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贷款的期限较短，产生的利息也较多，一定程度上

制约了生猪规模化养殖的发展。

2）生猪养殖粪污处理问题。生猪规模化养殖必

然会有大量的粪污需要处理，带来环境污染问题。

我国现在十分重视环境的保护，企业支付的排污费

也在不断提高，虽然一些大中型企业实施的沼气方

案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粪污对环境的污染，但推广缓

慢，目前没有起到实质性的帮助。

3）产业化程度偏低。目前我国生猪养殖并无相

对接的龙头企业，往往是孤军奋战，因而在发展过

程中没有形成抵御风险的能力，企业、农户和生产

基地之间没有形成紧密的联系，专业化、组织化程

度较低，并且也没有形成一定的利益共识，无法形

成一体化的经营模式。

4）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不完善。目前很多生猪

养殖场基础设施简陋，没有先进的设备，无法建立

完善的良种繁育体系，选育水平达不到一定要求，

供种能力弱，制约了生产的发展。同时技术服务体

系尚不完善，无法培育新品种、开发新技术和改良

新产品。此外，不完善的产销服务网络也制约了生

猪规模化养殖的发展。

5）动物疫情的影响。动物疫情对生猪规模化养

殖的经济效益有直接的影响。据文献报道，目前有

关生猪的疫情种类达到了 14种，对企业和农户造

成了很大的经济损失。

3 生猪规模化养殖发展对策

从上述我国生猪规模化养殖发展的现状来看，

为了推动生猪规模化养殖高效、优质、生态和安全

地发展，建议采取以下发展对策。

1）加强政府的宏观调控，在生猪主产区建立相

对集中的生产基地，同时扶持龙头企业带动生猪规

模养殖向全产业链的方向发展。

2）企业自身要合理布局、科学规划，在不破坏

生态环境的基础上结合当地土地资源、发展基础和

生态环境，完善生产格局，整合养殖、加工、销售、服

务等各个环节，实现生猪一体化、产业化经营。

3）要加强基础设施和服务体系的建设，特别是

要做好良种繁育体系的建设，提升生猪产业素质。

尽快完善动物防疫的管理和建设，统一防疫，及时

进行疫病诊断和病死猪的无害化处理。

4）加快生猪生产科技革新，从良种推广、科学

饲养、饲料配方、疫病防治和安全用药等环节来提

高生猪规模化养殖的科技含量。

摘要 近十几年来，我国养猪业日益呈现规模化和集约化趋势，但疫病也呈现严重化和复杂化态势，而规模

猪场生物安全理念的缺失和措施的不到位，是造成疫情发生和经济效益下降的重要原因。本文从规范引种、合理

布局、有效隔离、废弃物无害化处理等方面入手，制订了规模猪场的生物安全管理规范，可为养猪场防控疫病提

供有效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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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近十几年来我国养猪业日益呈现规模化

和集约化趋势，使得疫病也不断呈现严重化和复杂

化态势，老病难除，新病频现，对我国养猪业的健康

稳定发展构成了严重威胁，并造成了惨重的经济损

失，而规模猪场生物安全理念的缺失和措施的不到

位，是造成疫情发生和经济效益下降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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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建章立制，是保证规模猪场猪瘟等主要疫病防

控和净化工作取得成效的关键措施；提升生物安全

理念，是众多防疫环节的重要一环。为此，笔者结合

国内和闵行区近十年内猪场防疫管理的成功经验

和教训，制订了规模猪场生物安全管理规范，通过

规范的建立和实施，在规模猪场中予以宣传培训和

推广应用，从而提高猪场生物安全管理水平，将疫

情发生风险降至最低。

1 规范引种

1）坚持自繁自养，提倡人工授精，培育和建立

自己的健康种猪群。

2）必须引种时，到非疫区持有《种畜禽生产经

营许可证》、《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的健康种猪场

引入，优先考虑从获得农业部疫病净化评估认证的

种猪场引种，做好产地疫情调查，购回的种猪在隔

离舍观察 30～45 d，临床观察应无异常，采集血样

和扁桃体等组织样品，送往有资质的兽医实验室进

行口蹄疫、猪瘟、伪狂犬病、蓝耳病、圆环病毒病等

免疫抗体检测和口蹄疫、猪瘟、伪狂犬病、蓝耳病、

圆环病毒病、布病、萎缩性鼻炎等病原学检测或感

染抗体检测，确认抗体水平良好且主要致病菌和病

毒感染为阴性时，进行一次全面驱虫和体表消毒

后，方可并入本场健康猪舍。

3）有条件的猪场，可在隔离期间使用即将淘汰

母猪与引入种猪隔栏接触，达到生态驯化的目的。

4）引入种猪混群后，应按本场的免疫程序接种

猪瘟等主要疫病的疫苗，至配种前每个病种疫苗须

免疫 2次，间隔 3周。

2 猪舍分区

猪场的布局应分为生产区、管理区、生活区、污

染区和隔离区等，场内道路应分设净道（运送饲料）

和污道（运送粪便、污物），并尽量不重叠、不交叉。

猪场周围应建有围墙和防疫沟。猪舍布局按配种、

妊娠、产仔哺乳、保育、育肥、隔离、废弃物处理区的

顺序，从上风口往下风向分布。生产区应采取种猪

区、保育区和育成育肥区 3 区式饲养，猪舍之间间

距要在 8～12 m。提倡相同或近似日龄（≤7 d）猪

群全进全出饲养模式。

3 车辆隔离

猪场大门口、生产区入口、卸猪码头设置宽同

大门，长为机动车车轮 1 周半的消毒池，有条件的

猪场可建立车辆自动或手动喷淋消毒设施。外来车

辆禁止驶入生产区。装载粪污或病死动物的本场车

辆卸货返回后，应彻底消毒后再进入场区。

4 人员隔离

生产区禁止非本场人员进入，外来人员必须进

入时需经批准。进入生产区人员应更换衣服、鞋帽

并消毒 15～20 min，有条件的可洗澡、更衣后进入。

生产区内饲养人员不得串舍，外省籍员工休假返场

后应经过 24 h的隔离，并经过常规消毒后才准许

进入生产区工作。场内兽医等技术人员不得到场外

就诊和从事其他技术服务。

5 物品隔离

外来物品、用具、器械等进入场区应登记，并按

要求消毒。生产区内的用具应编号，限制在固定区

域使用。

6 动物和动物产品隔离

禁止其它活畜禽和生猪产品入场，已出场猪只

不准再返回生产区。场内禁养其它畜禽和犬猫等宠

物，定期开展灭虫灭鼠活动，并设置防鸟网等防止

野鸟出入。

7 粪污处理

按照资源化、无害化、减量化和综合利用原

则，猪场应根据本地区和本场实际，选择性配有雨

污分离、干湿分离、沼气发电、干粪堆放、污水二次

厌氧发酵处理、污水还田等粪污处理工艺流程和

设施设备。场区内垃圾及时处理，无杂物堆放。使

用后的疫苗瓶、药物瓶等废弃物妥善收集，送指定

机构处理。

8 病死猪处理

隔离病猪，淘汰无治疗价值的病猪。对死亡猪

只、死胎、流产物等，按规定进行无害化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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