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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总结了猪病防治中消毒工作的误区和作用，提出了物理消毒、化学消毒和生物消毒 3种消毒方

法，对猪场进行科学的消毒工作，可以减少和消灭猪场周围的病原体，从而控制疾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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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养殖过程中，消毒工作的开展是重要而且必

要的，猪场一般都会制定相应的消毒方案和技术操

作规程，但在猪场的实际消毒过程中，很多工作人

员不懂消毒工作的操作和意义，没有按照操作规程

进行，只是象征性的喷洒，并没有达到真正的消毒

效果。有的养殖工作人员对消毒液的储存和使用都

不了解，导致消毒效果大打折扣。

1 消毒工作的误区

在猪病防治中消毒工作存在很多误区，这些消

毒的误区常常会导致消毒效果不理想或是对消毒工

作看的过于简单，没有按照规程操作，达不到消毒效

果。消毒一般是杀灭环境中的病原体和微生物，限制

了疾病的传播和发生。但在养殖过程中很多养殖场

不重视消毒的作用，认为疫病是靠免疫来预防和控

制，不需要消毒，这就大大忽略了消毒的作用和效

果。另外有些养殖工作人员认为只需要对外界环境

进行消毒，而不需要带动物消毒，甚至消毒工作不细

致，人员和器械也不进行消毒。这就给消毒工作留下

了一个大的空白，导致消毒效果非常不好，甚至消毒

工作形同虚设，猪场常消毒，还会常发病，导致工作

人员对消毒工作误解和消毒效果的不认可。还有一

些工作人员认为消毒工作只进行 1次即可，没有重

复性，没有规程，这样的消毒工作必然不会有良好的

效果，不能够完全发挥消毒的作用。

2 消毒工作的作用

1）杀灭养殖场中的病原体。消毒液能够对环境

中的各种病原体起到杀灭的作用，甚至能够以饮水

的方式杀灭动物体内的病原菌。在养殖过程中，养

殖环境中存在大量的病原体，包括细菌、病毒、寄生

虫、支原体等，这些病原体常常可以通过猪的呼吸

道和消化道进入机体内，导致猪发病。但使用消毒

剂能够杀灭这些病原，减少环境中病原的数量。消

毒不仅要针对养殖中的内外环境，还要针对养殖场

的器械和人员、衣物、车辆等进行消毒，这样才能从

根本上减少病原体的数量。

2）控制疾病的发生和流行。消毒工作不仅能够

消灭环境中的病原体，还能够控制疾病的传播和流

行，通常在环境中的病原体比较容易通过消毒将其

杀灭，但是动物本身携带的病原体就不容易去除，

而且动物本身会将携带的病原体排出体外，导致病

原体又重新污染环境。还有一部分病原体属于条件

性致病菌，只有在猪本身体质下降的时候才会发

病，而且长期在猪体内存在，也会随着猪的分泌物

排出体外，污染环境。由于消毒液不容易接触到体

内的病原，所以必须制定合理的消毒方案，进行重

复消毒工作，尤其是带动物消毒，能够杀死其活动

区域内经过体内排出来的病原体，这样可以限制病

原的扩散传播。在有动物发病时，要提高消毒频率，

也可以限制传染病的流行和传播。

3 猪病防治中的消毒方法

消毒方法的选择对于消毒工作的进行和消毒

效果有一定的影响，目前养殖场常用的消毒方法分

为物理、化学和生物 3种消毒方法[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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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化学消毒法。化学消毒法是目前应用最为广

泛的一种消毒方法，做好化学消毒工作，可实现对

猪病传播速度的高效控制[2]。化学消毒法是采用一

些化学试剂来对病原体进行杀灭，常使用的病原体

有福尔马林、新洁儿灭、氢氧化钠等。福尔马林是

37%~40%的甲醛溶液，通常是与高锰酸钾合用，按

照 2∶1进行混合可以对圈舍等密闭的环境进行熏

蒸消毒。用福尔马林对生猪进行消毒时，应保证其

浓度为 1%，而在对猪舍地面、墙壁等进行消毒时，

应注重利用浓度为 3%的福尔马林，由此达到最佳

的消毒效果[3]。新洁尔灭对病原的杀灭能力较弱，通

常是能够抑制细菌的代谢，常用来消毒木制品。氢

氧化钠具有非常强的杀灭病原体的能力，在使用时

一般是配比成 2%~4%的氢氧化钠溶液，这个浓度

的溶液能够杀灭大多数的病原体。10%的氢氧化钠

能够有效杀灭结核杆菌，30%的溶液可以杀死芽孢。

2）物理消毒法。物理消毒主要是使用一些光、

电等通过物理作用将病原杀死，最常用的就是热消

毒，通过高温的方式能够使病原体变性，失去活性

和感染能力。光线消毒主要是使用紫外线对菌体的

蛋白进行变性，破坏其活性。

3）生物消毒法。生物消毒主要是针对粪便进行消

毒，通过对粪便进行封闭，使其内部无氧发酵，通过发

酵产生的热量能够对其中的病原菌进行杀灭，由于需

要的时间较长，效果也不好，在临床中应用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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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猪细小病毒病是由于猪受到细小病毒的感染后引发猪的一类疾病，本病主要侵害母猪，以损害母猪

的生殖系统、导致母猪不孕和死胎等为主要特征。本文针对猪细小病毒病的发病特点及防治方法进行归纳和总

结，以期为猪场在预防和控制该病时提供技术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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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细小病毒，是于 1966年由 Mayr和 Mahnl在

用猪肾原代细胞进行猪瘟病毒组织培养时发现[1]，后

来经科研人员的研究确定为是一种 DNA病毒，病毒

的直径为 22~23 nm。1967年，英国人 Cartwringht和

Huck等首次自不孕母猪、流产胎儿、死胎中分离到

PPV，并证实了该病原的致病作用[2]，而后在世界各

地均逐渐开始有猪细小病毒病的报道。在我国于

1983年，由潘雪珠等人首次分离到猪细小病毒，随

后在其他一些省份也开始有报道。在 20世纪末期，

PPV的感染发病率达到最高，有的省份感染率能够

接近 90%。后来使用了疫苗对其进行免疫，发病率得

到了一定的控制，但近年来又开始有升高的趋势，而

且发病比较复杂，通常除了单独发病可引起母猪的

繁殖障碍，还可以和Ⅱ型的猪圆环病毒同时感染发

病，引起猪的多系统衰竭综合症。

1 流行病学

本病的发生通常没有明显的季节性，一年四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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