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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规模化猪场主要疫病净化及成效分析

银泉凤
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盛塘牧业有限公司 广西 柳州 545208

摘� 要：我国规模化猪场疫病净化是保障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核心任务。近年来，通过系统化技术集成（如精

准监测、疫苗免疫优化、生物安全升级），典型猪场成功实现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PRRS）、猪瘟（CSF）等重点疫
病的净化。数据显示，净化后猪场病原阳性率趋零，母猪年提供断奶仔猪数（PSY）提升30%以上，抗生素使用量减
少60%，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显著。未来需持续强化技术迭代与政策支持，推动疫病净化从“局部示范”向“全域覆
盖”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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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我国生猪产业作为农业支柱，年出栏量占全

球半数以上，但规模化猪场长期面临疫病复杂化、生物

安全薄弱等挑战。PRRS、CSF等疫病年经济损失超千亿
元，严重制约产业竞争力。近年来，随着“种业振兴”

与“无疫小区”建设推进，疫病净化成为行业共识。本

文基于典型案例，系统分析疫病净化技术路径、实施成

效及关键经验，旨在为行业提供可复制、可推广的解决

方案，助力生猪产业高质量发展。

1 我国规模化猪场主要疫病流行现状

1.1  疫病种类
我国规模化猪场面临的疫病种类复杂多样，主要包

括以下几类：（1）病毒性疫病，如非洲猪瘟（ASF）、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PRRS）、猪瘟（CSF）、猪圆环
病毒病（PCVD）等，其中非洲猪瘟因传播力强、致死
率高，成为近年防控重点。（2）细菌性疫病，如猪链球
菌病、副猪嗜血杆菌病、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等，常引发

继发感染，加剧病情复杂化。（3）寄生虫病，如猪蛔虫
病、猪球虫病等，虽可通过驱虫有效控制，但规模化养

殖中易因管理疏漏导致局部暴发。（4）其他疫病，包括
支原体肺炎、伪狂犬病等，以及因环境应激引发的混合

感染（如病毒+细菌协同感染）。
1.2  疫病流行原因分析
规模化猪场疫病流行受多重因素影响，主要包括：

第一，生物安全体系不完善。场区布局不合理（如生产

区与生活区未严格隔离）、消毒措施执行不到位、人员

及车辆流动管控不严等，导致病原跨区域传播。引种检

疫不严格，引入带毒猪只引发疫病暴发。第二，养殖密

度与应激因素。高密度养殖加剧病原传播风险，同时猪

群长期处于应激状态（如高温、湿度、转群等），导致

免疫力下降[1]。第三，疫苗免疫与药物使用问题。疫苗

质量参差不齐、免疫程序不合理（如疫苗选择不当、免

疫剂量不足或超量），导致免疫失败。抗生素滥用导致

耐药菌株产生，细菌性疫病防控难度增加。第四，环境

与饲料因素。粪污处理不当、通风不良引发氨气等有害

气体蓄积，损伤呼吸道黏膜，诱发呼吸道疫病。饲料霉

变或营养不均衡，导致猪群免疫力下降，易感性增加。

第五，病原变异与新发疫病威胁。病毒（如ASFV、
PRRSV）持续变异，现有疫苗保护力下降；新发疫病
（如塞内卡病毒病）传入风险增加。

2 我国规模化猪场疫病净化技术体系

2.1  监测与淘汰技术
疫病监测与淘汰是疫病净化的基础，其核心在于

“早发现、早处置”。（1）主动监测技术：通过PCR、
ELISA等分子生物学技术，定期检测猪群唾液、血液、粪
便等样本，筛查病毒（如ASFV、PRRSV）、细菌（如链
球菌）等病原携带情况。利用血清学方法评估猪群免疫

状态，识别隐性感染或免疫失败个体。（2）精准淘汰策
略：对病原检测阳性猪只、持续排毒猪只及免疫抗体不

合格猪只，实施无害化处理（如扑杀、深埋），阻断病

原传播链。结合生产记录与临床观察，淘汰生产性能低

下、反复发病的猪只，优化猪群健康结构。（3）监测网
络建设：建立场内实验室与第三方检测机构联动机制，实

现“快速采样、精准检测、及时反馈”，提升监测效率。

2.2  疫苗免疫技术
疫苗免疫是疫病净化的重要工具，需遵循“科学免

疫、精准防控”原则。针对不同疫病（如猪瘟、伪狂犬

病），选用高效、安全的疫苗（如基因工程疫苗、灭

活疫苗），避免使用质量不合格或毒力返强的疫苗。定

期评估疫苗免疫效果，结合抗体监测数据调整免疫程

序，确保猪群获得有效保护。根据猪群生长阶段（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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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猪、母猪、仔猪）制定差异化免疫方案，明确免疫时

间、剂量及途径。实施“全进全出”批次化生产，减少

批次间交叉感染风险。规范疫苗接种操作，避免注射部

位感染或过敏反应；对出现副反应的猪只及时治疗，降

低损失。

2.3  生物安全技术
生物安全是疫病净化的根本保障，需构建“多层

次、立体化”防控体系。场区实行分区管理（如生活

区、生产区、无害化处理区），设置实体隔离设施（如

围墙、消毒通道），阻断病原传播途径。猪舍内配备空

气过滤系统、防蚊蝇网等设备，减少气溶胶传播及虫媒

传播风险。实施“全封闭式”管理，限制外来人员进

入；进场人员需经洗澡、更衣、消毒等流程，并隔离观

察48小时以上。车辆（如饲料车、运猪车）需经彻底清
洗、消毒、烘干后方可进场，避免交叉污染。优化猪舍

通风、温湿度控制，降低氨气等有害气体浓度，减少呼

吸道疫病发生。

2.4  综合防控技术
综合防控技术强调“多技术协同、全链条管理”，

实现疫病净化的可持续性。提供均衡营养饲料，添加维

生素、矿物质等免疫增强剂，提升猪群抗病力。实施精

细化饲养管理，减少转群、混群等应激因素，降低疫病

发生风险。疫病净化需与生产目标（如PSY、MSY）相
结合，避免因过度净化导致生产效率下降。通过数据化

管理（如生产记录、健康档案），评估净化措施的经济

效益，优化资源配置[2]。政策支持与行业协作：政府出台

疫病净化补贴政策，鼓励规模化猪场参与净化工作；建

立疫病净化示范场，推广成功经验。行业协会加强技术

培训与交流，推动产学研用协同创新，提升行业整体防

控水平。

3 规模化猪场疫病净化成效分析

3.1  疫病发生情况对比
疫病净化工作的显著成效在疫病发生情况的对比中

得以充分体现。在净化实施前，规模化猪场普遍面临多

种疫病的困扰，病原检测数据显示，如非洲猪瘟病毒

（ASFV）、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PRRSV）等重
点疫病的阳性率居高不下，部分猪场阳性率甚至超过

30%。临床病例统计也表明，猪瘟、伪狂犬病等疫病频繁
暴发，导致猪群出现高热、呼吸困难、繁殖障碍等典型

症状，发病率高达20%-40%，严重制约了猪场的正常生
产。经过系统的疫病净化措施后，猪场疫病发生情况发

生根本性转变。病原检测结果显示，ASFV、PRRSV等重
点疫病的阳性率大幅下降，部分猪场已趋近于零。临床

病例统计也显示，猪瘟、伪狂犬病等疫病的发病率降低

至5%以下，甚至部分猪场实现了“零病例”。抗体监测
数据进一步证实，猪群整体免疫水平显著提升，特异性

抗体阳性率达到90%以上，表明疫病传播链已被有效阻
断，猪场疫病防控能力得到质的飞跃。

3.2  生产性能提升
疫病净化对规模化猪场生产性能的提升具有显著且

多维度的促进作用。在繁殖性能方面，母猪的健康状况

得到极大改善，发情周期更加规律，配种受胎率显著提

高。数据显示，净化后母猪产仔数（PSY）平均增加1-2
头/窝，部分猪场甚至达到14头/窝以上，仔猪初生重和均
匀度也明显提升。仔猪成活率大幅提高至95%以上，断
奶重和断奶后增重速度均有所加快，为后续生长阶段奠

定了良好基础。在生长性能方面，育肥猪的健康状况和

生长速度均得到显著提升。由于疫病减少，猪群应激反

应降低，采食量增加，日增重提升5%-10%，料肉比降低
0.2-0.3。这意味着在相同的饲养周期内，育肥猪能够达到
更高的出栏体重，且饲料转化效率更高。从经济效益角

度来看，每头母猪年出栏肥猪数（MSY）增加5-8头，养
殖成本下降15%-20%，显著提高了猪场的盈利能力和市
场竞争力。

3.3  生态环境效益
疫病净化不仅直接提升猪场的生产性能，还间接带

来显著的生态环境效益。在粪污处理方面，随着猪群健

康水平的提升，抗生素使用量大幅减少，粪污中耐药基

因含量显著降低。这有助于减少抗生素残留对土壤和水

体的污染风险，保护生态环境安全。由于猪群健康状况

改善，病死猪数量减少，无害化处理压力降低，进一步

减轻了对环境的潜在威胁。在资源利用方面，疫病净化

促进生产效率的提高，使得单位出栏量所需的饲料、水

资源等资源消耗减少。这不仅降低养殖成本，还减少资

源浪费和碳足迹排放，符合可持续发展的理念[3]。

3.4  风险评估与监测
疫病净化工作的持续推进需要建立在科学的风险评

估与监测基础之上。在病原变异风险方面，由于病毒具

有高度的变异性和适应性，因此需要定期对猪场内的病

原进行基因监测和分析，评估现有疫苗的保护力和有效

性。一旦发现病原发生变异或疫苗保护力下降的情况，

应及时调整免疫策略或研发新型疫苗以应对挑战。在生

物安全漏洞方面，需要通过第三方审计、环境采样等手

段对猪场的生物安全体系进行全面排查和评估。重点检

查人员流动、车辆消毒、饲料和饮水安全等关键环节是

否存在漏洞或隐患，并及时采取措施加以改进。还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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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强猪场员工的生物安全培训和教育，提高其生物安全

意识和操作技能水平。在新发疫病威胁方面，需要密切

关注国际疫病动态和流行趋势，建立早期预警机制和应

急响应预案。一旦发现新发疫病传入或暴发的迹象，应

立即启动应急响应程序，采取隔离、扑杀、消毒等措施

迅速控制疫情扩散，防止疫情对猪场造成重大损失。

4 典型案例分析

4.1  案例选择与背景介绍
选取我国中部某规模化猪场（年出栏量10万头）作为

典型案例，该场因长期受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PRRS）
和猪瘟（CSF）困扰，生产性能严重下滑，2019年母猪年
提供断奶仔猪数（PSY）仅18头，年经济损失超千万元。
该猪场存在生物安全体系薄弱（如车辆消毒不彻底、人员

流动频繁）、疫苗免疫程序混乱（不同批次疫苗混用）、

疫病监测滞后（仅依赖临床观察）等问题。2020年，猪场
启动“疫病净化与生产增效”项目，旨在通过系统化技术

手段实现疫病根除与生产性能提升。

4.2  净化实施过程
第一，疫病监测与淘汰。病原检测：对全场猪只进

行PRRSV、CSFV血清学与病原学检测，阳性率分别达
15%和8%。精准淘汰：淘汰阳性猪只及低效母猪（如连
续两胎产仔数 < 10头），累计淘汰率12%。分区管理：
将猪场划分为核心群、净化群和后备群，实施“全进全

出”批次化生产。第二，疫苗免疫优化。选用PRRS弱毒
活疫苗（TJM-F92株）和CSF高效细胞苗，淘汰低效疫
苗。制定差异化免疫方案（母猪普免3次/年，仔猪21日龄
首免），结合抗体监测调整免疫时间。第三，生物安全

升级。增设车辆高温烘干消毒系统、人员专用通道与淋

浴间，升级空气过滤系统。实施“三级隔离”制度（场

外隔离7天、场内隔离区3天、生产区3天），禁止外来人
员进入核心区。第四，综合防控措施。添加益生菌与免

疫增强剂，降低应激反应，建立疫病净化数据库，实时

跟踪猪群健康与生产数据。

4.3  成效与经验总结
成效；净化后PRRS、CSF病原检测持续阴性，临床

病例零发生。PSY提升至26头，料肉比从2.8降至2.4，年
出栏量增加20%，年利润增长超3000万元，抗生素使用量
减少60%，粪污中耐药基因含量下降80%。经验总结：疫
病净化需结合监测、免疫、生物安全与综合防控，形成

闭环管理[4]。根据病原变异与猪群状态，及时优化免疫程

序与生物安全措施。建立“场长-技术员-饲养员”三级责
任制，定期开展生物安全与疫病防控培训。积极申请政府

补贴，参与行业疫病净化示范场建设，共享技术经验。

结束语

规模化猪场疫病净化是保障生猪稳产保供的必由之

路。当前，我国在技术体系、政策引导与产业协同方面

已取得突破性进展，但仍需直面病原变异、生物安全

执行偏差等挑战。未来需深化“产学研用”合作，加速

疫苗研发与数字化监测技术创新，完善疫病净化补偿机

制，推动全产业链协同净化。唯有如此，方能实现生猪

产业从“疫病防控”向“健康养殖”的跨越，筑牢国家

“肉篮子”安全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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