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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为减少规模养鸡的疫病风险，需要从种源管理和防疫管理上进行严格控制。鸡场宜优先考虑从获得

农业部净化评估认证的种鸡场引种；引入的种蛋、后备种鸡和种鸡都应进行检测，确认开展净化的特定病种为阴

性，经彻底消毒后方可进入生产线。在日常生产中，可以从免疫、监测、诊疗巡查、淘汰以及防疫人员管理这五个

方面进行防疫管理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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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种源管理

种鸡场引种应来源于有《种畜禽生产经营许可

证》的种鸡场，国外引进种鸡和种蛋应符合相关规

定，宜优先考虑从获得农业部净化评估认证的种鸡

场引种。引进种鸡应具有“三证”（种畜禽合格证、动

物检疫证明、种鸡系谱证）。鸡场所用种蛋、后备种

鸡和引入种鸡应进行检测，确认开展净化的特定病

种为阴性。对引入种鸡尤其应实行严格的隔离检

测，一般在独立的隔离舍隔离 40 d以上，确保临床

健康、净化病种感染阴性后，经彻底消毒后方可进

入生产线。

2 防疫管理

2.1 免 疫

种鸡场应根据本场制定的免疫制度，结合各病

种特点、疫苗情况及本场净化工作进程，制定合理的

免疫程序，建立免疫档案。同时，根据周边及本场疫病

流行情况、净化工作效果、实验室检测结果，适时调整

免疫程序。鼓励通过特定疫病免疫净化评估认证的种

鸡场，结合自身实际，评估疫病防控成本，分种群、分

阶段、有步骤地由免疫净化向非免疫净化推进。

2.2 监 测

根据制定的禽流感、新城疫等病的监测计划，

切实开展疫病监测工作，及时掌握疫病免疫保护水

平、流行现状及相关风险因素，适时调整疫病控制

策略。根据建立的特定疫病净化方案和发现阳性动

物处置方案等，切实开展净化监测、隔离、淘汰和无

害化处理等工作。

2.3 诊疗巡查

兽医管理人员及生产人员定期（一般每天）巡

查鸡群健康状况，尽早发现病鸡，及时隔离病鸡、处

理死鸡、彻底消毒，采取必要的治疗措施，持续跟踪

转归情况，并作相应记录。需要开展临床解剖时，应

做到定点解剖、无害化处理、填写解剖记录和无害

化处理记录；确保单向流动，临床解剖人员不得立

即返回生产区；必要时采集样品开展实验室检测。

开展特定动物疫病净化的种鸡场，在制定净化

方案、开展净化监测和维持性监测的同时，重点做

好日常疑似病例的巡查，根据净化病种不同，做好

疑似病例的处理。发现疑似病例应立即采取隔离治

疗、淘汰、扑杀等措施，并及时确诊。加大同群监测，

必要时启动紧急免疫和加强免疫。加强消毒和生物

安全措施，尽可能阻断舍间传播。按本场建立的动

物发病或阶段性疫病情况报告制度，定期上报至本

场相关负责人，并建立档案。收集、了解和掌握本区

域动物疫病流行情况，及时开展相应综合防控措

施。必要时启动紧急消毒预案及配套措施，如减少

人员外出、严控人流物流等，有条件的养殖场可探

索预警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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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淘 汰

种鸡场应建立种鸡淘汰、更新和后备鸡留用标

准，在关注生产性能、育种指标的同时，重点关注垂

直传播疫病情况。若净化病种感染比率较高，可在

免疫、监测、分群、淘汰的基础上，加大种鸡群淘汰

更新比率，严控后备鸡并群。在净化病种感染比例

较低时，在免疫、监测、清群、淘汰的基础上，种鸡场

结合生产性能，缩短更新周期甚至一次性淘汰所有

带毒鸡。种鸡场应建立种鸡淘汰记录，因传染病淘

汰的鸡群，应按照国家有关规定执行，必要时实行

扑杀和无害化处理。

2.5 防疫人员管理

开展动物疫病净化的种鸡场应建立一支分工

明确、责任清晰、能力与岗位相当的疫病净化工作

小组，确保净化工作顺利实施，出现临床病例或隐

性感染时能得到及时处理。养殖场应至少配备 1名

专业兽医人员。场内所有员工应开展定期培训，确

保相应生产和管理制度得以有效贯彻。鼓励种鸡场

对场内员工开展定期体检，如有患人畜共患病的员

工应将其调离生产岗位。

摘要 锌是动物机体必需的微量元素之一，分布于机体的各组织器官中，参与多种酶的组成，在碳水化合

物、蛋白质、脂类物质代谢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仔猪高锌日粮具有促生长作用，但剂量过高也会对环境带来负面

影响，同时高锌日粮还会降低钙、铁等元素的吸收利用，抑制机体免疫器官功能及导致生长受阻。而纳米氧化锌

的诞生，为锌的高效利用提供了新思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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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纳米氧化锌的理化性质

纳米氧化锌是一种新型高功能精细无机产品，

其粒径介于 1～100 nm，产品活性高，且具有比表

面效应，1 g纳米氧化锌的比表面积为 80 m2。它还

具有如下特点。

1）纳米氧化锌作为一种纳米材料，具有高效的

生物学活性，吸收率高，能通过胃肠道黏膜直接消

化吸收，可利用纳米粉末的强渗透性能，减少胃肠

吸收时体液环境与药物作用引起的不良反应。还可

刺激生物体的特异性免疫与非特异性免疫，增强断

奶仔猪免疫力。

2）纳米氧化锌抗氧化和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强，

是目前理想的锌源，具有保护细胞膜结构和功能、

修复分子损伤的功能。

3）纳米氧化锌杀菌能力强，这是由于其具有较

大的比表面积，氧化锌的表面积与其抑菌效果呈线

性关系，表面积越大，杀菌能力越强。

4）纳米氧化锌具有除臭效果，对环境污染小；由

于纳米氧化锌比表面积大，能吸附氨、废水中的有机

物，且其粉末在阳光下有极强的化学活性，可吸收紫

外光进行光催化降解这些物质，改善猪舍环境。

2 不同锌源对猪生产性能的影响

生长肥育猪日粮中添加纳米氧化锌，尤其在仔

猪断奶后添加，可显著降低料重比，平均日增重有

所提高。

王建辉 [1]报道，与对照组相比（基础日粮 +100

mg/kg ZnO），断奶仔猪高锌日粮组（基础日粮 +3 000

mg/kg ZnO），纳米氧化锌组（基础日粮 +250 mg/k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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