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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疫病防控背景下生猪饲养模式的优化与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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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县文江镇农业农村发展服务中心 四川 宜宾 645150

摘� 要：动物疫病防控是生猪养殖行业稳定发展的关键环节，近年来，非洲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猪流感等

疫病的频发，对生猪产业链造成了严重冲击。在此背景下，传统生猪饲养模式面临挑战，亟需通过优化与提升，实现

高效、安全、环保的可持续养殖。本文分析当前动物疫病防控背景下生猪养殖模式存在的问题，并探讨智能化、规模

化、生物安全化等优化路径，以降低疫病传播风险，提高生猪生产效率和养殖安全性，为构建现代化、科学化的生猪

养殖体系提供理论支持和实践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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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产业是我国农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但近年

来，动物疫病问题严重影响了生猪生产的稳定性。尤其

是非洲猪瘟（ASF）在全球范围的传播，使得传统养殖模
式受到严峻挑战。随着动物疫病防控政策的加强，以及

市场对安全猪肉产品需求的增长，生猪养殖行业亟需优

化和提升饲养模式，以适应现代农业的高效、安全和可

持续发展要求。

1 现行生猪饲养模式与面临的问题

1.1  传统生猪饲养模式概述
目前，我国生猪养殖模式主要包括以下几种：

散养模式：农户以家庭小规模饲养为主，猪只分散

饲养，管理方式较为粗放。

中小规模养殖模式：养殖户建立中小型猪场，形成一

定规模的养殖体系，但管理水平和生物安全措施有限。

规模化与集约化养殖模式：大型养殖企业或合作社

建立现代化养殖基地，采用先进的饲养管理、疫病防控

和环保处理技术。

1.2  传统养殖模式面临的问题
1.2.1  生物安全体系薄弱，疫病传播风险高
传统生猪养殖模式中，特别是散养和中小规模养

殖，生物安全防控能力不足，容易受到动物疫病的侵

袭。例如，非洲猪瘟病毒具有高传播性，且在环境中存

活时间长，一旦进入养殖场，将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

1.2.2  防疫管理水平不足，疫病防控体系不健全
养殖户在疫苗接种、消毒管理、病死猪处理等方面缺

乏系统的管理机制，导致疫病防控不力，疾病传播加剧。

1.2.3  饲养环境控制不足，影响生猪健康
传统猪场环境控制能力较差，通风、湿度、温度管

理不到位，容易造成病原微生物滋生，导致呼吸道疾

病、肠道疾病的发生率上升。

1.2.4  资源利用率低，养殖成本高
传统养殖模式对饲料利用率、粪污处理、能源消耗

等方面缺乏优化，导致养殖成本增加，环境污染问题突

出，不利于行业的可持续发展[1]。

2 动物疫病防控背景下生猪饲养模式的优化路径

2.1  智能化养殖模式，提高养殖效率与防疫能力
智能环境控制、智能疫病监测与预警系统以及智能

饲喂管理是现代化生猪养殖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

物联网、人工智能（AI）、大数据等先进技术的融合应
用，可以有效提升养殖效率，降低疫病风险，提高生猪

健康水平和养殖经济效益[2]。在智能环境控制方面，现

代化猪场已逐步采用全自动化管理系统，通过智能温湿

度控制系统、智能通风系统、空气过滤系统等手段，确

保猪舍内部环境始终处于最优状态，减少细菌和病毒的

滋生，降低疫病发生的可能性。例如，物联网技术的应

用使得养殖场可以远程监测猪舍的温度、湿度、空气质

量、氨气浓度等关键环境参数。一旦检测到猪舍内温湿

度异常或空气质量下降，系统会自动启动通风设备、喷

雾降温装置或加热系统，确保猪只始终处于舒适的生长

环境。此外，空气过滤系统的引入可以有效阻隔外部病

毒和病菌的侵入，在非洲猪瘟等高致病性动物疫病频发

的背景下，封闭式养殖结合空气过滤系统成为生物安全

管理的核心措施。例如，在欧洲一些现代化猪场中，空

气过滤系统结合正压通风技术，使猪舍内部空气始终保

持清洁，外部病原体难以进入，从而有效降低疫病传播

风险。未来，智能环境控制系统还可以进一步与人工智

能算法结合，通过机器学习分析大量环境监测数据，为

猪舍提供更精准的环境调控建议，提高整体养殖效益。

在智能疫病监测与预警系统方面，人工智能、大数

据分析和传感器技术的结合，使得猪群健康管理变得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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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精细化和智能化。传统的疫病监测依赖人工观察，效

率低下且存在较大的主观误差，而智能疫病监测系统可

以实时收集猪只的行为数据、生理参数等信息，并通过

AI影像分析、红外体温检测、无线传感器监测等技术手
段，精准识别异常个体，进行早期预警[3]。例如，在猪只

的耳标或颈部佩戴RFID芯片，可以实时追踪个体健康状
况，包括体温、运动状态、进食情况等。一旦某只生猪

的体温异常升高，或者进食量、活动量明显下降，系统

会自动发出预警，并通知兽医进行进一步诊断和干预，

从而避免疾病在猪群中大规模传播。此外，AI影像分析
技术可以通过视频监控系统识别猪只的行为模式，例如

是否出现异常步态、呼吸急促、食欲减退等病症特征，

从而实现无接触式健康监测。结合区块链技术，疫病监

测数据可以实现全程可追溯，确保养殖数据的安全性和

透明度，提高疫病防控的科学性和准确性。

2.2  规模化与标准化养殖，提高生物安全防控能力
规模化与标准化养殖是提高生物安全防控能力、降

低疫病传播风险、提升生猪生产效率的关键策略。随着

动物疫病的频繁爆发，传统的小规模、分散式养殖模

式已无法满足现代生猪产业对生物安全和生产效率的要

求。因此，通过推行“公司+农户”模式、严格落实“全
进全出”养殖模式、优化猪场选址与隔离区建设，可以

有效提升生猪养殖的规范化和可控性，降低疫病传播风

险，推动生猪产业向高效、安全、绿色的方向发展[4]。

在推行“公司+农户”模式，促进集约化发展方面，
现代生猪养殖已逐步向规模化、产业化方向转型，以降

低生产成本，提高养殖安全性和市场竞争力。“公司+
农户”模式是一种有效的养殖组织模式，即由龙头企业

提供统一的管理和技术支持，农户负责养殖，形成一体

化的生产体系。这种模式有助于提高养殖户的专业化程

度，同时降低疫病风险，提高生猪生产效率。在该模式

下，企业可以提供高质量的种猪、科学配方的饲料、精

准的疫苗接种方案，并制定标准化的养殖流程，确保所

有养殖环节符合生物安全管理要求。例如，大型生猪养

殖企业可以为养殖户提供防疫培训，确保农户严格执行

疫苗接种、消毒管理和饲养规范，减少疫病传播的可能

性。此外，企业可以利用大数据和物联网技术远程监控

农户的养殖情况，一旦发现异常情况，如猪只出现体温

升高、采食量下降等，系统可立即发出预警，及时采取

防控措施。“公司+农户”模式的推广，不仅提高了农户
的养殖技术水平和收益，还降低了疫病爆发的概率，为

整个生猪产业的稳定发展提供了保障。

在严格落实“全进全出”养殖模式方面，现代规模

化养殖场必须严格执行“全进全出”管理，即同一批次

的生猪统一进场、饲养、出栏，避免不同批次猪只混

养，以减少交叉感染的风险。这一模式能够有效减少病

原微生物在养殖场内部的传播，提高生猪健康水平，降

低养殖损失。“全进全出”模式的核心在于严格控制生

猪的流动性，避免因不同生长阶段的猪只共存而引发疫

病传播。例如，传统养殖场中，往往存在不同批次的猪

只共存的情况，一旦某一批次猪只感染疫病，极易通过

空气传播、粪污污染、人员接触等途径传染给其他猪

只，最终导致整个养殖场的疫病爆发。而在“全进全

出”模式下，每批猪只在进场前必须经过严格的检疫，

确保无疫病风险；在出栏后，养殖场需进行全面消毒，

并空栏一定时间，确保环境中病原体完全清除后，再引

入新的猪群。这种模式不仅可以降低疫病的发生率，还

能提高生猪的生长均匀性，使屠宰企业的产品质量更加

稳定。此外，智能化管理系统可以通过RFID耳标技术，
对每批猪只进行实时追踪，确保养殖全过程可控，从而

提高整体养殖效率和疫病防控水平[5]。

在优化猪场选址，建立隔离区方面，规模化养殖场

的选址对于生物安全防控至关重要。合理的选址不仅能

减少外部病原污染的风险，还能降低疫病传播的概率，

提高生猪养殖的安全性。首先，养殖场应远离人口密集

区、其他畜禽养殖场、屠宰场、市场等高风险区域，以

减少交叉感染的可能性。通常情况下，生猪养殖场应选

址在地势较高、通风良好、远离主要交通干道的地区，

确保养殖场内空气流通，降低空气传播病原体的风险。

此外，养殖场应与其他养殖场保持一定的生物安全缓冲

带，避免因相邻养殖场疫病爆发而受到影响。

为了进一步提高生物安全性，规模化养殖场还需建立

完善的隔离区。隔离区的设置包括生猪隔离区、人员隔离

区和物资消毒区，以确保外来病原不会进入养殖场。生猪

隔离区主要用于新引进猪只的检疫，所有新购入的种猪或

仔猪必须在隔离区观察14-21天，并进行必要的疫苗接种和
健康监测，确认无疫病后方可进入主养殖区。

2.3  生态化养殖，推动可持续发展
生态化养殖是现代生猪产业发展的重要方向，它不

仅要求养殖业具备高效的生产能力，同时还要兼顾环境

保护和可持续发展。随着生物安全要求的提高和环境

保护政策的加强，传统粗放型养殖模式面临诸多挑战，

如粪污污染、抗生素滥用、资源浪费等问题。因此，通

过粪污资源化利用、推行“种养结合”模式、降低抗生

素使用等措施，可以有效减少养殖污染，提高资源利用

率，促进生猪产业向绿色、环保、可持续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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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粪污资源化利用方面，生猪养殖过程中产生的粪

污、污水如果处理不当，容易导致水体富营养化、土壤

污染及空气污染等问题。因此，通过沼气发电、有机

肥加工等方式，将养殖废弃物转化为可再生资源，不仅

可以降低环境污染，还能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资源

的循环利用。例如，在大型养殖场中，可以建设沼气工

程，将猪粪、污水进行厌氧发酵，产生沼气用于发电或

供热。沼气发电系统可以为猪舍供电、提供热水甚至驱

动供暖系统，减少对传统化石能源的依赖，降低养殖场

的能源成本。此外，沼渣、沼液可以进一步加工成有机

肥，用于农业生产，提高土壤肥力，减少化肥的使用。

例如，某些现代化养殖场已经实现“粪污—沼气—肥

料—农田”闭环模式，通过沼气工程将粪污资源化处

理，不仅减少了环境污染，还为农业生产提供了高效的

有机肥料，提高农业产值。未来，随着环保技术的发

展，智能化粪污处理系统将进一步优化，如引入生物降

解技术、固液分离技术等，使粪污处理更加高效和环

保，提高生猪养殖业的可持续性。

在推行“种养结合”模式方面，传统生猪养殖的粪

污往往被视为废弃物，而现代生态化养殖模式强调将养

殖废弃物转化为农业资源，形成种养循环经济模式，减

少环境污染，提高资源利用效率。种养结合模式的核心

理念是利用养殖产生的粪污为农作物提供养分，同时利

用农作物秸秆、饲草等作为猪饲料，实现农业和畜牧业

的协同发展。例如，在一些大型生猪养殖场，养殖户将

猪粪经过发酵处理后，作为有机肥施用于周边农田，提

高作物产量和土壤有机质含量。这不仅减少了化学肥料

的使用，还能降低粪污对环境的污染。此外，农田的秸

秆、青贮饲料等可以作为猪的粗饲料，提高饲料资源的

利用率，降低养殖成本。特别是在生态农业示范区，种

养结合模式已经成为主流，如某些地区建立了“生猪养

殖—沼气发电—有机肥生产—粮食种植”一体化的生态

循环农业模式，大幅降低了养殖业的碳排放，实现经济

效益与生态效益的双赢。未来，随着农业现代化的发

展，智能化的种养结合模式将进一步完善，例如利用物

联网技术对农田土壤成分、粪污养分含量进行实时监

测，优化施肥方案，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同时，减少环

境污染。

在降低抗生素使用，推广健康养殖方面，传统生猪

养殖过程中大量使用抗生素来预防和治疗疾病，长期滥

用抗生素不仅会导致细菌耐药性问题，还会造成猪肉中

药物残留，影响食品安全和人类健康。因此，推广中草

药替代抗生素、生物饲料、益生菌等绿色饲养技术，提

高猪只免疫力，减少药物残留，已成为生态化养殖的重

要方向。例如，在饲料中添加中草药提取物，如黄芪、

甘草、大蒜素等，可以增强猪只的免疫力，减少疾病发

生率，同时避免抗生素残留问题。

结束语

动物疫病防控背景下，传统生猪养殖模式面临巨大

挑战，亟需优化与提升。智能化、规模化、生物安全

化、生态化养殖模式的引入，不仅能提高养殖效率、降

低疫病传播风险，还能促进生猪产业的可持续发展。未

来，生猪养殖行业应充分利用现代科技手段，建立完善

的疫病防控体系，实现从传统养殖向现代化、高效化、

绿色化转型，保障我国生猪产业的长期稳定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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