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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猪瘟背景下柳州市柳江区
规模猪场构建生物安全体系的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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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广西柳州市柳江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广西柳州 545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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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继续做好非洲猪瘟防控，保障柳州市柳江区全区生猪生产健康发展，需要不断加强养猪场生物安

全体系建设，以降低被感染几率，从而有效切断病原体传播途径。为此，本文从提高防控意识、完善防控设施、打

造良好的养殖环境、严格管理猪场出入口、加强生产环节把控等方面介绍了非洲猪瘟背景下柳州市柳江区规模

猪场生物安全体系构建的策略，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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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州市柳江区位于广西壮族自治区中部，桂中

盆地西南面，是广西主要商品粮和蔗糖生产基地，也

是全国瘦肉型猪生产基地和国家农业综合开发重点

县。2018年我国出现非洲猪瘟病例后，我国生猪市

场迅速受到了极大打击，养猪户遭受了严重的经济

损失。随着国家和广西地方一系列恢复生猪生产政

策措施的落实，柳江区作为柳州市重要发展区域之

一，积极响应政策措施，大力推进生猪复养增产。柳

江区目前共有生猪规模养殖场 36个，现存栏 9万多

头。当前，为了全力预防非洲猪瘟，确保柳江区生猪

生产安全稳定，规模猪场一定要要构建生物安全体

系，虽然不能 100%控制非洲猪瘟，但是可以有效切

断病毒传播途径，避免猪群受到非洲猪瘟的侵害。

1 提高防控意识

对于非洲猪瘟的预防不能够只通过消灭病源

来实现，因为它的感染对象只能是家猪和野猪，而

它们又不能够被全部消灭，因此只能通过切断或者

控制传播途径来预防。从外部条件来看，生物安全

主要是防止病原体和各种有害微生物通过其他载

体进入到养猪场内进行传播；从内部来看主要是控

制病原体在猪群之间扩散。可是在实际管理中，如果

收稿日期：2021-04-27
*通讯作者

韦青藏，男，1972年生，高级兽医师。

3.5 增强数据分析应用能力

受人员队伍素质的限制，对动物疫病监测数据

应用分析能力较弱，农业（畜牧）部门应该加强动物

疫病数据分析能力方面的培训，建立规范的疫病监

测报告和分析制度，加强对疫情监测数据的分析评

估和运用能力。

3.6 强化流行病学调查工作

主动开展专项流行病学调查，走进基层，面向养

殖场开展全方位的流行病学调查，预估区域性疫病可

能存在的风险，为科学防控动物疫病提供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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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是简单地认为只要进行消毒就高枕无忧，那就大错

特错，殊不知在生产管理、无害化处理以及污水粪便

处理等方面也要格外重视[1]。养猪户要积极转变观

念，做好消毒工作并不是万灵药，要从源头上重视生

物安全防控，只有这样才能有效控制疫病的产生，提

高生猪成活率。生产管理人员要在不断提升养殖技

术水平、提高防控意识的同时，还要做好生活区域的

消毒以及进出入生产区前的消毒工作。

2 完善防控设施

2.1 不断完善养猪场功能区

针对非洲猪瘟传播的特点及其危害性，需在猪

场周围建设围墙以便于阻止外来人员随意进入到

猪场内部。同时，在生产区的入口处，也需要建立

更为完善的更衣消毒室，并配备相应的淋浴设施，

便于最大程度地消灭病毒。对于猪场的运输管理

工作，还需要在距离养猪场 1 km以外的地方建立车

辆消毒区域，这样就可以最大程度有效避免病毒通

过车辆进入到养猪场内部[2]。另外在猪舍出入口要

建设消毒池，通过科学合理的布置，不断完善功能

区，才能够有效将病源阻挡在猪场之外。

2.2 提升生物防疫措施

要改进猪舍内部的生物防控设施，比如窗户需

要改换为高密度铁砂网，不仅可以防老鼠也可以防

蚊虫，能够最大限度有效防止病原在内部的传播。

还需不断完善相关配套设施，比如车辆消毒以及人

员消毒通道的建设还需做进一步完善处理，对于动

物隔离室以及污水、粪水处理设施也需及时升级换

代，并且有条件的养猪场不仅需要建立车辆洗消场

地，也需要不断提升现有生物防疫设备[3]。

3 打造良好的养殖环境

3.1 场地与地势的选择

猪场选址时要考虑该区域具备优质的地下水

水源，要远离动物屠宰加工厂以及垃圾和污水处理

厂。在地势上要平整，而且地面干燥不容易出现积

水，如果该区域土地不平整，就容易导致养猪场内

部的猪群受到的阳光照射不均衡，而且猪舍之间会

存在一定的落差，导致场内部通风不顺畅，易引起

传染病的暴发；如果土地平整，就不容易出现积水，

这样湿度问题就得到了有效控制，因此整个场所内

部地面的坡度不要超过5°[4]。

3.2 猪场的朝向与风向

我国南北跨度大，大部分区域属亚热带季风气

候，夏季温度较高的时候，猪舍需要朝向南方，这样

可以避免阳光直接照射到内部；在冬季天气较为寒

冷时，猪舍应面向南方，不仅可以避风，同时也可以

保暖。猪舍朝南有利于提高猪舍内部的通风效果，

当然具体的选择还需要根据当地的地理以及气候

环境来决定[4]。

3.3 猪场内部的布局

作为大型养猪场不仅需要先进的生物防疫设

备，同时还需具有较为完善的功能区，并且考虑到

非洲猪瘟高烈度的传染性问题，因此有必要在距离

养猪场以外的几公里区域建立交易平台。通常而

言，办公区域应当设置在靠近大门的地方，当然也可

以选择在远离猪场的地方。这样就能够有效避免因

外来人员频繁进入猪场进而导致病毒传播链无法斩

断的情况，同时也可以当作是外界和生产区的缓冲

地。而生产区是整个养猪场的核心区域，也是猪群

生活的地方，为了加强通风就需要建立在上风向，也

能起到冬暖夏凉的作用，更有利于生物安全控制。

而隔离区是引进种猪以及发病猪临时生活的区域，

因此在地点的选择上应当是位于整个养猪场的边缘

区域，并配备较为完善的消毒设施。从猪舍的整体

布局来看，不仅要求科学合理，还需综合考虑电网管

线的布局设计并做好绿化设施，猪舍之间的距离要

适宜，距离过小容易影响到光照通风，距离过大则降

低了土地利用效率、增加运营成本。

4 严格管理猪场出入口

4.1 设置专业的安保人员

养猪场的出入口是大量外来人员以及相关重

要物料的出入区域，如果没有做好管控，那么极容

易将病原体通过这个关键点进入到养殖场内部从

而导致疫病的发生。因此，有必要设立专业的安保

室，以实现全天候巡查，没有经过允许，任何人以及

车辆都不可随意进入到猪场内部，并且要保证整个

养猪场的大门都是处于关闭状态。如有特殊情况，

应及时做好人员、物品、车辆出入等情况记录并上

报相应信息。

4.2 外部人员管理

因为工作或者是运送物料等原因，外来人员在

进入场内时需要申请，若发现其去过病毒感染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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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不准进入并立刻停止审核。至于其他原因，在审

核通过以后，还需要经过消毒区域进行全面消毒及

健康检测合格后方可进入，其中外来人员若无特殊

情况不可以直接进入到生产区域。

4.3 内部人员管理

内部人员在出入生产区域前均需要沐浴更衣，

为了能够最大程度消灭所携带的病原体，沐浴时间

不能少于 10 min。饲养管理人员，因为个人原因或

者是工作上的事宜，离开生产区时间超过 4 h以上，

在回来时应当进行彻底的消毒淋浴，要在隔离区域

隔离 48 h以上才可以直接进入到生产区域。4 h以
内的，如果所处的活动范围并没有在高风险区域，

只需进行彻底的消毒，更换衣物后就可以直接进入

生产区开展工作。

4.4 车辆出入管理

生猪的运输离不开车辆，而运输车辆是往返于

各地点的重要工具，其本身就是重要的传播渠道。

非洲猪瘟具备高度的传染性，车辆在进出养猪场之

前要进行彻底的清洗、消毒，如车轮、车轮框、挡泥

板等部位。大型养猪场要建造场外停车场及消毒

设施，场内部的道路可根据运输物料的不同设置净

道与污道，其目的在于避免出现交叉性感染。车辆

在进入消毒池之前，应在大门口直接用清水对车辆

进行彻底清洗，对轮胎及底盘区域要着重清理干

净，然后再进入消毒通道进行全面的消毒。

5 加强生产环节把控

5.1 引种管理

从猪场外部引种存在较大风险，每年引种的次

数应不多于 3次，还要根据养殖场的特点制定出合

理的隔离计划。另外，在引种前应对种猪进行健康

检测并进行风险评估，合格以后才可以引进，且隔

离时间不能够低于 2个月。有条件的区域可以设置

专业的隔离室，对于规模较小的养猪场，隔离室可

以安排在距离现有猪舍至少 400 m的区域。隔离舍

最好在猪进场前 3 d完成清洗、消毒、干燥等工作，

在进猪前 1 d完成栋舍的熏蒸消毒操作。隔离期间

前 1个月要实行完全隔离，在第 2个月第 1周时就需

要由兽医对种猪采血送至实验室进行相关检测。

5.2 转群管理

猪场生产区域存在诸多单元，根据猪群的生长

特点需要进行转群，在此过程中必须注意疫病感染

的风险。转群时要坚持全进全出的原则，每个区域

人员只负责自己区域的转移工作，以此避免出现交

叉性感染，同时还需要对猪群所经过的道路进行清

洗和消毒。

5.3 加强污物无害化处理

在生猪养殖的过程中出现传染性疾病是不可

避免的事情，因此一旦发现病例，需及时将已死亡

的病猪或者是受到感染的猪群及时进行清理，同时

还需要做好严格的无害化处理。由于非洲猪瘟具

有高强度的传染性，因此一旦发现任何病情都必须

按照相关规定上报，不可将病死猪随意丢弃，更不

能偷偷销售，应当做好无害化处理工作；负责处理

的人员工作结束后，应直接淋浴后回生活区，不得

再返回猪舍。要保持猪场良好的环境卫生，降低病

毒在猪场内部的传播。在场内不能饲养任何宠物，

要做好灭鼠防虫工作。使用过后的医疗废弃物，不

可随意丢弃，一定要集中收集并进行无害化处理。

对生活垃圾要进行分类处理，对饲养人员的宿舍和

食堂等公共场所要进行消毒，对消毒后所产生的污

水要进行无害化处理。

6 结 语

非洲猪瘟的出现给世界各国的生猪养殖产业

带来了极大的影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暴发又

增加人们的心理压力。因此需要提高防范意识，建

立健全生物安全防控体系，在平时要做好日常消毒

工作，做到有效切断非洲猪瘟病毒传播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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