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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了解云南省规模化养猪场疫病流行情况，分析疫病发生的特点和规律，本研究对云南省 30家规模

化养猪场 2013年使用疫苗的种类、疫病流行情况、疫病严重程度、存在问题及需要的帮助、影响效益因素等方面

进行了问卷调查。结果表明，按场群发病率，猪场最常见的疾病依次为腹泻、蓝耳病、猪瘟、圆环病毒、副猪嗜血杆

菌、乙型脑炎和伪狂犬病。各场间疾病流行的种类、严重程度差异较大。在可能影响猪场效益的各因素中，依次为

市场因素、疫病流行、饲养管理水平、饲料药品成本和国家政策。研究结果为猪场科学饲养、合理制定免疫预防计

划提供依据，促进养猪业平稳、健康发展提供数据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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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猪业是云南畜牧业的支柱之一，其产值占畜

牧业总产值的四分之一左右[1]。经过改革开放三十

几年的快速发展，云南省生猪产业正由千家万户小

规模、自给自足式饲养的原始粗放型饲养方式向规

模化、集约化、商品化的现代饲养方式发展转变。随

着饲养模式的不断变化，近年来云南省规模化猪场

疫病流行情况愈发复杂，出现了各种传染病混合感

染、交叉感染、病毒变异加快、毒力不断增强、致死

率不断提高、发病周期缩短等新特点。易感动物、康

复动物带毒，病源传播隐患增大。

问卷调查作为一种数据收集手段，可用于多种类

型的临床和流行病学研究。本研究对云南省 30家规

模化养猪场 2013年使用疫苗的种类、疫苗效果、疫病

流行情况、免疫程序、疫病严重程度、存在问题及需要

的帮助、影响效益因素等方面进行了问卷调查。以期

为促进云南省生猪养殖业持续、健康发展提供参考。

1 问卷设计与方法

1.1 问卷设计

按问卷调查表设计原则[2-3]，从调查对象所属地

区、启用时间、使用疫苗种类、疫苗效果、2013年发

病情况、免疫程序、疫病严重程度排序、存在问题及

需要的帮助、影响效益因素等方面进行资料收集。

1.2 实施调查

2014年 3月，“云南省地区规模化猪场疫病防

控联盟第一届高峰论坛会”在昆明召开，调查员对

参会的 22家猪场负责人进行了问卷调查，经过整

理得到 20份有效问卷。此外，到猪场进行实地调查

得到有效问卷 10份，共计完成 30份。

1.3 数据分析

收集、整理调查表，录入电脑后，按不同地区、

不同时间以及不同猪场特征分组进行统计、分析。

2 结 果

2.1 调查对象分布

本次问卷调查涉及 30 个猪场，来自昆明、玉

溪、临沧、红河、大理、曲靖、普洱 7个地区，涵盖了

云南养猪业较为发达的区域。从规模来看，饲养数

量在 500~1 000头的有 4家，1 000~2 000头的和

2 000~5 000头的各 10家，5 000头以上规模的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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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调查猪场的规模及在全省分布情况

表 2 疫病所造成损失的严重程度

猪场所属地区（市） 500~1 000 1 000~2 000 2 000~5 000 5 000头以上 小计 /%

昆明 1 2 2 3 8（26.7）

玉溪 1 2 2 1 6（20.0）

临沧 1 1 0 0 2（6.7）

红河 0 0 2 1 3（10.0）

大理 0 2 1 0 3（10.0）

曲靖 1 1 3 1 6（20.0）

普洱 0 2 0 0 2（6.7）

合计 4（13.3%） 10（33.3%） 10（33.3%） 6（20.0%） 30（100）

6家（表 1）。

2.2 疫苗使用情况

统计结果《2013年国家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

划》中要求强免的蓝耳病、口蹄疫和猪瘟三种疫苗

使用率最高，分别为 80.0%（24/30），93.3%（28/30）

和 90.0%（27/30）。应注意的是，国家强免高致病性

蓝耳病应高于 80.0%，本次调查的是普通蓝耳病的

疫苗使用情况。圆环病毒疫苗、胃 -流二联苗的使

用率分别为 16.7%（5/30）和 70.0%（21/30）。

2.3 2013年发病情况

对 30家猪场 2013年发生的疾病种类和场群发

病率进行统计，结果蓝耳病场群发病率为 33.3%

（10/30），W病为 26.7%（8/30），猪瘟为 20.0%（6/30），

圆环病毒为 30.0%（9/30），腹泻性疾病为 50.0%

（15/30），副猪嗜血杆菌病为 26.7%（8/30），猪流行性

乙型脑炎为 10.0%（3/30），猪伪狂犬病为 6.7%（2/30）。

2.4 疫病所造成损失的严重程度

按危害严重、一般和无该病流行三个层次，对

可能造成猪场经济损失的猪瘟等 6 种猪场常见的

疫病进行的调查。认为影响严重的排序中，流行性

腹泻排第一，占 23.3%（7/30），其次是副猪嗜血杆菌

病和圆环病毒感染，占 16.7%（5/30），蓝耳病和 W

病并列第三，占 13.3%（4/30）。认为影响一般的排序

中，流行性腹泻仍然排第一（26.7%），蓝耳病次之

（20.0%），副猪嗜血杆菌病、W病和圆环病毒感染并

列第三（13.3%）。半数以上（50.0%~90.0%）猪场称没

有这些病的流行（表 2）。表明不同猪场流行的疾病

类型、严重程度有差异。

2.5 存在问题

对养殖业存在的限制养猪业发展的主要因素

及养殖户需要的帮助的调查结果显示，多数受访对

象认为市场因素是养殖业存在最大的问题，占

83.3%（25/30），其次是疫病流行，占 36.7%（11/30），

第三是饲养管理技术，占 16.7%（5/30），另有 6.7%

（2/30）的场认为猪场设施需要进一步改进。有

93.3%（28/30）的猪场认为市场不稳定，很希望有政

府的相关调控政策。有 83.3%（25/30）的猪场希望

得到政府的扶持。

2.6 影响效益因素

在可能影响猪场效益的市场、生产管理、疫病

防控、饲料药品成本和国家政策等因素中，有 93.3%

（28/30）的猪场认为市场因素有影响，其中 73.3%的

猪场认为有一定影响，20.0%（6/30）的猪场认为会严

重影响效益。80.0%（24/30）的猪场认为疫病防控也

是影响效益的主要因素。此外，56.0%（17/30）的猪场

认为生产管理会影响效益，33.3%（10/30）的猪场认

为饲料、药品成本会影响效益，10.0%（3/30）的猪场

认为国家政策也会对效益产生影响（表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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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 严重 无该病

场群数 百分比 /% 场群数 百分比 /% 场群数 百分比 /%

W病 4 13.3 4 13.3 22 73.3

猪瘟 3 10.0 3 10.0 24 80.0

圆环病毒病 4 13.3 5 16.7 21 70.0

蓝耳病 6 20.0 4 13.3 20 66.7

流行性腹泻 8 26.7 7 23.3 15 50.0

副猪嗜血杆菌病 4 13.3 5 16.7 21 70.0

其它 1 3.3 2 6.7 27 90.0

严重程度

疫病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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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 影响猪场效益的主要因素

有一定影响（%） 有严重影响（%） 总计（%）

市场 22（73.3） 6（20.0） 28（93）

生产管理 15（50.0） 2（6.7） 17（56）

疫病防控 10（33.3） 14（46.7） 24（80）

饲料、药品 8（26.7） 2（6.7） 10（33）

国家政策 3（10.0） 0（0） 3（10）

主要因素

3 讨 论

本次调查结果表明，2013年规模化猪场流行较

为严重的疾病是腹泻。发病仔猪表现为水样腹泻，

主要发生在春季，以 3~10日龄内的哺乳仔猪高发，

几乎整窝发病和整窝死亡，发病率、病死率可高达

100%；其他阶段的猪和母猪也有发病，但症状轻。发

病猪场疫情可持续 1月以上，造成数千头仔猪死

亡，经济损失巨大。除腹泻性疾病外，猪瘟、圆环病

毒病、蓝耳病、副猪嗜血杆菌病等也有不同程度流

行，各场间疾病流行的种类、严重程度差异较大。

多数猪场对市场风险表现出担忧。市场波动的

规律难以把握，而养殖行业投入太大，生产周期长，

涉及面广。应对市场风险，政府的角色很重要。我国

政府已经实施的猪肉收储措施，通过适时增加收储

规模、支持大型加工企业增加商业储备，可有效维

护生猪和猪肉市场的有效运行，防止猪肉市场价格

大起大落[4]。此外，积极推进规模化养殖也是抵御市

场风险、减少疫病防控成本的有效途径。结合本省

实际，组织散养户转变生产方式，通过小区及合作

社等形式，逐渐向规模化养殖模式过渡[5]。

在对猪场实地调查中发现，部分养殖场的疫病

防控设施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各养殖场均制订有

疫病防控制度，但却没有得到很好的落实。如领导

或外来人员参观养殖场时，防护服、水靴、进场消毒

均严格执行，而养殖场工作人员却随意进出养殖

场，且不采取任何消毒措施，这种现象在养殖场普

遍存在。许多养殖场疫病防控设施缺乏，环境卫生

条件极差，场内污水横流、粪污遍地，病、死猪和胎

衣随意丢弃，夏季蚊蝇乱飞，臭气熏天，环境条件十

分恶劣。因此，严格落实疫病防控制度，是保证养殖

场安全最关键的环节[6]。

由于生产经验还不足、相应的设备设施不完善

等原因，新启动的猪场往往希望得到更多的技术支

持。针对这一问题，相关部门应有意识地从饲养管

理、设备使用、疫病防控等方面加大对新猪场的帮

扶力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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