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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草原切根

1）宽 20 cm、深 20 cm 效果最好，处理过的草

长势很好，对草原的破坏性也小。

2）宽度 10 cm、深度 10 cm 效果最差，处理过

的草长势一般，但是对草原的破坏性很大。

3.4 草原松土（浅耕）

1）宽度 20 cm、深度 10 cm 效果最好，处理过

的草长势很好，对草原的破坏性最小。

2）宽度 10 cm、深度 20 cm 效果最差，处理过

的草长势一般，但是对草原的破坏性最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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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规模生猪饲养场的
非洲猪瘟防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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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人们对猪肉产品需求量的不断上升，很多中小型生猪饲养场相继出现，但是非洲猪瘟对其发展

造成了严重阻碍。为此，本文介绍了中小规模生猪饲养场的非洲猪瘟防控策略：了解非洲猪瘟临床症状，加强非

洲猪瘟防控宣传，健全非洲猪瘟防控制度，加大非洲猪瘟排查力度，严格规范生猪引种工作，科学选择生猪养殖场

址，做好生猪饲养管理工作，完善非洲猪瘟应急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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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畜牧业的不断发展，越来越多的中小型生

猪饲养场出现，但是在非洲猪瘟疫情没有结束的情

况下，中小型生猪饲养场在养殖过程中仍旧存在对

非洲猪瘟防控不到位的问题。非洲猪瘟具有死亡率

高、传染性强的特点，一旦猪只患病会导致较为严

重的后果，损害养殖户的经济效益。因此，养殖人员

要提升对非洲猪瘟的认识水平，落实好对非洲猪瘟

的防控措施，保证猪肉产品的质量，促进养猪业更

好发展。

1 了解非洲猪瘟临床症状

非洲猪瘟病毒潜伏期只有 4耀20 h，时间较短，

动物在染病后很快会表现出相应症状。因为生物感

染病毒的方式、严重程度均与病毒的效力有关，所

以病猪所表现出的症状存在一定差别，如果病情极

为严重，发病的猪只会在未出现任何发病征兆的情

况下突然死亡。就急性病例而言：猪只在发病时会

出现体温迅速升高、身体的多个部位发生出血的现

象，倘若病程持续的时间过久，染病猪只的鼻腔、眼

睛等部位会有大量的分泌物，同时伴有呼吸不畅、

精神状态萎靡的症状，对于母猪而言，可能会有流

产的问题发生。就亚急性病例而言，猪只在染病后

表现出的症状较轻，死亡机率也较低，临床症状和

急性病例相差不多，但是其病程持续的时间较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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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慢性病例而言，其在呼吸道方面所表现出的症状

较为明显，随着发病时间的延长及病情的加剧，病

猪的皮肤会发生坏死、关节肿胀，体重不断下降，体

型瘦弱，部分猪只还会存在发育迟缓的问题。尽管

慢性型病例的猪只存活时间相对较长，但是病中出

现的症状无法彻底消除[1]。

2 加强非洲猪瘟防控宣传

非洲猪瘟暴发后对猪只以及养猪行业所产生

的危害是巨大的。该病一旦在某一地区出现，就会

以较快的速度传播，导致大量猪只染病，最终出现

严重的死亡现象，从而影响到养殖户的经济效益。

对此，有关部门要做好对该病的宣传和教育工作，

增进养殖人员对其了解和重视程度，进而配合相关

部门，采取合理有效的措施落实好疾病防控工作。

在具体实施过程中，要做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有关部门要定期对从事生猪养殖工作的人

员进行培训，学习的内容主要是与非洲猪瘟相关的

知识，让人们对其严重性、危害性有一个深入的了

解，提升对疾病防控的重视程度，进而采取积极的

措施做好疾病的防控工作。

2）防疫部门在自身认识到非洲猪瘟防控工作

重要性的同时，还要与电视、广播等媒体取得联系，

借助多样化的信息传播媒介宣传非洲猪瘟，提升群

众对该病的了解程度，发现问题要及时上报，防止

该病进一步蔓延，避免由此导致的恐慌发生。

3）定期派专业人员到养猪场与养殖人员进行

面对面交流，宣传和讲解相关知识，使养猪户更好

地配合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开展，以达到更好的

防控效果，促进猪只健康生长，提升养殖户的经

济效益。

3 健全非洲猪瘟防控制度

健全非洲猪瘟防控制度对非洲猪瘟防控工作

的开展具有重要意义。在生猪养殖过程中要落实好

内部管理工作，做好生活区、生产区等不同区域之

间的隔离工作，严禁外来人员在生产区随意出入。

对区域内通行的车辆和动物也要进行严格的检查

和管控，阻断病毒传入的渠道，保证猪只健康生长。

对因特殊原因需要出入养猪场的外来人员，要进行

全面消毒，并穿戴无菌制服进入场内，避免病毒传

入，要结合其实际工作的需要，对其活动的范围进

行严格控制，保证工作的有效性[2]。

4 加大非洲猪瘟排查力度

为更好地防控非洲猪瘟，加大对非洲猪瘟疫情

的排查力度十分必要。有关部门在落实非洲猪瘟防

控相关工作的过程中要起好带头作用，提升对疫情

排查的重视程度，并进行有效的监督和管理。在具

体的实施过程中，相关部门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落

实：1）定期派出专业人员对养猪场进行细致排查，

发现隐患要及时处理，避免疫病的发生和蔓延；

2）加强对产品质量的监督，特别是对饲料的监测，

防止有病毒混在其中，导致猪只患病；3）做好对屠

宰企业的监督工作，出台并落实监督和管理制度。

控制好市场秩序，对于私下屠宰的现象要明令禁

止，并严查严控，实现对病情传播的有效控制，为猪

只的健康生长和养殖户的经济效益提供充分保障。

5 严格规范生猪引种工作

非洲猪瘟具有较强的传染性，因此在生猪养殖

过程中要尽量坚持自繁自养，以降低疾病的感染

率。倘若要进行引种操作，一定要对整个流程进行

严格规范的管理，避免猪只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感

染，带来严重的危害。在引种的过程中，要做好以下

几方面的工作：

1）养殖人员要做好相应的市场调研，避免在疫

区引种，对引进种猪的饲养场要做好疫病考察工

作，并在相关部门做好备案。

2）在引种过程中，要对引进的种猪做好疫病检

查工作，在确保其健康的前提下，再进行后续的运

输操作，防止猪只在运输的途中被感染。

3）在种猪运至饲养场后，要先对其进行 10 d
左右的隔离养殖，在确保其健康状况良好以后，才

能将其与其它猪只进行混养。

6 科学选择生猪养殖场址

科学选择生猪养殖场址能有效防控非洲猪瘟。

在选址过程中，要保证生猪养殖的环境符合动物防

疫的标准，与饮用水源、人群聚居地、主要交通线路

之间的距离至少要达到 500 m。在养猪场建设过程

中，要保证空间布局的合理性，做好各个区域的隔

离工作，配备好卫生处理设施，为猪只的健康生长

提供良好的环境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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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做好生猪饲养管理工作

为使猪只的健康生长得到保证，要做好生猪饲

养管理工作。要尽量采用封闭式管理，做好圈舍的

隔离，禁止生猪与野猪等发生接触。在饲喂的过程

中，要注意食物和饮水安全，保证其卫生性、安全

性，要避免使用没有经过消毒处理的泔水等饲喂猪

只，避免其中有病毒存在，导致猪只感染。

此外，要加强对养殖环境的管理，要做好对各

个环节的消毒工作，具体可以从以下几方面进行：

1）要做好对养殖区域的消毒，包括生猪的各个

活动区域以及养殖区的左右进出口。

2）要做好对人员和车辆的消毒，避免外来人员

流动，导致病毒进入饲养场。

3）要加强对屠宰场、肉类销售市场的卫生管

理，定期做好对设备和环境的消毒工作，以抑制病

毒的传播[3]。

8 完善非洲猪瘟应急机制

相关部门要完善非洲猪瘟防控应急机制，具体

要落实好以下几方面的工作：

1）要保持 24 h 的监督和管理，做好对生猪运

输车辆的备案，加强对非洲猪瘟的公路临检，对可

疑车辆等进行严格检查。

2）有可疑现象出现，要严格检查相关证件，并

进行扣留，结合实际情况及时上报。

3）工作人员要明确自身职责并严格落实，做好

对各类事件的处理工作并写出相应的报告，保证工

作进行的有效性。

9 结 语

当前，非洲猪瘟为生猪养殖带来了诸多不利影

响，对养猪户的经济效益造成了较为严重的危害。

对于中小规模生猪饲养场而言，在养殖过程中，要

提升对非洲猪瘟防控的了解和重视程度，要采取有

效的措施做好相应的工作，为猪只的健康生长提供

有力保证，为消费者提供更加优质的猪肉产品，保

证养殖户的经济效益，促进养猪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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