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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堰市按照农业部、湖北省畜牧兽医局等有关

文件规定从 2011 年 12月起开展生猪规模养殖场

无害化处理补助申报和发放工作，这项政策的落实

可有效防止病死猪随意出售、转运、加工、食用和抛

弃，切实保障动物性食品安全，防止猪病扩散、蔓

延，促进生猪生产健康持续发展。为使这一惠农政

策尽快落实到场到户，我们采取多种形式不断加强

政策宣传，认真开展生猪规模化养殖场无害化处理

工作，但在实施过程中发现存在诸多问题，现将十

堰市生猪规模化养殖场无害化处理过程中存在的

问题总结如下。

1 对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的重要性认识
不充分

为加强对十堰市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工作的

政策宣传，使广大生猪养殖户充分认识病死猪无害

化处理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我们采取会议、印

发文件、到场到户进行宣传及跟养殖场主签订目标

责任书等多种措施，加大了宣传力度，加强了监督

管理，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还有一部分养殖场

（户）对无害化处理概念非常淡薄、认识不充分，常

常为了眼前的蝇头小利不愿将病死猪做无害化处

理，冒着违法、违规的风险廉价卖给不法商贩、或上

市交易、或屠宰后销售从中赚取利润以贴补病死猪

带来的损失。还有的养殖场主嫌国家生猪无害化处

理补贴少，觉得进行无害化处理太麻烦、有点得不偿

失，将病死猪乱扔乱抛、或弃之河塘池旁、田间地头

等，从而造成病原微生物到处传播，这为动物疫病的

发生提供“温床”，造成当地动物疫病持续发生，严重

阻碍畜牧业生产的健康发展，也为当地的动物疫病防

控工作带来隐患，更为动物性食品安全埋下祸根。

2 无害化处理监管率较低

由于十堰市地处山区，养猪场比较分散，而基

层防疫人员少且精力有限，致使部分养殖场病死猪

无害化处理措施不到位，部分村级动物防疫员不能

及时到现场履行监督职责。针对存在的问题，县级

动物卫生监督所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例如建立动态

监督检查制度，强化监督核查，明确了分级审核责

任和处罚措施等。

3 无害化处理模式单一、方法落后

养殖场主为了简单省事，病死猪无害化处理的

方法大多采用将病死猪进行深埋的无害化处理方

法，但是在掩埋过程中常见的问题是：掩埋法处理

操作不规范,掩埋地点选址不合理。掩埋缺少统一划

定的处理场, 只是临时在养殖场附近找片空地进行

掩埋。掩埋坑皆为人工所挖,大小满足不了病死猪尸

体水平侧放的需要且深度不够，不能严格按照操作

程序规范进行生猪无害化处理。

4 政策措施存在缺陷

十堰市地处山区，经济相对落后，畜牧兽医基

层单位工作经费紧张。上级部门制定政策时没考虑

到具体实施此项工作的困难和实际情况。如：规模

化养殖场实施生猪无害化时必须由当地动物卫生

监督执法人员到场监督其进行无害化处理，没考虑

到执法人员的执法成本，包括交通费、燃料费、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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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等，同时也没考虑到地方财政困难，根本拿不

出与中央和省级财政无害化补贴配套补贴，也没有

那么多资金进行常年的不间断的无害化监督检查

工作。种种原因造成这一惠民政策不能充分发挥其

应有的作用。

5 动物疫病发病率高、死亡率高

十堰市 80%为中小型养猪场，大部分饲养管理

措施简单，猪舍简陋，通风换气不良，环境卫生差，

消毒不力，由此造成动物疫病发病率和死亡率偏

高，因此大多生猪养殖场经济效益相对较低甚至连

年亏损，致使养殖户更不愿意按照生猪无害化处理

流程进行无害化处理，从而造成其养殖环节的恶性

循环，对我市生猪规模化养殖场无害化处理工作规

范、有序开展产生了一定不良影响。

初秋谨防猪乙脑

乙型脑炎又称流行性乙型脑炎，猪的感染最为普遍，约有 90%的病例发生在秋季。若体内长期带

毒，怀孕母猪会突然发生流产，产死胎、弱胎、木乃伊胎。公猪常发生睾丸炎，初期肿胀有热痛感，数日

后炎症消退，睾丸萎缩变硬，性欲减退，精液带毒，失去配种能力。

1 预防措施
1）建好猪舍。选择地势高燥南向的舍址，地面平坦稍有坡度，猪舍内生产区、管理区、生活区要合

理布局，全面考虑粪尿污水的处理和利用，舍内通风良好，有利于排水和排污。

2）坚持自繁自养，严防引进病猪。如养猪场(户)确实需要从外地或外场引种时，应事先做好引种地

的生猪疫情调查，同时做好生猪引种前后的检疫和隔离饲养措施。生猪引种到场后，应隔离饲养半个

月以上，并按程序对购进的生猪进行免疫接种，让其产生适应于本养殖场微生物群的抗体，确定无疫

病后方可与原有生猪混群饲养。

3）保持环境卫生。及时消除猪舍周围的杂草和猪舍内粪尿，经常清洗食槽、水槽并填平积水坑和

洼地，排水用暗沟，贮粪场远离居民区和猪舍，并定期使用化学药物消毒，以杀灭蚊虫。猪舍内冲洗后，

要把水扫净，加强通风，使舍内地面迅速干燥；最后对粪便进行无害化处理。

4）注射疫苗。使用猪乙型脑炎活疫苗，按瓶签注明的头份，每头份加入专用稀释液 1 mL，待完全溶解

后，每头猪肌肉注射 1 mL。免疫保护期为 12个月。阳性猪场后备母猪、种公猪，可在配种前 20～30 d

加强免疫 1次。

5）悬挂纱网。发现有蚊子活动后，应在猪圈舍内钉纱窗，门口悬挂纱网或安装纱网门，及时喷洒

“蚊蝇净”等外用杀虫药。钉纱网前，先在猪舍内施用驱杀蚊蝇的药物，不太引人注意的小角落、墙壁裂

缝、顶棚空隙等处，都要喷施到位。

6）隔离治疗。动物发病后立即隔离治疗，做好护理工作，可减少死亡，促进健康。猪舍用 2%福尔马

林溶液、3%来苏尔溶液或 10%生石灰乳消毒，死仔猪和胎衣等要进行无害化处理。

2 治疗方法
1）西医疗法。本病目前尚无特效药物治疗，主要是对症治疗，以缩短病情和防止继发感染。脱水疗

法：可用 20%甘露醇、25%山梨醇、10%葡萄糖等治疗脑水肿、降低颅内压；镇静疗法：可用氯丙嗪、乙酰

普巴嗪等；退热镇痛疗法：可使用安替比林、安乃近等；抗菌疗法：可试用各种抗生素、磺胺类药物。

2）中医疗法。生石膏、生地各 30 g，玄参、黄柏、黄芩各 25 g，知母、丹皮、栀子 20 g、连翘、竹叶各

20 g，桔梗 15 g，甘草 10 g，水煎汁喂服；生石膏 120 g、板蓝根 120 g，大青叶 60 g，生地、连翘、紫草各

30 g，黄芩 20 g，水煎一次灌服，每日 1剂，连用 3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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