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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省规模养殖场动物疫病净化
探索与实践

王 英 梁璐琪 朱 丹 邢 坤
四川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成都 610041

摘要 动物疫病净化工作是指通过监测、隔离、淘汰、生物安全等综合措施，在特定区域或规模养殖场内有

计划地逐步控制并消除某些动物疫病的过程，是动物疫病防控的终极目标。这不仅可保障动物疫病防控和畜牧

业健康持续发展，而且对于保障公共卫生安全和食品安全也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为此，本文介绍了四川省积极

推进种畜禽场重点动物疫病净化工作的措施：高度重视、部署到位，成立净化专家委员会，定点联系、专人负责，

项目带动、统筹发展，加强培训、提升意识；指出了存在的问题：养殖企业积极主动性不强，动物疫病净化工作开

展不平衡，资金政策支持不足，基层动防体系缺失；提出了建议：建立动物疫病净化长效机制，加大政策和资金扶

持力度，加大宣传、充分调动养殖企业积极性，汇集力量、形成净化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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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川是畜牧业大省，猪、牛、羊养殖量位于全国

前列。近年来，四川省认真贯彻落实《国家中长期

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2－2020年）》，坚持政策引

导、企业参与、技术支撑，先创建后示范，在种畜禽

动物疫病净化方面开展积极的探索与实践，并取得

了一定的成效。目前，已有 1家种猪场成功通过了

国家猪伪狂犬病净化示范场现场评估并挂牌，有 5
家种畜禽场成功通过动物疫病净化创建场现场评

估并挂牌。

1 积极推进种畜禽场重点动物疫病

净化工作

1.1 高度重视，部署到位

四川省高度重视动物疫病净化工作，认真贯彻

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

治规划（2012－2020年）》和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

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创新体制机制推进农业绿色

发展的意见》，并结合四川省实际，制定了《四川省

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2013－2020年）》，提出

了分病种、分区域、分阶段控制和消灭重点动物疫

病的思路，明确了四川省种畜禽场动物疫病净化的

任务和方向。

在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等多次会议上积极

推动中长期防治规划落到实处，反复强调动物疫病

净化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并认真安排部署种畜

禽场重点动物疫病净化工作。先后下发了《关于开

展种畜禽场主要动物疫病净化与评估认证工作的

通知》《关于开展全省奶牛结核，布病净化示范场建

设的通知》，积极推动四川省种畜禽场重点动物疫

病净化工作。

1.2 成立净化专家委员会

省动物疫控中心集合全省农业系统、大专院校

和科研院所合力，组建了全省畜禽主要疫病净化工

作专家委员会，共 43人，集中专业技术专家的力量，

加强对开展动物疫病净化工作的种畜禽场技术指

导和培训，全面推动动物疫病从有效控制向净化消

灭转变，为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保驾护航。

组织专家分动物、分病种集成制订种畜禽场主

要动物疫病净化技术方案和操作规程，联合市、县

动物疫控中心指导养殖场根据实际情况制定具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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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实施方案，做到一场一册。在疫病净化创建和

示范的基础上不断完善技术规程和净化方案，促进

净化技术的成熟和完善。

1.3 定点联系，专人负责

建立省-市-场定点联系机制。中心专业技术

人员定点联系 1～2个市州及所辖 1～2个种畜禽

场，与净化专家委员会专家一起，负责开展疫病净

化与评估认证过程中的组织协调和技术指导。各

市州动物疫控中心参照建立定点联系制度，并指定

专人负责疫病净化和“两场”评估认证的相关组织、

协调工作。种畜禽场具体实施本场动物疫病净化

工作，完善基础性设施，落实免疫、采样、检测、淘

汰、隔离、消毒、无害化处理等净化措施等。

1.4 项目带动，统筹发展

以在研的四川省科技厅重点研发项目《四川省

规模猪场主要疫病净化技术集成研究与应用》为平

台，集成创新猪瘟、猪伪狂犬病等动物疫病净化技

术的研发、集成和示范，在省内种猪场和规模养殖

场中大力推广，狠抓关键净化技术落实，创新集成

动物疫病净化技术，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为四川省

种畜禽场动物疫病净化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1.5 加强培训，提升意识

积极开展全省非洲猪瘟等重大动物疫病净化

技术培训和规模猪场主要动物疫病净化与技术推

广培训，邀请国内动物疫病净化方面的专家、净化

先进企业分享净化经验、净化带来的经济效益，全

面提升疫控工作人员和种畜禽企业技术负责人动

物疫病净化意识和能力水平。同时，结合春秋防交

叉检查，开展动物疫病净化进展情况检查，有效推

进疫病净化措施落实。

2 存在的问题

2.1 养殖企业积极主动性不强

净化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大量的人力和

物力长期持续的投入。一些中小型的种畜禽场为

了追求短期利益，放弃或者拖延开展动物疫病

净化。

2.2 动物疫病净化工作开展不平衡

从近来开展工作的情况来看，不同种类种畜禽

场重点动物疫病净化工作开展不平衡。种猪场疫

病净化工作开展的较好，奶牛场、种禽场疫病净化

工作进展缓慢，至今尚无通过疫病净化评估认证的

种羊场、种公猪站、种公牛站。

2.3 资金政策支持不足

目前，各地并没有出台相关的政策，对动物疫

病净化企业进行奖励或者政策倾斜，各级动物疫病

预防控制机构也没有专项工作经费，净化工作无法

顺利开展。

2.4 基层动防体系缺失

兽医体制改革中乡镇兽医站划归基层政府管

理后，基层兽医技术人员无法专心从事免疫、监测、

流行病学调查等专业技术工作，造成基本动防体系

的缺失，从而影响种畜禽场重点疫病净化工作

进程。

3 下一步建议

3.1 建立动物疫病净化长效机制

动物疫病净化是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终级目

标，具有长期性和反复性，只有构建起坚实有效的

净化机制和措施，才能实现动物疫病的净化。

3.2 加大政策和资金扶持力度

行政部门应加大动物疫病净化工作支持，加大

政策和资金扶持，同时活用畜牧兽医扶持项目，在

政策允许的范围内给予资金、项目申报适当的倾

斜，提高养殖企业参与的积极性。

3.3 加大宣传，充分调动养殖企业积极性

组织开展培训、讲座、论坛等多种形式的动物

疫病净化交流活动，大力宣传动物疫病净化工作的

优点，充分调动养殖企业的主观能动性，引导养殖

企业主动开展动物疫病净化工作。

3.4 汇集力量，形成净化合力

充分利用好动物疫病净化专家库的智力支持，

提升净化能力。加强行政机构、学会、协会、企业、

科研机构之间的多向沟通与合作，做好媒体、报刊

等宣传引导工作，形成动物疫病净化工作健康有序

发展的合力。

【责任编辑：刘少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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