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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效作用，特别是病程较长或感染严重的猪，建议

治疗时使用多种药物进行配伍，同时采用对因治疗

和对症治疗相配合的方案用药，这样能充分发挥药

效，治疗更加彻底。兽医临床常用的药物有三氮脒、

咪唑苯脲、土霉素、新砷凡纳明等，每种药的具体用

法用量为，三氮眯 10 mg/kg，肌注，1 次/d，连用 3 d；
咪唑苯脲 2 mg/kg，1 次/d，连用 3 d；土霉素 10 mg/kg，
拌料饲喂，连用 1 周以上，直至完全治愈；新砷凡纳

明 15 mg/kg，静脉注射，一般用药 3 d 后症状

消失。

本病是养猪临床常见的传染性疾病，同时还具

有人畜共患的特征，兽医人员在对病猪进行治疗

时，一定要做好自身的防护，如果在疫病流行期间

出现了发热、黄疸、贫血、出汗、疲劳、嗜睡以及肝脾

肿大等表现时，一定要及时就医，保证自身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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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化猪场非洲猪瘟防控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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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非洲猪瘟至今仍无有效的疫苗可预防，只能采取周密严格的生物安全措施进行防控。为此，本文从人

员流动、猪群流动、物资进场、车辆流动、饲料加工、环境消毒、中间介质、增强猪只抵抗力、非洲猪瘟宣传培训等

方面简述了规模猪场防控非洲猪瘟的策略，供同行、广大养猪人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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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猪瘟又被称为疣猪病，是一种由非洲猪瘟

病毒感染引发的高接触性、急性、热性的传染性疫

病，具有传染性强、死亡率高、易暴发流行以及易复

发等特点[1]，严重损害养猪业的正常发展。非洲猪瘟

至今仍无有效的疫苗可预防，规模化猪场搞好生物

安全是目前防控非洲猪瘟的唯一办法。

1 人员流动防控

在生物安全防控方面，规模猪场的人员流动确

实是最难防控的。非洲猪瘟发生的时候，要非常严

格控制员工进场流程，禁止外来人员进场，限制本

场员工进出的次数。进场人员要做到以下 4 点：

1.1 进消毒间

在猪场门口设置雾化消毒间，消毒 100耀120 s，
鞋底用鞋刷洗干净，用消毒药洗手，登记入场情况。

1.2 进隔离区

进入隔离区时，再次登记入场情况，随身物品

经值班人员确认后带入生活区、搁在臭氧消毒间消

毒 2 h；洗完澡更换隔离区的衣物后才能进隔离区；

手机、眼镜等不能水洗的物品，用酒精棉签擦拭后

带进。

1.3 进生活区

经过隔离区隔离 55耀60 h，洗澡后更换生活区

衣物，才能进生活区，手机、眼镜等不能水洗的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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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用酒精棉签擦拭后带进；其他物品如需带进要

在紫外传递窗消毒 45 min 后带进。

1.4 进生产区

经过生活区隔离 30 h，洗澡后更换生产区衣

物，才能进生产区，除手机、眼镜在紫外传递窗消毒

1 h 后可带进，其他任何私人物品不得带入，如有一

定要带入的私人物品，需经生产区值班人员检查同

意，方可带进。

2 猪群流动防控

面对非洲猪瘟，猪群流动是规模猪场生物安全

防控中风险最大的也是最重要的，因此要特别

重视。

2.1 禁止生猪入场

依目前防控非洲猪瘟情况，严禁一切生猪调入

场内，并进行自繁自养。

2.2 禁止转猪车出场

禁止内部转猪车出场，场外转猪车全用自己场

的车辆，每次转猪后要彻底冲洗、消毒，停在指定

车位。

2.3 减少淘汰母猪频次

延长母猪使用时间，由每星期 1 次改为每月 1
次淘汰母猪。场外淘汰母猪车要经猪场指定洗消点

冲洗消毒后，提前 24 h 进入指定车位，经值班人员

检查合格后，在监控系统下放置 20 h 才能装淘汰

母猪。

3 物资进场防控

猪场所有物资集中采购，所有物资进场要按照

规定进场。

3.1 生产物资

生产物资进场，除去外包装，在臭氧间臭氧消

毒 1 h，无法放进臭氧消毒间的大件物资和仪器，使

用喷雾消毒，生产物资经过消毒后才能进入猪舍。

3.2 食堂物资

食堂物资进场，在餐厅库房经紫外消毒，所有

食材除去外包装，放在货架上紫外消毒 1 h，严禁购

买任何冷冻食物。

3.3 员工物品

员工请假回场，由值班人员检查携带的物品，

严格禁止偶蹄类、动物性食物以及猪场规定不能带

入的其他物品进场。

4 车辆流动防控

猪场车辆一般分为场内车辆、场外车辆和场外

拉猪车。车辆流动防控要做好以下 3 个方面的工

作。

4.1 场内车辆管理

场内各车辆实行专人负责，禁止交叉使用，不

得开往场外，并要认真执行“凡使用要清洗消毒”的

规则，洗消后放置在指定车位。及时做好员工车辆、

场内转猪车的清洗、消毒工作，特别是“无害化处理

车”使用后马上到指定地点清洗、消毒和烘干。做好

车辆的使用情况登记，详细登记使用时间、行驶路

线、消毒措施等内容。

4.2 场外车辆管理

场外车辆严禁进入隔离区、生活区、生产区，包

括养殖场工作人员的私车。场外的车辆要停在至少

1耀2 km 以外的车辆消毒点进行清洗、消毒，按照养

殖场规定停在指定的外来车辆停放的车位。并做好

往来车辆清洗、消毒登记。

4.3 场外拉猪车管理

任何场外拉猪车到装猪台前，由值班人员检查

合格后，才能接近装猪台，放置在视频系统下 12 h
准许装猪；若检查不合格，退回车辆，2 d 内不得再

来。场外拉猪车选择合适的路线，中途尽量避免触

及其他动物性污染源。做好场外拉猪车情况登记

工作。

5 饲料加工防控

饲料加工车间不用猪源性原料。改变生产工

艺，在加工升温的环节，要求超过 60 益，最好有 80 益
以上。达到彻底灭活非洲猪瘟病毒的目的。

6 环境消毒防控

环境消毒应采取的措施：1）每次售猪后，马上

对装猪台及附近地面进行彻底清洗、消毒药消毒和

火焰消毒；2）对处理病、死猪时经过的道路每天进

行消毒药消毒，降低疾病传播的概率；3）靠近猪场

的场外车辆离开后，要对地面进行消毒药消毒；

4）对场区内的道路，每星期用石灰白化 1 次，对场

属范围内的重要道路，每星期用石灰白化 3 次；

5）每星期对食堂、体育场、乒乓球室、健身房等生活

公共区域进行清洗、消毒药消毒 1 次。对以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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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洗、消毒情况要登记清楚以备督查。

7 中间介质防控

蚊虫、苍蝇、老鼠等都可能成为非洲猪瘟病毒

的携带者（中间介质）。猪场要常常开展灭蝇、灭蚊、

灭鼠工作，即每月对场区开展 1耀2 次灭鼠、每星期

卫生大扫除 1 次，防止蚊虫、苍蝇滋生，在苍蝇较多

的地方投放灭蝇药，消灭中间传播介质。要做好围

墙、防护栏、防护网，预防猫、犬、家禽、鸟类等进入

猪场，保证猪只安全。

8 增强猪只抵抗力

1）增强猪只体质。适当提高营养水平，特别要

注重营养的全面与平衡。可适当补充一些抗生素、

维生素等，不用霉变或过期饲料，以增强猪只体质、

提高猪只抵抗力、减少猪只发病率，尤其是减少呼

吸道疾病的发生。2）增强抗病毒能力。在饲料中适

当补充一些抗病毒药物，预防和杀害病毒，尽量减

少感染病毒的可能。3）及时调整猪舍温湿度。依据

不同季节和气温变化，及时调节猪舍内的温度湿

度，给猪只创造一个舒适的生长环境，预防猪只感

冒，避免发生呼吸道疾病。

9 非洲猪瘟宣传培训

要对猪场员工特别是兽医人员进行有关非洲

猪瘟防控知识和政策的宣传培训，增强员工生物安

全意识，增加群防群控的气氛：1）如果猪场内发生

非洲猪瘟或经典猪瘟可疑病例时，要马上严格隔离

发病猪只，对场区要立即进行消毒，对病死猪进行

无害化处理，负责人要立即把情况上报给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中心，以便及时采取相关措施。2）当出现

临床症状可疑疫情时，在疫病确诊前员工严禁出

场，物品只能进不能出。3）当确诊为非洲猪瘟疫情

时，按照规定处理，并做好相关登记。非洲猪瘟传染

性强、死亡率高、易暴发流行、易复发，所以在发现

病猪后应第一时间做好无害化处理，采取成群扑

杀、深埋、焚烧等方式处理病死猪[2]，以免传染给更

多的猪，造成更大损失。

10 结 语

规模化猪场生物安全工作是所有动物疫病预

防和控制的根本，是效果最好、成本最低的健康管

理举措。猪场要始终保持做好生物安全工作，秉持

“全面防控，漏一为零”的防控观念，彻底阻止非洲

猪瘟传染的机会，减少非洲猪瘟对规模化养猪场造

成的损失，促进生猪养殖业健康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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