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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猪场常见疫病综合防控策略探究

陈 进 王 海
云阳县后叶镇产业发展服务中心 重庆 400000

摘� 要：文章旨在探究规模化猪场常见疫病的综合防控策略。随着养猪业的规模化发展，疫病防控成为保障猪场

生产效益的关键。本文通过分析猪瘟、蓝耳病、口蹄疫等病毒性疫病及细菌性、寄生虫性疫病的流行特点，结合猪场

选址、生物安全体系建设、疫病监测诊断、疫苗接种、药物预防与治疗、饲养管理与环境控制等多方面措施，提出一

套科学、系统的疫病综合防控策略，以期为规模化猪场的疫病防控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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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近年来，规模化猪场疫病频发，给养猪业带

来巨大挑战。疫病不仅影响猪只的健康和生长，还可能

导致猪场经济损失惨重。因此加强规模化猪场疫病综合

防控策略研究，对于保障猪场生产效益、促进养猪业健

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本文将从多个方面深入探讨规模

化猪场疫病的综合防控策略。

1 疫病对规模化猪场的影响

1.1  猪只生长发育受阻，死亡率上升
疫病在规模化猪场中一旦爆发，其首要且直接的影

响便是猪只的生长发育进程受到显著阻碍。原本应当茁

壮成长的猪只因感染疫病而呈现出病态，它们食欲大幅

减退，对营养物质的吸收能力减弱，导致体重增长缓慢

甚至停滞。这不仅意味着猪只达到出栏标准的时间被延

长，而且猪肉的肉质和口感也可能因此受到影响，降低

了产品的市场竞争力。更为严峻的是，疫病导致的免疫

系统受损使得猪只的抵抗力大幅下降，从而使得死亡率

急剧上升。特别是一些高致病性的疫病，如非洲猪瘟，

能在短时间内迅速扩散，造成大量猪只的快速死亡，这

对猪场的存栏量和产能构成严峻挑战，也直接冲击了猪

场的经济收益和可持续发展能力。

1.2  养殖成本增加，经济损失严重
疫病的侵袭无疑给规模化猪场的运营成本带来了沉

重的负担。为了有效遏制疫情的蔓延，猪场不得不采取

一系列紧急措施，包括但不限于严格的隔离制度、频繁

的消毒作业、以及必要时的疫苗接种和治疗。这些措施

不仅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投入，还涉及昂贵的消毒剂、

疫苗和医疗设备的采购，显著提升猪场的运营开支。同

时由于疫病导致的猪只生长受阻和死亡率提升，猪场为

保持存栏量和满足市场需求，不得不紧急增加补栏，这

进一步加剧饲料、水电等日常运营成本的上涨[1]。疫病

的爆发还可能影响消费者的购买信心，导致猪肉销量下

滑，价格承压，从而进一步压缩了猪场的利润空间，造

成严重的经济损失。在极端情况下，一些财务状况脆弱

的猪场可能因无法承受高额的防疫成本和市场需求的萎

缩而面临倒闭的风险。

1.3  对公共卫生安全的潜在威胁
规模化猪场作为肉类供应链的重要一环，其疫情的

发展态势不仅关乎猪场的生死存亡，更与公共卫生安全

息息相关。疫病的爆发，尤其是那些具有人畜共患潜力

的疫病，如某些流感病毒和细菌性疾病，构成了对人类

健康的潜在威胁。这些病原体可能通过猪场工作人员的

接触、猪肉产品的加工与流通、以及环境污染等途径，

跨越物种界限，感染人类，引发新的公共卫生危机，疫

病的跨地区传播还可能破坏全球动物防疫体系的稳定

性，影响国际贸易，导致肉类产品供应链的中断，进一

步加剧全球公共卫生风险。

2 规模化猪场常见疫病种类

2.1  猪瘟、蓝耳病、口蹄疫等病毒性疫病
在规模化猪场中，病毒性疫病以其高传染性、强致

病性和快速扩散的特点，构成了对猪场生物安全和经济

效益的重大威胁。其中，猪瘟、蓝耳病和口蹄疫是最为

常见的几种病毒性疫病。猪瘟是一种高度传染性的病毒

性疾病，对猪只的威胁极大。该病以持续高热、皮肤出

血点、脾脏梗死等为主要特征，可导致猪只大量死亡。

猪瘟病毒的传播途径多样，包括直接接触、空气传播、

以及通过被污染的饲料、水源和器械等间接传播。由于

猪瘟的致死率高，且目前没有特效治疗药物，因此预防

工作显得尤为重要。规模化猪场应建立健全的防疫制

度，定期进行猪瘟疫苗接种，加强猪舍的消毒和通风，

以切断病毒的传播途径。猪蓝耳病，又称猪繁殖与呼吸

综合征，是由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PRRSV）感染
所致的一种传染病。该病以母猪繁殖障碍、仔猪呼吸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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症状和高死亡率为主要特征，对猪场的生产性能和经济

效益造成严重影响。蓝耳病病毒主要通过呼吸道和接触

传播，也可通过垂直传播感染胎儿。由于病毒的变异性

强，疫苗的选择和使用需要依据当地流行毒株的情况进

行。规模化猪场应建立完善的疫病监测体系，定期进行

抗体检测，及时发现并隔离感染猪只，防止疫情扩散。

口蹄疫是一种急性、热性、高度接触性传染病，主要侵

害偶蹄类动物，包括猪、牛、羊等。该病以口腔、蹄部

出现水疱和溃烂为主要特征，可导致猪只行走困难、食

欲不振、体重下降，甚至死亡。口蹄疫病毒可通过空

气、直接接触、以及被污染的饲料、水源和运输工具等

途径传播。由于口蹄疫对公共卫生安全构成威胁，规模

化猪场应严格执行防疫制度，定期进行疫苗接种，加强

猪舍的消毒和通风，避免与疫区猪只的直接接触，防止

疫情传入。

2.2  细菌性疫病与寄生虫性疫病
除了病毒性疫病外，细菌性疫病和寄生虫性疫病也

是规模化猪场中常见的疫病类型。大肠杆菌病是规模化

猪场中常见的细菌性疫病之一，主要侵害幼龄猪只，引

起腹泻、脱水等症状，严重时可导致死亡。该病主要通

过消化道传播，与猪场卫生条件、饲养管理等因素密切

相关。规模化猪场应加强猪舍的清洁和消毒工作，提供

营养均衡的饲料，提高猪只的免疫力，预防大肠杆菌病

的发生[2]。链球菌病、副猪嗜血杆菌病等也是常见的细菌

性疫病，对猪场的生产性能构成威胁。寄生虫性疫病在

规模化猪场中同样不容忽视。常见的寄生虫包括蛔虫、

类圆线虫、猪疥螨等，它们可通过消化道、皮肤等途径

感染猪只，引起贫血、消瘦、皮肤炎症等症状，严重时

甚至导致死亡。规模化猪场应定期进行驱虫工作，选用

广谱、高效、安全的驱虫药物，同时加强猪舍的卫生管

理，防止寄生虫的传播和感染。

3 规模化猪场疫病综合防控策略

3.1  猪场选址与布局优化
规模化猪场的疫病防控工作始于选址与布局的优

化。一个合理的选址和科学的布局能够有效降低疫病发

生和传播的风险，为猪只提供一个健康、安全的生长环

境。猪场的选址应遵循远离居民区、交通要道、水源保

护区和其他动物饲养场所的原则，以减少疫病传播的机

会。同时猪场应位于地势较高、排水良好、通风顺畅的

地方，有利于猪舍的通风换气，减少有害气体的积聚，

保持猪舍内空气清新，猪场周边应有足够的土地用于隔

离区的建设，以便在疫病发生时能够及时隔离病猪，防

止疫情扩散。猪场的布局应遵循生产流程，将不同生长

阶段的猪只分开饲养，以减少交叉感染的风险。猪舍之

间应保持适当的距离，有利于通风和防疫。猪场内应设

置专门的消毒池、更衣室和淋浴间，人员进出猪场时必

须经过严格的消毒程序，防止外源性病原体的带入。猪

场内还应设有隔离区、无害化处理区和兽医室等功能区

域，以满足疫病防控的需要。

3.2  生物安全体系建设
生物安全体系是规模化猪场疫病防控的核心。通过

建立完善的生物安全制度，可以有效切断病原体的传播

途径，降低疫病发生的风险。猪场应实行封闭式管理，

减少人员进出猪场的次数。所有进入猪场的人员必须经

过严格的消毒程序，包括更换工作服、鞋帽，进行手部

消毒等。猪场应定期对员工进行疫病防控知识的培训，

提高员工的防疫意识和操作技能。猪场所需的饲料、药

品、疫苗等物资应实行严格的采购和验收制度，确保物

资来源可靠、质量合格。物资进入猪场前必须经过消毒

处理，防止外源性病原体的带入[3]。猪场应建立物资使用

记录，以便追踪和溯源。猪场应定期对猪舍内外环境进

行消毒，包括猪舍地面、墙壁、栏舍、器具等。消毒药

物的选用应根据病原体的种类和消毒药物的特性进行，

确保消毒效果，猪场应加强灭鼠、灭蚊、灭蝇等工作，

减少媒介昆虫的传播风险。猪场应建立严格的动物管理

制度，包括引种检疫、隔离饲养、病死猪无害化处理

等。新引进的猪只必须经过严格的检疫程序，确认无疫

后方可进入猪场。猪场内不同生长阶段的猪只应分开饲

养，避免交叉感染。病死猪应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防

止病原体扩散。

3.3  疫病监测与诊断技术
疫病监测与诊断技术是规模化猪场疫病防控的重要

手段。通过定期的疫病监测和准确的诊断，可以及时发

现疫情，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防止疫情扩散。猪场

应建立完善的疫病监测体系，定期对猪只进行抗体检测

和病原学监测。抗体检测可以了解猪群的免疫水平，为

疫苗接种提供科学依据。病原学监测可以及时发现病原

体，为疫病的早期诊断和治疗提供依据。猪场应加强与

当地兽医部门的沟通与合作，及时了解周边地区的疫情

动态，做好预警和防控工作。疫病诊断技术的选择应根

据病原体的种类和感染情况进行。常见的诊断技术包括

临床检查、病理学检查、血清学检测、分子生物学检测

等。临床检查可以观察猪只的临床症状，为初步诊断提

供依据。病理学检查可以通过对病死猪的组织病理学检

查，了解病原体的感染部位和病理变化。血清学检测可

以通过检测猪只血清中的抗体水平，判断猪只是否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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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某种病原体。分子生物学检测可以通过PCR等技术，直
接检测病原体核酸，具有快速、准确、敏感的特点。

3.4  疫苗接种与免疫控制
疫苗接种是规模化猪场疫病防控的关键措施之一。

通过合理的疫苗接种程序，可以提高猪群的免疫力，减

少疫病的发生和传播。疫苗的选择应根据猪场所在地区

的疫病流行情况、猪群的免疫状况、疫苗的种类和特性

等因素进行，疫苗应来自正规渠道，确保疫苗的质量和

安全性。疫苗接种程序应根据猪群的生长阶段、疫病流

行季节和疫苗的特性进行制定。一般情况下，猪只在出

生后不久就需要接种猪瘟、蓝耳病、口蹄疫等疫病的疫

苗。随着猪只的生长，还需要根据需要进行加强免疫。

在疫苗接种过程中，应严格按照疫苗说明书进行操作，

确保接种剂量和接种部位的准确性。疫苗接种后，应对

猪群的免疫效果进行评估。通过抗体检测等方法，了解

猪群的免疫水平，为后续的疫苗接种提供科学依据。对

于免疫效果不佳的猪只，应及时进行补免或调整疫苗接

种程序。

3.5  药物预防与治疗
在规模化猪场疫病防控中，药物预防与治疗也是不

可或缺的一环。通过合理的药物使用，可以有效控制疫

病的传播和发展，降低猪只的死亡率。在疫病高发季节

或猪群免疫力较低的情况下，可以通过药物预防来降低

疫病的发生风险。药物的选择应根据病原体的种类、药

物的抗菌谱和耐药性等因素进行。同时应注意药物的用

量和用药时间，避免药物滥用和耐药性的产生。对于已

经感染疫病的猪只，应及时进行药物治疗。药物的选择

应根据病原体的种类、药物的敏感性和猪只的临床症状

进行。在治疗过程中，严格按照药物说明书进行操作，

确保用药的准确性和安全性。应注意观察猪只的病情变

化，及时调整治疗方案。

3.6  饲养管理与环境控制
饲养管理与环境控制是规模化猪场疫病防控的基

础。通过科学的饲养管理和良好的环境控制，可以提高

猪群的健康水平和免疫力，减少疫病的发生和传播。饲

养管理应遵循科学、合理、营养全面的原则。猪只的饲

料应营养均衡、易于消化，满足猪只生长发育的需要。

同时应注意饲料的储存和保鲜，防止饲料霉变和污染。

在饲养过程中，应定期对猪只进行称重和观察，及时调

整饲养方案。还应加强猪只的运动和锻炼，提高猪只的

体质和免疫力[4]。环境控制主要包括温度、湿度、通风、

光照等方面的控制。猪舍内应保持适宜的温度和湿度，

有利于猪只的生长发育和健康。应加强猪舍的通风换

气，保持猪舍内空气清新。在光照方面，应确保猪舍内

有足够的光照时间，有利于猪只的生长和繁殖。另外，

注意猪舍的卫生和清洁，定期清理猪舍内的粪便和污

物，防止病原体的滋生和传播。

结束语

综上所述，规模化猪场常见疫病的综合防控是一个

系统工程，需要综合运用多种策略和措施。通过科学的

选址与布局、严格的生物安全管理、精准的疫病监测与

诊断、合理的疫苗接种与免疫控制、有效的药物预防与

治疗以及良好的饲养管理与环境控制，可以有效降低疫

病的发生风险，保障猪群的健康和生产效益。未来，随

着科技的进步和养猪业的发展，将继续探索更加高效、

环保的疫病防控策略，为规模化猪场的可持续发展贡献

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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