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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规模化种猪场疫病净化主要措施

吕停广
广西农垦永新畜牧集团盛塘牧业有限公司 广西 柳州 545216

摘� 要：规模化种猪场疫病净化对保障生猪产业健康发展意义重大。主要措施涵盖生物安全强化，如严格人员、

物资、车辆进出管控及分区消毒；科学免疫接种，依据疫病流行与猪场实际制定程序并监测抗体；精准诊断与处置，

借助先进设备快速诊断，及时隔离治疗与无害化处理；强化饲养管理，提供均衡饲料、控制密度、关注应激因素。这

些措施协同作用，可有效降低疫病发生率，提高生产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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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疫病净化的定义与意义

疫病净化是指通过采取一系列科学、系统且严格的

综合防控措施，如全面监测疫病流行状况、精准诊断检

测、严格隔离感染动物、及时淘汰阳性个体、强化生

物安全管理以及实施针对性免疫接种等，将特定疫病从

某一区域或特定动物群体中彻底清除，使该区域或群体

持续保持无疫状态的过程。疫病净化具有多方面重要意

义，从公共卫生角度看，许多动物疫病可传染给人，净

化动物疫病能有效降低人畜共患病的发生风险，保障人

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在畜牧业发展方面，疫

病净化可减少动物因疫病造成的死亡、生长迟缓、繁殖

障碍等问题，降低养殖成本，提高畜产品质量和安全

性，增强畜产品的市场竞争力，促进畜牧业健康、可持

续发展。另外，疫病净化有助于提升我国动物疫病防控

的国际化形象，符合国际贸易对动物源性产品的卫生安

全要求，减少因疫病导致的贸易壁垒，推动我国畜产品更

好地走向国际市场，促进畜牧经济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2 种猪场疫病流行特点与危害

2.1  分析规模化种猪场疫病流行的主要特点
规模化种猪场疫病流行具有显著特点。一是病原体

复杂多样，猪场内饲养密度大，不同批次、不同来源的

种猪集中饲养，易导致多种病原体共存与传播，包括病

毒、细菌、寄生虫等[1]。二是传播速度快，猪只频繁接

触，一旦有疫病发生，病原体可通过直接接触、空气、

饲料、饮水等多种途径迅速扩散至整个猪群。三是隐性

感染普遍，部分猪只感染后不表现出明显临床症状，但

成为重要传染源，增加了疫病防控难度。四是混合感染

与继发感染常见，多种病原体同时或先后感染猪只，导

致病情复杂，诊断和治疗困难。五是疫病发生具有季节

性和周期性，某些疫病在特定季节或饲养阶段更易爆

发，且可能呈现一定的流行周期。

2.2  疫病对种猪场生产效益和猪只健康的危害
疫病对种猪场生产效益和猪只健康危害极大。在生

产效益方面，疫病会导致种猪繁殖性能下降，如母猪出

现流产、死胎、木乃伊胎，公猪精液质量降低，影响

配种成功率，减少仔猪数量。仔猪成活率降低，生长速

度减缓，饲料转化率下降，延长出栏时间，增加养殖成

本。疫病还可能造成猪只死亡，直接经济损失巨大。在

猪只健康方面，疫病会引起猪只发热、咳嗽、呼吸困

难、腹泻、神经症状等，严重损害猪只的生理机能，降

低猪只抵抗力，引发其他疾病，甚至导致猪只死亡，影

响猪群整体健康水平。

3 规模化种猪场疫病净化面临的挑战

3.1  疫病种类复杂
规模化种猪场犹如一个“疫病大熔炉”，多种疫病

在此交织共存，给净化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猪场内饲养

着不同批次、不同来源的种猪，它们携带的病原体种

类繁多。常见的病毒性疾病如猪瘟、猪蓝耳病、猪伪狂

犬病等，细菌性疾病如猪链球菌病、猪传染性胸膜肺炎

等，以及寄生虫病如猪蛔虫病、猪疥螨病等，都可能在

猪场内同时存在。这些疫病的症状有相似之处，且部分

疫病存在隐性感染，难以准确诊断，容易导致误诊和漏

诊。新的疫病不断出现和变异，使得疫病净化工作更加

复杂。一些疫病还可能发生抗原变异，导致原有疫苗的

保护效果降低，增加了疫病净化的难度。

3.2  生物安全漏洞
生物安全是规模化种猪场疫病净化的关键防线，但

目前许多猪场存在诸多生物安全漏洞。在人员管理方

面，猪场工作人员进出猪场时消毒不严格，可能携带病

原体进入猪场。外来人员参观、技术指导等活动，若缺

乏有效的生物安全措施，也容易将疫病传入猪场。在物

资管理上，饲料、兽药、疫苗等物资的运输和储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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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如果消毒不彻底，可能成为疫病传播的媒介[2]。猪场

的车辆、工具等也容易成为病原体的携带者，若不定期

进行清洗和消毒，会增加疫病传播的风险。猪场周边环

境对生物安全也有重要影响，如果猪场周边存在其他养

殖场、屠宰场、垃圾处理场等，容易受到周边环境的污

染，导致疫病传入，猪场自身的污水、粪便处理不当，

也可能造成环境污染，引发疫病的传播和扩散。

3.3  技术与管理短板
技术和管理方面的短板也是规模化种猪场疫病净化

面临的重要挑战。在技术层面，虽然我国在动物疫病防

控方面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与发达国家相比，仍存在

一定差距。在疫苗研发方面，虽然我国已经研制出多种

猪用疫苗，但部分疫苗的保护效果有待提高，且对于一

些新出现的疫病，疫苗研发相对滞后。在管理层面，部

分种猪场缺乏科学的管理制度和规范的操作流程，猪场

的生产记录、疫病监测记录等不完整、不准确，难以对

疫病的发生和发展进行有效的跟踪和分析。猪场工作人

员的专业素质参差不齐，缺乏系统的培训和教育，对疫

病防控知识掌握不足，导致防控措施执行不到位。一些

猪场在疫病净化过程中缺乏长期规划和持续投入，一旦

遇到困难就容易放弃，影响了疫病净化的效果。

4 规模化种猪场疫病净化的主要措施

4.1  加强生物安全管理
生物安全管理是规模化种猪场疫病净化的基石，涵

盖人员、物资、车辆等多个关键环节。在人员管理上，

猪场应制定严格的进出制度，要求工作人员进入猪场前

必须进行全面消毒，更换专用工作服和鞋靴。据统计，

通过规范的人员消毒流程，可使人员携带病原体的风险

降低约70%。限制外来人员进入猪场，若因特殊情况必须
进入，需提前申请并遵循严格的消毒和隔离措施，如隔

离观察24-48小时，确保无潜在感染风险后方可进入。物
资管理方面，对进入猪场的饲料、兽药、疫苗等物资进

行严格的检验和消毒。饲料应在专门的无菌仓库储存，

避免受潮、霉变和污染。对于一些进口物资，需增加额

外的检疫环节，确保其安全性。车辆管理上，猪场应设

置专门的车辆消毒通道，对运输车辆进行全方位的消

毒，包括车身、轮胎、底盘等部位。有数据显示，经过

规范的车辆消毒，可有效减少80%以上的车辆携带病原体
传播疫病的风险。猪场周边应设置生物安全缓冲区，如

种植防护林、设置隔离带等，减少外界环境对猪场的污

染，加强猪场内部不同区域之间的隔离，如生产区、生

活区、隔离区等应严格区分，防止交叉感染。

4.2  科学免疫接种

科学合理的免疫接种是预防种猪场疫病的重要手

段。猪场应根据当地疫病流行情况、猪只品种、年龄等

因素，制定个性化的免疫程序。以猪瘟为例，一般仔猪

在20-25日龄进行首免，60-65日龄进行二免；种猪每年进
行2-3次加强免疫。据实验数据显示，按照科学免疫程序
进行接种的猪群，猪瘟的发病率可降低至1%以下，而未
进行规范免疫的猪群发病率可能高达10%-20%。在疫苗
选择上，应选用质量可靠、免疫效果好的疫苗。目前市

场上猪用疫苗种类繁多，猪场应选择通过国家认证、具

有良好口碑的疫苗产品。同时要注意疫苗的储存和运输

条件，确保疫苗的有效性。定期对猪群进行抗体监测，

了解免疫效果。一般每季度进行一次抗体检测，根据检

测结果及时调整免疫程序。对于抗体水平较低的猪只，

应及时进行补免，确保猪群整体具有较高的免疫力。

4.3  严格环境管理
良好的猪场环境是疫病净化的重要保障。猪场应保

持清洁卫生，定期对猪舍进行清扫和消毒。一般每天清

扫猪舍1-2次，每周进行1-2次全面消毒。消毒剂可选择过
氧乙酸、戊二醛等，按照规定的浓度和使用方法进行操

作。有研究表明，定期消毒可使猪舍内的病原体数量减

少90%以上。猪场的粪便和污水应进行无害化处理，粪便
可采用堆肥发酵、沼气发酵等方式进行处理，使其达到

无害化标准后再进行利用。污水应经过沉淀、过滤、消

毒等处理工艺，达到排放标准后方可排放。同时要注意

猪场的通风换气，保持猪舍内空气新鲜。一般猪舍的通

风量应达到每头猪每小时0.3-0.5立方米。良好的通风条件
可降低猪舍内的氨气、硫化氢等有害气体浓度，减少呼

吸道疾病的发生[3]。

4.4  精准诊断与快速处置
精准诊断是疫病净化的关键环节，猪场应配备先进

的诊断设备和专业的诊断人员。当猪只出现异常症状

时，应及时进行采样检测，如血液、粪便、组织等样

本。目前，分子生物学诊断技术如PCR、基因测序等在疫
病诊断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具有灵敏度高、特异性强等

优点。例如，PCR技术可在短时间内检测出猪瘟、猪蓝
耳病等病原体的核酸，为疫病的早期诊断提供了有力支

持。一旦确诊为疫病，应立即采取快速处置措施。对患

病猪只进行隔离治疗，防止疫病扩散。对于病情严重的

猪只，应及时进行无害化处理，如焚烧、深埋等。同时

对猪场进行全面消毒，对受污染的饲料、饮水、工具等

进行处理。有数据显示，在疫病发生初期及时采取隔离

和消毒措施，可将疫病的传播范围控制在最小范围内，

减少经济损失约5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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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强化饲养管理
合理的饲养管理可提高猪只的抵抗力，降低疫病的

发生风险。在饲料营养方面，应根据猪只的不同生长阶

段和生理需求，提供营养均衡的饲料。例如，妊娠母猪

的饲料应富含蛋白质、维生素和矿物质，以满足胎儿生

长发育的需要；仔猪的饲料应易于消化吸收，含有适量

的乳糖和脂肪。据研究，合理的饲料营养可使猪只的免

疫力提高20%-30%。猪场的饲养密度应合理控制，避免
过度拥挤，一般每头育肥猪的饲养面积应不少于1.2平方
米，每头母猪的饲养面积应不少于2.5平方米。合理的饲
养密度可减少猪只之间的接触和应激，降低疫病传播的

风险。另外，要关注猪只的应激因素，如高温、寒冷、

运输、换料等。采取相应的措施减少应激，如在高温季

节加强通风降温，在寒冷季节做好保暖工作，在换料时

逐渐过渡等。通过强化饲养管理，可提高猪只的整体健

康水平，为疫病净化创造有利条件。

5 规模化种猪场疫病净化实施案例分析

第一、猪场概况；某大型规模化种猪场，存栏种猪

3000头，年出栏仔猪75000头。所在地区疫病流行状况复
杂，猪瘟、猪蓝耳病等常见疫病时有发生，对猪场生产

构成严重威胁，过去每年因疫病造成的经济损失约400万
元。第二、净化实施措施；生物安全强化：建立严格的

人员、物资、车辆进出制度。人员进入需洗澡、换衣、

消毒，时长10分钟以上；物资经24小时熏蒸或喷雾消
毒；车辆通过消毒通道，每车用消毒液100升。猪场分区
管理，每周2次全面消毒，周边环境同步清理消毒。科学
免疫接种：依据疫病流行与猪场情况制定免疫程序。猪

瘟，仔猪20日龄首免2毫升、60日龄二免3毫升，种猪每
年3次加强免疫，每次4毫升。选用优质疫苗，-18℃以下
储存，运输温度波动 ≤ ±2℃，每季度抗体监测，依结
果调整免疫。精准诊断与处置：配备先进设备与专业人

员，猪只异常及时采样，用PCR、ELISA等方法诊断。

确诊后隔离治疗患病猪只，无害化处理病死猪，全面消

毒猪场，清理受污染物品。强化饲养管理：提供营养均

衡饲料，按生长阶段和生理需求调配。育肥猪每头饲养

面积不少于1.2平方米，母猪每头不少于2.5平方米。高温
季节风扇、喷雾降温，寒冷季节保温灯、地暖保暖[4]。第

三、实施效果；经过3年努力，猪场疫病净化成效显著。
猪瘟、猪蓝耳病等主要疫病抗体阳性率达净化标准。猪

群发病率从12%降至2%，死亡率从7%降至0.5%。仔猪成
活率从82%提高至97%，生长速度加快，饲料转化率提高
12%，养殖成本降低18%，年利润增加600万元。第四、
经验总结；猪场成功得益于领导重视、科学防控、持续

投入与人员培训，此案例为其他规模化种猪场疫病净化

提供了有益借鉴。

结束语

规模化种猪场疫病净化是一项长期且复杂的系统工

程，需综合运用多种措施。生物安全筑牢防线，免疫接

种提供保障，精准诊断快速应对，科学饲养奠定基础。

只有将各项措施落实落细，持续投入、加强管理、注重

人员培训，才能实现疫病的有效净化，保障种猪场生产

稳定，推动生猪产业可持续发展，为市场提供优质安全

的猪肉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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