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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加强养殖场生物安全管理，是规范动物防疫、提高免疫质量、保障动物养殖安全及提升产品市场竞争

力的重要一环。介绍了养殖场生物安全的含义及特点，总结了养殖场生物安全体系建设要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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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最大的风险来源于动物疫病。近年来，

笔者通过对辖区内发生的多起动物疫病发生原因

的溯源、分析，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养殖环节生物

安全管理的缺失。因此，动物疫病的防控必须重视

养殖场生物安全体系建设。

1 养殖场生物安全的含义及特点

养殖场生物安全是指在养殖环节对病原微生

物、转基因生物及其产品、外来有害微生物等生物

体对人类、动物、微生物和生态环境可能产生的潜

在风险或现实危害的防范和控制。养殖环节生物安

全管理对象包含了动物、微生物、投入品等，具有广

泛的内容；同时，又由于动物、微生物、投入品等管

理对象在养殖环节所导致结果的不确定性，因此，

养殖场生物安全具有结果无法预知的特点。

2 养殖场生物安全体系建设要点

养殖场生物安全与诸多因素关系密切，根据养

殖过程中有关生物安全要求，要构建起良好的养殖

场生物安全体系，需要注重以下几方面的内容。

2.1 控制环境

养殖场环境在整个生物安全体系中的影响较

大。包括养殖场的选址、场区内的布局、圈舍内外温

湿度的控制等，养殖场环境控制应在养殖场规划建

设时充分考虑。其具体要求可参照《动物防疫条件

审核管理办法（2010-01-29）》执行。

2.2 人员控制

1）生产区工作人员。生产区所有工作人员都应

纳入生物安全控制的范围，不应有特殊或例外情况

存在。通常，人员在进入生产区之前，应清洗双手，

穿戴固定的工作帽、工作服、胶靴，方可进入生产

区；条件许可时，可淋浴后更换衣物进入生产区；人

员出入栋舍时要清洗双手、脚踏池液；各个功能区

域间人员之间保持相对固定，专人专岗，不得串岗，

尽量避免交叉流动，防止疫病交叉传染。生产区所

有人员应定期进行健康检查，防止布鲁氏杆菌病、

结核病等人畜共患病交互感染。生产人员外出返岗

后应在生活区隔离 1 d后再进入生产区。

2）饲养人员。养殖场的饲养人员应符合相应的

健康要求。饲养人员应尽量避免进入其他养殖场、

屠宰场及畜禽交易市场，远离养殖场外病畜等污染

源，避免病原微生物的带入；饲养人员家中应尽量

避免饲养与本养殖场同种动物（最好不要饲养动

物）及犬、猫等相关传染病的中间宿主。

3）技术人员。配种员、兽医等技术人员是畜群

的密切接触人群，特别是驻场兽医，经常和病畜接

触，是疫病传播的高风险人群，所以，配种员、兽医

原则上不得对外开展配种、诊疗活动。

配种员、兽医等技术人员在日常的畜群巡查中

也应按照不同功能区要求有序进行。通常情况下，

巡查方向应遵循从洁净区到非洁净区，从小日龄畜

群向大日龄畜群，从健康畜群到发病群、隔离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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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向有序进行。

4）外来人员。养殖场应尽量避免外来人员进入。

外来人员确需进入养殖场，须经厂方批准后，方可

进入。外来人员进入场区要进行登记，并将登记册

保留 1年以上。外来人员进入场区须走专用通道。

若确需进入生产区，还须淋浴、换工作服后方可入

内；若无淋浴条件，则须换上消毒好的工作服或防

护服后方可入内。

2.3 畜（禽）群

1）定期开展预防接种。养殖场技术主管应了解

当地主要疫病流行状况，并结合本场近年来疫病发

生情况，制订出切实可行的免疫程序，避免疫苗注

射的盲目性。倡导养殖场开展程序化免疫，避免畜

（禽）出现免疫空档期，确保畜禽常年处于免疫保护

有效期内。

2）应激。影响养殖场畜禽健康的应激因素很多，

有温湿度、雷电等气候因素，有饲养调运等人为因

素等。养殖场应根据所饲养的畜禽品种、日龄、季

节、调整合适的养殖密度，避免饲养密度集中对畜

禽生理的影响。尽可能减少日常饲养管理操作的应

激因素，使畜禽保持健康稳定的免疫水平。

3）疫病监测。疫病监测是及时掌握免疫状况、

科学制定免疫程序的基础。养殖场要加强畜禽疫病

的监测，定期开展畜禽健康状况调查和免疫状况评

估，排查潜在风险因素，使畜禽群体保持恒定的免

疫水平。

4）自繁自养。养殖场要制定完善的引种制度并

在实践中严格贯彻引种制度。自繁自养是养殖场生

物安全体系的重要保证，实践证明，引种是迄今为

止最重要的病原传播途径之一，引进不表现临床症

状的隐性感染动物所造成损失的实例屡见不鲜。病

毒、细菌、真菌、体内外寄生虫、支原体等病原会随

所引种动物一起进入养殖场，引发疫病。

5）安全引种。确因生产、科研需要，须从外场引

种的养殖场，在引种前，应对引入畜禽的种畜禽场

的资质进行核查。尽量从动物疫病控制工作实施较

好的种畜禽场引种，或从取得农业部《主要动物疫

病净化场示范场》资质的种畜禽场引种。引种前要

对猪伪狂犬、禽白血病等一些重要动物疫病进行病

原学检测，确认无相关病原后方可引种。

新引进的畜禽至少隔离 30～45 d，经兽医检

疫，确认无疫后方可与本场畜禽混群或选配。此外，

还可在隔离期内将引进动物与数只健康易感动物

（哨兵动物）共同饲养，观察引进动物是否发病，确

认全群动物群体状态正常方可并群饲养，避免隐性

感染的动物入场。

6）药物预防。药物预防也是养殖场疫病预防的

重要手段。除进行疫苗预防外，通常，在一些疫病流

行早期，养殖场常在饲料、饮水或饲料添加剂中添

加一些安全有效的药物，预防或治疗疫病。

2.4 设施、物品及工具的清洁消毒

养殖区域的设施、物品及工具由于受养殖场内

外环境中病原的污染，易成为重要的病原传播载

体。

1）设备与器具须在彻底清洗及消毒后方可入舍，

饮水设施、喂料器及工作服应定期清洗、消毒。

2）做好场区日常环境卫生工作，圈舍及场区道

路建议使用高压水定期冲洗。

3）养殖场要落实消毒制度。

①生活区每月大消毒 1 次；生产区每周消毒

1～2次。

②生产区正门消毒池每周更换池水、池药 2

次，保持有效浓度。

③运输车辆，须经严格的清洗和消毒方可出

入。生产区内的运输工具应定期清洗消毒，保持清

洁卫生。

④周转区每售 1批畜禽后大消毒 1次。

⑤更衣室工作服每周消毒 1～2次。

2.5 饲料及饮水的控制

1）确保畜禽饮水清洁及饲料卫生，对其定期进

行检测（如细菌、霉菌和有害物质的检测），确保饲

料及饮水安全。

2）养殖场要建立药物及饲料添加剂记录，使用

的药物及饲料添加剂应符合国家有关规定，并自觉

接受当地畜牧兽医管理部门的检查。

3）养殖场要严格遵守农业部有关兽药和药物饲

料添加剂使用休药期的规定，确保畜产品安全。

2.6 垫料、废弃物及污物的处理

养殖场要建立无害化处理制度，对粪尿、垫料、

污水，应采用生化处理和降解，动物尸体应深埋或

无害化处理。排泄物一般采用生物热消毒法（发酵

池法、堆粪法）、焚烧消毒法、化学药品消毒法处理。

病死动物按照《病死及死因不明动物处置办法》（深

埋）处理。一次性防护服、手套、口罩等防护用品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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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弃的针头、疫苗瓶等废弃物要收集后集中进行无

害化处理。

总之，畜禽养殖场生物安全控制是畜产品质

量控制的源头，也是兽医公共卫生的重要保证。在

畜牧生产过程中坚持自繁自养和全进全出的饲养

方式，保持圈舍良好的饲养环境，落实好消毒制

度，严格疫苗、抗生素、维生素等投入；再辅以高效

现代化生产方式及管理方法，才能使场内的生物

安全体系得以正常运转，养殖业才能走上稳定健

康发展之路。

摘要 农村动物集中免疫整村推进工作是确保动物疫病防控落到实处的一项措施，是实现“政府保密度，

业务部门保质量”的重要举措。本文介绍了动物集中免疫整村推进的具体措施，总结了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应

对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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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实重大动物疫病强制免疫整村推进工作，实

现集中免疫，整村推进生猪“321”免疫技术（猪瘟、高

致病性猪蓝耳病、猪口蹄疫 3种疫苗，分两点，即猪瘟

疫苗 +高致病性猪蓝耳病疫苗为一点，猪口蹄疫疫

苗为另一点，3种疫苗 1次性注射），是动物疫病防制

的一大举措。苍岭镇有 8个行政村，166个村小组，养

殖户 7 062户，春秋两防生猪“321”免疫 50 931头，

反应 54头，密度为 96.1%；牛羊口蹄疫疫苗 43 845

头（只），反应 23头（只），密度为 96.2%；免疫禽流感

疫苗 356 721只，鸡新城疫 355 804只；免疫羊三联

四防苗 12 340只，羊传染性胸膜肺炎疫苗 12 250

只，羊痘疫苗 15 400只，小反刍兽疫疫苗 15 420只；

免疫狂犬病疫苗 1 982只。

1 群策群力，全面推进动物集中免疫

整村推进工作

1）提高认识，加强领导。根据所处的区位特点、

动物疫病防控的形势、畜产品质量安全及产业发展

所面临的问题，及时进行研究，组建领导机构，成立

了由镇长任组长，分管副镇长任副组长，相关单位

为成员的苍岭镇动物防疫整村推进工作领导小组。

制定并下发了《关于成立动物防疫整村推进工作领

导小组的通知》、《关于成立 2016年动物防疫整村

推进人员包干工作组的通知》、《关于印发动物防疫

整村推进工作技术方案的通知》、《关于做好重大动

物防疫整村推进工作的通知》。召开了 2016年畜牧

兽医工作会，是一次 2016年的动物疫病防控、畜产

品质量安全监管、畜牧产业发展安排布置会，也是

一次动物防疫整村推进工作促进会。各村委会根据

会议要求也成立相应的机构，认真落实会议精神。

2）经费保障，责任明确，人员到位。在财政比较

困难的情况下，安排一定的资金作为整村推进工作

经费，同时苍岭镇下派工作组，畜牧兽医站实行专

业技术人员联系村委会制度，各村委会也成立了整

村推进工作领导机构及突击小分队，村委会主要领

导为直接责任人。

3）抓示范，带全面。确定 2个村委会为整村推

进示范村，做到 9个 100%，即集中免疫，整村推进，

生猪“321”技术免疫达 100%，应免密度达 100%，猪

羊耳标配戴达 100%，经费到位达 100%，人员到位

率达 100%，服装统一达 100%，宣传率达 100%，机

构成立达 100%，痕迹管理达 100%。通过示范带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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