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且在投入鱼塘之前，对其进行杀菌处理。

2）细菌性疾病的治疗。以常见的细菌性疾

病———细菌性出血症为例，一般而言，在发生这种

疾病时，首先要对鱼群进行杀菌处理。此时养殖户

要加强对鱼群的管理，如对使用工具进行杀菌处

理，以及将特殊药物氯立得喷洒在鱼塘周围等。

其次要判定病情的严重程度，如果病情较轻，可

以使用抗暴威来进行治疗，而如果病情严重，则

要向鱼塘投入鱼血康宁，并且适当增加使用量和

使用时长。

3）寄生虫性疾病的治疗。以淡水养殖鱼类中的

鲤为例，鲤经常患上粘袍子病。在治疗这一疾病时，

首先，可以用生石灰对鱼塘进行消毒处理，通过清

洁环境来压迫寄生虫生长的空间。其次，面对患病

严重的鱼群，可以使用渔丰碘、菌毒克等药物对其

进行处理，而面对症状较轻的鱼群，则可以使用晶

体敌百虫、袍杀等杀虫手段进行处理。

4 结 语

淡水鱼类在养殖过程中，可能会出现各种各样

的疾病。本文首先分析了淡水养殖鱼类出现疾病的

原因，如自然原因、人为原因等，其次对淡水养殖鱼

类常见的疾病，如细菌性疾病、病毒性疾病、寄生虫

性疾病等进行分析，最后提出这些常见疾病的治疗

方法，以推动淡水养殖业向前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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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2018 年突如其来的非洲猪瘟，给我国养猪业造成了以万亿计的损失，严重影响到民生。当前在国家出

台一系列政策的鼓励下，生猪复养正在向良性循环的方向发展。为了提高生猪复养成功率，本文介绍了 2 个生猪

复养成功的案例和 1 个失败的案例；总结了成功的经验：从细节入手、提高员工的生活质量，对猪场不合格的硬

件进行升级改造，堵死漏洞、彻底消毒、不流于口头形式，严格检测消毒情况；分析了失败的原因：管理混乱、全员

无生物安全理念，消毒意识淡薄、配制饲料不讲科学，缺乏人文管理、对待员工有失诚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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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我国非洲猪瘟防控已成常态化，生猪产能

正在逐渐恢复。为此，国家出台了一系列利好政策

和经济扶持，加上市场猪价行情暴涨的诱惑，无数

养殖企业的老板，都怀着淘金梦参于到生猪复养行

列，然而猪场复养却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有

成功的也有失败的，现将复养成败的典型案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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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分析，以期为我国养殖企业（户）实现平稳复养

有所帮助。

1 非洲猪瘟背景下生猪复养成功的
标准

哈尔滨兽医研究所仇华吉研究员提出，非洲猪

瘟复养成功的标准有两类，即狭义和广义。淤狭义

的复养成功是指猪只引进饲养 60 d 后，未发生新

的疫情，经临床症状观察及病原学、血清学监测均

为阴性，说明猪场内部洗消彻底，不存在内源性病

毒；如果超过非洲猪瘟病毒最长潜伏期 30 d 的 2
倍（60 d）而感染，说明猪场饲养管理及生物安全防

控体系上存在一定的漏洞，有可能是外源性病毒进

入，与本次复养无关。于广义的复养成功是指在 1
个饲养周期（比如彻底洗消后引进仔猪饲养至育肥

出栏或母猪配种产仔至育肥出栏）内未发生疫情，

表明猪场生物安全防控体系基本上消除或阻断了

内源性和外源性病毒，可以认为复养成功。

2 非洲猪瘟背景下生猪复养成功的

案例分析

2.1 案例一

1）猪场背景资料。山西省左云县某规模化猪

场，地处山区，场址比较偏僻，周围 5 km 没有居民

及养殖户，硬件条件比较先进，自 2010 年投产以

来，生产成绩优秀，2018 年 11 月 25 日月盘存报表

显示：母猪和商品猪的比例 1:10.091（553辕6 033）。
2）发病及处理经过。2018 年 12 月 7 日，一栋妊

娠舍 1 头母猪出现高热，体温 41.3 益，鼻腔流涕、双

目流泪、咳嗽伴有呕吐，兽医注射氟尼辛等药物无

效；1 d 后又有 2 头出现类似情况，但第 1 天发病的

母猪已出现呼吸困难、皮肤发红等症状，当时处于

非洲猪瘟防控的非常时期，该场按程序立即上报，

官方采集不同阶段的血清样本 12 头份，经检测非

洲猪瘟病毒全部阳性，12 月 10 日，由当地防非指挥

部组织人员进行扑杀，12 月 13 日全部清场。

3）复养成功。从 2019 年 6 月到 9 月，引进种公

猪 8 头，种母猪 488 头，截至 2020 年 6 月，存栏商

品猪 3 800 多头，出栏商品猪 570 头，生产正常，复

养成功。

2.2 案例二

1）猪场背景资料。安徽省青阳县某商品猪场，

母猪存栏 325 头，产房乳猪、保育仔猪、生长肥猪存

栏 2 800 头，猪场周围有丘陵坡地 20 hm2 环抱，属

典型的生态养殖模式，2018 年 9 月，该地区周边已

有非洲猪瘟疫情发生且有向其他地区传播的风险。

2）发病及处理经过。2018 年 9 月 26 日早上开

始，该场兽医巡视期间，发现有一栋肥猪舍 2 头肥

猪不食，体温升高到 41.3 益，其中 1 头全身发红，呼

吸困难，卧地不起；另 1 头精神沉郁、耳朵发紫、表

现咳嗽、喘气，经采取对症治疗后，其中 1 头猪只中

午死亡。下午 5 点又发现 2 头肥猪无症状突发死

亡。9 月 27 日上午，发现怀孕舍有 1 头母猪流产，2
头发烧，体温都超过 41 益；其他肥猪舍也发现不吃

食及发热的现象，于是兽医开始采用全群饮水加药

的方式处理。下午 3 点钟 1 头肥猪突发死亡，该场

兽医进行剖检，腹下有紫色的斑块；胸腔心包积液；

腹腔内有大量积水，肝脏呈黄色，脾脏坏死，肿大超

出正常范围 3 倍以上；胃肠黏膜弥漫性出血，猪全

身淋巴结、肾脏均有出血点。初步判定为非洲猪瘟

感染并上报，当地职能部门采样 15 头（含发病猪 5
头）样本送检，9 月 29 日经权威部门复检，确诊为非

洲猪瘟并指令由当地防非办进行扑杀，并于 10 月 2
号封锁了猪场及周边的疫点。

3）复养成功。从 2019 年 6 月到 9 月，引进种公

猪 5 头，种母猪 266 头，截至 2020 年 6 月，存栏商

品仔猪 2 700 多头，出栏商品猪 360 头，生产正常，

复养成功。

2.3 复养成功的经验

面对非洲猪瘟的来势汹汹，他们不是坐冬说冷

意，而是深冬探春意，从容应对。在该区域解封后，

他们以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究所编制的

《规模化猪场复养技术要点》为蓝本，对复养条件进

行认真细致评估，做到有的放矢，具体做法如下：

1）从细节入手，提高员工的生活质量。从“以人

为本”的理念做起，为员工提供一个良好的工作环

境：一是“住”，以宾馆的标准对员工的宿舍进行改

造，宿舍内配备了空调、网路电视；二是“吃”，结合

当地的消费水平，员工的生活费日起点 25 元，以周

为单位拟定出食谱；三是配备场内的文体娱乐设

施，如乒乓球室、羽毛球运动场、健身运动器材及图

书阅览室，真正让员工感觉到温馨如家。

2）对猪场不合格的硬件进行升级改造。参照复

养标准，对不符合条件要求的硬件进行改造：淤在

管理前沿160· ·

                    
                                             
                          



养殖与饲料 2020 年第 12 期

进入场区 500 m 处设立缓冲区（消毒、洗澡、更衣、

隔离、储物房），进场人员经过洗澡、更衣、消毒后，

入场前再经门卫室第 2 次消毒，并按指定的路线进

入生活区。于把出猪台迁移场区 3 km 外，增设进场

车辆烘干消毒设施，做到人、车、物入场前预先处

理，切断一切传播源。盂彻底改造生产区和生活区，

避免净、污道不分带来的传播风险，增加防鸟、虫蚊

和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等基础性设施建设的投入。

3）堵死漏洞，彻底消毒，不流于口头形式。淤强

化人员进场的消毒。所有上岗员工，在指定的宾馆

隔离 5 d，衣服用 1%过硫酸氢钾浸泡消毒，方可进

入猪场隔离缓冲区，消毒、洗澡，更衣（原衣物由专

人浸泡、消毒后存放在隔离区）后，入场前再经门卫

第 2 次消毒。于加强生活区的消毒。所有生活区的

设施，首先用水冲洗干净，直到没有明显的附着物，

然后交替使用 2%戊二醛和 1%二氯异氰尿酸钠消

毒，连续消毒 4 次，每次间隔 5 d；其次把房间室内

墙壁，用 20%石灰乳+2%烧碱混合溶液涂刷再消

毒；三是启用前再用臭氧消毒 24 h。盂对场区内、外

环境的清除及消毒。对猪场区域内的杂草、废弃物

按垃圾分类进行焚烧与填埋；对地面污物，用水彻

底冲洗干净、晾干，再用 3%的烧碱连续消毒 3 次，

每次间隔 5 d。对场区周围内外 5 m 处采用火焰消

毒处理，以表面变成焦土为标准，然后撒上 3 cm 厚

的生石灰+烧碱（20:1）进行覆盖消毒。对场区硬化道

路用 20%石灰乳+2%烧碱混合溶液进行全面白化。

榆猪舍内部的消毒。一是对猪舍内部使用高压喷水

枪由上至下反复冲洗顶棚、墙壁及栏架等，达到干

净无污物，晾干后用 1颐300 洗洁净溶液进行喷洒，

30 min 后用清水冲洗干燥后，第 1 次用 2%火碱消

毒，间隔 5 d 后使用 2%戊二醛或 1%硫酸氢钾复合

物进行消毒，连续 3 次。二是对舍内外的粪沟、水

沟、排污沟（含盖板）用 3% 烧碱液浸泡 12 h 后把

水排空，用水冲洗干净晾干，然后再用 3% 烧碱冲

洗沟壁和沟底，最后对排污区域用 20%石灰乳+2%
烧碱混合溶液全面覆盖。三是对猪场内可以拆卸的

设备，拆卸后用 2%火碱浸泡 4 h，再用清水冲洗干

净，组装前用 2%戊二醛再次消毒；所有水线使用

2%的次氯酸进行消毒，确保所有管道充满消毒液，

待 24 h 后用清水冲洗水线。

4）严格检测消毒情况。完成基础消毒后，以区

块为单位，进行全覆盖采样，同部位的 4耀5 个样签

混合为 1 个样品；送检权威机构检测，呈阴性视为

消毒合格。

2.4 复产后生产情况

1）引种管理。2019 年 5 月中旬，上述 2 个案例

猪场已完成生物安全的硬件改造及消毒工作，经过

3 次检查场区内外环境的检测，确保非洲猪瘟病毒

为阴性，开始实施引种计划。认真考察供种场家并

签订供种合同细则，包括送猪车辆路线的规划、送

猪时间、接猪人员等细节的安排。安徽青阳首批引

进 30 头种猪、山西左云首批引进 56 头种猪，到场 2
周后，采集口腔液送检，确定非洲猪瘟病毒为阴性。

饲养期间每 3 周送检 1 次，连续 3 次都保持阴性，

才开始陆续引种。

2）生产情况。安徽青阳、山西左云，从 2019 年 6
月到 9 月，分别引进种公猪 5 头、8 头，种母猪 266
头和 488 头。截至 2020 年 6 月，青阳存栏商品仔猪

2 700 多头，出栏商品猪 360 头；左云存栏商品猪

3 800 多头，出栏商品猪 570 头。生产正常，复养成

功。

3 非洲猪瘟背景下生猪复养失败的

案例分析

浙江省兰溪市某规模化猪场占地 37.33 hm2，
处在丘陵之间且有良好的绿化环境，周围没有居民

及养殖户，自然环境非常适合养猪。该场设计规模

为年出栏 3 万头商品猪，猪场硬件及配套设施完

善，但自从 2016 年投产以来，没有满负荷生产过，

存栏母猪一般维持在 1 100 头左右，年出栏商品猪

最高产量 13 500 头，生产成绩较差，2018 年 9 月在

第一波疫病中中招后，一直处于关闭状态。

2020 年初，在地方政府的大力支持下，该猪场

老板开始复养。从 3 月开始分 3 个批次，引进三元

母猪 450 头。引种后不久猪群就发生异常，按“拔

牙”的方式进行处理，截至 2020 年 7 月已处理 150
多头，一直有零星的猪只发病，7 月 26 日本文作者

赵鸿璋受邀前去该场，用猪瘟试纸检测了 3 头异常

猪只，结果都呈强阳性，通过对本场疫病回顾及现

场诊断，确认复养失败，并告知业主上报，出现如此

的结局，不得不让人反思。

3.1 管理混乱，全员无生物安全理念

老板做事“事必躬亲”，譬如外购物品、外来车

辆、人员的消毒都由老板一人操作，看上去让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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扭，老板说如此重要的岗位，让别人操作不放心；生

产管理上非常混乱，老板一杆子插到底，实行一人

多岗，没有工作流程及标准，员工既是打料工也是

送料工，同时还兼饲养员；猪场清洁工一人管理多

栋圈舍，工具交叉使用；技术人员巡视猪舍，没有严

格的出入消毒程序；处理异常猪只的车辆和工具，

不经消毒随便进入猪舍，全员无生物安全理念，时

刻有带毒传播的可能。

3.2 消毒意识淡薄，配制饲料不讲科学

整个场区呈现“脏、乱、差”的景观，发病后的废

弃物根本没进行无害化处理。老板做了一件让人啼

笑皆非的事情，用原来过期且污染的预混料去配制

饲料，不仅从营养方面对猪只机体造成损害，而且

造成用具污染、病毒传播。与老板交流环境消毒话

题时，老板确切地回答：猪舍室内、外的粪污采样检

测，非洲猪瘟病毒都是阴性。环境污染如此严重，老

板说检测的病毒含量是阴性，应该没有人相信，可

见，该场对环境消毒意识淡薄，开展清洁消毒工作

只是走过场。

3.3 沿袭过去，不注重基础设施改造

经历这场非洲猪瘟疫情的侵袭，很多养猪人把

猪场的生物安全都提到了最高级别，为了避免在运

输过程中粪尿、分泌物等成为可疑传染源，都把出

猪台迁移到了场区以外，建立了一套自己的比较完

整的消毒体系。但是，案例猪场却不注重硬件基础

设施的改造，不仅净、污道交叉使用，而且连最危险

的出猪台还设置在生产区门口，处理异常猪只的

车辆直接进入生产区，隐患如此之大，正如老板

说的一些片面观点———现在猪场都是带毒生产的

含义[1-2]。

3.4 缺乏人文管理，对待员工有失诚信

对员工谈不上关爱，视员工如同“机器人”。一

是没有合理的薪酬设计，招聘时定好了普通配种

员、兽医月薪 1 万元，饲养员 4 500 元起步；当员工

进场后，老板又改变了工资标准，如果猪场生猪发

病工资减半，这样的逻辑有失诚信。二是员工的食

宿条件非常差，宿舍里没有空调，连普通的电扇也

没有；吃的别说有四菜一汤，充其量就是填饱肚子。

三是对员工管理粗暴，如果员工有一点做的不如老

板意，随时解聘，出口就骂，走时克扣工资。在和谐

文明和法治社会的大环境下，老板这样的做事风格

非常罕见，即使能兑现自己的承若，可能也不会有

会做事、能做事的人跟着老板干，生猪复养成功也

就无从谈起。

4 结 语

在非洲猪瘟背景下，生猪复养是党和国家关心

民生的一个重大工程，给予了一定的利好政策和资

金支持，在此基础上，养猪人应牢记：以科技为先

导，强化管理水平和经营理念，做到踏实做事，诚信

待人，科学养猪，才有东山再起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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