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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车辆清洗消毒常用消毒剂使用要求

消毒环节 方式 消毒剂 配置浓度 时间

进场车辆 冲洗（泡沫）/消毒/烘干

酚、醋酸 1%

跃30 min

磷酸、硫酸、碘 1:300
戊二醛、邻苯二甲醛、季铵盐 1:200

聚维酮碘 1:300
癸甲溴铵溶液 1:400

络合氯 1:600
烘干 70 益

车辆驾驶室 消毒擦洗/臭氧 戊二醛/臭氧 1:500 臭氧熏蒸跃30 min

进场人员 喷雾/淋浴/隔离
卫可/百胜（通道喷雾） 1:500耀800

每天更换消毒水
复合酚（人行过道） 1: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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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猪运输车辆及贩运人员不经过彻底消毒进入猪场这一环节，风险极高，是当前非洲猪瘟传播的主要方

式之一。为此，本文从前期准备、清洗、消毒、烘干、污水废物处理等环节简述了生猪运输车辆洗消设施建设与管理要

点，以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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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运输车辆及贩运人员不经过彻底消毒进

入猪场这一环节，风险极高，是当前非洲猪瘟传播

的主要方式之一。加强生猪防疫洗消设施建设，做

好生猪及生猪产品运输车辆清洗消毒工作，是切断

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传播途径的有效措施，可降低

非洲猪瘟发生的风险。

1 前期准备

1.1 物品准备

配置足量防护服、口罩、手套、防护靴等人员防

护用品。针对不同环节选择适宜消毒剂，定期更换。

车辆清洗消毒常用消毒剂使用要求如表 1。

1.2 人员管理

进入车辆清洗消毒中心后所有人员（司机、客

户、养殖户等相关人员）必须全部下车，按规定路线

进入人员消毒通道，经过雾化消毒，更换工作服（可

以选择一次性防护服）和工作靴，个人衣物鞋子使

用臭氧机消毒或熏蒸消毒后打包[1]。沿规定路线进

入浴室清洗。清洗后通过臭氧消毒或熏蒸消毒后方

可进入休息室等候。进入休息室后，不得随意外出

走动，更不得带非相关人员进入洗消中心。

洗消工作人员依次穿戴好口罩、帽子、防护服、

护目镜、胶鞋、戴双层手套等，进入工作区须经

“踩、喷、洗、换”消毒程序，(踏踩消毒垫消毒，喷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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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消毒液洗手或洗澡，更换工作服、胶鞋或其

他专用鞋等)经过消毒通道，方可进入。离开时，须

踏踩消毒垫消毒，照射紫外线，依次脱掉护目镜、

防护服、第一层手套、帽子、胶鞋、口罩、第二层手

套，消毒液洗手或洗澡，更换工作服、工作靴经过

消毒通道。

1.3 驾驶室清理

司乘人员全部下车后，对驾驶室内脚垫等可移

动的物品进行清洗消毒，在驾驶室内放置臭氧消毒

机进行消毒，注意关闭空调，使空间密闭，确保消毒

时间，在车辆 2 次消毒后取出[2]。
1.4 隔板等清理

拆除厢壁及随车携带隔离板或隔离栅栏、移除

垫层，进行清洗、消毒和干燥。

2 清 洗

2.1 初次清洗

用高压喷水枪将车辆固体污染物彻底冲洗干

净。遵循从内到外、从上到下、从前到后的清洗原

则，对车厢表面、车厢内每一层隔板上下表面及中

间夹缝、轮胎、车厢底部等进行全名冲洗；不适用于

冲洗的设备需擦洗干净。车辆表面和车厢每层隔板

上下表面，无肉眼可见的粪便、污物等要冲洗干净。

驾驶室不得有生肉、活物、肉制品等风险物资。有条

件的可以全覆盖泡沫浸润 15 min。
2.2 二次清洗

用高压喷水枪或喷雾器或自动化洗消车间，按

照初次清洗的要求对车辆进行二次清洗。

2.3 干 燥

清洗完毕后，车辆行驶至专门的区域或者空地

沥水干燥；也可采用暖风机干燥，保证干燥效果。

3 消 毒

3.1 车辆表面消毒

使用机动高效喷雾消毒机或者高功率喷雾消

毒器对车体外表面、车厢内表面、底盘、车轮等部位均

匀喷洒消毒液，以肉眼可见液滴流下为标准。喷洒后，

应保证消毒剂在喷洒部位浸润时间不少于 30 min，
方可移动车辆。最后用高压水枪冲洗干净。

3.2 驾驶室和驾驶人员的清洗消毒

驾驶室的清洗消毒应与车辆同步进行。先用洗

涤液、清水对方向盘、仪表盘、踏板等部位进行擦拭

消毒，然后对驾驶室用甲醛+高锰酸钾进行熏蒸消

毒，或者用过氧乙酸气溶胶喷雾或次氯酸雾化消

毒。消毒作用时间不少于 15 min。必要时，在驾驶

室内使用除虫菊酯杀虫剂除虫。

司机要洗手、清理鞋底，脚踏浸有消毒液的

垫子消毒（有人员消毒通道的需经人员消毒通道

消毒）。

4 烘 干

用火焰喷射枪或自动化烘干车间对车辆进行

烘干。自动化烘干车间要封闭性良好，车辆 70 益烘

干 30 min。
5 污水废物处理

5.1 洗车房及设备处理

车辆洗消完成后，对洗车房地面必须进行清

理，不得有残留的粪便和污水，污水排放沟内不得

有残留的粪便、污水[3]。
5.2 污水处理

集中收集清洁冲洗与消毒后冲洗产生的污水

至污水处理池，并按比例投放含氯消毒剂消毒处

理，其排放应符合《GB 18596-2001 畜禽养殖业污

染物排放标准》[4]。
5.3 粪污处理

对于洗消前集中清理的粪便、垫草和垃圾等污

物，采用深埋或者密封堆积发酵等方式进行无害化

处理，并符合环保相关规定。

5.4 防护用品处理

洗消工作结束后，工作人员换下的可重复使

用的工作服、工作靴、工具等，在指定区域进行高

压或浸泡消毒后，集中进行清洗、干燥，放入指定

地点备用。衣物清洗消毒可使用洗衣液配合含氯

消毒剂处理或采取熏蒸消毒或湿热高压消毒。洗

消工作结束后，所用的一次性防护用品，要用密

封容器统一收集送有资质的专业公司进行集中无

害化处理。

6 结 语

目前，我国没有动物运输车辆洗消的标准和操

作规程，因此需尽快建立行业标准，明确车辆消毒

检疫的评估标准和处罚标准，建立长效机制，实行

全链条监管，以达到消毒灭源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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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模猪场粪污资源化利用模式的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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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生猪适度规模化养殖是促进农民增收、农业增效和保障供给的重要措施之一。由于生猪养殖产生的粪污

没有得到及时治理和资源化利用，造成了环境污染。为此，本文介绍了目前规模化猪场粪污资源化利用存在的问题：

粪污产生的源头难以控制，养猪场主很多是“外行”，农牧结合衔接不到位等；提出了规模化猪场从源头控制粪污实现

减排的措施：推广自动控制系统、实现节水减排，推广饲料调控技术、实现粪便减排；探讨了规模化猪场粪肥资源化利

用的模式：集成推广污水清洁回用再循环技术、实现再利用，创新使用沼液智能精准还田技术、确保科学施用，构建粪

肥就近农田消纳利用模式、打通种养渠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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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禽粪污是放错地方的资源”。近年来，由于

养猪场户环保意识缺乏、养殖效益不稳定、疫病风

险较大等因素，导致粪污治理和资源化利用进程滞

后。要做好粪污资源化利用工作，必须将源头上控

制、过程中减排治理、末端资源化利用作为一个系

统工程来抓。

1 规模化猪场粪污资源化利用存在

的问题

1.1 粪污产生的源头难以控制

猪场大多数是 20 世纪 90 年代建设的，当时

对粪污处理设施没有同步设计、同步建设，现在

存在改建难度大、投入资金较多的问题，导致粪

污没有进行无害化处理和有效治理，直排现象时

有发生。

1.2 养猪场主很多是“外行”

很多养猪场主不懂饲养管理和饲料营养调控

技术，不注重生产过程中营养物质的减排，普遍认

为只要猪吃得饱就能长得快，造成许多营养物质因

过剩而排出体外，浪费了资源。

1.3 农牧结合衔接不到位

一些地方对粪污没有进行充分的资源化利用[1]，
普遍存在养猪的不种田，种田的不养猪，种植与养

殖相对孤立，没有有效衔接，造成了粪肥的资源浪

费，同时还污染了环境。

2 规模化猪场从源头控制粪污实现

减排的措施

2.1 推广自动控制系统，实现节水减排

淤改进降温设施。推广湿帘负压通风降温，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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