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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对规模猪场消毒实践中存在的错误、低效现状进行了全面剖析，对消毒概念认识进行了纠错，建立了

消毒目的与采用方法的对应，提出了从针对性消毒剂选择、合理配制、改善环境与新型消毒剂引用等高效策略，有

助于提高消毒实际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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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疫消毒是猪场日常管理必不可少的重要工

作，但是多数猪场只是把消毒工作作为一种日常惯

例，完成日程中程序化任务，至于效果少有深入探

讨。因此，虽然文章报道关于消毒的重要性、操作规

程、消毒方法等较多，养殖场也付出了相当的成本，

防疫作用仍收效甚微，更遑论疫病净化。鉴于此，本

文结合养殖实践，系统而简要地梳理防疫消毒中不

到位甚至错误的理念与方法，给予纠正，回归消毒

实效，并拟出高效防疫策略。

1 防疫消毒概念勘误

防疫消毒的作用与目标概括而言包括 6 个方

面：第一，阻断外来病原菌的传入；第二，隔离生产、

生活区；第三，净化场内大环境；第四，抑制养殖舍

病原微生物发生与发展；第五，控制猪群疫病扩散，

阻止交叉感染；第六，辅助疫病净化实现养殖健康。

因此，实践中广义的消毒概念不应仅仅是杀菌，

应同时包涵对病原微生物的杀灭和环境的净化，通

过消毒消除养殖逆境，包括病原微生物、有毒有害气

体与粉尘，为养殖营造和谐的生存、生活环境。

2 消毒与灭菌概念的廓清

需要纠正的是尽管消毒可以杀死细菌，但消毒

不等于灭菌。因为消毒处理不一定都能达到灭菌要

求，而灭菌一定可以达到消毒目的[1]。实际上是细菌

或病毒的灭活与失活效果有差异，消毒对部分病原

微生物只能起到短时间内消减感染力的作用，这也

是要将养殖环境消毒工作形成常态机制的内在原

因。

消毒不能达到灭菌程度的主要原因有 4 个方

面：

第一，消毒剂的针对性与限制性，大多数消毒

剂都存在侧重性和局限性，理论上消毒应选择尽可

能杀灭所有细菌、病毒与芽孢的广谱杀菌消毒剂，

而不是只针对革兰氏阴性菌和革兰氏阳性菌的广

谱抗菌素概念的消毒剂，，选择时应予以甄别。另外

一些物理的方法如紫外线局限性更大。

第二，微生物的自我保护机制，消毒剂不能完

全杀灭。例如有些细菌在逆境中形成代谢不活泼而

有极端抗性的芽孢，其溶小芽孢蛋白（SASPs）与核

DNA紧密结合，可抵御紫外线及干热损害，而条件适

宜时，活化、发芽速度很快，几分钟即可恢复生长[2]，还

有如病毒对酚类有很强的耐药性[3]。

第三，环境可能抵消消毒剂的作用效果。由于

应用环境的差异性，关键是微生物组成的异质性和

环境杂质的存在，消毒剂作用会受到干扰。如碘遇

淀粉显色反应，碱性消毒剂在高 CO2环境的快速中

和反应；粪便与饲料残渣对消毒剂的隔离渗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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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会降低甚至抵消消毒效果。

第四，开放的养殖环境不可能达到无菌状态，

每一次的消毒只是通过消毒剂的杀菌作用，杀死大

部分活菌，使部分活菌失去感染力，控制总活菌数

在 10万个 /cm2或更少[4]，达到相对安全的健康养殖

条件。因为并非完全杀灭所有病原菌，所以必须进

行周期性消毒。

3 消毒目的与对应方法

3.1 病原微生物的杀灭

猪场首要的消毒目的即对病原微生物的抑制

与杀灭，要想达到这一目的，必须清楚病原微生物

的来源，才能针对性给药阻断传播可能。

疾病发生风险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是外来病

原的传入，引种、外来人员与运输车辆是主要载体，

面对未知的可能病原，消毒必须严谨彻底，选用广

谱高效杀菌剂，并多次消毒；其次是场内猪群带菌

个体的排毒，形成垂直或水平扩散传播，需要确定

病原微生物种类，针对性用药杀灭环境活菌；第三，

猪场与外界的所有通道，包括空中飞鸟、地面通道、

地下涵道，都应该消毒隔离，进入场内可能的所有

通道都铺撒生石灰隔离带，防止小型动物的自由出

入而传播病原菌。

3.2 总活菌数的控制

环境活菌总数超过一定数量，将形成对养殖动

物确切的胁迫，与是否为病原微生物无关，包括空

气、地面和饮水活菌总数的超标。喷雾消毒可达到

控制空气、地面活菌总数的目的，饮水活菌总数的

控制则需对水源和储水设施进行定期消毒和清洁。

3.3 功能区的隔离

养殖场为实现健康养殖划分功能区是必要的，

也基于不同类别的猪只对环境微生物免疫力不平

衡，以及不同功能区卫生安全的需要。生活区与生产

区建立消毒池隔离，在需要通过时消毒液须有效，人

员和物资的流通需要经喷雾消毒或紫外线的充足照

射。养殖工艺流程不同阶段养殖舍人员、工具不能交

叉流通，相邻区域的道路可铺撒生石灰隔离。饲料库

房作为集散区域，进库饲料车也需进行消毒处理。

3.4 养殖环境的调控

养殖场多数健康问题因环境恶劣引起，包括有

毒有害气体浓度超标，粉尘过多，卫生状况差滋生

病原菌。在封闭条件较好、自然通风不畅、猪舍连续

生产承载量较大的状况下，NH3和 CO2成为环境中

重要的有害胁迫因子，为减少冲水以降低环保处理

压力，最有效的途径即通过消毒剂处理，利用酸碱

中和反应原理，消除较高浓度的有毒有害气体，如

醋酸喷雾消除 NH3、烧碱水吸收 CO2。带猪喷雾消毒

杀菌的同时也起到降尘作用。

4 主要消毒方法与局限的厘清

消毒方法应靶定消毒目标，固定程式化方法必

然会产生漏洞，一些常规方法虽然运用普遍，但内

在原理把握不足，有时根本不能产生消毒效果，因

此必须把握消毒方法的基本原理。

4.1 物理方法

紫外线，主要应用于密闭空间空气消毒，如更衣

室、兽医室、饲料车间，空间比较干燥的地方。紫外线具

有杀菌力强、对物品无损害、无残留和经济等优点[5]。但

紫外灯管安装高度、数量、照射频次与时间都须符

合要求，安装高度达到 2.5 m，每平方米设 1支 30 W

灯，照射 3～4 次 /d，40～120 min/次。紫外灯消毒

不能留有死角和覆盖物，持续照射反而因细菌产生

抗性数量会持续超标，杀菌率由 89.40%降到

21.89%[6]。芽孢对紫外线具有抗性，因此需要配合喷

雾保证消毒的有效性。

高温蒸汽灭菌，主要应用于人工授精玻璃器

皿、医疗卫生器具的消毒，采用高压灭菌锅进行，之

后还需进行干燥箱烘干保存，避免潮湿状态下二次

污染。

4.2 化学方法

主要采用化学药物进行泼洒、喷雾、熏蒸或铺

撒等进行消毒，相对可操作性强、即时效果好。较常

用的主要种类有以下几种。

第一类是醛制剂，代表性消毒剂有碱性戊二醛

和甲醛（福尔马林）。

戊二醛属于高效消毒剂，具有使用浓度低、高

效、广谱、快速杀灭微生物等优点，被誉为化学低温

灭菌剂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之一[7]。其主要引起细胞

膜支架蛋白形态、细胞内黏滞度发生改变，通过干

扰膜脂质蛋白的组织形态而发生作用，属蛋白固定

剂，因而具有较高毒性，对黏膜有刺激，2%浓度即对

角膜刺激损害，5%浓度则有明显症状，长期使用会

造成黏膜硬化[7]。复方戊二醛对有机物有较强的耐

受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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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尔马林为 35.0%～40.0%的甲醛水溶液，腐蚀

性、挥发性强，消毒效果明显，可杀灭所有病毒、芽

孢和细菌。密闭空间可按 25 mL/m3福尔马林加 25 g

高锰酸钾配比熏蒸。杀菌力与温湿度有关，应不低

于 15 ℃，且湿度越大杀菌力越强[9]。因刺激性强，最

好不带猪使用。

第二类是碘制剂，代表性药剂有强力碘（又称

碘伏、络合碘）。

碘伏是表面活性剂聚乙烯吡咯烷的复合物，其

80%～90%的结合碘可解聚成游离碘而发挥杀菌效

力。15 mg/L浓度 1 min即可杀死细菌繁殖体。碘伏

毒性低、对皮肤黏膜无刺激性，对创伤表面具有收

敛特性，可起到防止细菌定殖、促进创面愈合作用。

且流感病毒对碘伏最为敏感[10]。但是，碘与淀粉螯合

的显色反应灵敏，因此有机质的存在将大大降低碘

伏的消毒效果，应注意环境的洁净，带猪消毒会因

饲料、猪粪的存在而使效果锐减。

第三类是氯制剂，代表性试剂为漂白粉，主要

成分为次氯酸钙。

固体漂白粉无消毒功能，溶入水中后分解生成

氧气和氯气，都具有广谱、高效杀菌作用，5.0%浓度

5 min可杀灭大部分细菌，10.0%～20.0%浓度短时

间内可杀灭芽孢。可用于饮水、污水、排泄物及污染

环境消毒，但因氧化性强，性状不稳定，应避开金属

与织物。

第四类是强碱，代表性药剂有烧碱和生石灰，

主要作用机制在于 pH值的极端改变、蛋白质变性

与散热杀死病原菌。

烧碱对病毒、细菌、芽孢及寄生虫卵等都有极

强杀灭功效，广泛用于栏舍清洗、消毒池浸泡等。由

于溶解的氢氧化钠极容易吸收空气中 CO2生成碳

酸氢钠，因此消毒时效性相应缩短，应及时更换，固

体药剂也须密封干燥保存以免吸潮失效。

生石灰与水发生化学反应生成氢氧化钙，具有

杀真菌、细菌和害虫功效，可采用石灰浆粉刷物体

表面，或铺撒地面，还能够起到去湿干燥的作用效

果。氢氧化钙吸收空气中 CO2生成碳酸钙，失去消

毒效力，因此也应注意防潮与使用时效性。

第五类是酸类，代表性药剂为过氧乙酸，主要

作用机制在于 pH值的改变、蛋白质变性杀死或失

活病原菌。

过氧乙酸为强氧化剂，可分解为乙酸、氧气，为

高效、速效、低毒、广谱杀菌剂，对细菌、芽孢、病毒、

霉菌均有杀灭作用。由于过氧乙酸挥发性较强，具

有良好的空气杀菌、消毒效果，且具备中和碱性 NH3

的作用，可以改善养殖舍空气质量。

第六类是季铵盐类消毒剂，是一类阳离子表面

活性剂，易溶于水，具有杀菌作用，又有洗涤作用。

双链季铵盐属高效消毒剂，可杀灭各种微生物，包

括芽孢。对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白色念珠菌

杀灭率可达 100%。杀菌作用因有机物存在而减弱，

随温度升高而增强[11]。

5 高效消毒策略

5.1 明确病原微生物种类

对养殖环境主要病原微生物种类明确了解，精

准选择具有针对性的消毒剂和方法进行消毒防疫。

对外来未知的潜在威胁采取高效、广谱消毒剂连续

多次用药防范。

5.2 合理配制浓度

规模猪场大气总落菌数在不同季节、不同场变

化规律不同[12]。可通过试验检验所选择的消毒剂，最

有效、最经济的配制浓度，减少盲目用药、错误用

药、无效用药。

5.3 轮换消毒剂防止抗药性产生

根据气候、环境、猪只类别进行轮换用药，并根

据实际情况合理配制有效剂量，用药不遗漏、不留

死角。不固定用药类型与剂量，消除抗药菌产生的

可能，保证消毒具有实效。

5.4 “消毒 +改善环境”同步进行

消毒措施必须兼顾改善环境，尤其带猪消毒，

不应使环境潮湿程度、有害气体胁迫等应激进一步

叠加，人为制造猪只生活逆境。消毒剂与消毒措施

与目标一致，兼顾杀灭微生物与降尘、除臭、去污。

5.5 新型消毒剂的采用

对于抵抗力较弱而环境要求较高的仔猪，消毒

药剂的选择需要特别关注，既要求高效、无毒无害、

无刺激，又要求保持环境干燥清新。中药苍术烟熏是

较好的选择，既可杀灭细菌、病毒，带猪消毒又无毒、

无害且气味清香[5]。另外，生物消毒也极具有前景，如

细菌胞壁溶解酶、霉菌胞壁溶解酶等酶类，以及天然

溶菌肽抗菌剂等[13]，需要在养猪实践中探讨尝试。

总之，为达到健康养殖标准，消毒工作既要作

为日常事务常规执行，又要合理选择人畜安全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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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高效的消毒剂，采用合理易操作的方法，配制有

效的剂量，达到事半功倍的执行与使用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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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通过用发酵床育肥猪与普通水泥地面育肥猪的养殖方式，从饲料成本、日增重、养殖效益等方面

进行对比试验，进一步验证发酵床生态养殖模式综合配套技术的实用性和养殖效益，为肃州区全面推广应用发酵

床养猪提供科学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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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省肃州区畜牧兽医局项目组于 2015年 5

月 20日 -9月 20日，在铧尖乡正中生态养猪场开

展发酵床与普通水泥地面育肥猪的对比试验，为期

4个月，现将试验过程及分析报告如下。

1 试验材料与准备

1.1 试验猪选择

选择发育正常的杜、长、大三元杂交 40头育肥

猪，公母各 20头，分成 2个组，平均体重为 14.4 kg

和 14.6 kg，组间体重相差 0.2 kg，组内个体相差小

于 0.2 kg，经差异性分析不显著（ ＞0.05）。发酵床

面积 34.3 m2，普通水泥地面 35.5 m2，每头猪平均

占有面积 1.5 m2左右。饲养管理、饲料相同，实行自

由采食，自由饮水，能量饲料按不同饲养阶段添加。

猪入栏时进行常规防疫，驱虫。饲养时发现病猪及

时隔离治疗。

1.2 试验条件

1）试验组。试验组为发酵床推广项目的示范户，

圈舍东西走向，坐北朝南，通风良好。

建发酵床：用水泥砌成深 1 m、长 6 m、宽 5 m

的水泥池，一般采用地下式，底部用砖铺平。有通透

性。

垫料准备：发酵床主要由有机垫料制成，有机

垫料的成分包括锯末、木屑、切碎的玉米秸秆、棉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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