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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是世界养猪大国，生猪养殖在全球占比最

大，占全球生猪总养殖量的 56.6%。猪肉是我国肉类
产品的主体，也是城镇居民肉类消费的主体。随着我

国生猪产业的迅速发展，养猪模式正处于由散养向

规模化、标准化、产业化饲养的历史性转变阶段[1]。猪
场疫病的流行特点发生改变，传统的防控措施不能

满足规模化的需求，只有建立科学的疫病防控体

系，才能有效地降低病死率，减少养殖风险，保障养

殖户的利益。

1 流行特点

随着农业产业结构的调整，生猪规模化养殖程

度不断提高，生猪及其产品调运日渐频繁，使得猪

传染病的发生与流行出现了以下特点。

1.1 原已控制的传统疫病有暴发的趋势

如猪瘟、口蹄疫等，这些仍然是危害我国养猪

业发展的主要疫病。2018年 8月，我国确诊首例非
洲猪瘟，之后疫情在很多地方陆续暴发，经过有效

控制后目前该病已由大面积暴发向地区性散发转

变。20世纪 50年代主要发生于牛、羊的口蹄疫，90
年代后期在牛、羊、猪体内同时发生。

1.2 非典型性疫病增多

如温和性猪瘟，由于猪群处于长期免疫状态，

疫苗和药物的频繁使用，使得猪瘟病毒毒力增强或

发生变异，致使规模化猪场猪瘟没有典型症状，导

致原有疫苗的免疫效力降低。

1.3 新疫病不断涌现

新病种有些是通过引种或交易传入，如猪繁殖

与呼吸障碍综合症、猪圆环病毒域型、猪传染性胸
膜肺炎、副猪嗜血杆菌病、猪传染性萎缩性鼻炎、猪

附红细胞体病等。目前，这些新传染病在全国均已

发生，给养殖场带来很大的经济损失。

1.4 细菌性疾病的感染危害日趋严重

由于抗生素的滥用，不合理用药和使用含抗菌

药物的饲料致使细菌性传染病病原的抗药性越来

越严重，导致耐药菌株的普遍存在[2]。随着耐药菌株
的增加，其耐药谱及耐药性越来越强，致使抗生素

的疗效降低，危害严重。

1.5 多种病原混合感染的现象越来越多

许多疫病由多种病原混合感染引发，如猪瘟和

猪繁殖与呼吸障碍综合征的混合感染；猪肺疫与猪

链球菌病混合感染等。仔猪腹泻由仔猪传染性胃肠

炎、仔猪黄痢、白痢等多因素的混合感染，这些多种

病原的混合感染使疫病的快速诊断与有效防治变

得越来越难。

1.6 免疫抑制性疫病的威胁日益加剧

许多病原微生物可诱导机体产生明显的免疫

抑制[3]，机体的免疫抑制可造成多种疫病继发感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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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猪瘟病毒、猪繁殖与呼吸障碍综合症病毒可引起

猪萎缩性鼻炎，支原体肺炎，猪肺疫、猪链球菌病等

继发感染。我国的猪群免疫抑制性疾病广泛存在，

已成为影响养猪业健康发展的主要疫病之一。

2 防控措施

2.1 加强猪场疫病防控观念

加强猪场疫病防控，树立“养重于防，防重于

治，养防并举，综合防治”的防病观念。制定严格的

生物安全措施，实现绿色健康的养殖方式。

2.2 做好卫生消毒和无害化处理工作

做好卫生消毒工作能有效预防疫病在猪场的

发生与流行，有效切断疫病传播途径，是预防传染

病发生的重要环节。严格消毒与隔离：定期消毒，建

立合理的消毒制度，严格执行常规消毒，必要时进

行临时消毒；实行“全进全出”隔离制度，降低发病

率。无害化处理工作无论对猪场疫病控制还是公共

安全都有很重要的意义，对病死猪、排泄物、养殖场

生活污水垃圾等进行无害化处理，减少猪只接触病

原的机会并保护环境安全卫生。

2.3 做好猪场疫病监测工作

做好猪场疫病的流行病学调查工作，科学探寻

疫病发生的原因，提出有效的防控方法；做好猪只的

健康监测，个体和整体均要跟踪监测，确定个体患病

和群体感染的关系，根据监测结果确定疫病防控的具

体方案，有效抑制疫病发生；做好试验检测，对常见疫

病进行常规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实施具体防控措施。

2.4 做好预防免疫接种工作

猪场根据自身的实际情况和检测到的猪群当

前抗体水平制定和实行科学的免疫程序，合理的免

疫程序应该考虑各种疫苗的最佳接种时机、不同疫

苗之间的互相干扰，母源抗体的影响等因素[4]。免疫
程序确定后，在 1~2年内严格执行。
2.5 采用适当的药物预防和治疗

规模化猪场致病菌种类多，猪只数量也多，仅

依靠疫苗 1对 1 注射，难以达到防控效果，可以针
对猪场细菌性疾病种类和发展阶段结合药敏试验

制定合理的用药方案，选择对病原体敏感性强、高

效、低毒、不易产生耐药性的药物。严格控制抗生素

的使用，用药控制在安全范围，并根据本场寄生虫

病的流行特点，定期驱除体内外寄生虫，并做好消

灭蚊蝇和鼠类工作。

2.6 做好猪只的检疫工作

重视对猪只的检疫工作，从国内外引进良种时

注意疫病检疫并做好运输防止应激。引进的猪只回

到饲养地时应隔离饲养观察 20~30 d，个别还可适
当延长。在此期间有必要对一些一类传染病再进行

1次免疫注射，如口蹄疫、猪瘟病等。因此，精心引种
是引入健康猪群的保证，要做到进行引种就要对引

进猪群严格按照常规方法进行检疫和净化工作，及

时淘汰不合格的个体，引入健康的种猪群。

3 结 语

随着养猪业规模化、集约化程度的提高，猪群

饲养密度的增大，流通环节日益活跃，生猪的传染

性疫病发生频率也越来越高。因此，对规模养猪场

生猪疫病的防治，应树立预防为主、群防群治、群体

保健的观念，并根据养猪场周边疫病流行的特点，

采取科学的防控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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