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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几年来，湖南省衡东县在中央生猪标准化

规模养殖扶持政策的推动下，养猪业逐步规模化、

小区化。规模猪场逐渐增多，达 80%，成为生猪养
殖主力军。但随着规模和饲养密度增大，新品种的

引进和生猪来回频繁调动，猪的疫病种类明显增

多，越来越复杂，危害程度愈来愈严重，给养殖户

带来了较大损失，严重影响养猪事业的发展。为了

预防、控制生猪各种传染疾病，维持养猪产业正常

运转，卫生、消毒、防疫、免疫是预防和控制家畜传

染病的有效手段。根据国务院颁发的《家畜家禽防

疫条例》和农业部制定的《家畜家禽防疫条例实施

细则》有关规定，要建立一套严格的猪场卫生防疫

管理措施，采取正确、合理的猪场疫病预防免疫，

才能最大限度地避免生猪被传染疾病，从而达到

节本增效，提高生产效益和经济效益，促进养猪业

的健康发展。

1 规模猪场生猪防疫现状及薄弱环节

当前，衡东县新建的规模猪场严格按照动物防

疫条件建设，标准化程度高，功能设施配套，疫病防

控能力强，隔离条件好，管理规范，疫病发生的风险

低。全县有规模养猪场 1 123个，其中：百头规模养
猪场占 48.9%，千头规模养猪场占 36.1%，万头规模

养猪场占 15.0%。相对而言，规模较小的老猪场所占
比例偏大，条件简陋，管理粗放，防疫、隔离条件差，

技术缺乏，疫病防控薄弱，较容易发生疫情，现成为

监管的难点。

1.1 猪场选址布局不合理

集约化养猪容易滋生很多病菌。猪场本应远离

居民区 1 km以上，建在地势高燥、开阔平坦、朝南
向北、利于通风的地方，但有些养猪场建在交通干

线附近，极易带来病菌，不便防疫，还有些猪场生活

区与生产区以及猪舍之间距离较近，且防疫基础设

施差，一旦一个猪舍发生疫情便会迅速波及整个猪

场，给养猪户造成极大损失。

1.2 引种进猪没严格检疫

有些猪场引种、进猪不通过严格检疫，以致把

外面猪场的疫病带了进来而发生疫情。

1.3 素质偏低防疫意识差

猪场业主文化层次参差不齐，专业素质相对偏

低，防疫意识差，不重视防疫，未能定期开展防疫工

作。猪场缺乏系统的生猪防疫技术和经验，防疫存

在片面性，侥幸心理严重 ，对防疫制度不认真执

行，不严格遵守防疫规范技术操作，乱用疫苗、乱扔

疫苗和空瓶，造成生物安全隐患和免疫空白，诱发

重大动物疫情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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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没有严格的消毒制度

个别猪场没有专门的消毒室，更没有严格规范

的消毒制度。养殖人员在进入猪舍前不进行消毒，

饲养工具在使用前也不进行消毒。

1.5 疫苗质量得不到保障

一些规模猪场轻信经销商，对政府采购的猪口

蹄疫、蓝耳病等重大动物疫苗缺乏信任，自行采购

疫苗，致使疫苗质量得不到保障而造成免疫失败和

疫情扩散。

1.6 不遵循科学免疫原则

部分规模养猪场不遵循科学免疫原则，怕麻

烦，没有制定合理的免疫程序，有的也不按程序要

求免疫接种，从而造成免疫失败。

1.7 滥用抗菌素药残严重

个别规模养猪场不在生物安全上下功夫，而在

饲料中长期过度使用抗菌素药物预防，发病时大量

使用抗菌素等药物急救治疗，造成药物残留，抑杀

了疫(菌)苗中有益活菌群，影响疫(菌)苗的效力。
1.8 粪污处理不当隐患多

有些猪场不及时清理粪便，随意堆放。夏季招

引蚊蝇等害虫。雨季雨水冲刷粪土，以致臭味难挡，

污水横流。

1.9 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不及时

一些小规模养殖场将病死猪随便乱扔，不及时

进行无害化处理，造成疫情扩散和蔓延。

1.10 动物疫病防控形势严峻

口蹄疫、高致病性蓝耳病、非洲猪瘟等重大动

物疫病在周边国家频繁发生，严重威胁本县生猪产

业健康持续发展，加之部分规模养猪场缺乏生猪综

合防疫技术支撑，防疫工作存在盲目性和片面性，

依然存在重大动物疫情发生风险。

2 规模猪场生猪疫病综合防控

规模猪场切实搞好消毒、卫生、生猪疫病综合防

控工作，保证猪群健康和存活率达 99%以上，死亡率
控制在 1%以内，充分发挥其生产潜力和经济效益。
2.1 合理规划规模猪场建设

1）做好规模猪场选址工作。建设猪场应考虑以
下因素：地势高而开阔、平坦，气候干燥，处在背风、

向阳、水质良好、排水排废方便、无污染、供电足的

地方，远离交通要道、城镇、学校、医院、居民区，便

于饲养管理、防疫、防火。

2）猪场内部区域管理。猪场的生活区、生产区、兽
医室、隔离区和粪尿污水处理区要做到合理分建，各

区应进行严格卫生防疫管理。生活区位于上风区。生

产区位于中部，种猪舍、妊娠舍、分娩舍、生长舍、育肥

舍和隔离舍按上风向依次建设，各猪舍间隔为 20 m
左右，并在猪舍中间建设隔离带等防疫屏障。猪场下

风处设置独立的粪污处理和检测设施。饲料、种猪和

成品猪的运输通道要分开，以免造成病毒感染。

2.2 消毒灭源改善养殖环境

1）制定严格卫生消毒制度。合理选择对人、猪
不造成危害的消毒剂，定期对猪场内的环境进行消

毒，严控外来人员和不经消毒的人员进入猪舍。种

猪和成品猪出入猪场时要进行消毒。栏舍清理完粪

便后也要进行消毒。

2）猪场大门、生产区入口处要设置水泥结构的
消毒池，池内消毒液充足，每周更换 1次。进场车辆
与人员必需从消毒池通过。生活区、行政区每周消

毒 1次。猪场道路和环境要保持清洁卫生，每天消
毒 1次。生产人员应洗手并用百毒杀洗涤消毒，穿
消毒过的工作服和胶靴，戴消毒过的工作帽工作。

3）生产区舍外每周打扫、选用威力碘消毒 1次，
猪舍内天天打扫，每周选用次氯酸钠（带猪)消毒 1
次，每月用氢氧化钠消毒液清圈消毒 1次。料铲、料
车等猪舍用具每周消毒 1次。每栋猪舍入舍消毒盆
每 2天更换消毒液 1次。针对流行性腹泻病毒与非
洲猪瘟病毒，生产区各猪舍应实行全进全出的设施

与工艺，每批猪调出后，要严格消毒，同时，保持饲

槽、水槽、用具干净，地面清洁，消除可能存在的节

肢动物、昆虫或其他动物的生存空间，防止媒介作

用形成各种疾病的传染源，各猪舍内可用 0.3%过氧
乙酸或次氯酸钠消毒，转群时空猪舍要进行彻底消

毒，以改善猪群的饲养环境。饲养员不许串栋和带

入与生产无关的物品进猪舍。

4）临产母猪进入产房前，必须体表清洗和消毒，
使用 0.11%高锰酸钾溶液对乳房、外阴部清洗消毒。
空出产房需要清扫、冲洗，然后再用消毒液、甲醛薰

蒸、火焰各消毒 1次，才能重新使用。育成育肥舍空
圈时也应要清扫、冲洗，再用消毒液、火焰各消毒 1
次，才能重新使用。

5）消毒工作必须做到常规化、制度化和规范化，
杜绝外来疫源侵袭。谢绝猪贩和屠工进场选猪。对

饲料送货车、饲料包装袋和车辆进行严格消毒。

疫病防控100· ·



养殖与饲料 2020年第 08期
2.3 加强管理提高猪抗病力

1）建立自繁自养、严格引种检疫制度。猪场应
坚持自繁自养，自行培养后备母猪，减少外地购猪，

不在疫区或新疫病区引种，引入种猪时，考虑该种

猪场的疫病情况，严格依据产地检疫证明进行疫情

隔离筛查，在此期间，要进行抽血化验，检查各种猪

类传染疾病和抗体情况，确认无病后进行合群，产

地检疫证明进行归档处理。

2）建立健康检查制度。饲养员定期对猪群进行健
康检查，观察猪只采食和健康状态、排粪有无异常等，

观察猪群、测量统计、饲量监测等有关影响猪群健康

時变化的因素，发现不正常现象，及 请兽医检查。

3）合理喂养。猪场内应科学合理设有深水井
或自建水塔，提供清洁、卫生、符合国家相关规定

的健康水源。保证生猪营养充足，选用高品质全价

料，禁止饲喂不清洁、发霉变质的饲料。降低饲养

密度，将种猪舍、保育舍和育肥舍分开，保持猪舍

空气新鲜。

2.4 建立严格的生物安全制度

1）严禁员工将外面的猪肉及其制品带入场内。
2）禁止员工在场内饲养猫、狗、鸟等。
3）工作人员穿消毒过的服装、帽子和靴子进入

猪场。

4）使用消毒过的车辆工具运输饲料、种猪和成
品猪。

5）病死猪和母猪产后胎衣要远离猪场，并进行
焚烧、深埋、无害化处理。

6）消灭猪场附近的昆虫、蚊子、苍蝇、老鼠，防
止疾病传播。

7）做好猪场消毒、隔离、粪污处理，创造安全无
污染猪场环境。

8）避免人员、车辆、工具和鸟类的疫病传播，防
止外源性疫病输入。

2.5 加强培训提高专业素质

1）猪场内工作人员由场长、经理、技术员、内勤
人员、后勤人员、饲养员组成，猪场应根据猪群的规

模配备合适的、本专业的兽医技术人员。

2）做好猪场内的员工技术培训与管理工作。现
代化的养猪场多为规模化、集约化管理模式，涉及

的学科范围广阔，这需要进行全能型人才的培养，

以适应当下市场风险、疾病风险、卫生防疫技术实

用性和经济效益最大化等因素的考验，为此，应加

大不同模式、不同方式的教育学习和培训，不断发

展和壮大猪场兽医卫生防疫队伍。

2.6 加强兽医防疫工作管理

1）做好传染病的隔离与防治工作。定期驱虫。
春秋两季传染病盛行期内，对猪场内生猪进行驱虫

和消毒处理，防止体内、外寄生虫的传播。当猪场疑

似发生传染病时，应立即采取封锁、隔离、消毒等紧

急措施，迅速确诊，排查疫情，综合防控。

2）发生人畜共患病时，兽医早发现、确诊，查找
疫源，做好封锁、隔离、消毒，紧急防疫，控制疫情。

2.7 做好生猪的病原学监测

定期采血，做好生猪传染病的免疫监测工作。

如果检测出生猪疫病，就要做好检疫申报，发现动

物疑似染疫，应当立即向当地兽医部门报告。

2.8 做好生猪重大疫病防控

1）结合猪场实际，抓住防疫关键技术，落实各
项综合防控措施，促进本县规模猪场重大动物疫病

口蹄疫、高致病性蓝耳病的防控有力、有序 、有效

开展。

2）加强外来重大动物疫病非洲猪瘟综合防控。
杀灭传染源、切断传播途径与保护易感动物是防控

非洲猪瘟的原则，归纳为“灭、查、限、禁”，即杀灭疫

源，杀灭钝缘软蜱等媒介昆虫、鸟、蚊虫、老鼠，切断

传播途径，防控非洲猪瘟传播、蔓延；加强排查监

测；限制生猪移动，加强生猪调运监管；禁止使用未

经高温处理的餐厨剩余物饲喂生猪；保护易感动物

是猪场综合防控最重要的生物安全措施。非洲猪瘟

可防、可控，但不可治。

2.9 建好生猪养殖防疫档案

规模猪场建立养殖、免疫、用药、检疫申报、疫

病检测、疫情报告、消毒、无害化处理、畜禽标识等

养殖防疫档案，保证场内猪只、原物料可追溯，并接

受兽医部门监督检查。

3 规模养猪场疫病免疫规程

3.1 免疫接种制度

1）按本场制定的免疫程序准时准量进行免疫接
种，杜绝漏免、误免。

2）做好健康登记和免疫接种记录包括疫苗的产地、
批号、保存、质量、标准使用剂量以及免疫反应等。

3）规范免疫技术操作，打针时严格消毒，做到 1
猪 1个针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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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猪场免疫程序

1）后备公、母猪的免疫。母猪配种前 1个月依
次进行猪瘟、口蹄疫、猪蓝耳病、猪气喘病、猪伪狂

犬病、猪细小病毒病和猪乙型脑炎 7 种病疫苗免
疫，每种疫苗免疫间隔 6耀7 d。每年 4-8月份为初配
前的后备公、母猪进行乙型脑炎疫苗免疫。

2）仔猪和育肥猪免疫。
8日龄：猪喘气病苗首免。
15日龄：猪蓝耳病苗免疫。
20日龄：猪喘气病苗二免。
25日龄：猪瘟苗、口蹄疫首免。
28日龄：口服仔猪副伤寒疫苗免疫。
30日龄：伪狂犬病、猪气喘病弱毒菌苗免疫。
50日龄：猪丹毒、猪肺疫、乙型脑炎苗免疫。
55日龄：猪传染性萎缩性鼻炎苗免疫。
70日龄：猪瘟、口蹄疫苗二免。
3）经产母猪的免疫。母猪产仔后至配种前依次

进行猪伪狂犬病、猪细小病毒病、乙型脑炎疫苗免

疫(每年 4—8月配种的母猪免疫)、猪肺疫、猪丹毒
(每年 3月和 9月)、猪瘟、口蹄疫、猪蓝耳、猪传染性
萎缩性鼻炎疫苗免疫。每种疫苗免疫间隔 7 d。

妊娠母猪产前 14耀28 d，进行猪伪狂犬苗免疫；
产前 30 d和 15 d各免疫 1次仔猪红痢苗；产前 40
d和 20 d分别用大肠杆菌苗各免疫 1次。

4）种公猪的免疫。每年 3月和 9月进行口蹄疫、
猪瘟、蓝耳病、伪狂犬病、猪细小病毒病、乙型脑炎(3
月用)、猪肺疫、猪丹毒、猪气喘病、猪传染性萎缩性
鼻炎疫苗免疫，每种苗免疫间隔 6耀8 d。
3.3 预防接种方法

常用接种方法有肌肉注射、皮下注射、皮内注

射、口服免疫、滴鼻、气管内注射和胸腔注射等。

3.4 各类疫苗特点

1）真空冻干疫苗-15 益时保存期 2年，8耀20 益
时保存期 9个月，并保持疫苗的效价。

2）油佐剂灭活疫苗在 2耀80 益保存，保存期短。
3.5 疫苗的正确使用

1）各类疫苗在运输、保存过程中必须低温冷冻
保存，灭活疫苗要求在 4耀8 益条件下保存。

2）疫苗使用前要逐瓶检查疫苗瓶有否破损，封
口是否严密，瓶签是否完整，是否在有效期内，剂量

记载是否清楚，稀释液是否清晰等，并记下疫苗生

产厂家、批号备案。

3）疫苗接种前，应检查猪群的健康情况，病猪
应暂缓接种，接种疫苗用的器械要消毒，1猪换 1个
注射针头。

4）疫苗不要放置日光下暴晒，应置于阴凉处，
一旦启封使用，必须当日用完，不能隔日再用。

5）接种疫苗时，不要让消毒剂与疫苗接触，不
能同时使用抗血清。

6）个别猪在注射油佐剂疫苗时会出现过敏反应，
因此接种疫苗时要带上肾上腺素备用。

4 讨 论

4.1 防疫是猪场的第一生命线

考虑当地疫情流行特点和本场曾经发生什么

病、发病日龄、发病频率及发病批次，结合本猪场猪

的年龄、饲养管理、母源抗体的干扰以及疫苗的性

质、类型和免疫途径等各方面因素和免疫监测结

果，制定适合本场的免疫程序。疫苗接种提高生猪

的抗病能力，降低疫病感染和发生风险。要认真落

实重大动物疫病口蹄疫、高致病性蓝耳病强制免疫

全覆盖，其他病种要因病设防，调整免疫程序，确保

猪群常年处于有效保护状态。

4.2 根据仔猪母源抗体确定合理免疫时间

根据猪瘟母源抗体下降规律，一般采取 20耀25
日龄首免，而有猪瘟病毒感染的猪场应实行仔猪刚

出生就超前免疫猪瘟疫苗，待 2 h 后才让其吮初
乳，在 55耀60日龄再加强免疫 1次。
4.3 根据疫苗类型、疫病特点、免疫程序选择免疫

接种途径

例如：灭活苗，类毒素不能经消化道接种，一般

用于肌肉注射；喘气弱毒冻干苗采用胸腔接种；伪

狂犬病基因缺失苗对仔猪采用滴鼻效果更好，它既

可建立免疫屏障又可避免母源抗体的干扰。

4.4 同时免疫接种 2种或多种弱毒苗往往会产生

干扰现象

一是，两种病毒感染的受体相似或相同，产生

竞争作用；二是，一种病毒感染细胞后产生干扰素，

影响另一种病毒的复制。2种疫苗预防接种间隔 1
周，但病毒性活疫苗和灭活苗能同时分开使用。

4.5 防止药物对疫苗接种的干扰

在注射病毒性疫苗的前后 4 d 严禁使用抗病
毒药物；在注射活菌疫苗前后 6 d 严禁使用抗菌
素，2种细菌性活疫苗可同时使用；抗菌素对细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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