区之间分担责任.例如,在一些国家,在国家政府的支持下地方当局通

常将带头开发新的供水点,而社区则有责任维护和修理已完成的设施设备.然

而,在一些国家,社区可与地方当局协商开发自己的新供水点.
然而在应急期间,可能会扰乱这些安排,从而使地方政府和社区都不可能

建立新的或者维持现有的供水点.因此,国家政府或国际发展伙伴有必要提供

援助,以确保现有的供水点得到适当和充分的维护从而不影响供水.虽然地方

政府和社区可能需要援助,但重要的是,所有工作之前都要进行社区咨询,以

便所有利益相关方都清楚,援助是与灾害相关的,而当灾害过去后,将重新引

入更正常的安排.如果在正常情况下,供水点得不到妥善维护,这需要商讨如

何安排,例如建立社区维护基金.
在非洲之角,各国政府和发展伙伴使用现金支付工作方式以确保维持现有

的供水点,例如,在干旱时期清理家畜饮水池和储水池时水池较干燥,因此更

容易清理.这样不仅能在下次降雨时增加储水能力,还能为当地经济注入

活力.
为了减少人类和动物在交接点时过度拥挤,可以通过代金券 (纸质、电

子、智能卡)支持水运输干预措施,这些代金券 (纸质、电子、智能卡)明确

了每个家庭需要接收水的家畜类型和数量,以及在哪一天的顺序.理想情况

下,动物数量应保持不变,动物接受水的顺序应该颠倒过来,以便在某一场合

最先得到水的动物在另一场合最后得到水.还需要使用燃料代金券,特别是在

偏远地区,协助完成水运输的干预措施.使用燃料代金券进行与家畜有关的干

预措施包括清群和补饲,在第４章清群中已有详细描述.

７５　有关监控、 评价及影响评估的说明

众所周知,监测、评价与水相关的干预措施较为困难,因为水需求的即时

性 (没有足够水的家畜将在几天内死亡)很难收集分析相关信息.这就是为什

么应侧重于满足家畜的迫切用水需求,其次重点在开发或恢复可持续性的供水

点.下面的清单为短期和长期规划中的优先事项提供了指导.
在许多文化中,为家庭和某些家畜 (如小反刍动物)提供水是妇女和儿童

的责任,因此,在规划用水干预时,应特别注意监控对妇女和儿童的潜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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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总的来说,监控和评价应确保供水措施得到有效执行,惠及选定的受益

者,并对目标社区的生计产生积极影响,且不或很少产生不良副作用.例如,
过度依赖水车运输将不会持续改善供水,因为它只能提供短期的水源.除了紧

急运水到缺水地区以外,所有干预措施都旨在为当地社区带来长期利益,并应

在干预过后进行监控和评估.

７６　检查清单

７６１　基础信息

•　了解水缺乏的原因了吗?

•　了解当地应对水资源的策略了吗?

•　是否评估了水资源短缺的程度 (到水源的距离)?

•　知道有多少人和动物受到严重影响吗?

•　当前的用水安排对环境有影响吗?

•　所有可用方案都已评估并确定优先级了吗?

•　家畜可以迁移到其他地区吗?

•　通向这些水源的路线安全吗?

•　是否有在应急期间维护和恢复现有供水点的经验? 从中学到了什么?
如何发展和改善有效实行方案?

７６２　设计注意事项

•　是否有可能使用 “现金支付”计划?

•　是否确定了合适的修复水源,包括:
—　水的容量和质量;
—　供水需求;
—　受损程度;
—　供水点管理;
—　环境考虑.

•　在应急期间是否有开发新水源的历史? 有哪些经验教训,如何发展和

加强正确方法?

•　是否确定了合适的新供水点,包括:
—　水的容量和质量;
—　供水需求;
—　成本;
—　供水点管理;
—　环境和可持续性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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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运输距离内是否有足量①和质量②合格的水? 为家畜运水是否会导

致与人类用水的冲突?

７６３　准备

•　运水的合同安排是否 “符合目的”?
—　燃料和备件来源是否可靠?
—　容器是否干净无污染?

•　是否可以确保水源现有用户的利益不受损害?

•　如何管理水的分配?
—　代金券可用来取水吗?
—　将如何定量供应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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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家畜安置场所

８１　原理

自然灾害和人为灾害往往会对动物圈舍、安置场所、饲料仓库、畜栏①等

与家畜养殖相关的基础设施造成损坏.如果灾害造成人和家畜失去住所,则需

要为之提供房屋和住所.一般来说,应急响应方案首先会为人们提供建筑材料

和设备,以便及时重建、修复受损的房屋和基础设施,然后再酌情为家畜提供

援助.
家畜安置场所是指动物生存所需的实体设施,可以是临时的或长期的,可

以保护家畜免受恶劣天气、捕食、偷窃的影响.在极端天气下,即使是最基本

的家畜安置场所也能减少家畜的不适和环境对家畜的影响.年幼动物对夜晚降

雨和湿冷特别敏感,这会提高幼畜的死亡率.
动物安置场所也应纳入人类住所一并考虑,例如动物群被迫离开,只是简

单地启用以前的设施也是不可取的.家畜安置场所需求的评估要作为广义的场

所需求的一部门进行评估.家畜安置场所的主要目的:

•　通过使用当地材料建造畜栏,搭建带顶棚的场所或安全的外部区域来

确保家畜的生存;

•　通过相应措施,抵御气候威胁 (温暖),确保安置场所有足够的活动

空间,解决动物福利问题;

•　通过封闭方式管理用水、草场和牧草,避免动物践踏和毁坏农作物;

•　通过对动物粪便、污水以及病害动物尸体进行适当的无害化处理,减

少环境和公共卫生风险;

•　通过隔离、接种疫苗、治疗以及检疫等措施来减少疫病传播的

风险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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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通过提供安全、舒适的环境,适当补饲和供水,恢复动物生产能力

(奶、肉、蛋)①.
家畜安置场所与动物迁移一样有着悠久的历史,但不幸的是,由于没有记

录或报道,现存很少找到有据可查的资料.

８２　安置场所干预措施类型

建造安置场所是一种对离开或不离开的受影响畜群提供安全、健康居住空

间的策略.尽可能恢复和重建也包括家畜所需安置场所.家畜安置场所能够为

家畜提供生存、生产和繁育所需的保护性实体设施,同时也解决了动物福利五

项自由之一:通过建设安置场所为家畜提供保暖和空间,使其免受不适的自由.

８２１　临时家畜安置场所

在灾害发生后,特别是在极端天气下,迫切需要为家畜提供安置场所,以

便提供饲料和水.在不影响人类住所需要的情况下,使用当地材料在社区内建

设家畜临时安置场所,在时间和资源能提供满足长期解决方案之前,应保留家

畜临时安置场所.
根据动物种类及总体情况,临时安置场所一般可提供以下用途:

•　保护动物免受风吹日晒、雨雪、寒冷或炎热天气之苦;

•　保护动物免受捕猎和偷窃;

•　提供饲料和水;

•　提供居住或休息区域;

•　能把动物圈养起来,防止动物四处游走;

•　能将畜禽特殊群体单独分开;

•　为不同的动物提供最小免于不适的自由空间.
应急期间,根据不同养殖体系,确定以上哪些标准作为优先考虑项.在社

区内养殖反刍动物、驴和马,都需要使用防护栏,为此,需提供一些围栏材

料,如木杆,并搭建顶棚遮阳.对鸡、鸭、兔等小型动物,则需提供笼、篮或

网和一些基本的建筑物料,以便可提供足够的临时安置场所.
表１４给出了建造临时安置场所的最小空间要求.如果打算长期使用安置场

所,则会有不同的空间要求,考虑到动物福利,有必要增加对最小空间的限制.
可以为一户或多户养殖者提供家畜安置场所,建造家畜临时安置场所必须

依据当地或国家法律法规的要求,应考虑以下几点:

•　政府立法要考虑到家畜安置场所是否设置在难民营,是否会影响当前

的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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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促进可持续发展,并符合环境保护需求?

•　难民署和政府之间是否有关于难民从事畜牧业生产的协议,如何解释?

•　其他哪些组织、机构或个人有权参与讨论和决策?

表１４　热带地区不同种类动物免于不适所需最小空间

动物种类 长度 宽度

牛 (成年) 平均２~２５米 １５米

马 (成年) ３~４米 １７米

驴 (成年) ２５０米 １０米

绵羊 成年羊０６~０８平方米,带仔母羊０９~１２平方米

山羊 成年羊０６~０８平方米,带仔母羊０９~１２平方米

猪 ５０千克以下０６~１平方米,５０千克以上１~１５平方米

家禽∗ ３~５羽家禽/平方米

兔 ４~６只兔/平方米,带仔母兔至少０２５平方米

∗根据不同需求决定家禽养殖模式:地方品种或商用品种,后院养殖或规模化养殖,养殖品种

(鸡、鸭等),肉用或蛋用.

资料来源:热带地区畜牧业建筑物建造手册,法兰西共和国外交事务合作与发展部,热带国家畜

牧兽医研究所,１９８５年.

８２２　材料和设备

家畜安置场所应尽可能使用本地建筑材料,以降低成本,当地社区要尽快

了解这一流程.本地采购还可以促进当地经济.
(１)临时安置场所,提供的材料包括:

•　镀锌金属屋顶板:具有不同尺寸、厚度和基本轮廓 (波纹或脊形),
或天然材料,如草或棕榈叶;

•　金属网:不同的尺寸、图案 (六角形或连环形),厚度和涂层;

•　电线,钉子和钉书钉 (按重量出售)和当地的绳索;

•　杆或木材 (锯木、立柱或栏杆),木材可以是软木 (针叶树)或硬木;

•　沙子、混凝土和水泥 (按重量或体积出售).
(２)额外的设备包括:

•　饲料和水槽 (塑料、木材或镀锌金属);

•　饲料箱;

•　挤奶机,水桶等;

•　锤式粉碎机;

•　体重秤;

•　家禽、兔和其他小动物的笼子或围栏.
(３)饲养家畜,需要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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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于围栏的杆或木杆,围栏的线,石头或树枝;

•　钢丝、钉子和钉书钉 (按重量出售)和当地的绳索.
(４)其他设备包括:

•　饲料和水槽 (塑料、木材或镀锌金属);

•　饲料箱;

•　挤奶机、水桶等.

８２３　长期家畜安置场所

建造临时安置场所是为了满足当下急迫的需求,因此它们不能作为长期安

置场所.长期安置场所基本构造类似于临时安置场所,但更坚固、更注重细

节,特别是在饲养管理方面.建造长期使用的家畜安置场所价格昂贵,但如果

条件允许,必须将其作为长期投资,因为在畜牧业养殖中,安置场所是畜牧业

生产的关键要素.应尽可能设计和建造长期使用的家畜安置场所,一旦发生灾

害时可将家畜的风险降至最低.
如果无家可归的人们携带有财物和家畜,则应为人和动物提供足够的空

间,并确保将人与动物分开,以满足卫生条件,与此同时,还需给动物提供单

独的饮水.

８２４　安置场所和基础设施

安置场所和基础设施是一种覆盖比较广泛的干预措施,也与家畜养殖社区

相关,例如当供水或市场受到严重破坏,社区或迁到其他地方.
安置场所的干预措施通常伴随着政策和宣传工作,就家畜养殖社区而言,

这些措施包括协商土地权或放牧权,治理环境以减少对动物和公共卫生的威

胁,以及加强与安置场所设计人员联系以确定养殖者的需求.

因此,在自行安置或计划安置场所时,确定有效利用边界土地为无家

可归者提供生计是非常重要的.理想情况下,应使土地对当地居民所有,
以便一旦无家可归者问题得到长期解决后,土地便成为当地人的发展资源.
例如,对洪水泛滥的土地进行排水,或改善缺水地区的可持续水资源.

资料来源:流离失所者过渡期安置措施,剑桥大学安置计划和牛津大

学饥荒委员会,TomCorsellis& AntonellaVitale,２００５.

８３　计划与准备

８３１　干预前评估

在对安置场所和基础设施制定合理的计划和干预措施前,进行需求评估和

形势分析是至关重要的.为了制定详细的计划,需要摸清家庭成员的全面信

１１６　

　应急期间家畜相关干预措施操作手册



息,包括性别和年龄,劳动力分工和文化规范等.关于家畜的数据应包括目标

畜种、动物的数量和类型 (例如性别,成年、幼年动物),有关基础设施的信

息应包括安置场所类型、对安置场所和基础设施的破坏程度.值得一提的是,
一些人群虽然带着动物迁移,但他们保留有基本的财产和物资,以确保家畜活

动的最低要求.
法律问题应作为评估内容加以考虑,各国政府的首要地位应得到人权组织

的承认.在提倡地方和国际公认的准则和标准时,应提醒官方注意各国法律框

架中存在的差距和不一致.在评估过渡期安置需求的同时,必须考虑东道国/
地区的法律和法规.需要考虑的领域包括:

•　传统的放牧权和用水权;

•　准入规则和土地使用权;

•　兽医服务条例;

•　有关动物移动和检疫活动的规定.

插文１０　民众安全安置场所通用指南

这些考虑因素来自IFRC在２０１１年发布的 «住房安全指南:如何建造

得更安全的重要信息»,它们同样适用于家畜安置场所.
建造新的住房

在设计住房和选址阶段,应考虑需要避免的潜在危险.如果涉及集中

开发新建筑物或新住宅用地,则应对选址、布局和基础设施建设重新进行

风险分析和减灾设计的评估.国家建筑法典中会确定易发生特别风险的区

域,并指定如何提供安全配置.传统建筑技术还可以提供适当的措施来应

对当地的灾害.PASSA 流程 (提高对安全住房认识的参与式方法)会确定

适用于社区可选的配置和技术.
改善现住房

对于大多数社区而言,提高住房安全性取决于改善现有住房条件.下

面提供的简单改进措施的示例,可用于改善现有住房,以增强其安全性能,
这些措施既可以作为特定措施,也可以在大修或装修时实施.例如,在砖

混房屋中更换屋顶,可在更换新屋顶之前添加环形梁,确保新屋顶很好地

固定在环形梁上.
维护、修理和装修的重要性

所有建筑物都会随着使用而逐渐老化,必须定期检查并及时维修,以确

保其安全.应当充分考虑定期检查并维护,以提高安全性而不是降低安全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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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３２　设计注意事项

评估过程提供了所需的信息,以便可以考虑各种类型.同时应考虑一些关

键因素,例如群体数量需求、风险、环境、经济结构、迁入的受影响人员与当

地人员之间的关系、安全性关注和季节性气候等.如果可以恢复和修复现有结

构,则选择相应可回收利用的材料.如果不能,可以从基础评估中列出开发所

需材料清单.如果需要建造新的场所,建议针对不同生产模式和养殖规模制定

一个基本的施工方案.理想情况下,新的场所应与当地常用的安置场所相类

似,这样不需要改变饲养模式,也不会引起社区中非受益者的非议.
涉及本地动物安置场所的规划和设计,社区参与至关重要.家畜安置场所

的建造方案包括采购材料的类型和数量.理想情况下,方案应尽可能多使用本

地建筑材料以降低成本,当地社区也熟悉这种模式,与此同时,采购本地材料

可以拉动本地经济增长.
安置和管理动物类型包括:

•　临时安置场所,在宿营地或居住地内或是周边,没有大量土地饲养动物;

•　畜群,在营地之外,可以放牧和喂水;

•　自由放养的家畜,可在有围墙场地附近自由游走;

•　安置场所,涉及为家畜安置场所提供更广泛的环境,尤其是动物群被

迫离开,只是简单地启用以前的设施方案不可取时.
资料来源:«家畜突发事件应急指南和标准»,２０１５.

８４　实施计划

８４１　协调

在完成和验证基本信息之后,至关重要的是与目标区域中的其他活动组织

者和利益相关者一起合作,并通过建立协调机构以确保最优化利用资源和专业

知识.该机构的成员应包括国家和地方政府、应急和发展机构 (国内和国际)、
技术专家、资助者以及受影响社区的代表.在这个机构内,一个工作组可以专

注于土地问题和土地使用、规划和使用权.根据不同的突发事件,决定谁来牵

头———可能是国家政府,但在某些情况下,政府人员和服务不能完成这项工

作,无法应对大规模的突发情况.
协调机构需要建立健全的协商机制,以确保本地人员和流离失所群体有计

划开展相关活动,并且需要不断更新监控、评估系统,修改、评估策略规划.
用于家畜安置的 «家畜突发事件应急指南和标准»中的决策树形图 (第２

版—图８１)是一种有价值的工具,可用于制定安置场所的适当干预措施.
(１)联合国集群措施

第２章提到的联合国集群措施是协调应急响应的若干措施之一.直接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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住房、安置场所和重建活动的措施包括:

•　一系列突发事件或全球避难所措施;

•　一系列早期恢复措施 (ERC);

•　一系列宿营地协调和管理 (CCCM)措施;
其他住房安置和重建支援措施包括:

•　一系列饮水清洁卫生 (WASH)措施;

•　一系列后勤保障措施;

•　一系列防护措施.
(２)技术注意事项

协调机构内的技术专家处理安置场所安全方面问题:

•　整个安置场所的位置和布局;

•　各个场所的位置和方向;

•　场所设计 (大小、高度、形状等);

•　选择建筑材料;

•　建筑质量,以及材料组装方式.
此外,技术专家必须足够了解和尊重传统的土地使用体系,如果过渡期安

置场所选址不当,可导致由于收集薪材和建筑材料而造成植被受损.如果灾民

或救援营地的家畜随意放牧,可能会破坏传统的资源利用和管理体系,并对重

要的季节性牧场产生影响.这对收容灾民和无家可归者的社区会造成灾难性影

响,并影响到社区人员的生计,造成彼此之间的对抗和敌视情绪.

８４２　磋商机制

遵循人道主义应援的最低标准,«家畜突发事件应急指南和标准»明确了

土地权,包括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重要性.建立适当的磋商机制,确定谁拥

有使用权,谁拥有所有权,以及用于临时安置场所带来的影响.
在整个项目周期中,从计划到评估,与本地社区和所有利益相关者进行协

商,都有助于判断接纳受灾影响家庭的可行性.他们应考虑到种族和宗教的相

容性、社区居民生计和涉及家庭的总数,而不是对收容的态度,这在受灾害影

响者进入社区前后会有很大不同.
协商有助于最大程度地进行协调与合作,并尽可能地减少当地居民与受灾

害影响者之间的潜在纠纷.磋商应包括当地行政机构和相关社区代表的会谈,
为支持收容和被收容的群体提供并行的备选方案,为本地接受收容的家庭带来

长期利益,同时不要提高任何群体的期望.
土地权或放牧权的磋商、环境管理可以帮助减轻受灾害影响者、重新安置

人员及其所在社区之间的紧张关系.尽管在灾后数小时内政府快速启动应急策

略,但初始涉及的土地问题至少需要数周时间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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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渡性安置场所和配套基础设施应该覆盖更广泛的干预措施,家畜养殖社

区的安置场所受到严重破坏,或社区迁到其他地方时,这些干预措施是有意义

的.从事基础设施相关工作很可能与畜牧业无关,例如供水重建、动物诊疗和

商业基础设施 (例如交易市场、动物诊所和屠宰场).商业基础设施的建设和

重建可能由私人服务供应商提供,而不是政府或外部机构的责任,但也应在磋

商机制中予以考虑.

８４３　家畜安置场所干预措施的主要建议

这些包括:

•　规划可供养殖的区域,使家畜能够圈养,并能与生活区保持一定距离;

•　如果需要耗费大量的建筑材料,则没有必要为每个家庭饲养的家畜提

供单独的围栏;

•　为家畜提供的水源,确保远离人类生活区的水源;

•　确保屠宰设施卫生,易于清洁,设有沉淀池,以及处理废物的设备;

•　选择本地供应商提供所需材料,应考虑第２章列出的合同计划中所需

的相关信息;

•　建立家畜安置场所安全质量控制机制.只要当地条件允许,所提供的

材料应符合国家或ISO标准.明确规定每种材料的确切规格 (重量、
长度、厚度以及ISO标准等).

当承包商参与家畜安置场所的维修、建造或重建时,应充分考虑质量控制

的几种情况:

•　人类安置计划中的废弃材料用于修建家畜安置场所;

•　养殖者直接收到用于修建安置场所的材料;

•　养殖者得到最佳使用材料的培训;

•　养殖者收到用于家畜安置场所的扶持资金或代金券.
同样重要的是:

•　通过对利益相关者的分析评估,要重视土地使用权和相关权利问题.
有必要成立委员会或临时工作组,帮助制定和实施一系列规则,来指

导社区的家畜养殖活动.对于流离失所人员及其家畜,要确保他们新

的安置场所不会与当地居民形成紧张关系,同时要确保他们带来的家

畜不会争夺当地有限的饲料资源,这一点尤其重要.在此期间,流离

失所者可能被当地社区视为额外负担,特别是当地居民难以自给自足

时,这就需要有效的矛盾处理方案来应对这一问题.

•　要考虑将家畜供给 (第９章)与提供家畜长久安置场所干预措施结合

起来.在某些情况下,建造安置所场时有必要向受益人提供援助,特

别是当他们饲养家畜但饲养经验不足时,例如没有家畜的单身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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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在裁军、退役、复员后重返社会的士兵①,给他们提供家畜,可以

帮助他们重返家园后维持生计.

•　考虑代金券和以工代赈的干预措施:
—　必要时,建立现金调拨援助制度,尤其是在处理与安置场所和基

础设施有关的修建工作时.
—　使用以工代赈计划,建立公共动物安置场所或公共基础设施.其

他方案,例如通过无条件或有条件的现金补助或代金券,分配给

受益人允许他们建造安置场所.有关现金转账的更多相关信息,
请参阅第３章.

—　使用代金券时,在代金券上明确表明使用的每种材料的具体规格

(重量、长度、厚度及ISO 标准等).尽可能使用质量过关的材

料,最便捷的方法是尽最大可能使用当地可用的材料.

８４４　安置场所干预措施的潜在影响

在无家可归者将家畜带入新的地区时,会产生负面影响,这些影响视当地

情况会有很大差异,影响主要涉及当地的生态环境、社会系统和现有的饲养方

式.一些可能的负面影响包括:

•　动物数量的增加会损害牧场和农作物,并可能导致严重的土壤退化.
如果管理不善,畜群因进食和践踏农作物会破坏未受保护的田地,也

可能因过度放牧破坏植被,尤其是在水源附近.

•　家畜养殖者也可能会砍伐灌木和树木,为畜群搭建临时的夜间围栏,
也可能会从树上摘取叶子作为动物饲料,以上两种行为均可破坏当地

的森林系统.

•　如果对树木不加保护,家畜尤其是山羊会吃掉幼苗和小树.一旦生长

的枝条被啃噬,幼苗很难生长.

•　传统社会制定了特定的规则来规范家畜和野生动物的共生问题.在临

时安置场所,增加家畜生产可能会对当地动植物群落产生不利影响,
特别是由于家畜数量的增加,会加快对植被和水资源的侵占.

•　在临时安置场所,水资源通常是有限的.如果没有及时采取严格的控

制,大量动物群会导致水的消耗和污染.

８５　有关监控、 评价和及影响评估说明

必须将干预措施的监控和评价纳入计划和准备阶段,以便快速响应无法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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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的问题或变化情况,并进行适当的最终评估和评判.
定期监控和评价对于场所安置计划的成功至关重要,应该贯穿整个计划.

尤其应该密切监控对临时安置所的支持程度,临时安置所是否具备满足安置动

物的功能,当地社区是否能够接受临时安置场所.对于此类监控,实施计划人

员和受益人之间必须定期沟通.
参与家畜安置计划的所有利益相关者,需要确保以公开、定期和及时的方

式共享收集到的信息,以便做出正确的决定,采取及时的行动.至于其他干预

措施,例如饲料、水、兽医支持,应侧重于监控以下方面:

•　与动物有关的指标,根据情况而异,包括身体状况评分、体重 (使用

腹带随时记录变化)和存活率的信息.还可以监控其他指标,例如产

奶量、产蛋量、流产率、分娩率及仔畜存活率.

•　过程指标,可包括安置材料分配的数量和类型、分配对象、分配时

间、材料的成本及其用途 (临时或长期使用的安置场所).如上所述,
应充分考虑家畜安置的不同层面,从而进行质量控制,只要条件允

许,当地供应的材料应符合国家或ISO标准.

•　财务指标,通过了解重新安置或已安置的家畜对各家各户的贡献,提

供一些社会经济信息,例如牛奶、鸡蛋、产仔、运输等.
对安置场所和永久性基础设施有关干预措施的评估,不仅应计入重建的安

置场所或已投入的成本,而且应考虑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从为未来应急响应提

供经验教训的角度而言,对影响的评估和安置计划结束后的总结很重要,这些

信息可以作为类似突发事件成功干预的示例.
对动物福利和生产力的影响应始终作为影响评估的一部分.基于动物参

数,例如由于极端天气导致的损失、捕食或偷盗行为、产量增加等,不易详细

评估;但是,受益人对这些问题的总体印象和反馈,应该能很好地表明 (定性

数据)与安置场所有关所产生的影响.第１０章提供了有关监控、评价和影响

评估方法的更详细的信息.

８６　检查清单

家畜安置是一个过程,而不仅仅是结果.在灾害中满足家畜安置场所的需

求,是向受影响家庭提供安置的过程.在计划的所有阶段都必须考虑影响家畜

安置的因素.

８６１　安置场所干预措施注意事项

•　家畜饲养者是否已从原定居点迁出?

•　安置的场地是否有充足的牧草和水资源?

•　是否存在土壤退化和污染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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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置场所距经济和服务中心的距离是多少?

•　是否考虑不同时间安置场所应有所不同?

•　安置所应该是临时的还是长期的?

•　原住民和新来者是否可能发生潜在的冲突?

•　如何解决有关偷盗、捕食等安全问题?

•　安置场所是否容易遭受洪水、大风或地震活动的危害?

•　当地生态环境是否特别优越或脆弱?

•　当地常住人口增加对农业和畜牧业可能产生什么影响?

•　是否有足够的空间用于满足居民期望住宅密度?

•　家畜安置场所应设置在靠近或远离人类居住地吗?

•　人们及其家畜是否需要搬到新的地方,还是在原址进行重建?

８６２　计划和准备

•　所有参与者是否都了解移民安置的利弊?

•　使用哪种协调机制,谁将担任牵头机构,政府的角色将是什么等?

•　如果要使用集群措施,哪种措施优先用于过渡安置和基础设施建设?

•　建造安置场所是否需要专业知识?

•　专家和商业公司是否需要专注于工程?

•　是否考虑到人们维护、开发和改善家畜安置场所的能力?

•　有哪些安全风险?

•　新的安置场所距离边界或其他潜在的危险点有多近?

•　无家可归者是否同意选定的新址?

•　谁将负责安置场所的管理和维护?

•　在特定地区是否存在与家畜有关的宗教或文化禁忌?

•　如果家畜饲养条件良好,是否能提供更多生产和就业机会?

•　是否正确评估由于动物数量增加而引起的潜在负面影响?

•　过渡安置场所中水资源通常是有限的,动物过多可能会造成这些资源

的消耗和污染.

８６３　实施

•　是否有外部技术专家或机构?

•　他们对社区的了解及其传统建筑技术是否相关?

•　计划的家畜安置场所措施是否成本过高且难以实施?

•　在不破坏环境的情况下,哪些建筑材料可用且价格可承受?

•　如果安置场所没有建筑材料,是否需要将建筑材料运到安置场所?

•　有未来扩展的空间吗?

•　新安置场所是否与原有安置场所足够接近,以便人们能够维持现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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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模式?

•　当地典型的家畜安置场所是什么样,需要哪些建筑材料?

•　是否可以确定样板房,包括所需的建筑材料?

•　谁起草工作所需内容的标书,以及标准是什么?

•　在收集当地承包商的相关信息后,谁负责起草有资质承包商的清单?

•　招标时,谁召集委员会成员和代表 (应公开还是由选举代表进行

招标)? 　
•　谁负责与承包商谈判合同,审查工程量清单、计划和执行文件? 如果

重建活动由居民来管理,它需要特别注意当地的社会和经济结构.

•　如果居民正在管理重建工作,那么机构或专家如何建立临时委员会,
以便明晰土地使用权问题?

•　无家可归者是否具备建造家畜安置场所的必要技能,是否还需要

培训?

•　国家和地方当局应全程参与从计划到实施的过程,包括监控和评估.
这样可以评估对当地社区的影响,并有助于预判潜在的冲突.

•　当地社区和目标群体如何参与规划、决策、实施、监控和评估?

•　建立了哪些监控评估系统,谁来管理监控评估系统?

•　是否起草了相关指标 (与动物有关的指标、过程和财务指标)并在监

控组里共享?

•　是否进行最终评估,如何分享经验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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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家畜供给

９１　原理

对于世界上很多脆弱的农村家庭来说,家畜可能是他们为数不多甚至唯一

的财产①.受灾害影响的家庭经常会失去部分或全部家畜,这可能严重威胁到他

们的生计和粮食安全.当粮食储备少,外部供应还未到达受影响社区时,在快

速发生的突发事件中存活下来的少量家畜,通常在灾害后立即被宰杀或出售.
家畜的这些损失都会导致家庭资产、收入和粮食的耗尽,这反过来会导致

穷困,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赤贫.受影响者的应对策略包括搬到城市中心寻找

粮食和收入,依靠粮食援助等救济方案,以及依靠亲戚和朋友.极端天气条件

的反复出现,如干旱、洪水或极寒,可能使家庭财产受损,增加困难.
家畜供给涵盖了许多情景,可以向受灾害家庭提供部分家畜以弥补在灾害

中受损的家畜,目的就是帮助他们恢复失去的财产,或建立家畜财产作为保障

其家庭生计的一种手段.这些方案通常在灾难的恢复期实施,并可能在较早的

干预措施之后执行,如清群、动物保健或补饲.
对于那些几乎完全依靠家畜维持生计的牧民来说,提供家畜可以使他们重

建一个赖以生存的牧群,恢复以前的生活方式.牧区家庭已经习惯了家畜数量

的变化,自己或在社区的支持下扩群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这通常就是传统意

义上扩群.但是,有迹象表明,由于干旱、洪水和冲突造成家畜损失增加,传

统机制无法满足越来越多受影响家庭的需要,可能面临压力乃至崩溃.
向小农户或流离失所的家庭提供家畜,无论是首次提供还是作为替代物,他

们可以将家畜作为收入、食物或运输工具,从而可以从多个方面支持他们的生计.

９１１　提供家畜的优点和缺点

家畜供给通常是一项复杂的活动,在开始实施前应全方位考虑,下面分析

了该方案的主要益处和可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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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优点

补充家畜的优点取决于受影响家庭的情况和生活方式、灾害类型和目标.
家畜供给通常是在恢复期和发展期最有效,而不是在突发事件后立即提供帮

助,优点包括:

•　直接益处

—　增加动物产品的供给;
—　通过出售动物或动物产品得到现金收入;
—　重新恢复家庭财产;
—　当提供少量家禽、绵羊、山羊或驴时,妇女、儿童和弱势群体

(残疾人、老年人、HIV阳性者等)可直接受益;
—　提供役畜和驮畜时,节省劳力并易于种庄稼 (犁地、取水、木材

运输);
—　通过出租役畜和驮畜获取收入;
—　当地买卖家畜可刺激地方经济;
—　激励人们重返生产活动,并给予 (包括儿童)幸福感.

•　间接益处

—　通过提高人们的社会地位,可以帮助人们重新进入社交网络.
—　一旦家庭成为社会结构的一部分,他们可能会从亲戚那里得到更

多的帮助.
—　鼓励家庭从城市中心或救援营地迁回,减轻对当地服务和资源的

压力.
(２)缺点

但是,对于重新提供家畜的机制,也存在一些隐患.
包括:

•　方案的实施很复杂,且昂贵耗时.

•　其他干预措施,如现金分配,可能更容易、更便宜且更灵活.

•　当实际中可能需要提供培训和进一步投入 (粮食援助、设备)时,不

能将方案作为短期的独立干预措施进行.

•　若想措施有效,需要很好地了解目标地区、社区和人们的生活方式.

•　经常会出现这样的问题:动物作为借贷还是直接赠予.

•　受益人的选择也令人担忧:是否公平,饲养、照料和管理家畜的技能.

•　对需要以其他方式资助的最贫困家庭来说,提供家畜可能不合适.

•　监控、评价和影响评估要求通常超过方案实施周期,尤其是对移动群

体来说,则挑战较大.

•　方案有引入不适当动物种类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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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缺乏动物保健服务、市场、饲料、水和场所会使动物成为负担而不是

利益.

•　当动物被关在受限的空间 (如救援营地),或被分发给没有饲养经验

的家庭时,动物福利条件就会降低.

•　在人们无法进入开放牧场或无法返回家园时,就会出现局部家畜过多

和自然资源退化的风险.

•　在救援营地及其周围,人和动物之间存在竞争资源,还存在卫生问题

和人畜共患病的风险.

•　动物会给家庭带来压力,如劳动力成本上升、儿童无法上学,以及从

事其他创收活动的时间减少.

９２　提供家畜类型

家畜供给包括全部或部分补充在灾害中失去的家畜,在某些情况下,如果

他们已经掌握了专门知识,可能会向受影响家庭提供一个新的畜种.无论如

何,其目的都是为人们提供支持和维持他们生计的额外手段,以及建立安全网

以抵御进一步的冲击.提供家畜一般被认为能帮助家庭恢复元气,因此吸引了

资助团体和家畜饲养者的极大兴趣.然而,如何才能取得成功是很重要的.
成功的家畜分配项目通常与较长期方案或发展活动相关联,在这些活动

中,家畜供给是更广泛的一揽子资助项目的一部分.这种帮助可包括提高对未

来突发事件的应变能力和在此类事件期间管理家畜的水平.比如对潜在突发事

件的早期预警系统、家畜市场支持、补饲、土地所有制改革、动物保健服务、
农业投入和适当的政府政策等.

９２１　牧场主/农牧场主的家畜资产补偿

对于那些生计严重依赖家畜的社区,以及那些由于干旱、极端寒冷、其他

自然灾害或冲突而失去了大部分家畜的社区,其目标是重建财产并恢复生计,
并帮助人们重新开展畜牧或农牧工作.向失去大部分财产的流离失所者提供家

畜,可以使他们带着可恢复生计的一些资产返回家园.对于搬到城市中心寻求

食物和工作的家庭来说,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家畜可以作为鼓励他们返回家园

的生产资料,这是在假设一项方案能够提供足够家畜来维持家庭生存的前

提下.
关于境内救援营地的牧场是否能维持现有人员的生计,可能存在更大的问

题,更不用说更多的人了.许多畜牧业和农牧业的生存能力受到农业扩张、冲

突、限制人口和牧群流动跨境问题的限制.
在实行传统扩群策略的社区,没有养殖的社区就不用考虑此方案,例如女

性户主家庭、脱离社会网络的个人以及实力较弱的家族和族裔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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９２２　农民的家畜财产补偿

许多小农只饲养少许动物,通常是混养多种类动物,这些动物很好地融入

了他们的耕作方式.虽然这些农民的收入和粮食并不完全依赖于家畜,但他们

将家畜所有权视为其支持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拥有动物可以在社会经济中发

挥重要作用,并对家庭经济做出重要贡献.根据流离失所小农的需要向他们提

供家畜,使他们能够恢复许多以前的生计活动,例如,役用家畜对耕种至关

重要.

９２３　建立家畜资产作为一种新的生计活动

对于境内救援营地、无法获得土地或生计机会有限的贫穷家庭来说,少量

的动物可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在某些情况下,脆弱家庭可能第一次接触家畜

或他们以前没有饲养过的动物品种,在这种情况下,提供家畜同时必须有一套

支持方案,其中包括对受益者进行家畜管理方面的培训.

９３　计划与准备

９３１　干预前评估

由于家畜供应通常是一项恢复活动,因此需要足够时间进行精心规划和详

细评估.评估小组可以通过以下几种来源收集信息:主要文献和二手文献;观

察;与地方专家、地方政府官员和社区领导人举行会议;以及小组讨论.重要

的是,评估小组应与当地社区和政府代表分享其调查结果.关于恢复的具体信

息可能包括:

•　地理环境———大部分动物受损的地方,受影响地区的物理通路和通信

(道路、桥梁、通信设施等);

•　受影响社区 (包括弱势群体)概况、动物损失估计、畜牧部门传统扩

群策略;

•　人们拥有家畜的意愿和可获得的利益;

•　统计失去动物的家庭数量,可以认为适合向这些家庭提供家畜;

•　评估受影响地区可供该计划使用的家畜数量和种类,以及家畜的潜在

来源 (市场、孵化场、繁育中心、商业或政府农场等);

•　必要的地方支助服务 (动物卫生、饲料和水、市场)的数量和质量,
家畜供应会不会加剧现有的过度饲养和动物营养不良?

•　不同家畜种类在支持家庭生计方面的作用;

•　家庭在管理家畜方面的作用,以及管理家畜所需的时间和资源;

•　人们在畜牧生产方面的知识和技能———需要培训吗?

•　该地区的家畜疫病是否危及该方案?

•　该项目是否为更多动物产品提供了现成的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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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否存在对该地区社会文化、经济和其他现实情况了解并具有长期经

验的机构,它们能否提供非家畜支持?

•　该地区的安全状况是否使家畜及其主人处于危险之中?
收集和分析基本资料后,我们可举办公众会议和社区小组会,以加深民众

对具体设计问题的认识,例如:

•　确定方案的目标 (结果)和优先事项;

•　选择受益人并分类,以挑选最适合他们需求的家畜;

•　不同类型饲料 (饲草、精料和副产品)的可用性和成本;

•　提供公共和私营动物保健服务;

•　可供购买和分配的动物数量和状况;

•　不同种类家畜的市场价格;

•　任何所需设施的可用性,如安置场所、栅栏、处理设施.

LEGS家畜供给决策树 (LEGS第二版,图９１)是一个有用工具,可在

各种情况下增进关于扩群类型的交流.
了解当地扩群策略

家畜扩群饲养方案的一个重要先决条件是,全面了解当地支持贫困家庭或

那些因突发情况失去动物的家庭支持机制.传统的贷款系统通常与本章描述的

扩群不同.因此,当试图揭开传统支持机制时,应该了解以下问题:

•　是否存在家畜再分配的传统系统,这些系统是否活跃? 即使由于长期

的压力而处于暂停状态的系统,如长期冲突,也可重新启用.然而,
在长期冲突后可将提供家畜视为一个特殊情况,许多网络和机制被侵

蚀或破坏后,需要仔细考虑如何更好地支持康复和发展.

•　这些系统是如何运作的? 社区中有哪些部门是他们无法触及的? 在一

些社会中,支持是以家庭、氏族或种族的方式提供的,而有些家庭则

不在这个系统之内.女性户主的家庭往往没有受益,因为许多支持系

统是通过有男性户主参与的机制运作的.

•　传统系统能否适应扩群项目? 有时,一个传统的家畜分配系统具有一

些特点,可以适应外部项目.例如,成立地方遴选委员会的过程、选

定受益人的方法、使用贷款或赠予系统,以及社区内匹配动物的

需求.

９３２　设计注意事项

当设计恢复方案时,要重点考虑以下方面:

•　灵活性是必要的,以迅速应对不断变化的当地环境,并在必要时将资

金转向替代活动或干预措施.季节性因素、持续干旱、饲料和动物供

应变化、家畜疫病暴发和市场价格都影响到一个方案提供动物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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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受益人接受动物的意愿.

•　当包括各国政府在内的不同机构执行扩群方案时,协调是必不可少

的.特别是,应该就一套标准的条件、资格标准和任何替代要求 (贷
款与赠予)达成协议.

•　私营部门是关键的参与者.重新提供动物计划的成功不可避免地取决

于动物的来源和分布情况,而私营部门 (商业农场、孵化场、市场贸

易商等)可以在这方面发挥重要作用.不利的一面是,资助干预措施

会歧视当地贸易商和服务提供者,并与他们形成竞争关系.

•　确定退出策略.许多扩群方案弥合了应急干预和长期发展之间的鸿

沟,应当考虑到该方案将如何结束其分配机制.最好是与执行家畜和

非家畜方案的其他机构协商,以评估长期可行性和其他支持方案.

９３３　技术注意事项

(１)受益者的选择

选择受益人是扩群干预措施中最具挑战性的方面之一,应在包括目标社区

在内的所有利益相关方的参与下进行.重要的是,在实际补充家畜之前,必须

解决存在的问题、争议和潜在的挑战.
可能需要做出艰难的决定.饲养家畜需要一定的经济和社会保障,而往往

最需要人道主义援助的脆弱家庭可能没有必备的资源、劳动力或技能来饲养新

的或额外的家畜.在这种情况下,其他类型的资助可能比较合适,例如给予现

金.然而,即使是最脆弱的家庭通常也能照顾几羽家禽.还有一种风险是,扩

群的干预措施可能使社区中更富有、能更快恢复的家庭受益更多.
在考虑为牧民家庭重新补充家畜时,必须认识到放牧的性质正在发生变

化,许多家庭正在寻找多样化的生计基础,作为获得财产和承受压力的一种方

式.这意味着并不是所有家庭成员都想回到全天候的放牧生活.外部行为者和

倡议者应该认可这些社区做出的选择,并支持其多样性.如果当地人和专家都

认为一些家庭获取家畜的意愿在不断降低,那么外部行为者应该考虑其他方法

来帮助这些社区.
在执行之前,应讨论并商定确保对男女都有好处的方案.特别重要的

是,在选择受益人时应考虑到妇女 (女性户主家庭和男性户主家庭)将如何

受益.
扩群计划的选择准则可包括:

•　家庭内或以前拥有的动物数量和类型;

•　饲养动物的经验和技能;

•　家庭收入水平或已知的脆弱群体———家庭是否有足够的资源避免出售

或消费所提供的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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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家庭状况 (女性户主、儿童人数等)以及性别和儿童在管理家畜方面

的作用;

•　家庭的规模和构成;

•　为动物提供充足的饲料和水;

•　市场准入;

•　获得动物卫生服务;

•　其他援助方案或援助的接受者;

•　参加培训的意愿.
应对选定的受益人进行登记和身份证明,以证明他们的参与和应享权利.
接受者参与有关他们将要接收动物的种类、年龄、性别和数量的讨论是至

关重要的.为小农提供动物时,可能会根据家庭生计情况对不同动物的需求有

所不同.在畜群重建方面,在设计适当的畜群,特别是最小可行畜群规模方

面,当地养殖者的经验和知识是非常宝贵的.在任何情况下,关于给每个家庭

的动物数量和种类以及任何相关条件的决定都必须与受益人、社区和当地利益

相关方分享并得到他们的理解.一旦达成一致,项目内所有社区的选择标准应

该是相同的.
经验表明,有时间完成这一过程并让社区发表意见的方案更有可能获得正

确的目标.当社区成为这个过程的一部分,并可以公开讨论问题时,关于偏见

和不良情绪的抱怨就可以最小化.
(２)提供家畜的条件

特定条件和预期往往适用于确保接收家畜的家庭实现方案目标.对提供的

条件要有明确的了解,并与当地遴选委员会、政府部门和受益人达成一致,让

他们都了解任一条件下产生的可能影响.最关心的就是以何种方式提供动物

(贷款或是赠予)、动物卫生责任以及分配动物及其后代出栏情况.
(３)贷款还是赠予?
支持将动物作为礼物提供的论点,强调家畜更快生长和改善受益者家庭的

食品安全.一些人认为,以现金或动物偿还的贷款制度,会对该计划和未来的

受益者产生更大的道德责任感,并使更多的家庭受益.例如,建立一种制度,
使最初的受益者将最初动物的后代传给第二轮受益者,可以有几个好处,包括

从方案一开始就加强两个受益者群体之间的社会联系,利用同伴压力确保遵守

方案规则,家庭之间的合作和更多的家庭受益于方案基金.
偿还贷款既可以用现金也可以用实物.有些计划是基于５年时间内的现金

回报,还有一些计划是基于在一段时间内 (例如２年),一定数量的动物或以

一定比例增加畜群时,将后代转给其他家庭.在选择贷款系统时,关键是要设

定对受赠人及其社区公平的还款利率,并在还款困难或情况发生变化时允许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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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的灵活性.还款时间通常会超过计划期限,在设计阶段应考虑到这一点,
以确保有机制监督和管理计划.然而,在某些情况下,例如地震造成的应急情

况,贷款系统并不合适.

表１５　通过赠与或借贷提供家畜的优点与缺点

赠与 贷款

优点

•　帮助贫困家庭

•　家畜将成为直接资产

•　家庭能够获得产品的全部收益

•　简单、便宜的管理程序

优点

•　培养社会责任感,同时其他家庭可以从资金中

受益

•　灵活,可以是现金或实物交割

•　可以加强社区联系并协助解决冲突

•　在还清贷款之前,人们无需将家畜送给其他家庭

成员,组织活动或参与当地的筹款活动

•　可以增加最终受益人的数量

•　循环基金机制可以维持较长的时间

缺点

•　赠与会使受赠人产生依赖,例如遭受周

期性干旱的地区

•　赠与可能使家畜被认为是没有价值的或

机体瘦弱的

•　潜在弱化了所有权

•　与贷款系统相比,由于资金无法重复使

用,受益的家庭可能会更少

缺点

•　当家庭不得不通过出售家畜以偿还贷款时,便会

破坏项目设立之初的目标

•　将家畜移交给新的受益者可能会引起争议

•　迁移的群体可能难以监控还款情况

•　对于项目而言,防止人们拖欠还款既费时又费力

无论采用哪种方法,从一开始就必须明确谁拥有这些家畜 (方案、社区或

受益人),这样,如果将后代转与他人,它们就成为新的接受者的财产,而不

能被原来的所有人收回.
在以贷款为基础的制度下,必须清楚解释所有权:通常是受益方才是动物

的合法所有者,而不是出借人.这与一些传统的贷款制度不同,在传统的贷款

制度中,动物仍然是出借人的财产,出借人在许多年内保留收回动物的权利.
(４)对动物使用的管制

应该限制受益人出售或赠送他们的一些动物作为礼物,还是应该完全控制

他们的动物? 限制受益人使用动物可以加快畜群的增长;在只饲养少量动物的

地方,会更快地改善家庭获得收入和食物的机会.如果没有限制,家庭可能会

受益于社会网络,通过传统赠与方式 (如结婚),以及为重要活动或重要客人

宰杀动物来维持氏族或家庭关系,这些做法和社会关系在困难时期就为他们提

供了一个安全网,在社区内给予人们认可和地位,并加强了帮助不太富裕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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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传统系统.当决定是否允许出售时,根据家庭经济需要,例如必须支付学费

或医疗费用,也应该考虑在内.还应考虑设置限制的可行性,特别是在监控和

执行困难的迁移群体中.
在一些家禽分配方案中,向受益人提供公鸡和母鸡.如果有必要,可以出

售这些公鸡换取现金,作为礼物交换用于重要议事活动,或用于家庭消费.这

减轻了出售或利用母鸡的压力,可以将它们饲养为产蛋鸡.
(５)死亡和损失

家畜分发之后,不可避免地会有一些死亡和损失.如何处理这些问题必须

事先达成协议,并向所有相关方,特别是受益人说明.
动物的死亡可能不是由于受益人的过失或疏忽造成的.同样,即使受益人

采取了一切可行的预防措施,也可能会发生偷盗事情.大多数项目都会有一个

补偿政策,在约定的时间内 (通常是１~３个月)补偿损失 (死亡或被盗)的

动物,除非有明显的疏忽情况.如果动物是贷款 (现金或实物偿还),那么更

重要的是明确受益人的责任,地方委员会将始终扮演重要的裁决角色.
(６)何种类的动物?
一揽子计划的类型部分取决于目标、可用资金、社区的建议和家畜的供应

情况.家畜供应可能有一系列的目标,这可以通过分配不同种类动物来实现.
例如,家禽是劳动力有限的女性户主家庭的良好选择,因为家禽只需要简单的

饲养,而且繁殖周期短.绵羊和山羊可能更适合那些有一些劳动力和放牧能力

的家庭.对于那些无法获得耕地的家庭来说,一头驴可以为他们的收入做出重

大贡献.
在干旱地区,通常为家庭提供绵羊和山羊,虽然山羊经常是首选,因为与

绵羊相比,它们耐寒、吃草习惯佳和产奶能力强.通常向搬迁或失去所有财产

的家庭提供家禽,还包括最初供应的饲料和禽舍材料 (屋顶板、网等).
成本和覆盖范围是重要因素.在资金有限的情况下,提供相对昂贵的牛或

水牛比提供便宜的绵羊、山羊或家禽更能使家庭受益.
(７)什么品种的动物?
品种的选择取决于引入它们的生产体系.当然,以前成功引进的地方品种

应该是首选,它们将更好地适应当地条件、传统管理做法和饲料供应,而且可

能对当地疫病更有抵抗力.它们也将是受益人熟悉的品种.应谨慎引进外来品

种或从不同地区引进相似的本地品种,有许多负面引进不当的经验,包括由死

亡率高和生产性能差造成的损失.因此,应急期间,很少引进新的或外来

品种.
一些利益相关者可能会争论用更现代的系统取代传统系统的好处,而且可

能会有来自政府技术人员和政治家的压力,要求引进 “改良”品种来提升当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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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家畜,特别是家禽和奶牛.应当谨慎考虑这些要求———饲养外来品种有许多

挑战,应让家畜所有者意识到这些问题.挑战包括饲料和水需求增加,提高对

当地疫病流行的可能性,对极端温度的耐受性降低,以及劳动力需求增加.虽

然有证据表明 “杂交品种”可以提高产奶量和肉品产出量,但生产力提高都依

赖于投入的相应增加,如饲料、饲养管理和动物卫生保健等.
家禽的情况更为复杂.购买和再分配本地鸡的物流,无论规模多大,都是

令人担心的.易于在商品市场 (国内或国际)获得１日龄雏鸡或适龄蛋鸡,然

而,也有少数例外,这些将是专门为产蛋或肉类生产而饲养的商业杂交家禽,
在商业条件下生产和管理时,具有快速生长和高产蛋率的特点.这意味着受灾

害或突发事件影响的家庭很少有高质量的生活水平、平衡膳食、可控的环境和

良好的管理.还有所谓的 “两用途”品种,如洛岛红鸡和澳洲黑鸡,已将它们

引入到乡村地区,这些品种既健壮,又能生产合理数量的鸡蛋,还能生产出多

肉的禽体,但要找到能够供应它们的种场就显得很难了.
(８)多大日龄的动物?

•　理想的大型反刍母畜应是尚未产仔或产下一只幼仔的育龄母畜,这样

在任何情况下,动物都可以备孕.按照年龄来说,一个人在本地可以

照料２~４岁的牛 (露出８颗恒齿中的４~６颗).

•　理想的绵羊和山羊应该在１２~２４个月大 (露出８颗恒齿中的４颗),
并且有过一次分娩以表明有生育能力.

•　驴或骡至少要有３岁大,因为如果让它们过早工作,它们就会患上慢

性肌肉骨骼病.

•　通常分配开产鸡,也就是大约２１周龄的鸡,这就必须有人把鸡养到

开产.通常不建议分配１日龄雏鸡 (DOCs),因为受益者不太可能拥

有必要的孵化设施.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会分配４~６周龄家禽———
此阶段它们相当健壮,并且已经接种了疫苗.

(９)公母畜如何分配?
这将取决于目标是提供足够规模的畜群,以完全支持家庭生计 (畜群重

建),还是仅帮助家庭部分支持他们生计的动物.需要确定的问题就是可用资

金和分配给每户的资金数量,也提出了合适的畜禽群规模大小的问题.重要的

是与社区讨论如何分配,以确保选择正确的动物种类、品种、年龄、公母比例

和动物数量.
影响可行畜群规模的因素有:家庭规模、对活畜的依赖程度、其他动物的

所有权、饲料和水的可用性、潜在畜群增长率和极端天气发生的可能性.男

性、女性和儿童的文化水平也可能影响整套措施,因为各社区和国家的管理作

用和家畜处理经验各不相同.例如,当女性作为受益者时,她们可能在使用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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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驮畜方面很有经验,但却没有管理骆驼的经验.
大型反刍动物和马科动物因成本高,很少能提供超过一到两只动物的情

况.在干旱或半干旱地区的放牧系统中,一群绵羊和山羊可以由２０~４０只组

成,如果提供畜群重建,尽管在混杂农业系统中５~１０只动物较为常见.家禽

通常包括６~１２羽母鸡或小鸡 (即将下蛋的青年母鸡)和一羽公鸡.有时提供

小鸡 (１月龄),既有母鸡也有公鸡———公鸡通常被食用或出售.
对于绵羊和山羊,通常是每１５~２０只繁殖母羊配给一只公羊.分发公

牛或种马是很少的,尽管可以考虑提供一头公畜,让一些受益人共享.对于

家禽,一羽公鸡配大约２０羽母鸡就足够了.越来越多的鸡来自商业化的杂

交鸡群,这些鸡产蛋期结束时,会引进新的杂交鸡,但这种鸡不能在农场里

繁育.
(１０)提供家畜的时机

家畜分配的时机必须考虑到当地人口从紧急情况中恢复所需的时间.这可

确保人们能够照顾家畜,既不会整天忙于生存,也不会因灾难带来太多的创伤

而失去兴趣.在农牧区和牧区,家畜供应往往是应急中、后期采取的干预措

施,并从长期重建畜群的角度以重新恢复财产.
一旦决定提供家畜,下一步就是确定购买家畜的最适季节,以使它们处于

较好状态,能够获得足够的饲料和水,也应该考虑受益者没有忙于其他活动,
例如收获时节.季节性家畜疫病是需要考虑的一个重要因素.应结合目标

社区,利用当地季节性作物和动物生产时令,对提供家畜的时机作出合理

安排.
(１１)干预规模

规模取决于其目的、受灾程度、可用资金、一揽子计划的规模和类型、社

区捐款和执行机构的能力.如果小农是目标群体,资金可能足以使更多的受益

人受益,因为每个家庭只得到少量家畜.但是,执行机构必须评估其自身实施

方案的能力,包括后续资助和监控,这可能是一个受限因素.
(１２)家畜来源

一般来说,最好在当地购买动物,以确保它们:

•　适应当地条件和畜牧业实践;

•　刺激当地家畜市场;

•　向当地经济注入资金;

•　避免传入疫病;

•　允许重新分配该区域内的动物,而不是增加群体数量,如果数量过

多,获取可用饲料资源就是问题.
在当地购买也更容易评估质量.它简化了必要的检疫程序,因为受益人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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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在健康检查和治疗后接收他们的动物,这样还可以监督动物福利标准.
在购买当地动物之前,它们必须评估大量资金注入对当地市场家畜和其他

商品价格可能产生的影响,以及对更广泛社区产生的可能影响.当一个外部机

构购买家畜时,卖家畜的主人和商人可能会抬高家畜的价格,从而提高所购买

家畜价格.这反过来可能导致其他商品价格上涨,而较贫穷的家庭可能会受到

影响.
如果需要大量的动物,购买可能需要一段时间,并来自更广大的下游区

域.可以选择不同的受益群体在不同的时间接收动物,而缓慢采购也可以缓

解采购物流的压力.或者,也可以利用家畜集市,当地的养殖者和交易商在

特定日期将家畜带到一个中心,专门让受益人或项目执行者收费选择和购买

他们需要的家畜.受益人通常会得到与总价值相等的代金券,并用这些代金

券购买他们的动物;然后卖方从项目执行机构赎回现金.由于卖方知道有外

部机构在购买,因此价格可能会更高,但受益者拥有从大量动物中进行选择

的优势.应有一名兽医在场,以确保动物满足预期目的,并有项目工作人员

在场,以确保观察到所有情况,关于家畜集市和现金转移支付的详细资料见

第３章.
一些组织的采购程序可能不适合购买小批量动物,特别是在竞争性招标

时.在这种情况下,执行机构可诉诸利用交易商而不是受益人来采购所需数量

的动物.如果家禽作为补充畜禽的一部分,则必须与孵化场或养殖场签订合

同,以供应足够数量的家禽.在这两种情况下,各方都应签署一份合同,说明

所需动物的价格范围、品种、年龄、性别、数量以及所需的卫生条件和身体状

况,必须包括一条拒绝不符合标准动物的解释条款,还应该考虑到动物福利可

能会对交易运输时间的要求.
谁会购买这些家畜? 问题很复杂,例如,受益人会得到购买这些动物的资

金;卖方是否可以向机构或评选委员会兑换代金券;委员会或项目会购买

动物,还是会将这些组合在一起.表１６说明了不同购买机制的主要优点和

缺点.

表１６　不同家畜购买机制的优点与缺点

谁会购买这些家畜? 优点 缺点

　受益人:在当地市

场或家畜集市上,受

益人以现金或代金券

购买

•　受益人选择自己的家畜更容易

感到满意

•　具有竞争力的价格

•　代金券确保资金花在家畜上

•　降低后勤保障及其他成本

•　现金可能不会花在购买家畜上,而

是被用于其他需求

•　难以确保所有家畜都接种疫苗、进

行了寄生虫治疗并做了标记

•　购买期间难以监控家畜福利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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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谁会购买这些家畜? 优点 缺点

　受 益 人 和 当 地 社

区:在当地市场或家

畜集市上,由受益人

选择 家 畜 并 由 社 区

付款

•　确保所有资金花在家畜上

•　受益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家畜

•　降低后勤保障及其他成本

•　社区会通过谈判达成公平价格

•　在购买过程中可以监控动物福

利水平

•　需要监督购买流程,以确保所有受

益人都得到商定的权益

•　社区必须清晰地对支出进行记录

•　难以确保所有家畜都接种疫苗、进

行了寄生虫治疗并进行了标记

　受益人和项目组:

在当地市场或家畜集

市上,由受益人选择

并由项目资金付款

•　确保所有资金花在家畜上

•　受益人可以选择自己的家畜

•　在购买过程中可以监控动物福

利水平

•　降低后勤保障及其他成本:无

需饲养场所

•　项目可以确保对所有家畜进行

疫苗接种,确保家畜能够接受

寄生虫治疗并进行标记

•　一旦卖方得知项目已经付款完成,

家畜的售卖价格将存在上涨的风险

　项目组:在当地市

场或家畜集市上,由

项目资金购买

•　确保所有资金花在家畜上

•　在饲养场所中更好地对家畜的

疾病进行监控

•　确保对所有家畜进行疫苗接

种,确保家畜能够接受寄生虫

治疗并进行标记

•　在购买过程中可以监控动物福

利水平

•　一旦卖方得知项目已经付款完成,

家畜的售卖价格将存在上涨的风险

•　受益人不能自由地选择自己的家畜

(但可以从项目提供的家畜中进行选

择)

•　如果购买者没有家畜购买经验,则

存在购买到机体瘦弱家畜的风险,

此时受益人可能会拒绝接收

•　需要在家畜分发前为家畜准备饲养

场地、饲料和水

•　在饲养场地中存在疾病传播的风险

以合同方式通过贸易

商进行的项目

•　可以快速购买大量家畜

•　允许谈判和协商价格

•　受益人可能对新地区的品种感

兴趣 (例如家畜更加抗旱)

•　在饲养场所中更好地对家畜的

疫病进行监控

•　确保对所有家畜进行疫苗接

种,确保家畜能够接受寄生虫

治疗并进行标记

•　存在机体瘦弱家畜的风险

•　交易者可能会通过购买便宜的家畜

谋求更多的利润

•　在饲养和运输过程中无法确保家畜

福利水平

•　需要为大量的外来家畜提供饲养场

地、饲料和水

•　在饲养场地中存在疫病传播的风险

•　存在引入新疫病的风险

　 １３７

　　９　家畜供给　



(１３)动物福利

大多数干预措施,如清群、提供饲料和水,可以视为 “有利于福利”.然

而,在扩群项目中,购买期间和长期内,动物福利是需要在计划中考虑的一个

因素.分配动物的福利必须是优先考虑的问题,并且应该建立一个最低的福利

标准,因此,受益人需要有积极性、技能、时间和资源来妥善管理他们所得到

的家畜.实际上推迟购买动物也是出于福利考虑,因为如果在当地购买,会使

幸存的家畜有更多的时间恢复身体状况.
(１４)动物卫生保健和质量控制

无论动物是在当地购买还是由交易商购买,都需要进行健康和身体状况检

查.这通常是由当地兽医部门完成的,该部门应具有诊断该地区主要疫病的必

要技术经验,并帮助决定接种何种疫苗.上市动物健康检查和许多疫苗接种计

划通常是法定的要求,所以计划应该努力支持适当的体系.这确保了政府对项

目的支持,并有助于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使兽医工作人员能够对其专业领域

负责.有些项目可能没有专门的动物保健人员,因此完全依赖政府的兽医.如

果没有当地的兽医部门,或者没有工作人员,项目应该聘请私人兽医和兽医辅

助专业人员 (如CAHWs).
如果动物是从灾区外或已知有疫病风险的地区引进来的,必须进行检疫隔

离.应从当地兽医部门获得以下意见:

•　检疫隔离;

•　持续时间;

•　检疫地点和相关说明;

•　检疫条件 (准入、接触其他动物等);

•　标准治疗 (疫苗接种、驱虫药、体外寄生虫控制);

•　必要时提供预防措施;

•　检查程序.
在检疫隔离期间由谁负责照看动物 (照看内容包括饲料、水、安保等)以

及由谁支付兽医费用,都需要明确.同样重要的是,在隔离期间,同时需要明

确拒绝接受或死亡动物的责任.如果动物是由交易商购买,通常情况下,交易

商要对动物负全部责任,直到计划完成.然而,必须考虑动物福利标准,因

此,该方案协助建立适当的检疫设施,并确保饲料、水和适当的处置是可行

的.染疫动物应由当地兽医部门处理.这个项目应该认真考虑拒绝接受发病动

物且不治疗它们对伦理和动物福利的影响.
当来自不同地区的动物放在一起时,处理、运输和与其他动物混在一起的

压力会导致严重的卫生问题,甚至引起死亡.除了在检疫隔离期间进行密切监

视外,可能还需要开展预防计划 (寄生虫控制和疫苗接种).必须确保人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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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有分开的水源,有适当的处理粪便和尸体的系统,有地方饲养动物,以避免

动物共享人类生活空间,从而解决人畜共患病的潜在风险.过多的动物和人类

生活在同地,要重视公共卫生和动物福利问题.
(１５)暂存场所

如果在分配前购买大量动物 (或检疫隔离),将需要有暂存隔离场所.当

一个组织购买动物时,它可能会购买到所需数量时暂存;或者以小群购买动

物,并在购买后立即分发.如果交易商获得这些动物,在等待分配期间必须明

确谁负责管理这些动物.
如果需要暂存设施,将需要支付建造安全围栏,并提供食物、水和住所的

额外费用.尽管留置地可以作为检疫隔离区,并有助于发现潜伏期疫病的动

物,但增加了被偷盗和传播疫病的风险.它们还使受益人能够从更大的群体中

选择他们的动物.
在从几个当地市场购买时,在每个地区安排较小的暂存场所,放满动物后

分发给受益人,这也许是可行的.这就避免了将大量动物聚集在一起以及来自

不同市场的动物混合在一起,从而减少了疫病和压力的风险.如同检疫一样,
有必要提供一些预防措施,并且需要工人在白天照顾动物,在晚上看守它们.
当一个暂存场所放置了几群动物时,必须采取卫生防疫措施,不同群动物进入

前必须彻底清洁此场所.

９３４　支持服务

扩群方案取决于是否有当地的配套服务,如兽医、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
家畜交易商和饲料供应商等.重要的是确定补助措施对配套服务的需求,并充

分评估这种服务的实际可用性和效率.同样重要的是,任何措施都应支持和提

高当地服务提供者的能力,无论他们是政府还是私营部门,而不是与他们竞

争.与扩群方案有关的具体配套服务可包括:

•　合格的兽医 (公共或私营);

•　兽医辅助专业人员 (如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

•　家畜代理;

•　饲料和药品供应商、兽药店;

•　市场交易员;

•　相关的当地非政府组织或社区组织.
在可能情况下,一个家畜扩群饲养项目应与正在开展的解决有关问题或需

求的发展方案结合起来.
(１)动物卫生服务

这是对新获得动物的家庭重要的支持服务之一.大多数方案分发的动物都

是健康的,已经接种了预防流行性疫病疫苗和做了寄生虫治疗,此后,就交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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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养殖者负责动物健康了.因此,重要的是要提供养殖者负担得起的动物卫

生保健服务.应评估各方面的服务:

•　能正常履职吗?

•　目标群体易于获得吗?

•　该地区有药物和疫苗吗?

•　服务是否负担得起?

•　兽医部门主动吗? 其作用是什么?
如果不存在动物卫生服务,则家畜供给计划的可行性就可能存在问题.一

个项目的设计、资金和执行过程,要充分考虑面向更广泛的社区群体,能够提

供适当、可行、可持续的服务.然而,支持建立初级动物卫生服务是一项不应

低估的重大、长期工作,与在该领域积极活动的其他机构协商,来确定提供支

持动物卫生保健服务的其他现有或未来方案.
除非该方案有自己的技术人员,否则它还将要求兽医专家检查拟购买的动

物,确保它们健康,并进行必要的治疗或检疫.
(２)培训

那些在饲养家畜方面缺乏经验的人需要提高他们的技能和知识.应在项目

设计阶段评估培训需求,并纳入活动计划.可以提供基本动物卫生保健和管理

培训的额外支持,特别是对那些不太熟悉家畜的人.很可能所有受益者都将关

注治疗寄生虫、照料新生或幼小动物,以及可以通过接种疫苗和当地动物卫生

服务预防疫病的建议.
(３)额外投入

不同的项目分发了粮食、供出售或交换的额外动物、驮畜、基本的家庭用

品和工具,以支持重建家庭生计.投入这些的目的是帮助家庭避免为了养活自

己而不得不出售动物,在动物有足够的生产力之前为他们提供食物来源,对于

流离失所的家庭来说,为他们提供恢复以前生活方式所需的基本工具.
在提供粮食时,应注意尽量减少与得不到口粮的社区成员发生冲突的可能

性,可能也需要向最脆弱的群体提供粮食.必须与该地区参与粮食分配的机构

建立联系.
(４)饲料、水和安置场所

在干旱或作物和牧场遭到破坏时,限制了饲料供给.在这种情况下,可能

不合适扩群.同样,如果在应急情况发生之前,某一地区家畜已经过剩,提供

的饲料不足以维持现有动物,则任何拟议家畜供给方案的可持续性都将受到质

疑.如果饲料分配是合理的,只有合理分配少量动物时,才是可行的.一些组

织通常在家禽分配方案中,组织派送鸡雏、饲料和一些设备.
动物需要安置场所来保持温暖或凉爽以及干燥,同时需要围栏等来防止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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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传播和保护它们免受捕食和偷盗.如果没有安置场所或其被破坏,可在此项

目里纳入建筑材料 (屋顶板、铁丝网、水泥等).

９３５　成本效益

与其他干预措施相比,扩群方案的费用可能相当大,对其成本效益的意见

也各不相同.少数动物的小规模分布可能具有成本效益,因为经营和动物饲养

成本相对较低,而回报相对合理.然而,在涉及大量动物重建计划中,则需要

注意.在评估此项目的全部成本时,应考虑下列因素:

•　项目运营成本:实施人员、物流、监控、影响评估;

•　购买动物的成本;

•　受益家庭数量;

•　接种疫苗和其他治疗;

•　饲料配给 (如果提供);

•　安置场所材料 (如果提供);

•　分配成本:运输、暂存场地、检疫和家畜损失;

•　培训费用;

•　其他机构或政府的支持费用;

•　经常性开支:项目行政和管理,应急支出.

９３６　风险评估

所有家畜应急干预措施都存在固有的风险,必须尽可能预见和评估这些风

险.关于家畜供给方案,表１７列出了潜在的风险.

表１７　补充家畜的风险和解决措施

风险 解决措施

　通过提供免费或具有竞争性的服务 (诸如动

物、动物卫生、饲料等)破坏当地私营部门

　确保私营部门在提供商品和服务方面是全面合

作伙伴和受益者

　大量外部买家进入市场对市场价格产生的扰乱 　尝试通过现有的市场渠道购买动物

　由于家畜管理能力有限,弱势和贫困家庭可能

不会被选择
　确保提供其他支持,例如现金转移和粮食援助

　在同一地区采用不同策略的代理商之间的竞争 　确保执行机构与地方政府部门之间的适当合作

　向受益人分配不适当的物种或品种 　确保充分了解本地生产系统和生产能力

　引入超出当地资源承载力的家畜可能导致环境

退化

　确保恰当评估,保证可用饲料资源与所饲养动

物数量间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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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风险 解决措施

　将家畜交由没有技术和资源的受益人照顾,可

能存在潜在的动物福利问题
　关注选择标准、监管和支持体系,例如培训

　劣质设计、缺乏评估标准和基准数据而导致的

监控、评价和影响评估水平的下降

　分配专项资金,确保价值和影响评估是项目设

计的组成部分

９４　实施

９４１　阶段

在基础供给方案中可以确定若干不同的阶段.
(１)启动阶段

必须利用一切机会向目标社区提供信息并与之沟通.应组织一次或多次启

动会议,以便当地社区能够学习、讨论并就干预措施的各个方面达成一致.以

下是需要说明的常见问题:

•　地理范围;

•　选择标准;

•　通过干预提供 (不提供):要分配的动物数量和类型;

•　怎么选择和分配动物;

•　分配动物的所有权;

•　受益人对实施方案的责任;

•　受益人责任包括:照料动物、支付动物卫生服务费用、出售和处置动

物及其后代;

•　任何还款计划的详细信息:现金数额、实物还款计划中的动物数量和

类型等;

•　当地会议日程安排;

•　监控和评价计划;

•　解决争议和分歧的程序.
(２)试验阶段 (如有需要)
一旦所有的参与者都清楚了他们各自的角色和责任,就可以开始一个试验

阶段来测试和调整活动和物流.只应将动物分配在一两个足够大的地点 (村庄

或地区),以确保能够全面测试干预措施.重点应放在评估日常运作,特别是

采购、检查和分配动物的物流,以及社区反应.在试验阶段完成后,应尽快对

其进行审查,并作出必要的调整,以便快速推出整个方案.紧急情况可能要求

采取更务实的办法和有限的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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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主要阶段

随着干预规模的扩大,这可能需要增加新的团队,培训更多的工作人员.
重要的是,所有的措施都要遵守通用的操作标准和条件.在整个执行期间,应

确保设计具有灵活性,以便方案能够迅速应对不断变化的情况,如天气、疫病

暴发、家畜和其他商品的市场价格.与地方委员会和受益者的良好沟通对于提

供迅速和准确的反馈至关重要,以便快速调整方案.
(４)退出阶段

需要制定一项退出策略,以考虑方案将如何结束.这一点很重要,因为紧

急情况的结束很少有明确界定,扩群是一种干预措施,往往会持续到恢复阶

段.退出策略可以考虑以下因素:

•　确保受益人、社区领导人和地方当局在方案一开始就充分了解和理解

退出策略;

•　确保在方案结束之前充分通知受益人、社区领导人和地方当局;

•　谁将负责监督受益人和他们的动物,特别是如果该项目以实物或现金

补偿作为条件时;

•　为当地征聘项目工作人员的作用;

•　确保社区参与评价,并告知结果和经验教训.
(５)评价阶段

当活动完成后,应进行参与评价.重要的是,将调查结果和结论记录在

案,以便吸取教训,改进未来的干预措施.干预后的影响评估至少应在一年之

后进行,以评估干预对目标受益人的实际影响.关于评价和影响评估的更多信

息可见本章和第１０章.

９４２　合作

尽管人们普遍理解协作的作用,但通常很难就不同参与者的作用和责任达

成一致.缺乏合作会严重破坏一项计划.例如,如果一个机构实施家畜赠予,
而另一个机构进行租赁,这可能导致机构间的采购竞争,并在受援社区之间造

成对立.过多的资助者竞争同一畜种会导致短缺、价格上涨和购买动物质量下

降.有些机构可能比其他机构更适合提供支持服务,如动物卫生援助.其他人

可能会提供市场支持或低成本动物安置场所.
(１)畜群供给委员会

一个多学科、多机构的畜群供给委员会最适合监督计划.委员会的成员可

以包括直接参与的人,如高级地方行政官、地区兽医官员、家畜专家、当地家

畜交易商和目标社区的农牧民代表.一些成功和积极的委员会在其他方面,例

如帮助购买家畜和监控受益家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他委员会为受益人代

表分配了一个席位,以确保代表受益人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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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应定期举行会议,以便能够迅速开始运作,并在出现问题时作出反

应.所有会议记录都应作为后续审查和评估的资料.这些委员会的作用和职责

通常包括:

•　审查扩群目的、目标、期望和风险;

•　决定规模:有多少家庭,要分配多少 (和类型)动物;

•　分析项目受益人;

•　不同的扩群类型和条件的利弊;

•　文化因素,特别是关于动物的拥有和赠予;

•　需要解决的后勤和执行问题;

•　如何处理监控和评价方面的考虑;

•　团队如何运作,明确个人和团队职责;

•　与执行机构一起监督和监控补充动物活动;

•　选择受益人 (就标准和选择方法提供建议);

•　监视家畜购买情况,确保大小、年龄、性别和健康情况;

•　评估将要分配动物的适应性,并参与政府畜牧部门或项目的分配;

•　监控受助人、畜群生长和家畜使用情况,并遵守对重新放养动物销售

的监测条件.
(２)地方区域委员会

应在补充家畜的每个地点 (一个连续的地区,可能是一个村甚至是地区)
设立委员会.这可使社区领导人、受益人代表和地方议员能够定期讨论方案并

提供反馈意见,提出问题并解决争议.在适当情况下,委员会成员中至少有

２５％是女性,以确保充分考虑她们的意见和经验,地方委员会要在方便农民和

妇女参加的时间和地点开会.

９４３　受益人的责任

方案必须确保受益人充分了解方案涉及的内容和他们的责任是什么.可能

需要提供以下资料:

•　对原动物所有权、出售或处置的限制条件;

•　对后代的所有权、出售或处置的限制条件;

•　任何实物偿还计划:动物繁育数量、性别、时间进度等;

•　照顾动物的要求:饲料、水、安置场所和动物健康;

•　参与监控和评价;

•　动物死亡或偷盗处理程序;

•　受益人对实施方案的责任;

•　对方案负责的受益人是谁 (机构、地方当局、地方委员会等).
在规定条件的情况下,一份简单的协议书有助于规定受益人和执行机构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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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责任.应以当地语言书写,使不识字的受益人可以在他人的帮助下查阅.
当地委员会的证人或当地领导人也应会签.建议要求地方行政当局派代表参加

这些会议,以便每个人都知道这些条款和条件.方案应保留复印件,地方行政

当局也应保留一份.

９４４　动物采购、检查、运输、配送

(１)要求

无论动物是在当地购买还是由交易商购买,都需要进行体况检查,以确保

它们健康,并符合与当地社区和受益人商定的销售条件 (日龄、性别、品种或

类型等).这通常是由当地兽医部门完成的,兽医部门应具有诊断该地区主要

疫病所需的经验,并帮助作出有关疫苗接种和其他所需预防措施的决定.没有

专业人员的组织将完全依赖政府或私人兽医.有一名社区代表在场,有助于考

虑确保受益人的利益.购买动物的要求通常包括:

•　物种;

•　品种或类型;

•　性别;

•　年龄;

•　生理状况 (怀孕,未怀孕),有时也包括胎次 (之前繁育数量);

•　体重范围;

•　外观和健康状况 (见下文 “检查标准”);

•　原产地国家或地区.
在购买动物时,一个科学的做法就是兽医部门的技术人员应陪同受益人或

交易人,以确保动物健康并适宜转运.如果受益人要直接从当地市场或集市购

买动物,就必须设置规范,确保所有动物在运离前都经过检查、接种疫苗、寄

生虫治疗,并打上标签或标记,以便日后鉴定.最好在一个简易的隔离区进

行,在那里兽医可以执行这些任务.当受益人直接购买动物时,很难对被购买

的动物进行监控,因此受益人必须同意在购买后将动物交给兽医人员,由项目

支付服务费用可能会提供一定的激励,但可能不会提供某些动物.
(２)检查标准

在检查购买动物时,通常会采用下列标准,并依据最初的要求:

•　年龄:根据牙齿和外观;

•　胎次:母畜怀孕次数;

•　品种或类型:所购动物是否具有与所购动物类型相同的一般特征 (大
小、颜色、有角或无角等);

•　性别:公母,阉割;

•　体重标准因物种、品种、年龄和性别而异.称重可以通过称重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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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绵羊和山羊、猪、水牛)、手秤 (绵羊和山羊)、称重带 (一种

带刻度用来测量动物周长的带子,可估计重量)来完成.只称一个有

代表性的动物样本就足够了,在许多情况下,评估身体状况评分可能

是实际的选择.

•　物理外观:
—　身体总体状况:极度瘦弱、瘦弱、中等、肥胖.一些家畜专家可

能使用 “状况评分”方案,对动物从０ (瘦弱)到５ (肥胖)进

行评级 (见附录１).
—　眼睛:明亮,无感染;
—　鼻腔无黏性分泌物;
—　喙无损伤;
—　牙齿:符合年龄的正确数量,缺牙或长牙,牙龈退缩是年老的

标志;
—　无贫血迹象,即眼睛和牙龈周围黏膜呈健康白色;
—　没有伤口或外部寄生虫迹象的皮肤、毛发或羽毛;
—　尾部清洁,无腹泻迹象;
—　母畜乳头数目正确且无异常迹象;
—　未阉割公畜两睾丸比例匀称、无异常;
—　生殖区域 (阴道、阴茎、阴茎鞘、泄殖腔)没有畸形和脓液;
—　脚:没有跛行、过度生长,蹄、脚、爪无畸形;
—　明显的怀孕迹象.

(３)标识

一旦购买动物,添加标识是很有帮助的.然而,这可能会耗费时间,增加

更多的费用,并可能有悖于福利,所以只有在定期监控个别动物时,才考虑使

用标识,临时标识更有利于福利.有些动物可能已经有烙印或耳缺,可以记录

下来.可用的标识技术包括:
永久标识

•　耳标 (编号和颜色)可用于大体型牛和较小的动物,如绵羊、山羊和

猪.如果正确地应用,这些是相当长久的,但如果需要更安全、更持

久的解决方案,可以选择双耳标.记录每个标签号码,包括养殖者、
种类、性别和年龄等基本信息.该计划应确保供应足够的标签和涂药

器,并确保工作人员接受了适当的使用培训.出于福利考虑,耳标一

般不用于马科动物.

•　耳缺是在外耳的不同区域永久切割或冲压出特定形状.经过训练的操

作人员需要使用特殊的钳子,配以局部麻醉和消毒喷雾.耳缺可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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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一批动物,但不能识别单个动物.在整个程序中必须保持较高的动

物福利标准.

•　不建议给反刍动物和马科动物打标签.正确地、人道地应用需要熟练

的人员和适当的设备,否则就会涉及动物福利问题.
临时标识

•　临时颜色标记 (持续几天到一周)可以用蜡笔标记,特殊标记如油

漆、染料,标记于皮肤、羊毛或角.

•　带标签的颈圈.
临时识别技术成本低,通常易于实施,但当标记丢失、移除或不清楚时,

可能会导致一些问题,因此在计划时需要仔细考虑识别动物的目的,可能最重

要的是,临时识别可以维持良好的动物福利标准.
如果一个家庭只收到一头驴、一头骡或一头奶牛,注意动物的颜色、主要

标记和特征也可以作为追溯手段.
(４)家畜运输

如果动物是从外地买进来的,就需要运输,如果交易商签订合同进行采

购,则其就应组织运输.必须密切关注运输安排,以确保保持良好的动物福利

标准,并确保动物到达时的压力、损失或损害最小.同样,项目或当地兽医人

员,以及陪同交易商的社区代表,在监督运输工作过程中,必须注意:

•　避免将动物装得太紧或太松,以免造成不适和损伤;

•　提供足够的通风和遮阳;

•　确保有足够的停歇,以便喂水、喂食,如有必要挤奶;

•　应规定每天的最长运输时间和最短休息时间.
同样重要的是确保在装载动物之前和卸货后,对卡车进行充分的清洁.用

高压管和消毒剂清洗是较理想的,但通常很难做到.卡车至少应该清扫干净,
这可降低动物群体之间传播疫病的风险,特别是当卡车可能从多个地区运送动

物时,这些动物可能患有不同的疫病.
(５)检疫隔离

如果从项目外区域或已知有疫病风险地区购买动物,则有必要在分配之前

对其进行检疫隔离.当地兽医部门将告知是否有必要这样做,以及适用什么

条件.
(６)家畜分配

如果受益人不在市场上选择他们自己的动物,那么就需要一个公平的选择

制度.无论采用什么制度、方案,地方委员会和受益者都需要讨论和商定,以

避免在分配过程中产生误解和投诉.分配方法包括:

•　受益人抽签决定他们选择动物的顺序.每个人依次选择一些动物,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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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每个人都得到了准确的份额.

•　动物通过抽签系统进行分配,选出一头 (只)动物或一组动物,并随

机抽取一个受益人的名字.这一过程不断重复,直到所有的动物都被

分配出去.

•　受益人分为几个组,每次向一组提供家畜.该系统的优点是简化了物

流,更容易采购家畜.
受益人还应清楚了解分配的日期、时间和地点.核对受益人的身份是很重

要的———每个受益人都应该带上他的项目登记文件和某种形式的身份证明.如

果没有正式的身份证明,可以由社区领导或其他证人做出证明.需要记录 (永
久或临时标识)赠予动物的详细资料.

在接收动物时,受益人必须签署 (或按手印)收据,然后由当地证人和项

目工作人员会签.如果可能,可以允许没有参与分配的受益人加入另一组中,
或者给予另一个挑选机会.

表１８　利益相关者在补充家畜项目中的责任

利益相关者 潜在责任

　当地委员会

　帮助设定受益人选择以及家畜购买和分配的标准;作为主要角色实施诸如

处理问题和向项目组汇报主要问题;帮助监督受益人,跟踪现金或家畜的偿

还情况并进行评估

　兽医部门和基层动

物卫生工作者

　购买或隔离时进行家畜健康检查;确保始终维持动物福利水平;识别不符

合标准的家畜;接种疫苗,治疗寄生虫;在家畜分配后对法定疫病的暴发进

行控制和汇报;家畜卫生服务

　地方领导人
　在开展项目的过程中,扮演联系项目和社区的主要角色;确定潜在的受益

者并进行监控

　受益者
　接收治疗患病家畜;确保良好的动物福利;遵守分发后对动物销售或赠予

的限制;监测和评估;偿还贷款

　社区
　选择当地委员会;帮助受益人选择,并尊重受益人对此所做的最终决定;

如果使用匹配系统,则应向受益人提供家畜;监测与评价

　项目组

　全面预算管理;利益相关者的协调;确保遵循选择、购买、分配、支持和

检测的标准;确保动物福利水平;帮助解决重大问题;组织评价和影响评估;

促进利益相关者参与到项目中

９４５　管理和监督扩群方案

全面管理和协调补充家畜方案是主要执行机构的责任.其他有关方面也可

以分担一些责任,包括受益者本身、社区领导人.重要的是,在方案开始时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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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确规定和商定其作用和责任.
受益人和当地委员会需要知道到哪里去寻求帮助、信息和建议,并报告问

题.例如,应告知受益人,如果动物生病,在哪里获得援助或在哪里报告动物

死亡.

９５　关于监控、 评价和影响评估的说明

扩群方案的证据基础仍需扩大,因此监控和影响评估尤其重要.影响评估

不是所有扩群方案的例行工作,评估许多相对较小的干预措施往往不实际.在

这种情况下,执行机构可以考虑对一些单独但类似的措施进行影响评估.

９５１　监控和评价

由于家畜分配项目的时间较长,至少需要在分配后两年内进行监控.监控

工作除了评估项目的进展外,还应提供有关诸如兽医服务等支持的可用性和适

宜性信息.这些信息可以帮助确定需要额外支持的领域,例如培训 CAHWs,
支持兽医部门提供预防年度流行疫病暴发的疫苗,并确保 CAHWs获得高质

量药品.
如果在项目开始时就讨论人们希望从家畜分配中看到的变化,并且就一些

关键的成功指标达成一致,监控就更有可能取得成功.然后可以根据这些评估

进度,并在必要时调整项目.
每年两次的监控足以收集信息,但家庭需要更经常的接触,以处理接收家

畜后头几个月可能出现的问题,如获得动物保健以及家畜福利和管理.监控调

查也可以结合季节和生产季,如产羔时间,作为获取第一手信息的一种方式.
在一些项目中,由评选委员会进行监督;在其他情况下,或也有一些项目,由

选定的地方监控员与政府动物卫生、生产工作人员一起进行.如果正在使用本

地监控系统,项目必须考虑根据预算支付此项服务.
对于流动社区,当家畜和家庭季节性迁移时,监控可能特别具有挑战性,

可能只在一年的某些关键时间进行监控访问.在这种情况下,可以使用服务提

供者 (政府和私人)来收集监控数据.CAHWs在这方面可以发挥特别重要的

作用,因为他们可能频繁接触,但需要商定报酬.定性数据和定量数据都是有

用的,并且相互补充.可以使用简单的形式来收集有关分配动物的病例、治

疗、疫苗接种、驱虫以及产仔和死亡数量的量化信息.
可收集的监控信息类型包括:

•　分配动物的数量和类型;

•　家庭家畜规模和组成的变化;

•　提供动物保健、治疗方法和治愈率;

•　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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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生产数据:产仔、奶、蛋、畜禽销售;

•　扩大饲养动物的家庭如何管理他们的动物,如劳动需求、动物保健、
费用、获得饲料和水的途径等问题;

•　贷款偿还进展.
让社区参与监控方案的设计,可以帮助确定需要收集具体信息的敏感性以

及如何更好地克服这些问题.例如,许多牧民不喜欢被直接询问他们畜群数

量;参与式访谈,如果做得好,可以提供关于畜群生长和数量的信息,而不用

直接问这些问题.
与受益人和其他主要利益相关方,如地方政府和地方服务提供者举行会

议,可以明确他们在项目中发挥的作用,以及提高社区和地方政府的学习

能力.
９５２　影响评估

影响评估对于确定扩群方案的实际利益、成本利益以及哪些工作起作用、
哪些不起作用的原因十分重要.

一些扩群方案使用的影响指标如下:

图２　２００５年,在埃塞俄比亚索马里地区菲克区,扩群前后

家庭粮食和收入来源和比例关系图

资料来源:Wekesa,２００５.

•　动物数量的变化;

•　通过生计数据 (收入和粮食来源、财产、社会经济地位、生计的变

化)评估对生计和财产的影响;

•　对不同家庭成员 (男人、妇女和儿童)的影响;

•　预期打算;

•　对市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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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然资源和土地使用;

•　对更广泛社区的影响;

•　成本效益和机会成本.
下面提供的信息 (图２)显示了各种生计方法 (饼形图示意)如何产生评

估影响的相关数据.

９６　检查清单

９６１　基础信息

•　应急情况已达到什么阶段?

•　在应急情况发生前,受影响家庭持有哪些种类和数量的动物?

•　应急情况对受影响家庭的影响是什么:仍有多少动物,它们的状况

如何?

•　是否有合适的动物可供购买?

•　是否有足够的天然饲料资源 (放牧、作物残余物和副产品)来支持扩

群计划?

•　是否有可以借鉴的传统家畜补充策略?

•　有哪些地方机构和资助服务 (动物卫生)可以支持和促进扩群?

•　是否充分解决了相关基础设施要求 (市场、道路、水和电)?

９６２　设计注意事项

•　是否读了LEGS的相关部分?

•　扩群是否是最合适的干预措施? 是否正在探索替代方案 (参见参与响

应识别矩阵)?

•　这些动物是赠予还是作为贷款提供?

•　贷款条件 (还款)达成一致了吗?

•　如何处理动物的死亡或被盗?

•　是否充分考虑了预期的目标、结果和产出———它们是否满足SMART?

•　是否充分了解应急情况的规模、范围及其影响?

•　是否成立了国家级、省级或地区灾害响应委员会?

•　扩群是否与其他干预措施一起进行?

•　有哪些潜在合作伙伴 (政府、国际或国内非政府组织、社区组织)在

该地区开展业务?

•　是否有合作的空间———能否建立一个协调论坛?

•　是否存在一种为失去动物的家庭补充动物的现有机制?

•　所提议的时间表是否现实?

•　考虑过动物福利问题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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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与较长时间的恢复或发展计划有关联吗?

•　在设计上是否有足够的灵活性,如果情况发生变化,可以将资金转移

到其他活动?

•　是否有退出策略———谁来监督未来的贷款偿还?

•　将监控、评价和影响评估要求考虑在内了吗?

９６３　准备

•　是否设立了一个家畜响应委员会?

•　是否进行了需求评估?

•　是否建立了动物供给委员会———它是否具备必要的技能和专业知识?

•　是否建立了当地的现场委员会?

•　是否与社区讨论并同意了适当的方案?

•　是否充分确定了拟议计划的规模 (地理区域、受益者数量、购买动物

的数量和类型等)?

•　当地是否有必要的技能来支持该项目:人们需要培训吗? 还是需要

引进?

•　受益家庭是否有时间、劳力、技能、饲料和水来饲养额外的动物?

•　是否有特定的地区可以识别和优先排序?

•　在方案中是否有代表受益人 (包括妇女)和地方机构的代表?

•　是否已与主要利益相关者讨论并同意受益人的选择和选择标准?

•　是否向受益人和主要利益相关者 (地方当局)充分告知了拟议的措施

及其运作方式?

•　需要准备当地的合同协议吗? 它们是否清晰明了?

•　是否有解决纠纷的机制?

•　是否充分满足了项目的监控要求?

•　是否充分评估了潜在风险?

９６４　选择、购买和分配动物

•　是否商定了最合适的物种/清单?

•　是否同意购买动物的要求和检验标准 (年龄、性别、条件、健康状

况、胎次等)?

•　谁来检查动物———他们有必要的技能和设备吗?

•　需要安排家畜交易吗?

•　接收动物是否有附加条件 (以实物偿还等),接收者是否完全了解这

些条件?

•　将对动物的要求和健康状况进行哪些检查———谁将负责检查?

•　在哪里以及如何购买这些动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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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动物需要运输吗? 运输安排合适吗?

•　如何识别动物 (耳标等)?

•　这些动物将如何分配给受益人?

•　是否需要隔离,是否有当地兽医部门参与?

•　是否需要隔离设施?

•　谁将负责跟踪和支持受益家庭———他们是否有完成这项工作的技能、
设备和设施?

９６５　监控和评价

•　是否有足够的基础信息,或者是否需要收集?

•　资助者关于监控、评价和影响评估的要求是否得到充分理解和吸纳?

•　监控方案是否已达成一致?

•　收集的信息参数是否已达成一致?

•　监控和评价是项目设计的一个组成部分吗? 是否有足够的资金支持?

•　是否拟定并达成实事求是的影响指标?

•　是否设定影响评估,是否得到了充分的资金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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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监控、评价及影响评估

１０１　介绍

本章旨在为设计和实施应急家畜项目的监控和评估提供一种切实可行的方

法.它与家畜应急指南和标准的共同标准直接相关:“进行监控和评估是为了

在必要时检查和完善执行情况,并为将来的方案制定提供经验教训.”灾害背

景下,承认现场操作和实际出资以及救济和畜牧工作者面临的日常困难,以下

各部分给出了如何监控和影响评估并改进它们.
假定在所有类型的应急情况如快速发生、缓慢发生或二者皆有的情况,所

有的经验和教训应当为今后的方案制定提供借鉴.在缺乏学习途径的情况下,
倾向于在没有完全了解干预措施影响的情况下重复干预措施.无论项目在地理

覆盖范围、受益者人数或资金方面的规模如何,都应进行影响评估.在大规模

的综合项目中评估特定的家畜相关活动是可能的.

１０１１　定义

在评估应急家畜项目时使用了各种术语:

•　监控是对项目在一段时间内的系统测量.它通常涉及定期收集信息,
它允许在项目期间进行更改,同时还为定期回顾、影响评估或评价提

供信息.

•　评审是在特定时间点对项目进行的评估.它可以专注于项目的特定方

面,并涉及比单独监控更详细的问题分析.针对已出现的具体问题或

难题进行审查.

•　评价通常是对项目全面正式的评估.典型情况下,它将项目活动和项

目要取得的目标联系起来,因此评价的价值部分取决于所述项目目标

的明确性和相关性.评价还可以评估与资源特别是财政投入有关的工

作效率,并可以审视项目的可持续性和长期影响.评价的开展并不频

繁,通常在项目结束时进行.

•　影响评估着眼于项目对人员、环境或机构的影响.它确定项目期间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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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生计发生的变化,并确定这些变化是否以及如何与项目活动相关.
人道主义和发展机构经常将项目活动与影响之间的联系称为 “归因”,
这类似于更科学的术语 “关联”或 “因果关系”.

常规评估和一次性评估都需要使用测量指标 (表１９).主要有两类指标:

•　过程指标测量项目活动的执行情况或正在进行的工作.大多数应急家

畜项目侧重于过程指标,这相对容易,因为它涉及简单的物品或人员

计数,例如提供给兽医工作者的药品瓶数.过程指标很重要,因为它

们通常与项目支出相关,因此常用于财务问责.

•　影响指标测量项目活动的最终结果或最终影响.一般来说,没有很好

的定义或适当地在家畜项目中使用.

表１９　家畜应急干预措施的过程和影响指标示例

家畜干预类型 过程指标 影响指标

　商业清群 　购买的牛只数量
　受援家庭从减少存栏中获得收入的使用

情况

　屠宰清群 　接受干肉的女性户主家庭数量 　儿童食用干肉以提供营养

　家畜补饲 　每种家畜每天饲喂的精饲料重量 　饲喂动物和未饲喂动物的死亡率

　紧急供水 　修复的井数
　按不同家畜品种可接受的最低推荐水摄入

量的家畜比例

　家畜安置场所 　建造的安置场所数量 　在安置场所与不在安置场所动物的死亡率

　兽医保健 　提供给乡村诊所 　利用土霉素治疗疫病,康复家畜的比例

　扩群 　接收绵羊和山羊的家庭数量 　使用出售动物获取的收入

１０１２　评价和影响评估的共同制约因素

与救济人员和家畜工作者的讨论表明,应急家畜项目的有效评价和影响评

估存在一些共同的制约因素.表２０列出了这些制约因素,以及解决每一个制

约因素的方法.

表２０　家畜应急干预措施评价和影响评估的常见制约因素解决方案

制约因素 解决方案

　“我们不知道该项目的预期目标是

什么,因此很难进行评估.”
＞　参见 “测量具体的、可衡量、可实现、现实、有时限目

标”部分.

　“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和资金进行

监控和评估.”
　在建议阶段监控和评价的计划和预算.

＞　参见 “关于有意义的指标”一节.

　 １５５

　　１０　监控、 评价及影响评估　



(续)

制约因素 解决方案

　“我们没有任何基线数据.”

　选项包括:

　在初步、快速参与性评估期间收集关键的基线指标;

　回顾性方法,通过二手数据和项目监控数据进行三角测量.

＞　参见 “何时测量过程”部分;何时测量影响;以及参与性

方法和归因的使用.

　“我 们 并 不 真 正 了 解 ‘影 响’ 的

含义.”

　从民生角度思考项目的最终目标.询问社区成员,他们认

为该项目在食物消耗、收入和家畜财产保护等指标方面对他

们的影响.

＞　参见 “选择影响指标”部分.

　“在伦理上,我们不能使用对照组

来评估影响.”
　通常可以确定目标人群中的对照组.

＞　参见 “参与式方法的使用和归因”一节.

　“许 多 影 响 是 定 性 的,因 此 难 以

测量.”
　采用系统、重复评分或评分方法.

＞　参见 “参与式方法的使用和归因”一节.

　“由于更好的饲料或兽医保健,很

难衡量家畜健康的变化.”

　在畜牧业历史悠久的地区,当地知识通常是广泛的———使

用参与性方法来测量变化.

＞　参见 “关于在时间和空间中定义项目边界”的部分.

　“人们不愿告诉我们他们养了多少

动物,或者他们赚了多少钱.”
　使用避免绝对测量财富或收入的比例方法;三角测量.

＞　参见 “参与式方法的使用和归因”一节.

　“我 们 期 待 项 目 结 束 后 会 产 生

影响.”

　虽然有些影响可能发生在项目之后,但如果在项目期间没

有影响,则可能会质疑项目目标.在影响评估中,包括有关

可能预期未来效益的问题.

此外,还有一些机构和制度因素阻碍了评估.例如,许多现场工作人员和

项目管理人员对资助者报告要求表示关切,因为这种要求主要侧重于报告项目

活动,而且往往是定量报告.他们还指出,一些资助方不愿意为项目结束评价

或影响评估提供资金.从业人员还描述了其所在机构内高级管理层不支持系统

评价或影响评估的情况.这些问题并不是应急情况下家畜干预所特有的,而是

人道主义行动中广泛存在的弱点.这些准则的一个基本假设是,参与应急家畜

干预行动的所有行为体应不断努力完善和改进方案,这需要存在定期评价和了

解干预行动对人、机制和环境的影响.

１０１３　信息和证据的使用者

评价和影响评估的方法取决于信息的最终用户.一般而言,在社区一级日

常工作的用户,如为社区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工作的现场工作人员,往往相信定

性评价就足够了.评估方法可能包括整理监控数据,专题小组讨论,个别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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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优势、劣势、机会和威胁 (SWOT)分析.在这些情况下,信息主要供本

地使用,其有效性将与监控数据、现场工人的经验和现场长期观察结果进行交

叉核对.这一过程还可以为国家项目和方法提供信息.这类局部评估往往具有

成本效益、及时性和适当性,并可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合理地修订方案.但偶尔

也需要更系统的方法.
从现场到国家或区域办事处,再到资助方、各国政府、联合国机构和非政

府组织的实施或出资政策,信息需求都会发生改变.更多参与者往往希望评估

包括定性和定量数据,并适用于更广泛的领域.然而,尽管其中许多参与者利

用评估为其决策提供信息,但大多应急家畜干预措施的评估都非常主观,在证

据方面并不特别令人信服.评估影响的最常见方法是与选定的提供信息者进行

有限的意见交流 (图３).以此图作为参照点,许多机构面临的挑战是提高项

目评估生成的证据水平,同时使评估方法和手段便于用户使用,并适合困难的

操作条件和资金限制.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需要按照 «人道主义宪章»
和 «灾害应对最低标准» (全球手册)以及 «家畜突发事件应急指南和标准»
手册的规定,让当地人参与监控、评价和影响评估.

图３　家畜应急项目评估的证据层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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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０２　监控

１０２１　确定具体、可衡量、可实现、现实和有时限的目标

家畜应急项目的监控系统应使项目经理能够跟踪项目活动的执行情况,监

控支出情况,并及时发现和纠正问题.经过核对整理、组织良好的监控数据也

有助于评审、评价和影响评估.
设计监控系统的第一步是设定项目目标,并确保这些目标具体、可衡量、

可实现、现实和有时限 (SMART).符合具体、可衡量、可实现、现实和有

时限的标准,定义明确且记录良好的目标,会自动指向测量目标的关键指标.
插文１１提供了一个示例.

插文１１　家畜饲料补充项目的SMART目标和监控指标

假设一个非政府组织正在计划干旱期间的家畜应急饲料补充项目.该

非政府组织将该项目的目标描述为:“在干旱期间保护家畜,并加强干旱后

的恢复.”这不是具体、可衡量、可实现、现实和有时限的目标,因为它太

模糊,难以衡量.
更好的SMART目标示例是:“在两个地区,到项目结束时,将５０％最

贫困家庭拥有的 核 心 小 型 反 刍 动 物 群 的 死 亡 率 至 少 降 低 ２５％.”这 一 目

标是:

•　具体,因为它具体说明了项目地区以及要针对的家畜和家庭类型;

•　可衡量,因为它界定了项目的地理界限,并从死亡率和家庭比例

方面量化了预期的影响;

•　可实现,因为建议的死亡率降低是基于以前的评估,显示死亡率

降低２５％是可以达到的;

•　现实,因为它以最贫穷的家庭为目标,并以这些家庭拥有的家畜

种类为依据;

•　有时限,因为它规定影响将在项目执行期内发生.

SMART目标固有的关键监控指标包括:

•　执行项目活动的地理区域;

•　按物种、年龄和性别划分的家畜种类;

•　饲养的家畜数量和饲养期;

•　饲喂与未饲喂家畜的死亡率;

•　目标贫困家庭的数量或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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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许多项目易于忽视对目标的测量,只注重对项目活动的监控.活动

水平的监控指标可包括购买和分配家畜饲料的数量、类型和货币价值.饲料购

买和分配的跟踪对于监控实施情况和财务会计很重要,但不能提供关于项目目

标实现情况的直接信息.许多家畜应急项目在活动层面有一长串监控指标,而

用于衡量总体项目目标的指标相对较少.项目必须包括目标和活动两级的监控

指标.一般而言,衡量目标的指标应包括影响和过程指标,而活动水平的指标

只需是过程指标.

１０２２　有意义的指标

许多家畜应急项目的监控和评估报告将活动和影响水平记录为绝对数字,
例如,“１００００头牛接种了疫苗”或 “１５００只绵羊和山羊获得了补充饲料”.
对某些读者来说,这类数据令人印象深刻,因为引用的数字似乎很大,而且反

映了高水平的活动.然而,除非这类数据与所讨论的动物种群的平均水平相

关,否则可能对活动水平本身具有误导性 (插文１２).

插文１２　有意义的指标

想象一下,一份监控或评估报告通过提及向受灾地区的绵羊和山羊预

防性施用２０００剂驱虫剂 (驱虫药物)来解释家畜应急治疗项目的成功.乍

一看,这似乎是一个有价值的干预.然而,该报告没有提供绵羊和山羊群

体的估计数量或该群体中临床蠕虫病 (蠕虫)的估计流行率.现在假设该

地区的绵羊和山羊数量约为４００００只,并且由于蠕虫导致的临床寄生虫病

的流行率为１５％,因此有６０００只动物受到影响.就需要治疗的动物而言,
干预的覆盖率为３３％.与其仅报告治疗的绝对数量,不如对照患病动物的

数量或接受治疗的患病动物比例报告治疗的数量.

在复杂的应急情况下,兽医治疗或疫苗接种等干预措施要重复实施,针对

种群活动的报告对于制定疫病控制策略非常重要.除非所制定的策略考虑到特

定疫病的基本流行病学和经济学,否则,一次性和明显大规模的干预措施只能

产生有限的影响.对于某些动物传染病,次优的疫苗接种覆盖率可能会促使疫

病成为地方病.

１０２３　何时评定过程,何时评定影响

作为一般规则,在家畜应急项目期间,可以每月进行一次过程监控,因为

一个月内通常有足够的项目活动,有理由对活动报告进行投资.相比之下,最好

留待项目结束时评价其影响,或者在复杂的应急情况下每年进行一次,原因如下:

•　运行、后勤保障和时间方面的限制妨碍定期收集关于影响的信息.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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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每月的影响监控将需要对选定的畜群和家庭进行访问,并使用耗

时的问卷或参与性方法.这种监控很少适用于相对稳定工作环境下家

畜发展项目,在应急情况下尤其存在问题.在游牧地区,后勤保障问

题更为复杂,因为在那里,家庭可能迁移而难以跟踪或到达.

•　对于某些家畜项目,由于项目的性质,影响可能在一个月内不明显.
例如,在扩群项目中,关键影响最有可能发生在动物生产后代之后.
怀孕期每月对这些动物进行监控不合适,并且提供的影响信息有限.

•　对于大多数家畜应急项目,可在项目接近或结束时以合理的准确度测

量影响.相对于额外的时间和资源需求,每月影响监控的适度附加值

通常是不合理的.

•　项目结束对影响指标的测量可以根据整理的过程监控信息进行三角测

量 (交叉检查).
除非机构具有在应急情况下进行长期 (纵向)影响监控的特殊经验,否则

应侧重于在监控系统中收集过程指标.这些信息整理后,可用于支持项目结束

时的评价或影响评估.对于给定的SMART目标,监控系统可侧重于该目标

的过程指标,而评价可包括过程指标和影响指标.在监控过程中,如果在收集

过程监控信息之外不需要大量额外的时间或资源投入,则可以测量具体的影响

指标.作为一般规则,最好适当地衡量有限数量的过程指标,而不是过于雄心

勃勃地设计一个无法实施且根本不产生任何信息的精细监控系统.

１０２４　基础数据

影响各机构监控和评价家畜项目方式的一个关键问题是缺乏感官基础数

据.例如,在发生人道主义危机的许多地区,关于家畜数量或疫病流行率的基

础数据未知或不可靠.由于所需的时间、资源和技术专长,以及在某些情况下

各种出入、安全和后勤限制,在应急情况下往往无法开展常规调查.援助工作

者和家畜专业人员常常以基础数据有限为理由不进行评价或影响评估.然而,
最近的经验表明,缺乏常规基础数据并不一定会妨碍一个相当有力的评估过

程.至少有三种方法可以解决基线限制问题:快速参与性需求评估、回顾性基

线和病例对照研究.

１０２５　快速参与性需求评估

使用快速参与性需求评估方法可以收集非常有用的基础数据.这些方法是

家畜应急指南和标准项目建议的,一些机构对可能的干预措施进行初步需求评

估和分析时已经采用了这些方法.所收集的许多信息可用作基线.表２１提供

了通过参与性方法得出的基线数据实例.
旨在改善兽医保健等服务的家畜干预措施中,可以使用以下五个关键的服

务提供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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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及性是指家畜饲养者与最近的经过培训的服务提供者 (如基于社区

的动物卫生工作者)或固定设施 (如兽药店)之间的实际距离.此距

离可以公里或行程时间来测量.

•　可用性是衡量服务在一个区域中的可用范围.一个地区可能有许多兽

医,但如果他们都集中在主要城镇,服务仅对他们可用,但农村地区

无法获得.相比之下,兽医工作人员可能与家畜饲养者关系密切,但

如果他们一周只工作一天,虽然可及,但实际无法获得.可以使用每

周的可用小时数来衡量,比如兽药等所需物品的范围和数量是衡量供

应情况的进一步指标.

•　可负担性是人们为服务付费的能力.鉴于在应急情况下需要以弱势群

体为目标,对负担能力的评估应包括检查较贫穷者支付服务费用的能

力.就兽医服务而言,将兽医保健成本与动物当地市场价值进行比

较,可提供关于治疗的可负担性和成本效益的有用见解.

•　可接受性涉及服务和服务提供者的文化和政治的可接受性,并受社会

文化规范、族裔、性别、语言能力和其他因素的影响.

•　质量,衡量服务质量的标准可以是服务提供者接受的培训水平、他们

的技术知识和技能、他们的沟通技能以及他们拥有的物品或设备的质

量和范围.

表２１　利用快速参与性需求评估收集基础数据

基础信息例子

参与式制图

　社区和潜在项目的空间边界———适用于所有类型的干预.

　服务、服务提供者、市场和家畜饲料、家畜水源的可及性———用于清群、家畜

饲料、兽医、水和扩群干预.

比例累积图∗

　按动物种类、年龄、性别划分的畜群结构.

　核心畜群的识别———用于清群和家畜饲料干预.

　按动物种类和原因、正常时期和灾害期间划分的家畜死亡率———用于家畜饲料、
水和兽医干预.

　按动物种类和疫病、正常时期和灾害期间划分的疫病流行率———用于兽医干预.

　利用牛奶产量、市场价值、运输等指标,评估不同家畜疫病对生计的相对影响.

　家庭收入和食物的来源———用于清群、兽医和扩群干预.

财富等级∗
　财富组的定义、按财富组划分的家畜持有量、按财富组划分的家庭比例———对

面向较贫穷家庭的干预措施有用.

矩阵评分∗
　将不同的兽医服务提供者与可及性、可获得性、可负担性、可接受性和质量等

指标进行比较———用于兽医干预.

∗当已标准化和重复时,此方法产生的数据可用于常规统计学汇总.有关这些方法和实例的更多

信息,请参见 RRA注释,１９９４;Bayer和 Waters Bayer,２００２;Catley,２００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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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服务提供指标都可以作为基线,采用表２１所列的参与性方法,
以及对兽医设施的直接观察和半结构式访谈来衡量.

(１)回顾性基线

这种方法在评估或影响评估期间使用,要求社区信息提供者在项目开始时

描述情况.当信息提供者对家畜管理和健康有全面的了解,并且可以根据过程

监测数据对信息进行三角测量时,这种方法效果很好.回顾性基线在 “参与式

方法”一节中有更详细的讨论.
(２)病例对照研究

病例对照研究是比较干预措施对目标群体及对没有干预措施群体的影响.
在人道主义危机中,各种伦理、后勤保障和研究设计问题限制了病例对照研究

的使用.例如,故意将一个社区排除在救济干预之外使其成为一个对照群体,
这违背了基本的人道主义原则.然而,这种方法在影响评估中有一些应用,在

关于 “参与性方法”一节中有更详细的讨论.

１０２６　参与性监控

社区参与是灾害响应的核心要素,全球手册强调 “以人为本方法”的重要

性,LEGS指南的第一个核心标准是: “受灾害影响的人群积极参与评估、设

计、实施、监控和评估家畜计划.”第一个标准强调了参与的重要性,包括参

与监控和评价.然而,发展项目的经验表明,虽然经常提倡参与性监控,但往

往难以将当地人民纳入系统的监控系统.应急期间,LEGS项目认识到,人们

可能没有时间进行定期监控活动,通常会为了生存和保护他们的生计而忙得不

可开交.
在这种情况下,一种妥协办法是在监控系统中纳入与社区成员的磋商和会

面.这种互动不需要采取正式和重复问卷调查的形式,而是在整个项目中使用

访谈和社区会议.社区成员完全可以观察项目的实施情况,确定优势和劣势,
并提出改进活动的建议.监控系统应认可这些本地观察结果,并将与社区成员

的对话和访谈与过程指标的测量结合起来.关于社区水平对话的频率,两个广

泛使用的方法是承诺每月进行一定次数的访谈和举行一定次数的会议,或进行

一次性访谈和举行一次性会议.作为整个监控系统的重要部分,应记录社区层

面的对话和访谈,但这往往是项目监控最薄弱的领域之一.由于许多监控格式

非常注重记录数字数据,现场工作人员并不总是习惯于以叙述性说明的形式记

录定性信息.此类记录无需冗长,可以采用总结说明、关键问题和行动要点的

形式.

１０２７　监控设计

在考虑所有这些问题时,家畜应急项目的监控系统应侧重于具体、可衡

量、可实现、现实、有时限目标和相关活动的过程指标,并包括社区水平的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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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监控系统的设计可基于以下步骤:
第１步:确定监控指标

监控指标可参照项目目标和实现每一项目标所需开展的活动来确定.对通

过初步参与性评估获得的或从二手数据中获得的基线数据进行审查也可为监控

指标的选择提供信息.表２２提供了不同应急家畜干预措施的过程和影响监控

指标示例,其中假设监控将侧重于过程测量.
第２步:决定如何让社区成员参与监控

如 “参与性监控”一节所述,监控系统可包括每月特定次数的访谈和社区

会议,也可更具临时性.访谈的次数和访谈对象的选择取决于项目的目标、实

施方式和所需信息.访谈和会议的设计往往取决于现场工作人员的经验及其对

社区和干预措施的了解.有了非常有经验的员工,访谈可以是对话式的,并为

当地人员提供了对项目进行评论和提供改进建议的机会.对于经验较少的员

工,可能需要一份结构化或半结构化的问题清单,以提醒他们涵盖的关键

领域.
第３步:决定监控频率和咨询对象

当监控系统侧重于使用过程指标测量活动时,每月整理和报告信息通常是

适当的.社区会议或个人访谈的记录易于与包含更多数值过程数据的标准化监

测表格同时提交.没有确定参与社区水平协商人数的标准方法.一些家畜干预

措施,如提供水或饲料,可围绕固定地点组织,在那里可方便咨询干预措施的

使用者.一些项目与现有的社区团体合作,或建立专门负责干预措施设计和实

施的地方委员会,这些地方团体可以承担一些收集监控数据的任务,也可以接

受项目工作人员的咨询.对于小规模项目,例如涉及３~５个社区或村庄的项

目,可每月咨询社区团体或个人.
对于涉及许多社区的大规模干预行动,社区水平的协商应力求代表整个项

目.常规研究、调查通常使用定量统计方法来确定群体或个人的代表性样本.
在应急情况下和进行例行监控时,很少使用这种方法,项目工作人员就咨询谁

作出判断往往基于资源和时间限制,而在某些情况下,安全和准入问题又加剧

了这种情况.例如,在涉及２０个村庄的屠宰清群干预行动中,大多数观察员

都公认为一个每月只涉及一个村庄的监控系统是有缺陷的,特别是如果每个月

都访问同一个村庄.在本例中,每个月应咨询大约５个或更多的村级团体和受

益人,并在下一个月访问不同的村庄.
与从当地人员处收集信息的任何流程一样,在项目监控期间进行的访谈存

在偏差.项目经理需要意识到这些偏差,并实施交叉核对监控信息的方法.这

可以通过特别访问来进行,以观察项目活动,并与可能不参与日常监控的人员

如非受益人交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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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４步:设计监控表

监控期间系统地收集数据需要使用标准化的报告表格.就大多数干预措施

而言,一页监控表格将涵盖所需的大部分信息.应与使用表格的现场工作人员

一起设计和测试表格.在监控涉及文盲情况的干预措施中,可以使用标记图片

形式的监控表格,监控表格示例见附件４A.
第５步:整理校对监控信息

对于项目结束评价和影响评估,核对监测数据可以提供关于执行了什么、
与谁和在哪里执行的总体情况.这些信息可协助评估人员决定项目目标是否已

实现;在影响评估中,它可以用来对实际活动和执行水平的影响信息进行交叉

检查 (三角检验).这种交叉检查过程在参与式方法的使用和归因部分有更详

细的解释.整理的监控信息也可以帮助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１０２８　链接官方监控系统

对于某些干预措施,项目监控系统应与官方政府系统链接.最常见的例子

是基于社区的家畜疫病监测,由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或其他兽医辅助专业人员

提供的疫病报告可有助于官方的疫病监测.LEGS为常规监控提供了以下指

导:“通过记录家畜疫病事件和治疗或控制措施,监控兽医工作者的临床活动

有助于建立家畜疫病监测系统.按动物种类和疫病记录的家畜发病率和死亡率

与面临风险的群体相关,则此类数据最为有用.应尽可能与政府部门合作设计

种类监控任务.”

１０３　评价

评价是对项目的详细评估,通常侧重于项目目标:目标是否已实现,如果

未实现,原因何在.评价还可以审查项目效率和有效利用财政、人力或其他资

源的问题.一种越来越常见的经济方法是使用成本效益分析,但不建议将其作

为一种独立的方法,而应与其他类型的评价或影响评估相结合 (见 “成本效

益”一节).一些评价还评估项目的相关性:一个项目可能已经实现其目标,
并得到有效设计和实施,但相对于实地需求而言,它是否是正确的项目.当监

控系统设计良好并得到良好的执行时,评价可以是一个相对简单的过程,因为

它侧重于项目目标.如果一个项目的监控系统已成功地确定和设定了与目标有

关的关键变化指标,则评价过程的大部分可能涉及对监控数据的汇总和分析.
然后,其他评价活动可以侧重于交叉核对这些信息,并考虑影响项目更广泛的

问题.相反,当项目文件对目标表达不佳时,评估可能非常困难,因为不清楚

项目试图实现什么.
在家畜应急干预时,通常在项目结束时进行评价.然而,在复杂的应急情

况下,家畜项目连续多年背靠背实施,在项目周期结束前进行的评价可为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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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期的设计提供信息.

１０３１　评价目标对测量影响

只有适当说明项目目标,评价才能揭示项目对人们生计的影响.例如,通

过对照 “为５０００头家畜接种疫苗以预防重要传染病”的目标衡量结果,评估

人员无法就接种疫苗计划对人们生计的影响得出直接结论.除非一个项目具体

说明在社区、家庭或个人层面的预期效益是什么,否则对目标的评估不大可能

说明影响.在大多数危机中,人道主义援助的目的应当是保护人们的生命和生

计;这反过来又需要评估一个项目对人类生存、健康和营养、家庭财产以及快

速恢复所需的当地服务和市场状况的影响.按照 LEGS生计方法,假设大多

数应急家畜干预措施的目标可以从对受灾害的人的影响来表述.例如,家畜补

饲干预措施的目标可能是 “在三个月的干旱期间,通过维持一个核心种畜群,
保护５００户家庭的关键家畜财产”.在这种方法中,评价和影响评估非常相似.
当项目目标未具体定义对人的益处时,评价和影响评估可被视为两个独立但相

关的过程.
迄今为止,大多数家畜应急项目的设计都没有明确提及生计效益.因此,

本章有关于评价和影响评估的单独章节,值得注意的是两个进程可在未来以生

计为基础的项目中结合起来.

１０３２　确定评价的职权范围

评价的职权范围规定了评估应实现的目标、使用的方法、最终报告或其他

可交付产品的形式,并规定了截止时间框架.与项目建议一样,明确界定的职

权范围有助于所有参与方对该进程及其预期成果达成共识.
可以根据一组通用的关键问题安排职权范围,这些问题适用于几乎所有家

畜应急干预措施:

•　项目目标实现了吗,实现程度如何与项目设计或实施的各个方面相关?

•　如果项目目标未实现,原因是什么,以及在项目期间如何解决设计或

实施问题?

•　项目目标与实施和政策背景以及目标社区的主要需求和能力相关吗?
如果没有,哪些目标可能更合适?

•　从该项目中获得的主要教训有哪些,可用于今后的方案制定或最佳实

践吗?
依赖于干预情况,还有很多其他附属问题,这些问题可能涉及机构工作人

员或合作伙伴感兴趣项目的具体方面.

１０３３　谁应该评价项目

需要考虑是否应使用内部或外部评价人员.内部评价人员通常是机构或项

目工作人员,他们可能很了解项目,但可能不如外部人员客观.外部评价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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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是专门为评估目的而聘用的咨询顾问.他们可能成本相对较高,但可能带

来新的见解,并有助于建立更独立的评估.
许多非政府组织、私人咨询公司和个人声称提供外部评估服务.他们可以

为项目带来的技能和知识有很大差异,以下是选择外部评估者时两个有用

规则:

•　要求查看以前的评估报告.这些是否反映了可有效应用于本项目的技

能和知识类型? 它们是否写得很好、全面,具有分析性且以专业方式

呈现?

•　向其他组织询问他们与外部评估人员打交道的经验.他们能否推荐与

他们合作成功的人员?
除了内部和外部评价人员之外,其他人也可以对评价作出贡献或从中学

习,因此评估小组可能包括社区代表,如妇女团体成员;社区老年人;社区组

织成员;非政府组织工作人员;私营部门的工人;政府工作人员,包括来自中

央机构的人员,如果项目旨在影响政策;外部评估人员和技术专家 (社会发

展、性别、经济学家)以及捐助方工作人员.
当非政府组织与政府合作实施家畜应急项目时,邀请地方政府工作人员参

与评估是有益的.如果该项目旨在影响政策,那么也可以邀请高级别工作人员

参与.

１０３４　评价设计与方法

大多数评估涉及两个主要过程:①审查项目文件和监测报告;②使用访谈

或小组讨论等各种数据收集方法来交叉核对项目文件,并允许对具体问题进行

更深入的检查.
(１)项目文件和监控数据的回顾

任何评价中的一项重要活动就是回顾与项目或项目领域有关的文件和其他

文献.评估小组成员应能够查阅原始评估报告 (或同等文件)、项目可行性研

究报告、项目建议书 (包括项目目标和活动)以及监控和进展报告.还应提供

其他文件,如实施伙伴之间的谅解备忘录、会议记录、培训手册和活动报告.
除此之外,评估人员还可以查看有关该地区的其他文献,如社会经济条件和人

们的粮食安全,以及更具体的家畜生产和家畜在人类生计中作用的描述.
然而,在某些地区,这类信息可能极为有限或十分陈旧,比如在冲突和冲

突后,政府设施和记录可能已被销毁.在其他领域,可能很少进行过正式的调

查或研究.尽管二手数据存在潜在问题和局限性,但文件回顾至少具有两项重

要职能:

•　它使评估者能够确定项目描述的清晰程度.目标界定不清、活动模糊

或监控数据有限的项目往往更难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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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提供从其他来源获得的信息,以供相互检验.
全面的评估通常会频繁而准确地参考项目和辅助文献.例如,直接转录项

目目标和活动有助于在评价报告中描述项目.
(２)评价常用的数据收集和分析方法

访谈和讨论可以从非正式对话和讨论、到个案研究,再到正式问卷调查.
所有这些方法都是有价值且常用的评价工具.其他手册中介绍了进行访谈、问

卷调查和讨论的技巧.以下是需要注意的一些要点:

•　采访者 (和翻译)的技能、态度和行为是决定访谈价值的主要因素,
无论是非正式或半结构化采访还是更加结构化的问卷调查.采访者

和提供信息者之间形成的关系对所得信息的质量具有重要影响.对

文化规范不敏感、措辞不当或表达不清楚的问题,不认真的倾听行

为以及对开放性或探究性问题缺乏经验,这些都会限制访谈方法的

价值.

•　在评估前用角色扮演等技巧将使访谈易于实践和调整.
以下各段介绍了一些具体的访谈、讨论和分析方法.这些方法也可用于影

响评估,除非系统地和代表性地重复,否则只会提供有限的证据.
结构化访谈———在结构化访谈中,所有问题都是预先确定的,通常以问卷

形式提供.这种方法允许系统地收集信息,并且不需要在使用开放式或探查性

问题方面有经验的访谈者.结构化访谈往往偏向于外部人员的观点和优先事

项,因为问题是事先安排的.由兽医设计的评估问卷可能包括关于项目对动物

生产影响的问题,并可能忽视其他形式的影响,例如与家畜的社会文化用途有

关的影响.即使问卷中包含经过深思熟虑的问题,它们仍会受到采访者偏见的

影响,并很容易成为数据驱动型问卷.
半结构化访谈———在半结构化访谈中,定义了许多关键问题,但仍有余地

跟进从信息提供者回复中发现有趣的询问线索.这种类型的访谈需要具备更多

技能的参访者、能够开展讨论的自信以及处理开放式和探查性问题的经验.如

果使用得当,半结构化访谈具有系统性和灵活性的优势.关键问题的使用能够

对来自不同提供者的信息进行整理和比较,而更多自发问题则为信息提供者提

供了更多的机会来影响讨论的发展.
个案研究———这些是对个人历史、经历、生计、与项目的互动以及对未来

希望的详细描述.尽可能地,这种个案研究是一个信息提供者所说信息全面细

致的文字记录,至少不用编辑.个案研究的优势主要在于,他们用自己的语言

反映了人们生活的复杂性.这有助于局外人了解他们所处的多种多样且往往困

难的处境,以及特定项目与其他需求和服务相比的重要性.在使用个案研究

时,与来自不同社会和收入群体的人面谈非常重要.一些机构倾向于过度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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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案研究方法,仅选择不代表整个项目的最佳案例.虽然这种方法可能有利于

宣传,但很少对最佳实践或政策产生太大影响.这种方法需要良好的面谈和翻

译技巧.
核心小组讨论———小组讨论最多２０人,基于单个或范围狭窄的主题.核

心小组的组成可能有所不同,从利益、社会地位或身份相似的人到可能持有不

同观点和看法的混合群体.在评估家畜应急干预措施时,核心小组讨论的议题

可包括确保早期响应干旱的方式,或兽医代金券计划的有效性.核心小组讨论

需要良好的沟通技能,以确保人们不会偏离主题,并且小组的每个成员都有机

会做出贡献.
优势、劣势、机会、威胁分析———数个分析工具可帮助项目评估人员整理

关键信息并确定需要进一步开展工作的领域.常用的工具就是项目优势、劣

势、机会和威胁 (SWOT)分析.通常是与一组人员,如项目中的关键利益相

关者一起进行.该过程涉及对以下４个特征进行头脑风暴:
优势———项目期间发生的好事,可以是特定活动、事件、新的或更强的关

系以及项目的其他积极方面.
劣势———项目的缺点、未付诸实施的计划以及所犯的错误.
机会———考虑到当前的情况以及从项目中学到了什么,未来应该做什么?

如何建立优势并减少劣势?
威胁———哪些因素可能会妨碍项目目标的实现? 其中可能包括外部、政

治、环境或经济制约因素.

１０４　影响评估

家畜应急项目的影响评估可以是一项独立的活动,也可以与项目评价结合

或作为特地针对影响的问题子集.在发展项目中,可考虑各种水平和类型的影

响,如家庭一级的影响,对环境的影响以及对组织、体制或政策的影响.影响

可以是积极的、中性的或消极的.尽管发展循环中对方法进行了多年的调整和

辩论,但没有界定或评估影响的标准方法,所采用的方法和途径因有关行为者

的需要和背景而有很大不同.在应急情况下,也没有衡量影响的标准方法,这

通常是人道主义干预措施最薄弱的方面之一.
在决定着手进行影响评估之前,通常有益的做法是对干预措施或项目进行

快速内部审查,并决定是否按计划实施,或至少在何种程度上可以衡量其在家

庭或个人接受者这一级的影响.在实施过程中面临很多困难或已知存在重大缺

陷的干预措施可能不值得评估.例如,如果一个家畜饲料补充项目仅交付了计

划饲料量的２０％,而这些饲料６周之后对到达项目现场,当时许多家畜已经

死亡,剩余的动物已经移出了项目区域,则评估不大可能产生多少有用的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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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另一个考虑因素是评估的时间.
根据干预的类型和设计方式,评估的时间应安排在预计可能产生合理影响

的时间.

１０４１　常规方法:问卷调查

影响评估的一种传统方法是使用传统的数据收集方法和评估设计,并采取

项目期间定期影响监控或项目后评估的形式.无论哪种情况,标准的数据收集

工具都是一份问卷,而影响的定义和问题的优先顺序往往由评估人员控制,并

反映在问卷的问题中.
问卷调查往往不具有参与性.评估的目标、方法和数据分析通常由评估团

队处理,结果可能不会与目标社区共享或讨论.问卷可用于使用标准化或编码

问题收集某些类型的定量数据.还可能收集某些类型的定性数据,这在很大程

度上取决于普查者的经验、访谈技巧和记录信息的能力.
设计和实施问卷调查时应考虑到以下各段概述的最佳做法原则.
目标人群和抽样方法———当与代表性随机抽样的被调查者一起使用时,通

常认为问卷调查是最严格的,尽管也可以使用有目的性的样本.评估报告的一

个共同不足之处是未能描述抽样方法,甚至未能描述响应者人数.这使得读者

很难判断结果如何代表项目区域,他们可能会因选择更成功的项目地点或受访

者而产生偏见.
调查问卷设计———这包括选择要询问的问题,问题的精确措辞和顺序,以

及调查问卷的标题、布局和外观.问题类型通常分为开放式、封闭式和半开放

式,具体取决于信息提供者的自由度.与家畜或生计有关的敏感问题,如拥有

的动物数量或收入数量不应列为首要问题.理想情况是,它们应由间接问题或

方法取代 (如 “参与性方法和归因”一节所述的比例累积图),过长且提出令

人困惑或敏感问题的调查问卷不太可能产生可靠或有效的结果.
管理———在人道主义情况下,问卷最有可能通过与项目地区,有时是非项

目地区的当地人员进行个人访谈进行管理.这意味着普查员们必须经过良好的

培训和监督,其选择应考虑到可能存在的偏差.例如,项目工作人员可能有意

或无意地倾向于鼓励给出显示高水平项目影响的答案.
可靠性和有效性———一份可靠的问卷将产生一致的结果.因此,可通过向

同一信息提供者重复提问、询问同一信息提供者的相似问题以及其他方法评估

可靠性.有效性是回答反映真实情况的程度,因此可以对照独立、可靠的数据

集进行检查.在以家畜为基础的人道主义干预措施中,有可能核实信息提供者

对某些问题的答复,而不是对其他问题的答复.例如,在一个人们定居的地

区,拥有很少的动物,并且将这些动物饲养在离家很近的地方,可以直接观察

由再引种项目提供的种畜产生后代的数量.然而,要求查看出售部分后代或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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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其他方式获得的现金可能不合适.
问卷需要进行预测试,以评估访谈者和被访谈者对问题和所用语言的理

解,并在使用前进行必要的修改.

１０４２　参与式方法

由于几个方法和组织的原因,很少对人道主义家畜干预措施进行系统影响

评估.然而,在过去十年中,已经形成了一些旨在让社区参与衡量和归因影响

的影响评估方法.这些参与式方法最早是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初在人类健康和自

然资源管理等部门的发展项目中使用的,是在项目设计中使用参与式办法的合

乎逻辑的延伸.一个简单但重要的方法是采用参与式方法来衡量社区随时间的

变化,并将这些变化与项目活动联系起来 (归因).一些工作人员也开始重复

参与式方法,使用评分或排序方法来生成可进行统计分析的数据集.其中大部

分工作是在非洲之角进行的,用于评估复杂应急情况或干旱期间的家畜干预措

施遵循.
虽然这种方法产生的数据可能与问卷调查产生的数据类似,但参与式方法

鼓励更多的社区参与.对于某些类型的问题,参与式方法也能产生更高质量的

分析和结果.本节利用这些评估的经验,介绍了参与式影响评估的七部分

流程.
确定影响评估的问题

许多参与式评估侧重于家庭层面的影响.一般的做法是确定家畜与人们生

计之间的重要联系,并确定家畜市场、健康或生产的变化如何影响人们的营

养、家畜财产价值或出售家畜及其产品所得现金的使用等指标.这些类型的影

响对人们生计和粮食安全保障很重要,因此与评估人道主义危机中的家畜干预

措施非常相关.一个精心设计的家畜项目有明确的目标.影响评估还应具有明

确的目标,这些目标通常表示为一系列关键问题.影响评估的一个重要阶段是

确定问题的优先级,应询问哪些问题,并重点收集和分析回答这些问题的

信息.
在检查家庭层面与家畜有关的效益或变化的评估中,有必要了解社区如何

使用家畜,以及这些用途如何因财富或性别而异.如果在项目设计的初始快速

评估期间未收集到此类信息,则可单独或分组对当地人进行简单询问,以确定

与家畜饲养相关的效益并确定其优先级.可以通过排名或评分方法支持访谈过

程,如插文１３中的示例所示.
在插文１３中,牛奶和婚姻在当地被视为饲养家畜的两大好处.因此,这

一领域的影响评估可侧重于以下问题:该项目对牛奶消费和人们营养的影响是

什么? 就婚姻和相关的社会和经济影响而言,该项目对妇女和女孩的影响是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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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文１３　前南苏丹通吉县阿克普帕亚姆提供家畜的好处:
衡量家畜干预措施影响的潜在指标

比利时非政府组织无国界兽医组织决定,在１９９９年对当时苏丹南部复

杂应急情况下一个以社区为基础的动物健康项目进行参与式监控.该项目

在一个农牧丁卡族人社区实施.为了了解当地对家畜提供好处的看法,使

用了一个简单的比例累积图工具分析５组不同信息提供者的信息.结果以饼

图形式显示.在与信息提供者讨论结果时,在 ToicLou的男性注意到 “每

个人都像依赖药物一样依赖牛奶,它使人们丰满和健康”.在帕希尔的妇女

解释说,“牛奶带来健康,如果健康,一个人可以结婚”.牛奶和婚姻是该

社区项目影响的两个关键指标.

所使用的方法是比例累积图,每个提供信息组询问１００个家庭.在这个

社区,结婚时,新郎需要向新娘的父亲支付牛,补偿付款 (例如对另一人

造成的伤害)涉及牛的罚款,亲属关系支持包括向有需要的亲属提供贷款

或赠送家畜或牛奶.
资料来源:Catley,１９９９.

作为第二个例子,在干旱后为贫穷女性户主家庭提供绵羊或山羊干预行动

的参与式影响评估可能只需要回答三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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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如果有,项目对所涉妇女的生计有何影响?

２)如果有,项目对孩子们的营养状况有何影响?

３)如何更改项目以提高其在未来的影响?
与这些示例对照,许多评估试图提出太多问题———最好是将一些问题问得

好,而不是将许多问题问得差.一般而言,鉴于大多数家畜应急项目的内容,
参与式评估应避免试图获得五个以上关键问题的答案.

１０４３　在时间和空间中定义项目边界

任何家畜干预措施的目的都是在一段确定的时期内为特定地区提供利益.
重要的是,涉及参与式影响评估的所有人员都要清楚了解项目是在何时何地进

行的.在不同机构同时开展工作或一个机构背靠背地实施几项干预措施或项目

的领域,投入的时间安排可能存在交叉,这一点尤其重要.除非每个人都了解

干预所涉及的具体时间和地点,否则很容易混淆相关信息,因为它可能涉及多

个干预且不止一个机构.
一种干预措施的地理限制或空间边界可在参与式影响评估的早期阶段使用

社区参与式制图进行定义.可在网上查阅到参与式制图的详细方法①,这种方

法通常由一组关键的信息提供者只在每个目标村庄或社区使用一次.
项目的时间限制或时间界限可由时间线决定.时间线是社区的口述历史,

它将干预起始和结束与当地民众所感知的该地区的关键事件联系起来.在干旱

等缓慢发生的应急情况中,时间表还将参照降雨、人员或家畜流动、家畜死亡

及其他指标来显示应对措施的及时性.该方法通常只对每个目标村或社区使用

一次,并配备一组关键信息提供者.
(１)选择影响指标

使用哪些影响指标取决于评估的问题.设计项目监控系统时,可能已经确

定了指标,但通常这些指标是参与式影响评估特有的.评估人员和信息提供

者必须明确界定和理解指标,因为对指标含义的混淆会影响其衡量.指标还

应侧重于家庭层面的最终影响,而不是初步影响.例如,干旱期间对牧区的

家畜清群干预,一个影响指标可能是 “出售家畜获得的现金数额”,但更好

的影响指标是 “出售家畜获得的现金的使用情况”.一般而言,指标的措辞

越具体,就越容易理解和准确衡量影响.表２２提供了弱影响指标和强影响

指标的示例.LEGS每一章末尾的监控评估核对表都包括每项技术干预的影响

指标实例.
表２２中的示例说明了家畜工作者中的一种常见误解,即衡量对家畜的影

响就意味着自动衡量对其所有者或使用者的影响.由于项目干预措施而维持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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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家畜产量不一定能改善生计.例如,如果由于家畜饲料项目而维持了牛奶

生产,则重要的影响指标与牛奶的情况有关.它是否被消耗,如果是,被谁消

耗? 是否出售,如果出售,如何使用现金? 询问这类问题有助于确定家庭中额

外牛奶未得到利用的情况 (因此对生计没有影响).使用这些方法来确定影响

指标也可以透露负面影响.例如,在不安全的环境中,拥有更多家畜财产可能

会使人们面临更大的武装抢劫风险.
强有力的影响指标可以是定性的或是定量的,并且在确定指标时,不应因

为影响可能难以衡量而拒绝可能有效的指标.如随后所示,几乎所有指标都可

以采用参与式方法加以应用,并进行交叉核对或三角测量.当考虑明显抽象的

影响指标时,例如社区内的信任、妇女在社区会议中的声音、对未来的希望、
尊严以及投资家畜的信心,这一点尤为重要.所有这些类型的指标都与许多家

畜应急干预措施相关,如果与金融资产或粮食安全措施相结合,则有助于全面

了解项目期间的变化情况.

表２２　用于影响评估的问题和影响指标示例

评估问题示例 弱影响指标∗ 强影响指标

　商业清群

　在干旱期间,该项目如何影响

人们的生计?

　家庭从向与项目合作的交易商

出售家畜中获得的现金金额.

　使用从家畜销售中获得的现

金,例如用于食品、医疗保健、

家畜保健或其他项目.

　屠宰清群

　该项目如何影响妇女和儿童的

营养状况?
　分配给每个家庭的鲜肉量. 　妇女和儿童消费的肉量.

　干旱期间的家畜补饲

　该项目如何影响家庭为干旱后

(灾后) 恢 复 保 留 关 键 种 畜 的

能力?

　成年奶牛的饲料消耗量.
　比较接受饲料的奶牛与未接

受饲料的奶牛的死亡率.

　应急兽医保健

　该项目如何影响家畜饲养者的

生计?
　项目前后家畜疫病发病率.

　家畜疫病减少导致的家庭牛

奶消费量变化.

　扩群干预

　该项目如何影响５岁以下儿童

的营养状况?
　项目提供的山羊产奶量.

　５岁以下儿童消费的项目山羊

产奶量.

∗其中一些指标也可归类为过程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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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参与式方法和归因的使用

如图３所示,评估产生的证据水平取决于评估的设计和用于显示归因的方

法.虽然在常规研究环境中可能使用随机病例对照研究等方法,但在人道主义

背景下,由于资源、后勤、伦理和技术等,这些方法并不总是可行或需要.同

时,如果只在一个地点与一名信息提供者进行访谈或讨论,那么涵盖一个大区

域或许多社区的评估不太可能有多大价值.因此,在应急情况或应急情况后工

作的评估团队需要在使用常规、随机和具有代表性的信息提供者或地点样本与

最终的信息提供者太少之间做出妥协.
尽管没有关于评估设计的明确规则,但各机构寻求摆脱轶事和特别访谈

(图３)及提出更有力的影响证据的选择包括:

•　对关键指标与对照项目监控数据结果进行前后比较分析;

•　接受和未接受干预人群的指标比较分析;

•　不同干预措施的比较分析;

•　三者的组合.
这些方法将在以下小节中介绍.这些选项中的每一个都包含比较的概念.

前后设计采用回顾性基线并比较两个时间点.使用对照组的设计将对照组中的

变化与干预组中的变化进行比较.对不同干预措施进行比较的前提是,可以将

正在评估的干预措施与先前存在的服务、投入或其他行为体提供的服务、投入

进行有益的比较.
如此多的项目侧重于衡量活动而不是影响的原因之一是,大多数活动的过

程指标都是定量的,相对容易使用.在家畜饲养项目期间,很容易计算交付的

干草捆数.在兽医项目中,很容易计算所提供药物的数量或价值,或接受培训

的人数.相比之下,衡量影响往往意味着评估难以用传统方法的操作指标.
以表２２为例,饲料补充项目的指标为牛死亡率.理论上,该项目的良好

监控系统将测量一段时间内的牛死亡情况,因此在项目结束时,只需整理几周

或几个月内收集的数据即可得出总体数字.然而,实际上这种监控在应急情况

下很少进行,这就提出了如何衡量影响的问题.以表２２中的兽医项目为例,
了解家畜疫病对家庭牛奶消费的影响以及改进疫病预防或治疗如何影响这种消

费将是有益的.理论上,设计一个收集所需数据的监控系统是可能的,但实际

上,尤其是在应急情况下,这不太可能.
使用参与式影响评估方法可以克服在应急情况下使用常规影响测量的一些

实际困难,同时也遵循了全球手册和 LEGS项目关于让社区参与人道主义干

预评估的标准.在选择和使用参与式方法时,一个关键点是几乎任何定量或定

性影响指标都可以使用简单的评分或排序方法以数字方式应用.尽管一些学者

可能会认为此类方法过于主观,但在流行病学和经济学研究中通常使用排名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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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来收集专家意见,并在同行评审的期刊中广泛出现.
对于家畜应急项目,使用排序或评分方法显示可衡量结果的影响指标

包括:

•　在家畜饲料补充项目中,接受补充饲料家畜的身体状况和家畜死

亡率;

•　在应急屠宰和肉品分配项目中,相对于其他类型的食品,当地接受新

鲜或干肉的情况,如食品援助;

•　在兽医项目中,家畜疫病对生计指标的影响,例如家庭牛奶消费量;

•　在扩群项目中,改变儿童对山羊奶的消费,或提高拥有山羊的妇女的

社会地位.
(３)使用前和使用后途径与方法的评估

在没有基线数据的情况下,前后参与式方法特别有用,这在家畜应急项目

中很常见.以下内容描述了影响评估的两种有用的前后参与式方法:评分前后

和比例累积图前后.以下是这些方法的常见特性:

•　这种方法需要前后比较,即在项目开始时测量指标的数据,然后在项

目结束时再次测量.在没有基线数据的情况下,由信息提供者在时间

线的协助下进行回顾性的测量,以指定项目开始的时间点.

•　这种方法是定性的.尽管用数字记录,但数字是任意的,对结果的分

析通常侧重于两个时间点之间的变化和趋势,而不是数字本身.评分

后,应要求信息提供者解释其评分背后的原因.这些解释是这些方法

的核心部分,应该记录.

•　这些方法可适用于多种指标,包括信任、信心、能力和安全指标.

•　简单图表的使用使得该方法可用于文盲信息提供者:不需要书面

文本.

•　这些方法可用于个别信息提供者或小组.它们可纳入调查问卷或作为

核心小组讨论的一部分.

•　系统地重复这些定性方法可生成进行统计分析的数据集.重复不一定

要广泛,可以对至少六组数据进行统计汇总和可靠性评估.

•　针对项目监控数据对结果进行三角测量,这对于验证数据非常重要.

•　需要在使用这些方法的区域对其进行预试验.方法应使用当地语言,
并配备经过培训的辅助人员.当地的文化和社会规范及做法可能需要

调整个别方法.
评分前和评分后———此方法要求信息提供者在干预开始时对项目或服务评

分,然后在干预结束时再次评分.可以使用简单的评分系统,例如介于０ (最
低)和１０ (最高)之间的评分,也可以使用计数器,例如种子或石头.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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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分系统的一个重要部分是确保信息提供者清楚地理解被评分项目,并且评分

系统清晰.插文１４提供了使用简单评分前后的示例.
比例累积图前后———这类似于简单评分,但允许同时对多个项目进行评分

和比较.该方法从１００计数开始,因此它比０到１０的简单评分方法测量得更

细微.

插文１４　影响评估中简单评分的使用:埃塞俄比亚由社区

CAHWs处理和未处理骆驼疫病的影响评分变化

在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项目示例中,１０个来自不同村庄的信息提供者

小组,从项目开始时以及３６个月后评估骆驼疫病对其生计的影响.评分系

统为０ (很低影响)至１０ (很高影响).负分值反映疫病减少,正分值反映

疫病增加.该图显示了每种疫病的中位数 (平均数)影响评分在两个时间

点之间的变化.该图还比较了由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处理的疫病与未由社

区动物卫生工作者处理的疫病的变化影响.

资料来源:Admassu等,２００５.

在对敏感指标进行直接测量时,比例累积图尤其有用.例如,虽然信息提

供者往往不愿意说明项目前后的绝对收入水平,但他们通常愿意用比例变化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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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释收入的变化,例如增加１５％或减少５％.插文１５和图４所示为比例累计

前后的对比示例.

插文１５　对比前后饼图:１９９６—１９９９年

南苏丹纳亚牛疫病的变化模式

下面饼图显示了从六个信息提供小组获得的结果.要求每小组在１９９６
年开始实施一个社区动物卫生工作项目之前并参照一个时间线说出重要的

牛疫病名称.要求他们从每组１００个回答中说明疫病的相对重要性,要求提

供信息者在１９９９年评估时考虑有关情况.要求利用累积图显示１９９６年的疫

病情况,在每一部分中添加或去除候选疫病,或保持这些部分不动,以显

示１９９９年的情况.
使用非参数检验,即肯德尔一致性系数 (W)评估了六个信息提供组

之间的一致性水平.这是对方法可靠性的一种度量,结果为W＝０６１,p＜
００１,提供信息的组之间一致程度显著.

资料来源:Catley,１９９９.

归因问题———方法前后会受到重要偏差形式的影响,如回忆偏差.因此,
方法前后应与以下五个评估组成部分结合使用:

•　时间线———这些对于明确项目开始和结束的确切时间点 (或评估时

间)非常重要.

•　一致性和数据散布的测量———当评分方法标准化并重复时,可以评估

各个社区成员或群体之间的一致性水平,具体取决于该方法的使用方

式.这种测量背后的假设是,如果具有相似社会经济特征的人接受了

　 １７７

　　１０　监控、 评价及影响评估　



图４　在影响评估中使用前后对比柱状图:扩群家庭食物来源的变化模式

资料来源:洛蒂拉,２００４.

相似的干预措施 (在设计和实施方面),他们将倾向于以相似的方式

对干预措施进行评级.在抽样和统计章节中关于统计检验的段落提供

了示例.

•　两个时间点的统计比较———使用前后方法时,可以确定指标在两个时

间点的测量值是否存在统计差异.对于非参数数据,使用两个中间值

的统计比较;对于参数数据,使用两个平均值的统计比较.有关统计

检验的段落中提供了示例.

•　归因排名或评分———此方法最好在评分前后或比例累积图之后立即使

用.例如,如果通过使用其中一种方法,信息提供者显示影响指标出

现积极变化,则可以要求他们列出与这一积极变化相关的所有因素,
然后要求他们按重要性对这些因素进行排序 (或评分).表２３显示了

一个例子.归因、排名或评分有助于评估人员了解社区中的变化与各

种因素、过程或影响之间的关系,其中只有部分因素、过程或影响由

项目控制.

•　三角测量———在家畜应急干预措施中,由于干预措施的技术性质,可

能会出现某种结果.如果干预措施在技术上设计良好、实施得当并惠

及适当数量的家畜,则应产生预期结果.在影响评估中,三角测量与

使用参与性方法测量的变化及项目活动的设计和实施进行比较,并确

定这两组信息是否一致.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定性过程,但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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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测量对于解释干预措施的影响 (或缺乏影响)以及参与式方法产生

结果的有效性至关重要.插文１６中提供了三角测量示例.在本节列

出的五个评估组成部分中,三角测量是最重要的.它也相对易于实

施,因为关于项目设计和实施的许多信息应可从项目建议书和监控报

告中获得.

表２３　埃塞俄比亚南部动物卫生改善相关因素相对重要性归因排序

　牧民与改善动物卫生相关的因素 中位数排名

由于社区对现代兽医服务态度的改变,现代兽药使用率增加. １

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和政府动物卫生技术人员每半年接种一次传染病疫苗. ２

良好的降雨和更好的可用性牧场. ３

由于增加安置场所,降低了畜群流动性和畜群混杂. ４

注:N＝１０个信息提供组;W＝０７５,p＜０００１.

资料来源:Admassu等,２００５.

插文１６　三角测量和因果关系:家畜接种疫苗实例

实例:疫苗接种有效

在１９９９年对苏丹南部兽医干预措施进行的一次参与性评估中,一种比

例累积图前后表明,牛瘟的发病率急剧下降.插文１５显示了这一变化,其

中 “之前”饼图中的红色部分在 “之后”饼图中消失.
为了对这一结果进行三角测量,评估人员检查了前三年的牛瘟疫苗接

种记录,并评估了期间疫苗接种计划的设计和实施情况.基于这一评估,
团队中的兽医得出结论,认为已正确进行了疫苗接种,从生物学角度看,
牛瘟疫情预计将大幅减少.因此,参与式方法的结果与干预的技术检查一

致.根据牛瘟监控数据对结果进行了进一步的三角测量,结果显示前两年

该地区没有暴发牛瘟.
资料来源:Catley,１９９９;Catley等,２００９.

(４)基于对照的途径和方法

许多读者已经熟悉了对照组的概念,因为它通常出现在科学研究的设计

中.然而,在人道主义情况下,对照组的概念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意味着故意

将人排除在作为对照的干预之外,这与人道主义原则相矛盾.此外,即使可以

确定具有与干预组类似的社会经济特征的对照组,应急期间,在一个地区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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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构对其他地区的其他行为者运行项目的控制也是有限的,换句话说,无法

控制对照组.对于仅仅侧重于疫病控制具体方面的研究,有各种研究设计选项

来处理对照领域的可变条件,但这些方法超出大多数人道主义机构的技术

专长.
尽管在应急情况下影响评估中使用对照组普遍受到限制,但就家畜干预

措施而言,往往可以在项目或邻近地区确定一个对照组.一些家畜干预措施

的目的不是针对所有家畜,而只是针对家畜种群的一个子集.例如,在干旱

开始时的商业清群项目通常并不旨在将一个地区的所有家畜迁移,而是在

提供现金转账以保护核心畜群的同时支持一些销售.由于特定的技术策

略、针对更弱势家庭或受资源限制,针对某些家畜采取饲料或兽医干预措

施.在扩群项目中,经常可以将引进家畜家庭的成效与未引进家庭的成效

进行比较.
匹配是使用对照组分析影响评估设计的一项重要原则.这意味着用作对照

的地区、住户或个人 (人或动物)应尽可能与干预地区、住户或个人匹配.对

照组和干预组应具有相似的生态和社会经济特征,并在相似的政治和行动背景

下面临相似的危机或应急情况.
如果可以满足对照组的标准,则与其他方法相比,这种评估设计方法可以

产生相对高水平的证据 (图３).此外,基于对照的评估不一定需要大样本量

或复杂的采样程序,结果可以使用相当简单的统计检验进行分析.
基于地区的对照组———当影响评估涉及有干预和无干预的地区时,对照地

区的失望可能是偏差的来源,因为人们知道他们被排除在援助之外.这可能是

一个难以处理的问题,因为信息提供者可能夸大响应,目的是在将来的危机中

吸引支持.因此,在家畜应急项目评估中使用的对照组常常最好在项目区内寻

找,而且社区通常知道某些家畜或家庭由于技术或资源原因而被排除在干预措

施之外.基于地区的方法还涉及后勤和资源问题,因为必须为进入对照区分配

时间和资金.在一些人道主义危机中,这些制约因素是主要关切,妨碍了评估

设计.
项目内对照小组———理想情况下,家畜干预措施的设计应基于与社区成员

和代表们的有效协商,正如全球手册和 LEGS所建议的.快速参与性评估和

社区主导的受援者选择等活动有助于确保参与性和透明度.在这种情况下,当

地人很清楚项目的局限性,例如所选择的家庭数量,以及一些符合选择标准的

家庭因资源限制而被排除在外.家畜饲养者或使用者还应了解干预措施的技术

原理,有些项目并不是为了惠及所有类型的家畜.
在其他情况下,家畜饲养者可能选择不参与特定的干预措施,例如疫苗接

种计划,或者可能只选择某些动物进行疫苗接种,而不是选择整个畜群.同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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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埃塞俄比亚,设计了干旱期间疫苗接种项目的影响评估,其依据是在给定区

域内,一些家畜接种了疫苗,而另一些没有接种.结果见表２４.

表２４　项目内对照组的使用:埃塞俄比亚已接种和未接种疫苗的

阿法尔放牧牛群的死亡率

家畜种类和疫病

平均死亡率 (％)(９５％置信区间)

正常年份 干旱年份

接种疫苗的 未接种疫苗的 接种疫苗的 未接种疫苗的

牛数量

(n＝６０头)

炭疽 １７ (０,３３９) １７ (１０９,２３８) ０９ (０,２１３) ２５ (１１７,３８９)

黑腿病 ０６ (０,１５０) ０９ (０,２０７) １３ (０,２７６) ０２ (０,０４７)

巴氏杆菌病 １４ (０１９,２６４) ０５ (０２３,０８６) ４３ (１５５,７１３) ２２ (０７３,３６０)

牛传染性胸膜肺炎 ３４ (１１３,５７１) ２４ (１５９,３１５) na ３８ (２８８,４７９)

绵羊和山羊数量

(n＝６０只)

炭疽 na ０４ (００１,０７２９) ０ (０,０) ０８ (０,１６６)

巴氏杆菌病 na １１ (０６１,１６６) ５２ (２０５,８３３) ２４ (１１１,３７１)

羊传染性胸膜肺炎 na ２５ (１３６,３６４) na ４１ (３０６,５１７)

注:na＝不适用/未接种疫苗.

资料来源:Catley等,２０１４.

第三种项目内对照来自干预措施本身的技术特点.例如,在使用社区动物

卫生工作者的兽医项目中,他们的任务可能是仅选择重要疫病治疗,而不是治

疗所有疫病.假设由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处理的疫病对生计的影响降低,把社

区动物卫生工作者未处理的疫病作为对照.
与评估设计前后一样,基于对照的评估应包括具有项目设计和监控信息的

三角测量.尽管统计分析对对照组和干预组的影响可能表明干预措施与影响之

间存在关联,但这应得到 (或得不到)项目设计和活动水平的技术评价支持,
以及基于因果关系的生物学推理的支持.

(５)使用矩阵评分比较不同的干预措施、服务或项目

矩阵评分允许将一组项目、干预措施或服务与一组特征或指标进行比较.
当项目没有基线或没有标准来衡量干预措施时,该方法很有用.当机构实施多

种干预措施时,该方法可以比较这些干预措施.与简单评分和比例累积图一

样,矩阵评分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论证信息提供者解释其评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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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５提供了矩阵评分示例.其目的是比较不同机构在埃塞俄比亚牧区干

旱期间采用的不同干预措施,并研究针对未来干旱的可能干预措施组合.
(６)抽样和统计

本手册不能完全涵盖抽样方法、样本量和统计分析的技术方面,读者可参

考标准流行病学和社会科学文献,了解各种选择的详细描述.显然,很少对人

道主义危机中家畜干预措施的系统进行影响评估,这可能是因为在应急情况下

应用常规抽样和统计分析存在实际困难.下文并非旨在就评估设计的这些方面

提供权威性指导,而是基于现场的实际评估和在某些操作和资源限制下证明可

行的办法.
抽样方法和样本量———当设计一个影响评估时,机构工作人员经常受到太

多选择和关于抽样方法和样本量问题的阻碍:应如何选择信息提供者,以及选

择多少? 普遍的看法是,科学或严格的评估需要从提供信息者中随机抽取大量

样本,因此超出了大多数执行机构的资源和技术能力.然而,正如本手册中的

多个实例所示,抽样方法取决于评估中提出的问题、所需的证据水平和评估设

计.在一些评估中,通过对少数干预措施和对照组进行比较,可以得出证据的

合理比重 (表２５).因此,即使对于资源有限的当地非政府组织,也可以进行

有用的影响评估.在某些案例中,结果已在同行评审的期刊上发表,表明已对

这些评估实施了一定程度的独立质量控制.
在理想情况下可使用随机抽样,因为它产生的样本具有代表性且无偏倚.

这是许多科学研究的首选方案,因为它具有客观的样本选择过程,而且样本的

结果可以外推至从中抽取样本的更广泛群体.尽管有这些好处,但用于计算样

本量的数学公式通常包含判断性要素,比如相关群体的预期变化水平.通常,
变化水平越高,在指定的统计置信水平内检测变化所需的样本量越小.然而,
样本量计算中使用的误差水平基于统计惯例,因此有可能产生具有统计学意义

但在生物学上不相关的结果,反之亦然 (插文１７).

插文１７　扩群项目中统计显著性与营养和生计显著性的比较

例１:儿童饮奶项目

假设衡量补充绵羊和山羊前后家庭中五岁以下儿童的绝对牛奶消费

量.评估采用随机抽取５０户、２００名儿童的方法.结果分析表明,儿童

牛奶消费量增加,但就体积而言,相对于项目前的情况,增加量没有统

计学意义.评 估 人 员 最 初 的 结 论 是,扩 群 干 预 对 改 善 儿 童 营 养 效 果 不

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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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评估人员更详细地查看了儿童饮用的山羊奶量,并根据重要常量

和微量营养素推荐的每日摄入量分析了这一数据.该分析表明,就关键微

量营养素而言,项目前的羊奶平均消费量不足,而项目后的平均消费量确

实达到了每日摄入量,而且这些微量营养素无法从其他食物来源获得.在

未进行进一步统计分析的情况下,评估人员得出结论,认为引进家畜对儿

童营养发挥了有用的贡献.
这个实例提出了许多评估设计问题,包括在设计阶段提出正确问题的

重要性.然而,它也表明,从羊奶量的统计分析来看,羊奶消费量的变化

不显著,但从儿童营养来看,具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例２:家畜、发言权和地位

假设一个引进动物项目向贫穷的女性户主家庭提供６只母绵羊和山羊,
作为冲突后恢复方案的一部分.采用前后评分法,对１２组妇女进行项目前

后家畜销售收入比较.结果显示,１２个月期间家畜收入没有发生具有统计

学意义的变化.在项目工作人员和女性参与者参加的反馈会议上,评估人

员解释说,该项目没有影响的原因是,妇女们确认她们尚未出售其动物的

任何后代或牛奶.然而,她们也对评估人员的结论提出质疑.她们解释说,
绵羊和山羊的所有权使她们得以在社区中恢复重要的社会关系,在社区会

议上代表自己,并获得当地服务提供者的信贷.她们认为,自项目启动以

来,他们的生计已有显著改善.

随机抽样突出了干预措施的性质、可能产生的影响和操作背景的重要性.
对于大多数应急干预措施,还需要定性解释和洞察力,以提供定量分析背后的

理由.附录４B提供了计算样本量的公式.
在考虑不同的抽样选项时,表２６总结了三种主要抽样方法.

表２６　评价和影响评估的抽样类型

抽样类型 描 述 全部或部分使用此方法的评估

随机抽样

(概率抽样)
　基于任何地点或信息提供者

　被选择的机会均等的原则

　埃塞俄比亚商业化清群

(Abebe等,２００８)

　通常被视为最具代表性的抽样类型,因此也是最

严格的

　引进动物,肯尼亚 (Lotira,

２００４)

　允许将样本的结果外推至更大的项目区域
　兽医服务,阿富汗 (Schreuder
等,１９９６a;１９９６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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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抽样类型 描 述 全部或部分使用此方法的评估

　能在有目标家庭名单和所有选定地点或家庭均可

进入的人道主义背景下使用

　使用数学公式确定样本量,其中包括所需的统计

置信水平 (误差)和相关人群中变化量的预期

　与其他方法相比参与性趋向于较低

　随机化可能会遗漏关键的信息提供者,即对某个

领域或项目具有特定知识的个人

目的性抽样

(非概率抽样)
　利用社区代表、项目工作人员或评估人员的判断

来选择有代表性的地点和信息提供者

　 埃 塞 俄 比 亚 兽 医 服 务

(Admassu等,２００５)　

　当没有采样模式可用时非常有效
　饲料补充 (Bekele和 Abera,

２００８)

　如果实施良好,且描述并遵循了明确的抽样标

准,则为中度严格

　可包括对被判断为执行不力、中等或强有力的领

域的影响进行比较

　如果社区成员参与选择评估地点和信息提供者,

则可能是参与式的

　易受偏见影响,特别是偏向更成功的项目地区或

家庭

方便抽样

(非概率抽样)
　样品容易进入的位置或信息提供者 　各种评估

　最不严格的抽样选择,不太可能具有代表性,尤

其是在较大的项目中

　常用,尤其是在道路交通不畅的潮湿季节或不安

全地区

在人道主义情况下,可能不需要随机抽样进行家畜干预措施的影响评

估,有目的的抽样就足够了.例如,在评估中,将调查结果外推至更广泛的

地区不是一个优先事项,或者安全问题阻碍了访问或阻碍了与当地民众的有

意义互动.对于存在项目内对照组的某些评估,干预组和对照组的比较可能

涉及至少１０个有选择目的的匹配组,并使用常规非参数统计检验分析结果.
使用这种方法时,样本量通常由统计检验和达到统计显著性水平所需的重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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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数决定.
(７)统计检验

以下是在人道主义情况下使用统计检验进行影响评估的三项主要原则:

•　使用的统计检验越复杂,机构工作人员或社区成员理解结果的可能性

就越小,学术界或研究人员就越有可能以方法不当为由对调查结果提

出异议.

•　对于采用随机抽样和相关样本量设计的评估,假设数据呈正态分布,
并使用参数统计检验.

•　对于采用有目的抽样和小样本设计的评估,假设数据不是正态分布,
并使用非参数统计检验.

本文提供一个实例:
兽医服务评估 (Admassu等,２００５)———在３０个易受干旱影响的村庄实

施了一个社区动物卫生工作项目.影响评估是根据１０个村庄的有目的抽样设

计的,每个村庄都有小组讨论.在每个村庄采用前后评分法,要求各组信息提

供者对项目前后重要家畜疫病的总体生计影响进行评分.评分汇总为中位数评

分,并以图形显示 (插文１４).采用非参数检验对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处理和

未处理的疫病进行评分比较.结果显示,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处理的小反刍动

物、牛和骆驼疫病的生计影响评分显著降低.相比之下,对于社区动物卫生工

作者未处理的疫病,生计影响评分有显著变化.
使用矩阵评分法对结果进行三角测量,要求信息提供者使用指标列表比较

不同的兽医服务提供者.结果汇总为中位数得分和范围,并使用非参数检验,
肯德尔一致性系数 (W)评估１０组信息提供者之间的一致性水平 (表２７).

表２７　服务提供者评分汇总矩阵表

指标

服务提供者的中位数分值 (范围)

政府

兽医服务

药物

经销商 (黑市)
传统医学

社区动物

卫生工作者
其他

　“服 务 离 我 们 很 近,

所以我们的动物很快就

会得到治疗”

(W＝０６９∗∗∗)

１１ (６~５) ０ (０~１６) ０ (０~２) １５ (７~２２) ０ (０~０)

　“服务始终有药物可

用”

(W＝０９４∗∗∗)
２ (２~６) ８ (４~１０) ４ (２~６) １４ (１０~２０) １ (０~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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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指标

服务提供者的中位数分值 (范围)

政府

兽医服务

药物

经销商 (黑市)
传统医学

社区动物

卫生工作者
其他

　“药品质量良好”

(W＝０６６∗∗∗)
７ (１~１０) ４ (２~１３) ４ (３~９) １２ (７~１９) ０ (０~２)

　“如果我们使用此服

务,我们的动物通常会

康复”

(W＝０７３∗∗∗)

１ (１~３) ５ (１~１７) ４ (２~８) １９ (６~２３) ２ (１~３)

　“我们从服务提供者

处获得了很好的建议”

(W＝０６２∗∗∗)
１ (０~４) ７ (１~１０) ７ (３~９) １２ (５~１５) ４ (２~１４)

　“这项服务可以治疗

我们所有的动物健康问

题”

(W＝０６９∗∗∗)

５ (３~１２) ４ (０~１５) ９ (０~１８) １１ (５~２３) ０ (０~０)

　“此服务负担得起”

(W＝０７６∗∗∗)
０ (０~６) ６ (０~１９) ４ (２~１０) １８ (４~２４) ２ (０~２)

　“我们信任此服务提

供者”

(W＝０６２∗∗∗)
０ (０~１１) ７ (０~１１) ４ (２~７) １６ (５~１８) ２ (１~５)

　“社区支持此服务”

(W＝０５４∗∗)
０ (０~０) ３ (０~１６) ７ (４~１２) １５ (４~２３) ０ (０~９)

　“服务使用量增加”

(W＝０６２∗∗∗)
３ (０~１１) ０ (０~３) ３ (０~９) ２０ (５~２４) ２ (０~５)

注:信息提供者数量＝１０;W＝肯德尔一致性系数 (∗∗p＜００１;∗∗∗p＜０００１).W 值从０到１
不等;价值越高,信息提供者之间的一致水平越高.

资料来源:Admassu等,２００５.

(８)分析、反馈和报告

参与性影响评估中的一个重要步骤是对关键信息和结果进行初步分析和整

理,然后与当地利益相关方讨论并核实结果.此步骤至少有两方面好处:

１)与社区成员和当地项目或政府工作人员分享结果有助于避免所看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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怨恨,例如,当评估团队收集了大量信息但没有将报告发回给现场人员时.

２)可以通过本地反馈会议来核实临时结果,并及时提供进一步信息来解

释结果.
反馈可在项目地点的研讨会上进行,并应考虑首选当地语言以及对某些类

型信息和演示文稿的熟悉程度.通常应避免复杂的统计分析和结果,大多数结

果可在挂图或宣传册上进行汇总.在进行反馈和核实过程之后,编制并分发最

终报告.报告撰写的详细指导见附件４C.

１０５　成本效益分析

１０５１　成本效益分析的作用

成本效益分析是一种预测或衡量投资经济效益的工具,例如资助者对家畜

应急项目的捐款.成本效益分析用于衡量和评价干预措施在帮助受援者方面的

益处,并将这些益处与干预的成本进行比较.就人道主义背景下的家畜干预而

言,一些效益相对容易量化,因为家畜具有市场价值,生产的牛奶等物品也具

有市场价值.然而,这些干预措施带来的许多重要生计利益难以用货币来衡

量.其中包括各种类型的社会资本,如地方网络和关系;人类福利的各个方

面,如信心或尊严.此外,一些家畜干预措施可以带来好处,例如在应急期

间,帮助维持当地市场或服务提供者,但这些也难以量化.因此,不应将成本

效益分析作为一个独立的工具,而应将其作为评价或影响评估的有益补充.

１０５２　途径、方法和实例

作为评价或影响评估的一部分,成本效益分析要求对效益和成本进行估

计.效益估计通常侧重于可合理置信地分配货币价值的影响类型.在家畜项目

中,这包括减少家畜死亡 (例如在补充饲养或兽医干预中)、从家畜销售中获

得的现金 (例如在商业化清群、屠宰清群或扩群干预中)以及从牛奶或鸡蛋等

家畜产品销售中获得的现金 (例如在引进动物项目中).
为了量化这些类型的影响,来自影响评估和项目监控报告的数据非常有

用,下文提供了两个实例.可以从项目预算、支出记录以及工作人员时间和机

构间接费用的估计数得出成本效益分析的成本估计数据.由于所有这些费用在

大多数组织的例行财务报告系统中通过相同或不同的形式出现,这种信息通常

较易获得.
例１:从项目监控数据中估计效益 (Abebe等,２００８)在干旱期间的一个

商业化清群项目中,组织交易商向牧民购买牛只.项目监控数据表明,每个参

与的家庭平均从出售家畜中获得１８６美元,向所有项目地区的家庭转账现金总

额为１０１万美元.该数字被用作干预措施的已知货币收益.表２８展示了成本

效益分析计算的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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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８　埃塞俄比亚莫亚莱沃莱达的商业化清群干预措施的

大约成本效益比率

收益 (美元)
成本

项目 成本 (美元)

　以平均每头４３８EB (５０３４美元)的价格购买

２００００头牛,需要转移支付８７６０万 EB (１０１万

美元现金)

拯救儿童的费用:

工作人员薪水 ５０９０

车辆费用 ７４７２

研讨/会议 １１５０

临时雇员 ５４２

每日津贴 １６１

管理支持 １００

小计 １４５１５

美元经常性开支 ＠１７％ ２４６８

总成本 １６９８３

市场营销部门成本:

人员和车辆供应 (估计数) ７５００

费用共计 ２４４８３

注:成本效益估计的计算方法是用购买牛所得现金转账的价值除以各执行机构的总费用.

因此,成本效益为:１０１００００美元/２４４８３美元＝４１∶１.

购买牛数量为２万头,是根据参与清群的两名商人估计得出的.

向交易商提供了两笔价值５万美元的贷款.这些款项已全部偿还,因此不包括在费用中.

例２:从影响评估数据中估计效益 (Bekela和Abera,２００８)牛补饲项目

的影响评估包括对已饲喂和未饲喂牛的死亡率估计.然后将这两组牛的死亡

率差异用作可能与饲料项目相关的效益.该评估还检查了饲养牛和未饲养牛

的身体状况差异,并为饲养中心牛的身体改善状况分配了市场价值.其他好

处包括饲养中心的奶牛生产的牛奶和牛犊;饲养中心外的奶牛无奶,无法分

娩牛犊.表２９显示了其中一个不太成功的饲养中心的详细成本效益分析的

结果.
当解释成本效益分析的结果时,正的成本效益比率是指效益超过成本的

比率.第一次查看时,相对于成本的高水平效益表明项目在经济上效益显

著.然而,在比较不同的干预措施时,考虑它们如何受到成本或效益变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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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也是有益的,例如,一项干预措施能否承受实施过程中可能出现的成本

增加和效益减少的情况.干预措施不仅应实现明显的成本效益,还应在当地

市场条件波动的情况下保持稳健.敏感性分析是一种用于预测投入成本上升或

效益下降时成本效益比率变化的工具.表３０的示例使用了表２９的成本效益比

率.结果表明,虽然干预措施的成本效益比相对较低,为１７６∶１,但干预措

施是相当稳健的,当饲料价格上涨２０％或牛和牛奶市场价值下降２０％时,效

益仍为正.

表２９　网络饲养中心补饲的成本效益分析

项目 金额 (美元)

成本

牛饲料成本＝６７天×８００头牛 １７９００

饲料的运输成本 １３３２６

装卸成本 ０

车辆租金 ２６０

普查员和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费用 ５０７

非政府组织技术和管理工作人员费用 ６６６

其他成本 １０３８

非政府组织杂项开支 ３３６９

费用共计 ３６０６７

效益

饲养中心避免的牛损失价值＝(对照组死亡率—喂养组死亡率)×１６３美元① １３０４０

奶牛身体状况改善的价值 (２００８年５月底)＝条件改善的饲养牛的数量×１０９美元② ４４６１６

牛奶价值＝３６６４升×０３３美元,在饲养中心饲养超过６７天③ １２０９

在饲养中心分娩和存活的牛犊价值＝１１８头×５４３０美元④ ６４０７

共计效益 ６５２７２

成本效益比 １８∶１

　　注:①估计牛的市场价值为１６３美元/头.

　　②贫困和中等条件下牛的价格差异;在干旱期间,未饲养的牛的状况没有改善.

　　③测量饲养过的奶牛所产的奶量,乘以奶的市场价值.

　　④饲养奶牛所产牛犊的市场价值;在干旱期间,未饲养的母牛无法养活小牛.

　 １９１

　　１０　监控、 评价及影响评估　



表３０　网络饲养中心补饲的成本效益敏感性分析

牛死亡率、饲

养条件和成本

的变化

成本效益 (相对于现场模型的比例变化)

现场模型
干旱结束时牛和牛奶的市场价值

增长１０％ 增长２０％ 减少１０％ 减少２０％

现场模型 １７６ １９４ (１０％) ２１１ (２０％) １５８ (－１０％) １４１ (－２０％)

牛死亡率

增长１０％ １６６ (－５７％) １８２ (３５％) １９９ (１３％) １４９ (－１５３％) １３２ (－２５％)

增长２０％ １５５ (－１１９％)１７０ (－３５％) １８６ (５７％) １３９ (－２１％) １２４ (－２９５％)

牛的身体状况

增长１０％ １８８ (６８％) ２０７ (１７６％) ２２６ (２８４％) １９６ (１１４％) １５１ (－１４２％)

增长２０％ ２００ (１３６％) ２２０ (２５％) ２４ (３６４％) ２０７ (１７６％) １６ (－９１％)

饲养成本

增长１０％ １６７ (－５１％) １８４ (４５％) ２０１ (１４２％) １５０ (－１４８％) １３４ (－２３９％)

增长２０％ １５９ (－９７％) １７５ (－０６％) １９１ (８５％) １４３ (－１８８％) １２７ (－２７８％)

资料来源:Bekele和 Abera,２００８.

１０６　结论

在建立LEGS期间使用的回顾程序表明,缺乏对家畜应急项目的循证评

价或影响评估.尽管一系列组织和方法方面的挑战倾向于阻碍影响评估,但越

来越多的方法和手段使利益相关方能够超越轶事和特别访谈,迈向更系统和更

有说服力的方法.这一最新趋势的核心是将参与性影响评估作为一种灵活的方

法,将本地知识和认知的优势与稳健的方法、分析和交叉检查相结合.有必要

进一步应用和使用这些方法,并与社区合作评估灾害中的家畜项目,并将结果

纳入未来项目,继续完善最佳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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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１　家畜清群/扩群:体况评分

牛的体况评分

状况分值１
脊椎骨突出

臀部和肩部突出

肋骨清晰可见

尾根部凹陷

身体骨骼突出在外

状况分值２
脊椎骨清晰可见

肋骨微弱可见

尾根部轻微凹陷

瘦骨嶙峋

状况分值３
脊椎骨微弱可见

肋骨基本看不到

尾根部不凹陷

身体基本匀称

状况分值４
脊椎骨不可见

肋骨包裹较好

尾根部轻微突出

身体圆润

状况分值５
脊柱骨展示出沉积脂肪

肋骨包裹很好

尾根部十分突出

身体突出富含脂肪

资料来源:http://wwwdaffqldgovau/data/assets/pdf_file/００１５/５３５２０/AnimalＧHDＧInvestiＧ
gationＧConditionＧscor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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驴的体况评分

１差

２中等

３好

４胖

５非常胖

资料来源:http://wwwgovscot/publications/２００７/１０/１６０９１２２７/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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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的体况评分

状况分值１
臀部下陷

身体后１/４部分极度消瘦

尾根部凹陷

肋骨凸出

脊柱和臀部骨头凸出

脖子凹陷,又窄又松

身体骨骼突出在外

状况分值２
脊椎两侧的臀部明显

依然可见消瘦

肋骨轻微可见

窄而结实的脖子

脊椎骨可见

状况分值３
臀部圆润

肋骨容易摸到

脖子结实,无隆起

状况分值４
非常圆润的臀部

有背沟

肋骨和盆骨很难发现

颈部有轻微隆起

状况分值５
膨大的臀部

背沟很深

肋骨不可见

颈部隆起明显

有明显的脂肪皱褶和团块

　　资料来源:http://wwwdaffqldgovau/data/assets/pdf_file/００１５/５３５２０/AnimalＧHDＧInvestiＧ

gationＧCondition－scores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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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２A　兽医支持:临床兽医服务
———常用药

兽医师和助理兽医师等专业人员开展工作时需要基础医疗用品和设备.下

文概述了家畜治疗的常用药物,并提供部分畜种的信息.由于部分药物对某些

畜种可能造成危险,必须确保对不同畜种使用正确药物,这同样适用于设

备———采购和使用药物时必须听从兽医的建议,下面注释仅作为一般的指南.
兽医人员使用药品和设备必须遵守各国的具体规定,兽医人员需要经常查阅药

物处方,以确保特定动物使用正确的药品、剂量.
(１)抗生素

抗生素使用时要重点考虑耐药性问题,使用剂量不足或抗生素滥用都会增

强微生物耐药性.

•　３０％土霉素是常见的长效广谱注射用抗生素,可用于大小反刍动物的

治疗.可以用于治疗细菌引起的肺炎、出血性败血症、炭疽、乳腺炎

和子宫炎等细菌性疫病;也可用于治疗血液寄生虫和肠道寄生虫引起

的疫病,如巴贝斯虫病 (蜱热)、东海岸热、球虫等.３０％土霉素可

用于所有动物和鸡,但由于其可造成马注射部位坏死,不能直接用于

马匹的治疗.土霉素可以使用不同浓度,可制成注射溶液、口服粉

剂、软膏、局部粉剂或喷雾剂等多种剂型.

•　５％或１０％土霉素可应用于马的治疗,但由于有效时间较短,需要多

次注射.可用于治疗呼吸道疫病和血液寄生虫引起的疫病.

•　青霉素是一种窄谱抗生素,常与链霉素联用以扩大抗菌谱.可使用青

霉素治疗的疫病包括:创伤、呼吸道感染、破伤风、炭疽、乳腺炎、
炭疽、子宫炎、脓肿和足部腐烂等.可制成注射针剂、阴道药栓或乳

内制剂.青/链霉素可用于治疗反刍动物、猪和骆驼.

•　甲氧苄胺嘧啶是一种广谱抗生素,通常与磺胺类抗生素联合使用,磺

胺类抗生素常用于治疗马匹,可有效治疗溃疡性淋巴管炎、尿路和呼

吸道感染.

•　马在注射抗生素时经常会有副反应 (疼痛、肿胀),因此只能使用推

荐的几种抗生素,口服抗生素是马的首选治疗方法,不能使用油基注

射抗生素.

•　骆驼的最大问题是许多抗生素没有对其使用剂量说明.在没有说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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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可参照牛的说明书使用.

•　抗生素眼膏 (不含类固醇)可用于治疗所有动物眼部感染.由于类固醇

会加重角膜溃疡,因此含有类固醇的抗生素不能用于此类疫病的治疗.
(２)消炎药

•　莨菪碱是一种抗痉挛药,有时与止痛剂二吡喃酮 (一种非甾体抗炎

药)联合使用,可治疗马的绞痛,也可治疗牛的腹泻.

•　氟尼新和美洛昔康可用于治疗马的绞痛、马和反刍动物的跛足等

疫病.

•　苯丁氮酮通常用于治疗马的跛足,对于马科动物口服制剂比注射剂效

果更好.
(３)抗寄生虫药 (内用和外用)

①驱虫药

虽然苯并咪唑类药物的抗药性十分普遍,但仍广泛使用.它们包括:

•　阿苯达唑可用于控制反刍动物、马匹和骆驼消化系统中的蛔虫和成年

肝吸虫,可制为液体制剂或丸剂.

•　芬苯达唑和甲苯达唑都能控制马和骆驼消化系统中的蛔虫,芬苯达唑

也可用于治疗反刍动物和马的肺吸虫.
其他常用的驱虫药包括:

•　左旋咪唑可用于控制反刍动物消化道的大多数蛔虫和眼虫.它对肠道

寄生虫的效果不如阿苯达唑,不能控制吸虫.可作成口服液制剂和注

射剂.

•　伊维菌素可用于治疗多种外部 (尤其是疥疮)和内部寄生虫,但价格

较高.可作反刍动物、猪和骆驼用皮肤注射剂、灌注制剂或马用口服

制剂.

•　哌嗪对家禽中的蛔虫具有活性,可添加在饲料或水中使用.

②杀虫剂

•　马拉硫磷对各种体外寄生虫有效,如螨虫、跳蚤、蜱和虱子,通常用

作家禽的除尘粉.

•　杀螨剂主要用于控制反刍动物体内的蜱虫,可做成液体浓缩制剂,稀

释喷洒、浸泡、液体倾注、溶解于水或外用软膏.溴氰菊酯是一种常

用的喷淋制剂 (商品名为SpotOn ,Butox ).胺三氮螨 (商品名

为 Aludex ,Tacktic )是一种常用的喷雾或洗涤制剂.
　马匹很容易中毒,甚至被某些杀虫剂致死,例如阿米特拉斯会引起严

重的绞痛.六氯化苯 (商品名为 Gammatox)可以安全地用于马匹疥

疮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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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原生动物药物

•　锥虫酸是用于治疗锥虫病的药物.其中一些药物为管制药品,只能从

少数合法来源获得.有几种不同的药物可供选择,乙二胺 (溴化氢

溴酸钠)、异戊胺 (氯化异戊胺)和贝雷尼 (二甲萘嗪)以及西美拉

散 (美拉沙明)可用于骆驼.这些药物可以是可注射的 (液体或粉

剂)或口服小药片.乙醯胺、贝雷尼和三氯乙烯可以用在牛身上,也

可以小心地用在马匹身上 (马匹的耐受水平比牛低,并且可能有严重

的注射部位反应).

•　二丙硫脲酰亚胺脲 (Imizol ):用于治疗血液中原生动物引起的无浆

体病和巴贝斯虫病.治疗马匹时应特别小心,因为这些药物的治疗范

围很窄,应征求专家意见.

•　多种维生素:这些通常作为注射制剂,当与均衡饮食结合使用时,有

助于虚弱动物的康复.

•　治疗绞痛和便秘的药物:需根据动物类型选择使用.液体石蜡、亚麻

籽油、硫酸镁和蓖麻油等可用于马科动物的绞痛.硫酸镁 (爱普生盐

类)也可用于缓解反刍动物的肿胀和治疗食物中毒的动物.绞痛通过

胃管给药时,需要兽医或熟练的兽医助手进行插管给药.

•　防腐剂:常用的包括碘酊 (最高浓度为０１％)、沙夫隆、工业酒精

和龙胆紫,可根据使用的药物情况来清洗或治疗伤口.盐水 (１升水

中放两茶匙)是清洁伤口的一种既便宜又有效的方法.

•　凡士林是治疗伤口、压疮和蹄破裂的廉价方法.

•　氧化锌软膏有助于处理清洁后的伤口.

•　酒精/医用酒精用于清洁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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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２B　兽医支持:临床兽医服务———基层

动物卫生工作者医药箱配备

以下是基层兽医使用的兽药建议清单.本文中有关基层兽医作用和责任的

建议仅适用于承认基层兽医地位的国家.此外,基层兽医实际使用的药物应符

合所在国家的法律法规的规定.

•　土霉素

•　５％或１０％土霉素 (马用)

•　青霉素

•　含磺胺的三甲氧吡嗪 (马用)

•　阿苯达唑

•　伊维菌素

•　杀锥虫剂:乙醯胺 (溴化氢溴酸铵)、贝雷尼 (氯化异丙胺)、西马拉

散 (骆驼用美拉沙明)

•　马拉硫磷

•　溴氰菊酯或阿米特拉唑

•　多种维生素

•　凡士林

•　碘或碘伏

•　医用酒精

•　氧化锌

临床用设备取决于动物类型,主要包括:

•　塑料注射器,可重复消毒

•　针头 (可重复消毒,但不建议马用):
—　反刍动物１４、１６、１８号

—　马１８、１９、２０号

—　骆驼１７号

—　猪１４、１６、１８号

—　家禽２５、２７号

•　自动免疫注射器２０毫升、自动免疫注射器针头 (按照不同动物类型

准备)

•　用于大型动物的钳子 (仅用于牛,不能用于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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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羊/绵羊用钳子

•　蹄刀

•　临床温度计

•　套马绳或缰绳

•　脱脂棉

•　剪刀

•　手术刀片

•　去角线

•　用于消毒设备的金属容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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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２C　兽医支持:公共部门兽医

职能———犬只管理

战争期间,随着人口迁移到难民营,犬的数量如果不加以管理可能成为额

外的卫生和公共卫生问题.犬一般跟随难民,在营地内或周围游荡寻找食物.
如果把人的尸体留在废弃的村庄和城镇,犬会咬食尸体,并在晚上回到营地.
在难民营里有主人的犬只和无主犬只,要区别对待.虽然犬可以在营地保护主

人和孩子,但也可能通过下列方式造成健康风险:

•　犬咬人,攻击人;

•　狂犬病和其他人畜共患病 (如钩端螺旋体病)等疫病的传播;

•　流浪犬和食腐犬也会以人体为食.
可采取的干预措施:

①狂犬病与犬咬伤防范意识

公众需要加强流浪犬风险和狂犬病传播的风险意识.宣传犬咬伤预防和处

理措施 (如用大量肥皂和水清洗伤口,并向医疗站报告).

②犬只狂犬病疫苗免疫与养犬责任

给犬接种疫苗是预防狂犬病的最好方法.应加强犬只的狂犬病疫苗免疫,
并做好标记 (如项圈、油漆、耳标),以避免重复.

③通过扑杀控制犬的数量

虽然不提倡淘汰犬只,但在重大危机情况下,或者是流浪犬只数量过多对

公众健康造成严重威胁的情况下,可将减少犬只数量作为应急措施.需要注意

的是,减少犬只数量不可作为长期解决方案.
过去马钱子碱常被用来淘汰犬只,但由于其危险性较强,现在已禁止使

用.马钱子碱能造成缓慢而痛苦的死亡,它的毒性较强,会造成环境污染,对

实施者造成风险,并可能误杀其他非目标物种.
在一些情况下,射杀犬只可能是唯一可行的解决办法,必须在征得有关的

各方利益相关者的同意下,谨慎实施.由军队/警察或野生动物部门等专业人

员采取人道的方式实施.

OIE «陆生动物卫生法典»提供了有关流浪犬种群控制意见的更多信息.
更多关于犬只安乐死方法可参照法典第７７章.请参阅:http://wwwoie
int/indexphp?id＝１６９&L＝０&htmＧfile＝chapitre_１７７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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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２D　兽医支持:公共部门兽医职能
———尸体处置

(１)掩埋

掩埋是最常见的尸体处理方式,对专业知识要求较低,易于组织和实施,
处理费用通常也较低.

所需设备材料包括:挖掘设备 (基础的手动工具或机械)、覆盖材料 (通
常可在挖掘过程获得)和石灰.如果土壤含水量较低,则可能需要底层 (如黏

土等)来减少对环境的破坏.掩埋操作相对简单,但实施时仍需谨慎.使用挖

掘机挖坑是最好的挖掘方式,可以挖出垂直的深坑,并能将表土与底土分开放

置.挖掘机可用来填土,可在不触碰尸体的情况下封闭掩埋坑.如果无挖掘机

可用,也可使用装载机、推土机、平地机和反铲或通过人工挖掘掩埋.可通过

现金等方式给予实施者相应补贴.
掩埋坑必须足够深,以确保在将尸体放入坑中后,覆盖物的深度至少能够

达到１５~２米.厚厚的覆盖物会将尸体与环境隔离开来,防止食腐动物将尸

体挖出来,防止覆盖物被雨水冲走.坑底必须至少高出地下水位１米.每头成

年牛或５只成年羊的体积约为１５立方米.例如,一个宽３米、深５米的坑,
在地面２５米范围内装满尸体,每延米可容纳５头成年牛 (３×２５×１＝７５
立方米;７５/１５＝５头牛或２５只羊).

由于在分解过程中会产生大量气体,尸体往往会膨胀.对于大型反刍动物

来说尤其重要,可能会导致尸体再露出掩埋点.为了防止这种情况发生,可在

放入坑中前刺穿尸体.
用石灰覆盖尸体可以保护尸体不被食肉动物刨开,也可防止蚯蚓在掩埋点

封闭后将污染物带到地表.在尸体上覆盖一层土 (约４００毫米),并在掩埋完

成前增加一层熟石灰.由于潮湿可引起石灰的分解,石灰不能直接覆盖在尸

体上.
在封闭后需检查掩埋地点,在发生渗漏或其他问题时应采取措施使掩埋点

复原.掩埋点重新使用之前,一般是在掩埋完成几个月后,应再次检查以确保

没有对畜群造成生物或物理威胁.
较大的掩埋点应该谨慎地选择,必须监测地下水情况确保选择合适的底

层.但是掩埋处置也有其局限性,当尸体数量较多时,很难找到足够安全的掩

埋地点和可供使用的机器.这时,尸体焚化就成了唯一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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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焚烧

焚烧的几种方式都较为便宜、有效①.
焚烧所需的主要材料是燃料,用来确保完全燃烧.一般地方都能保障燃料

充分.以下可作为每头 (只)成年大型动物的焚烧指南:

•　大木料:３块,２５米×１００毫米×７５毫米;

•　稻草:３包;

•　小木料:３５千克;

•　煤炭:２００千克;

•　液体燃料 (柴油,不可用汽油):５升.
燃料需求量可根据１具成年牛尸体相当于４头成年猪、４只山羊或４只成

年羊来估算.轮胎、其他塑料或橡胶材料可用来助燃,但会造成污染和有毒烟

雾,应注意避免污染环境.
若选择露天燃烧,则需要上述类型的挖掘设备.
在实施时,选址特别重要.明火可能直接威胁到易发生火灾的居民点或景

点.露天燃烧需要将尸体放在足够的燃料上,燃料和尸体的排列需要保证气流

能从下面进入充足,才能在最短的时间内燃烧充分.火床的位置应与风的方向

成直角,以最大限度通风.可通过在火堆下挖沟或升高火床来提供空气空间.
燃料应迎风堆放,火势从燃料侧升起,尸体放在另一侧.火床的宽度取决于要

燃烧的尸体的大小:２５米长、１米宽可放置１头成年牛.
坑烧,又称气幕焚烧,是一种利用风机送风在坑内燃烧物料的技术.该设

备由一个大容量风扇 (通常由柴油机驱动)和管道组成,将预热的空气输送到

沟槽的长边.气流的角度制造一个气幕,作为焚化炉的顶部,提供氧气,从而

引起高温燃烧.热空气在坑内循环,实现完全燃烧.启动燃烧需要额外的燃

料,但一旦火燃烧起来,燃料需求就会减少.坑式燃烧适合相对较小规模的连

续运行,并且具有可运输的优点.它们特别适合猪和羊的尸体处理.
(３)堆肥

堆肥处理是一种可行的方法,若操作得当具有两个优点:一是避免了挖坑

和潜在的地下水污染;二是将尸体转化为有价值的肥料.在所描述的３种尸体

处理方式中,堆肥最为环保.堆肥过程中达到的温度足以杀死包括流感病毒

(如高致病性禽流感病毒)在内的大多数病毒.可与所有家畜的尸体一起进行,
但不适宜处理数量较大的动物,只能处理小规模动物.堆肥需要更多的专业知

识,也需要更长的时间,比其他方法需要更多的劳动投入.此外,极端干燥或

潮湿的天气也会影响处理过程中的温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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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经费用于隔离或保护堆肥区免受食腐动物侵害所需的材料.此外,需

要使用大量有机物制作一个垫,来完全覆盖尸体.通常可以用锯末、干草、稻

草、肥料、刨花和树叶等成分的混合制作.在干燥条件下进行堆肥需要加水.
使用长杆温度计来监测堆肥过程中的温度.

在堆肥过程中,尸体放置在有机料床上并充分覆盖.为避免尸体膨胀,堆

肥前要进行穿刺处理.内部温度将在头两天升高,并在１４天内升高至７０℃.
当温度开始下降时,堆料 (包括所有剩余的尸体)需要混匀,以保证进一步堆

肥所需要的氧气.一般来说,堆肥过程需要６个星期到几个月,具体取决于尸

体的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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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３A　应急期间反刍动物饲料供给:
价值系数法

价值系数分别表示饲料的能量密度和蛋白质密度,补充饲料方案应确保至

少有其中一种饲料.在一些情况下,一些粗饲料仍然可用,在这种情况下,蛋

白质饲料可用来平衡反刍动物的饲料.
下表是两种饲料搭配进行效益成本比较的方法.
(１)快速 “红绿灯”系统

为了快速评估特定情况下不同饲料的贡献情况,可根据 “红绿灯”系统对

这些饲料进行分类:

● 高浓度能量或蛋白质

◆ 中浓度能量或蛋白质

■ 低浓度能量或蛋白质

下表列出不同的饲料组合,并为每个组合指定了颜色,可按照以下规则协

助选择饲料:

•　如果饲料在成本上相似,选择绿色饲料 (●)优先于黄色饲料 (◆),
同样黄色饲料 (◆)优先于红色饲料 (■).

•　相同颜色的饲料可选择便宜的.

•　如果饲料的颜色和成本都相同,可任意选择.

•　如果饲料颜色相同或不同,但成本差异很大,则可使用价值系数法

选择.
(２)价值系数的对比

使用 “红绿灯”系统可以不用计算,但是 “红绿灯”并不能实现区分所有

组合.
下表中的价值系数可使成本效益分析更加精确.在对比最佳的能量和蛋白

质饲料时,可使用价值系数法.价值系数为１０的饲料相对营养价值最高.高

值系数饲料含有较高的能量 (或蛋白质),而较低系数的饲料代表较差的饲料.
能量或蛋白质饲料 (即价值主要为能量或蛋白质来源的饲料)的价值系数分别

计算.
同一种饲料可能同时出现在能量和蛋白质库中 (例如,玉米籽粒的能量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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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数较高,而蛋白质值系数较小).
以下示例说明如何使用价值系数法比较三种待选的蛋白质饲料的相对成本

效益:

饲料名称
饲料价值

(作为饲料时)

价值系数

(A)

当地的成本

(B)

对比比较

(A×B)

棉籽饼 ● ９ １８９ １７０１

油菜籽、菜粕 ● ７ １３５ ９４５

芝麻粉 ● ８ １５０ １２００

由于所有这些饲料的营养价值相似,很难用 “红绿灯”法来决定哪种饲料

最划算

使用价值系数法进行比较:

•　输入待选饲料的当地成本 (即:作为动物饲料的成本).

•　将每个交付成本乘以相应的价值系数,并将结果输入表格.

•　比较不同饲料的计算结果.价值最小的饲料即为最具成本效益的

饲料.
菜籽粕和芝麻粕的计算结果差别不大,但是菜籽粕则更具成本效益.虽然

棉籽饼有更好的营养品质,但它成本较高,不如其他两种饲料经济.
能量饲料也可以用相同的方式进行比较.
价值系数表示饲料相对质量,因此可应用于不同类型的家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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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成本比较表　在应急情况下提出的反刍动物能量饲料方案

能量饲料

饲料名称

饲料价值

(作为饲

料时)

价值系数

(A)

注释 当地价格

(B)

对比

(A×B)

值最小的饲料

是最经济的

精饲料 (种子和果壳)１

大麦 ● ９

大麦 麸皮 ● ８

豇豆 ● ９

玉米 ● １０

玉米 麸皮 ● ８

小米 ● ８

燕麦 ● ８

水稻 ◆ ９

米糠 ◆ ７

黑麦、黑麦麦片 ● ９

黑麦 麸皮 ● ８

小麦 ● １０

小麦 中等,白色 ● ８

麦麸 ◆ ７

豌豆 ● ９

豌豆、豌豆 麸皮 ● ８

干草和干饲料２

苜蓿 开花 ◆ ６

苜蓿 开花后 ◆ ５

三叶草 (红色、红车轴草、开花) ◆ ６

三叶草 (红色、红车轴草、开花后) ■ ５

三叶草 (红色、白三叶、开花) ◆ ６

三叶草 (白色、红车轴草、开花) ◆ ６

豇豆 ◆ ６

小米 ◆ ６

燕麦、开花前 ◆ ６

燕麦、野豌豆、燕麦＋豌豆、开花 ◆ ６

燕麦、野豌豆、燕麦＋豌豆、开花后 ◆ ５

花生、成熟 ◆ ６

大豆、晚花期 ◆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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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能量饲料

饲料名称

饲料价值

(作为饲

料时)

价值系数

(A)

注释 当地价格

(B)

对比

(A×B)

值最小的饲料

是最经济的

苏丹草、高粱 ■ ５

特氟芙,开花后 ◆ ６

混合干草 ◆ ６
青草

须芒草 ■ ５

臂形草 ■ ５
狼尾草 ■ ５

黍 ■ ４

狗尾草 ■ ４
虎尾草 ■ ４

星星草 ■ ４

草皮 ■ ４
危地马拉草 ■ ４

新鲜牧草

芭蕉,整株 ◆ ７
豇豆,早/盛花期 ◆ ７

玉米、乳熟期 ◆ ７

玉米、蜡熟期 ◆ ７
玉米、成熟 ◆ ７

小米 ◆ ６

燕麦,开花前 ◆ ７
高粱 ◆ ７

苏丹草,开花前 ◆ ７

苏丹草,盛花期 ◆ ６

苏丹草,晚花期 ◆ ６
甜菜叶 ◆ ７

甘蔗,整株 ◆ ６

甘蔗,顶部,成熟 ◆ ６
向日葵,早花 ◆ ６

野豌豆、红芪 ◆ ６

农作物秸秆

大麦、大麦 ■ ５

大麦,氢氧化钠处理　 ■ 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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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能量饲料

饲料名称

饲料价值

(作为饲

料时)

价值系数

(A)

注释 当地价格

(B)

对比

(A×B)

值最小的饲料

是最经济的

氨处理大麦 ■ ５

可可皮,可可 ■ ５

亚麻籽、亚麻仁 ■ ４

玉米 ■ ５

小米 ■ ５

燕麦 ■ ４

氨处理燕麦 ■ ５

燕麦壳 ■ ４

豌豆 ■ ５

水稻 ■ ４

稻壳 ■ １

大豆 ■ ４

小麦 ■ ４

小麦,氢氧化钠处理 ■ ５

小麦,氨处理 ■ ５

小麦壳 ■ ３

大豆 壳、干豆 ◆ ７

农副产品

柑橘,干燥 ● ９

糖蜜、甜菜 ● ８

糖蜜、甘蔗 ● ８

菠萝罐头残余,干燥 ◆ ７

新鲜甜菜浆 ● ８

甜菜浆,青贮 ◆ ７

甜菜浆,压榨/青贮 ● ８

干甜菜浆 ● ８

　　１ 表中列出的麸皮也是很好的蛋白质来源,在应急情况下可以与粗饲料混合使用.

２表中列出的饲料原料也是相当好的蛋白质来源,在应急情况下可以作为单一的饲料使用.

饲料能量价值系数(F)＝{９×[(ME(F)－ME(min)]/[(ME(max)－ME(min))]}＋１,数据详见附录５.

可代谢的能量 (ME)以反刍动物为例进行计算,最小值 [ME(min)]和最大值 [ME(max)]等于１８兆

焦/千克和１４６兆焦/千克数据表中的干物质,ME (F)是饲料的代谢能,单位为兆焦/千克干物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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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效益成本比较表　在应急情况下提出的反刍动物蛋白质饲料方案

蛋白质饲料

饲料名称

饲料价值

(作为饲

料时)

价值系数

(A)

注释 当地价格

(B)

对比

(A×B)

精饲料 (农工副产品)

椰子,提取粉 ◆ ４

椰子饼 ◆ ４

棉籽,脱皮提取粉 ● ９

棉籽,去皮饼 ● ８

棉籽,部分脱皮提取粉 ● ７

棉籽,部分脱皮提取饼 ● ７

花生,去壳、提取粉 ● ９

花生,去皮、饼 ● ９

花生,部分去壳和粕 ● ９

花生,部分去壳饼 ● ８

亚麻籽,亚麻仁、提取粉 ● ７

亚麻籽饼 ◆ ６

芥末,白芥子、提取粉 ● ７

芥末籽饼 ● ７

橄榄,橄榄油、提取粉 ■ ２

橄榄饼 ■ ２

棕榈仁,鹅掌楸提取粉 ◆ ４

棕榈仁饼 ◆ ４

油菜籽,甘蓝型油菜、提取粉 ● ７

菜籽饼 ● ７

红花籽,红花、提取粉 ◆ ５

红花饼 (两个都是半碎的) ◆ ４

芝麻籽,提取粉 ● ８

芝麻饼 ● ８

大豆,烘烤、提取粉 ● ９

大豆饼 (未脱皮) ● ７

向日葵,部分去壳提取粉 ● ７

向日葵,部分去壳饼 ● ７

向日葵,去皮提取粉 ● ７

向日葵,去壳饼 ● 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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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蛋白质饲料

饲料名称

饲料价值

(作为饲

料时)

价值系数

(A)

注释 当地价格

(B)

对比

(A×B)

酵母,啤酒酵母、酿酒酵母、新鲜 ● １０

玉米蛋白饲料 ◆ ５

新鲜啤酒糟 ◆ ５

青贮啤酒糟 ◆ ４

酒糟、大麦 ◆ ５

酒糟、玉米 ◆ ５

酒糟、高粱 ◆ ５

酒糟、小麦 ◆ ６

麦芽、干的 ◆ ５

新鲜牧草１

苜蓿、开花前 ◆ ４

苜蓿、开花 ◆ ４

苜蓿、开花后 ■ ３

埃及车轴草,亚历山大三叶草,开花 ◆ ４

埃及车轴草,亚历山大三叶草,开花后 ■ ３

三叶草,红色,开花 ■ ３

三叶草,红色,红车轴草,开花 ◆ ４

羽扇豆,白色,开花 ◆ ４

狭叶羽扇豆,蓝色,开花 ◆ ４

黄羽扇豆,黄色,开花 ◆ ４

大豆、盛花期 ■ ３

大豆、蜡熟期 ■ ３

野豌豆,普通,豌豆,开花 ◆ ５

豇豆 ◆ ５

豌豆 ◆ ５

树叶和牧草

大花田菁 ◆ ４

银合欢 ◆ ４

墨西哥丁香 ◆ ４

儿茶树 ◆ 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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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

蛋白质饲料

饲料名称

饲料价值

(作为饲

料时)

价值系数

(A)

注释 当地价格

(B)

对比

(A×B)

海棠 ◆ ４

麸皮和谷物

大麦 ■ ２

大麦 麸皮 ■ ３

豇豆 ■ ５

玉米 ■ ２

玉米 麸皮 ■ ３

小米 ■ ２

燕麦 ■ ３

水稻 ■ ２

米糠 ■ ３

黑麦、黑麦麦片 ■ ２

黑麦 麸皮 ■ ３

小麦 ■ ３

小麦麦心,白色 ■ ３

麦麸 ■ ３

豌豆、豌豆 麸皮 ■ ３

１这类饲料表中列出的饲料也是很好的能量饲料.

注:以上所列的饲料也是不错的能量饲料.这些蛋白质饲料易于运输和获取,在应急情况下可作

为蛋白质来源,也可作为粗饲料的补充 (示例见第３３４节).油籽饼膳食应优先于谷物作为粗饲料的

蛋白质补充物.

所用数据见附录５.取粗蛋白质 (CP)含量进行计算,数据表中的最小值 [CP(min)]和最大值

[CP(max)]分别为２５克/千克 (以干物质计)和５９６克/千克 (以干物质计).CP (F)是饲料的粗蛋

白,单位为克/千克 (以干物质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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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３B　应急期间反刍动物饲料供给:
定量供应

当确定了目标和方案后,这些方案可用于指导目标动物定量供应.这是一

个定向供应的过程.
本节介绍两种定量供应方案:

•　使用指南表;

•　将指南表与价值系数相结合.
这两种方法是现成和粗略的,只需要少量的信息就可以实现,只能粗略指

导最佳的饲养水平 (将指南表与价值系数联用可以提高精度).
因此,可根据具体的生产目标,通过监控动物的情况进行微调饲料.可以

对供应量进行小的调整,无需重新设计饲料方案,也可使用更复杂的定量配给

系统.
(１)使用指导表进行配给

下表可用来直接确定四个生产目标所需的饲料量 (见第６章).对于不同

动物 (牛和水牛、绵羊和山羊等),可单独使用干草为基础饲料,也可使用干

草与精饲料混合的饲料.

•　粗饲料表中的空白表示不能够实现特定的生产目标.粗饲料补充剂表

中的空白表示单独使用干草可以更经济地实现生产目标.

•　如果需要,可以通过假设营养补充剂大约是粗饲料的两倍来调整粗饲

料和补充剂的比例.因此,４５千克粗饲料和０５千克补充剂的配给

大致相当于３５千克粗饲料和１０千克补充剂的配给.

•　干草是补充饲料计划中最常用的基础饲料,可作为粗饲料的参照.可

以通过将表中粗饲料 (干草)数值乘以３来计算使用新鲜草料作为基

础粗饲料的量,或者通过将粗饲料数值乘以１５计算使用农作物秸秆

的量.
(２)反刍动物饲养注意事项

•　动物所需的干物质:
—　限制减重:约为体重的１２５％.
—　保持体重:约为体重的１５０％.
—　恢复体重:约为体重的２０％.
—　提高生产水平:高达体重的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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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和水牛 (每天饲喂的饲料,千克)

生产目标

粗饲料 限制减重 保持体重 恢复体重 提高生产水平

小动物 (＜２５０千克) ＜３５ ＜４２

中动物 (２５０~４５０千克) ３５~６３ ４２~７５

大动物 (＞４５０千克) ＞６３ ＞７５

生产目标

粗饲料 精饲料 限制减重 保持体重 恢复体重 提高生产水平

小动物 (＜２５０千克) ＜３２ ０５ ＜３２ ０８ ＜３２ １２

中动物 (２５０~４５０千克) ３２~５７０５~０９３２~５７０８~１５３２~５７ ２２

大动物 (＞４５０千克) ＞５７ ＞０９ ＞５７ ＞１５ ＞５７ ＞２２

绵羊和山羊 (每天饲喂的饲料,千克)

生产目标

粗饲料 限制减重 保持体重 恢复体重 提高生产水平

小动物 (５０千克) ０７ ０９

大动物 (１００千克) １４ １８

生产目标

粗饲料 精饲料 限制减重 保持体重 恢复体重 提高生产水平

小动物 (５０千克) ０７ ０１ ０７ ０２ ０７ ０５０

大动物 (１００千克) １４ ０２ １４ ０４ １４ １０

　　—　表中的数字是 “饲喂”的量,而不是干物质的量.干物质假定为

“饲喂”量的９０％.

•　中等质量粗饲料的干物质供给达到动物体重的１５％,可满足保持

体重的需要.中等质量的粗饲料代谢能含量为８ 兆焦/千克,粗蛋

白含量为８０克/千克.在开花中期的各种绿色饲料都是中等质量的

粗饲料.开花前收获的饲料可作为优质粗饲料,其代谢能含量为

１０兆焦/千克,粗蛋白含量为１００~１２０克/千克.谷类作物种子形

成后收获的饲料和秸秆等可视为低质量粗饲料,代谢能量含量为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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兆焦/千克 (以干物质计),粗蛋白质含量为２０~５０克/千克 (以干

物质计).

•　根据饮食的营养质量和生产水平,动物可以食用高达体重３５％的干

物质.但是,如果饲料含水量高的话,动物将每天摄取不到自身体重

３５％的干物质.

•　由于粗饲料比精饲料便宜,而且粗饲料通常是当地可用的饲料资源,
草食动物饮食中的粗饲料成分是必需的,因此首先应从粗饲料中获取

干物质需求.随后应评估:①粗饲料提供的营养量;②需要补充精饲

料以满足特定的营养需求.

•　只有在特殊情况下 (即当粗饲料不能满足营养需求时),才可按照每

２千克粗饲料、１千克精饲料的比例来代替粗饲料,如上文所示.在

某些紧急情况下,如果精饲料更容易运输,而粗饲料的供应不足,１
千克粗饲料可以用０５千克的补充剂代替.但是,必须注意粗饲料在

总饲料中的比例不能低于３０％.典型的精饲料应具有以下成分 (克/
千克,以干物质计):粗蛋白质１２０~１６０、能量８０~１０５兆焦、粗

纤维１２０~３００、灰分４０~７０、钙７~１１和磷４~６.精饲料中黄曲霉

毒素B１ 应小于２０微克/千克.

•　低质量粗饲料需要加精饲料 [代谢能１０兆焦/千克 (以干物质计)和

粗蛋白１６％ (以干物质计)],每天添加１千克可用于维持体重,添

加２千克可用于产奶１千克或育肥牛增重３００克.

•　随着生产水平的提高,粗饲料与精饲料 (干物质)的比例范围可介于

１００∶０ (用于维持体重)到３５∶６５之间.

•　临时饲喂中等质量的粗饲料 [代谢能８兆焦/千克 (以干物质)和粗

蛋白１０％ (以干物质计)]足以生产２~５千克牛奶.

•　低质量粗饲料的摄入量通常限制在体重的１０％~１２５％,无法满足

维持体重的要求.如果粗饲料质量好,只喂粗饲料就可以满足维持体

重的要求.
骆驼 (一种伪反刍动物)和马也适用同样的方法:
(３)用价值系数调整表定量配比

调整上表的结果,更多地考虑到饲料质量的差异,将有助于更有效地利用

现有资源,配比出符合生产目标的饲料.

２１６　

　应急期间家畜相关干预措施操作手册



骆驼 (每天饲喂的饲料,千克)

生产目标

粗饲料 限制减重 保持体重 恢复体重 提高生产水平

小动物 (４００千克) ５６ ６７ ９０

大动物 (８００千克) １１２ １３５ １８０

生产目标

粗饲料 精饲料 限制减重 保持体重 恢复体重 提高生产水平

小动物 (４００千克) ５７ ０５ ６０ １０ ６０ ２０

大动物 (８００千克) １０ ２０ ４０

马 (每天饲喂的饲料,千克)

生产目标

粗饲料 限制减重 保持体重 恢复体重 提高生产水平

小动物 (４００千克) ５６ ６７ ９０

大动物 (６００千克) ８４ １００ １８０

生产目标

粗饲料 精饲料 限制减重 保持体重 恢复体重 提高生产水平

小动物 (４００千克) ５７ ０５ ６０ １０ ６０ ２０

大动物 (６００千克) ８６ ０８ ９０ １５ ９０ ３０

模板:

１ 动物类型

２ 生产目标

精饲料

(能量来源)∗
精饲料 (蛋白质来源)∗

３
总量

(QR 和 QP在 第二 和第三列分别列出)

４ 使用饲料名称

５
价值系数

(VCR和 VCP在第二和第三列分别列出)

６ 精饲料调整量,AQP (６×QP)/VCP

７ 粗饲料调整量 [QR－(AQP－Q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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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

•　在１和２栏中,输入定量配给的详细信息.

•　附录３A是所需的精饲料,见附录３.

•　在４栏中,输入决定使用的饲料的名称.

•　在５栏中,从附录３B的表中复制价值系数.

•　选择调整后的精饲料和粗饲料,计算得到６和７栏的结果.
例如:

１ 动物类型 中型奶牛 (２５０千克体重)

２ 生产目标 保持体重

粗饲料

(能量来源)∗

精饲料

(蛋白质来源)∗

３
总量

(QR和 QP 在第二和第三列分别列出)
３２ ０５

４ 使用的饲料名称 混合干草 玉米麸皮

５
价值系数

(VCR和 VCP 在第二和第三列分别列出)
６ ３

６ 精饲料调整量,AQP (６×QP)/VCP＝１０

７ 粗饲料调整量 [QR－(AQP－QP)]＝２７

∗粗饲料和精饲料的价值系数均取６,代表中等质量干草和典型的精饲料,粗蛋白质含量约为１６０
克/千克 (以干物质计).

２１８　

　应急期间家畜相关干预措施操作手册



附录３C　应急期间反刍动物饲料供给:
生产尿素 糖蜜复合营养块

顾名思义,这类营养块是含有尿素、糖蜜、维生素和矿物质的块状物.这

些成分的设计提供了丰富的营养物质,避免单一营养的不足.
饲喂尿素 糖蜜复合营养块是一种方便、廉价的方法,可以间接地作用于

瘤胃微生物或直接向动物提供多种营养.营养块是反刍动物在低质量的粗饲料

(稻草和干草)条件下、牧场上很好的补充饲料.当喂养高质量的粗饲料如苜

蓿干草或新鲜牧草时,添加尿素 糖蜜复合营养块则没有优势.
把饲喂原料变成固体可以确保动物在白天消耗少量的肉块,舔食营养块可

以控制营养和能量的供应.
这些只能用于６个月以上的反刍动物,因为尿素对其他动物和反刍功能未

发育完全的幼畜有毒.
(１)尿素 糖蜜复合营养块的组成

这些营养块通常含有尿素、农副产品、维生素和矿物质.下面给出了一个

示例.营养块的成本主要取决于原料和劳动力成本.

成分 组成 (％)

糖蜜 ４０

尿素 ８

麦麸或米糠 ３５

黏固剂 １０

盐 ４

熟石灰 (生石灰) ２

磷酸钙 １

糖蜜是一种浓缩的植物汁,主要来源于甘蔗,可提供能量以及一些微量矿

物质和维生素,尿素提供氮,麦麸富含磷、微量矿物质和多种维生素,油籽饼

是磷和蛋白质的良好来源,盐和石灰提供了大量的矿物质,黏固剂起黏合

作用.
糖蜜:糖蜜的稠度很重要,取决于含糖量.以百分比表示,称为糖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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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手持糖量仪测量.８０或以上的糖蜜较好硬化.直接来自工厂的糖蜜一般超

过８０.糖蜜不能用水稀释,水会导致固化成块的问题.从糖厂订购糖蜜时,
请注明是 “未稀释”糖蜜,并在收到糖蜜时核对糖度值.

尿素:通常为肥料级.由于尿素吸收水分,因此在储存期间袋中可能会形

成团块.为了防止尿素的过度消耗,必须在混入之前将这些团块粉碎.
盐:混合物中的盐是普通盐 (NaCl).即使盐是无毒的,最好还是防止其

在混合物中结块.
黏固剂:就是普通建筑物用料.为了凝结良好,至少需要３０％~４０％的

水 (每１０千克中需要加入３~４升水).
石灰:石灰比水泥凝结更快、硬度更好,但价格和供应情况会限制其在某

些地区的使用.
麸皮:除了其营养价值,可以将麦麸加到此营养块中.各种麸皮都可以

用,如果没有麸皮,可以用其他纤维原料代替,如碎稻草、甘蔗渣 (甘蔗或高

粱秸秆粉碎榨汁后残留的纤维物质)或花生壳等.
其他成分:基本配方只包括了提高粗饲料利用率的最主要成分.如果已知

缺乏特定营养成分,可以添加矿物质等.
尿素 糖蜜复合营养块可根据需要制作为小、中、大型.无论大小,制造

方法基本相同,不同之处在于所用料的数量和设备.经验表明,在小养殖户的

情况下,５千克重的营养块最适合饲养奶牛.假设每头奶牛每天摄入约５００克

尿素 糖蜜复合营养块,一块可用１０天.

①混合配料

如果有足够的劳动力,且需要营养块量较少 (５０~１５０块/天),可以手工

配料.但是,若要大量生产 (需求量＞１５０块/天),建议使用混凝土搅拌机.
配料的顺序很重要,建议顺序:糖蜜→尿素→盐→矿物→黏固剂→麸皮.

②模具

需要模具来成型,最适合小规模生产的是开槽木板,便于组装和拆卸.一

个尺寸为２５厘米×１５厘米×１０厘米的模具可制成一个重４５~５０千克的营

养块.一天之后可以取下模具进行干燥.

③营养块的干燥

制好的营养块不能直接暴露在阳光下,应放置在通风良好的阴凉处干燥.
等待７２~９６小时干燥彻底后方可运输.有关营养块技术的更多信息,请参阅

IAEATECDOC１４９５① 和粮农组织畜牧生产及动物卫生论文第１６４页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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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尿素 糖蜜复合营养块的利用

尿素 糖蜜复合营养块是补充饲料,不能单独饲喂.为确保动物不吃过多

的尿素,从而导致尿素中毒,需提供少量的粗饲料.该营养块的目的是提高粗

饲料的利用率,而不是取代粗饲料.
应在７~１０天的时间内逐渐加入全价饲料 (例如,每头成年牛或母水牛每

天加入５００~６００克).当动物存在一定程度的摄食不足时,摄食速度比平常要

快.经过一段适应期后,可将牛的摄入量调整为５００~６００克/天,绵羊和山羊

的摄入量调整为８０~１００克/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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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４A　监控和评价:家畜应急

干预监控表示例

(１)商业清群干预的监控方式

地点: 　

销售日期: 　

畜主姓名; 　

买家/交易商姓名: 　

依家畜类型所拥有的家畜数量: 　

出售家畜的数量和类型: 　

根据家禽类型确定售卖价格: 　

卖家预期的现金用途: 　

(２) 牛补饲干预四周监控表

该表包括过程和影响指标:

•　过程指标是指畜主姓名和数量、牛的饲养类型和数量以及饲料的使

用量;

•　影响指标是牛的死亡数量.
注意:通过记录饲喂和未饲喂的牛死亡率,可以比较两组的死亡率来评价

补饲影响.同样也可以在干预之后进行成本效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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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急饲料分配记录周表

投料地点:

畜主姓名
饲喂牛的

品种
饲养数量

非饲养

数量

４周内每周死亡牛的精饲料饲喂量 (千克)

１ ２ ３ ４
饲养

牛

非饲

养牛

每周末观察

饲料分配记录

(３)小型反刍动物寄生虫治疗监控表,供基层文化程度有限的动物卫生工

作者使用

在该表格中,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为报告期内治疗的每只动物标上了一个

圆圈.
由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填写

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姓名: 　

地点: 　

报告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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胃肠道寄生虫的治疗

OOOOOOOOOO
OOOOOOOOOO
OOOOOOOOOO
OOOOOOOOOO
OOOOOOOOOO
OOOOOOOOOO
OOOOOOOOOO
OOOOOOOOOO

OOOOOOOOOO
OOOOOOOOOO
OOOOOOOOOO
OOOOOOOOOO
OOOOOOOOOO
OOOOOOOOOO
OOOOOOOOOO
OOOOOOOOOO

(４)有文化的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使用的监控表

社区动物卫生工作者姓名: 　

地点: 　

报告期: 　

日期 畜主名称 地点 家畜类型 疫病 治疗动物数量 药物 用药量 药品价格

注意:此表注重过程指标.治疗动物数量是一个过程监控量.更好的指标是 “治疗动物数量/患病

动物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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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４B　监控和评价:计算样本量

(１) 随机样本大小的简单计算, 可用于前后评估

假设当地一个非政府组织在５个生态和经济相似的村庄实施旱灾期间屠宰

清群项目,每个村庄有４０个女性户主家庭 (总共２００个家庭).假设该项目要

确保７５％的家庭在干旱期间家畜销售收入增加至少５０％.
在每个村庄,抽样住户 “n”的数量表示如下:

n＝ [１－(１－CL)１/D]N－ D－１
２

æ

è
ç

ö

ø
÷[ ]

式中:

N＝村中家庭户平均数;

D＝满足收入增加的家庭最低数量;

CL＝９５％的置信水平.
利用这一公式计算,每个村庄应抽样２５户,可以四舍五入到３户,或者

共抽样１５户.每个村从４０户中随机抽取３户.
(２) 随机样本量估算, 可用于基于控制的评估

假设洪水过后,一个国际机构的目标是通过给绵羊和山羊接种巴氏杆

菌病疫苗来降低它们的死亡率.根据计划,疫苗接种计划要覆盖５０％的

牛群.影响评估的目的是测量接种和未接种牛群的死亡率,假设通过使用

比例累积方法和时间线方法,牛群拥有者可以描述洪水后６个月内牛群的

死亡率.
接种疫苗和未接种疫苗动物的样本量 “n”可使用如下公式计算:

n＝
[Mα/２ ２p(１－p)＋Mβ p１(１－p１)＋p２(１－p２)]２

(p２－p１)２

　　式中:

p１＝未接种疫苗的畜群中的巴氏杆菌病死亡率,假设为５％;

p２＝接种疫苗牛群的巴氏杆菌病死亡率,假设为１％;

p＝(p１＋p２)/２;

Mα/２＝所需的显著性水平α的乘积,α设定为５％,Mα＝１６４,这个假设

是单侧检验;

Mβ＝β相关乘数,即Ⅱ型错误的概率;检测差异的置信度为８０％,检验

功效 (１－β)＝０８０,β＝０２０和Mβ＝０８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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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这个公式计算出,应从接种疫苗和未接种疫苗的畜群中各抽样２３３只

(共４４６只).
对于计算基于控制的家畜补饲项目影响评估的样本量,也可用同样的公

式,此类项目的目的是比较饲喂和未饲喂动物的死亡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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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４C　监控和评价:评价或影响评估

报告撰写指南

评价和影响评估需要大量的组织活动,是执行单位和资助者的主要学习活

动.然而,如果没有丰富的记录经验并与相关利益方共享,很多有益经验教训

容易被丢失或遗忘.
从长远来看,报告将是评价的主要参考文件.由于不同的利益方往往有不

同的信息需求和评估报告价值标准,整理评价信息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取决于

预期的目标受众,因此没有标准模板,但在生成报告时,需要考虑以下几点:
报告结构:报告应遵循逻辑结构,类似于科学论文的结构,即摘要、简

介、方法、结果、讨论和参考文献 (或参考书目).
不管报告的质量如何,有些读者可能只读摘要,也有些读者会看其他部

分.因此,对调查结果的总结和建议是报告最重要的部分之一.总结通常需要

根据具体的职权范围或影响评估的问题来组织,甚至可以在每个要点上添加注

释,例如:“这一点涉及工作范围的第××项”.摘要还引用报告主体部分的,
可以从正文中找到关于某一特定问题的更详细的信息.

引言:引言应介绍项目和项目区域的背景信息.这应包括关于项目运作的

政治、经济、社会和环境背景的说明.引言可以包含项目目标、评估的职权范

围、影响评估的关键问题等有关内容.
方法和结果:认真撰写方法和结果能够促使读者独立分析,将自己的分析

和报告讨论部分进行对比.一些数据可以在结果中总结为表格和图表,在附录

中提供完整的数据.在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时,应明确说明所使用的统计和检

验方法.
讨论:报告的讨论部分用于分析调查的结果.这一部分还应将项目相关事

件和经验与项目背景结合起来,如总体经济形势、政治事件、政策环境、资助

者策略等.将项目置于特定的环境中进行分析非常重要,结合复杂背景的分析

方法有助于避免项目观点的孤立.
报告的长度:报告应该有多长? 在大多数情况下,一份报告要表明已经进

行了彻底的评估,既要简洁易读,又要兼顾全面.一般来说,很少有人会读长

报告.因此,报告应简明扼要,将调查结果和建议与职权范围或问题联系起

来.主报告一般为２０~３０页,附录可用来提供补充资料.
一般性陈述:一份看起来专业、组织良好、标题、字体和图表清晰的报告

　 ２２７



比一份局促或杂乱无章的报告更易被阅读.使用易于阅读的字体,避免花哨的

边框或其他图形干扰报告中的主要文字和图片.仔细检查报告中的拼写和语

法,并使用好的复印机复印清楚、整洁的副本.报告的整体呈现和外观对报告

的理解方式和阅读程度有很大影响.用硬塑料封面的报告比用订书机装订在一

起无封面的报告保存的时间更长.
写作风格:报告用活泼的风格撰写比用正式的或科学的方式撰写,更能引

人入胜,也更有趣.尽量使用短句取代长句.技术词汇可在词汇表或脚注中加

以解释.例如,一些家畜疫病名称 (例如锥虫病)对于非兽医读者来说可能较

难理解.可以用多种书写格式和方式来表达较长的观点,确保关键点清晰可

见,其中包括使用项目符号和文本框.此外,调查中直接用访谈者话语也可使

报告更生动.
图片和图表的使用:图片和图表可以使报告生动,并呈现文字难以描述的

信息.例如,绘制地图要比仅仅用文字描述村庄、道路或其他位置的特征更容

易理解.计算机软件现在可以相对容易地在报告中添加彩色和复杂的图形及其

他图表.图形对于总结和可视化信息很有用,但是简单的黑白图形更容易理

解,也比复杂的三维彩色图形影印效果更好.饼状图对于直观地总结信息特别

有用.
时间安排:尽量在合理的时间内完成报告,如在实地调查结束后的一个月

内.能够有效保障报告的时效性,也能够保障报告起草的兴趣.几个月后提交

报告的时效性会较差.
报告草稿,反馈并检查报告内容:评估涉及多个参与者,因此将报告发送

给他们并收集反馈和评论是十分必要的.如果报告包含可能引起争议的信息,
可通过反馈进行修订.如有必要,可在报告中列出这些评论,以供讨论.获取

反馈的另一种方式是组织社区培训,介绍和讨论报告的主要结论和建议.
分发报告:项目和评估小组可以列出需要报告的机构和个人名单.报告可

附上一封短信.
为基层机构制作一份特别的总结报告或简报:为了与基层分享调查结果和

建议,可以使用简报.简报要概括评估的要点,比如谁参与了评估,如有照

片、插图或直接引文,可以使评估更具吸引力.
会议汇报:除了制作书面报告外,在研讨或会议上做口头汇报还可用于向

更广泛的受众展示研究结果,并向其他人征求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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