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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门加强与牛羊饲养者的沟通和交流，加强布病知识

的宣传，让饲养者认识到布病的危害性，进而取得饲

养者的理解和支持。饲养者自己可通过阅读书籍、网

络查询等方式来掌握布病基础知识，村干部可带领牛

羊饲养者积极学习布病相关防制知识，掌握防制技

术，进而有效控制布病传播，达到防控布病的效果。

4 结 语

牛羊布病的危害性较大，相关管理部门应重视

并加强对布病的防制，科学制定布病防控制度，严格

落实免疫接种、监测和检疫以及扑杀阳性牛羊等各项

防控措施，及时发现防控工作中存在的漏洞，并及时

进行解决，从而有效防控布病，减少布病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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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随着我国畜禽养殖业的迅速发展，畜禽粪便、污水等废弃物带来的养殖污染问题日益严重，这其中也

包括使用消毒剂带来的污染。消毒剂污染对周围环境微生物、水源、土壤和从业人员都有不良影响。本文分析了

造成消毒剂污染的原因，并提出了相关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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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我国畜禽养殖业发展异常迅速，而由于

畜禽养殖布局不合理、超环境容量养殖、污染防治设

施配套不到位等，养殖污染对周边环境影响严重，如

大量畜禽粪便、污水等废弃物带来的水源污染、土壤

污染和空气污染等。针对养殖污染问题，我国已于

2014年 1月 1日起开始实施《畜禽规模养殖污染防

治条例》，为实现国家节能减排目标，改善国家生态环

境的整体质量提供了法律保障。消毒是畜禽养殖生产

中的重要工作之一，其对消灭病原微生物，防止疫病

传播，保证畜禽养殖健康发展起着重要作用。在养殖

业实际生产中，以消毒剂为主的化学消毒法往往是消

毒工作的首选。而由于消毒剂的错误使用以及缺乏相

应的污水处理等多种原因，消毒剂的污染随之而来。

1 消毒剂污染的影响

1）对周围环境微生物的影响。微生物是自然生

态系统中的基本成分，它们在生长繁殖过程中，不

断分解环境中的各种有机物，维持自然生态系统的

相对平衡。而养殖生产中使用的消毒废液排放到外

界环境，必然会将对其敏感的非病原微生物杀灭，

从而打破周围自然生态系统的相对平衡，长此下

去，势必会造成养殖场周围自然环境的恶化，生态

环境的崩溃。

2）对周围水源、土壤的影响。水源、土壤质量是

反映一个地区是否受到污染的重要指标。养殖生产

中常用的消毒液多含酸、碱、卤类、重金属、氧化剂

等，其废液若不经处理而直接排放到外界环境中，

会造成水、土壤的使用价值降低或丧失，严重者毒

死水生生物，影响农作物、农产品质量。如果养殖场

临近居民饮用水源地，则会影响饮用水源，进而影

响居民正常生活和身体健康。

3）对从业人员的影响。大量消毒剂的滥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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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不仅会对环境造成影响，还会对从事养殖生产的

人员造成危害。如苯酚、鱼石脂、甲酚等酚类对皮肤均

有刺激作用，氢氧化钠、生石灰等碱类还会灼伤皮肤、

眼睛、呼吸道和消化道，甲醛、戊二醇、环氧乙烷等醛

类长期使用会致癌，造成皮肤上皮细胞死亡等[1]。

2 造成消毒剂污染的原因

1）从业人员素质不高。近几年，我国畜牧养殖

业迅猛发展，已经成为农民增收的重要支撑，但从

事养殖业的人员整体素质并不高，大部分只是受利

益的驱使，自发、单纯地迎合市场需求，缺乏必要的

专业知识和技能培训，在消毒剂的使用、处理方面

知之甚少，没有控制消毒剂污染的意识。

2）消毒液配比浓度过高。一些养殖人员认为，

消毒液配比浓度越高，消毒效果越好，置消毒剂配

比说明于不顾，简单粗暴、无限制地提高消毒剂配

比浓度，人为加大消毒剂残留，从而使消毒剂的污

染情况愈演愈烈。

3）其他人为因素。有的养殖场只配备 1种或者

少数几种消毒剂，反复、单一地消毒使用；有的养殖

场则不考虑配伍的拮抗作用，同时用 2种或 2种以

上的消毒剂；有的则是忽视化学消毒前机械性的清

除工作。在达不到预期的消毒效果之后，简单地归

咎于配比浓度低，进而一再提高消毒液的配比浓

度，从而陷入“提高浓度 -消毒失败 -再提高浓度”

的恶性循环。

4）缺乏污水处理设备。除一些规模化养殖场、

养殖小区外，许多养殖场并不具备必要的污水、污

物处理设施、设备，在消毒液使用完毕后，只是用清

水简单地冲洗，后随同污水一同排出养殖场外。

3 消除消毒剂污染的对策

1）提高认识。首先要加强养殖人员的专业知识

培训，加强相应的法律、法规知识宣传，使其意识到

包括消毒剂污染在内养殖污染对环境、养殖业本身

造成的危害，进而提高环境保护意识，自发地消除

潜在的养殖污染。

2）合理使用消毒剂。首先要加强消毒管理，建

立、完善养殖场的消毒制度，注意养殖场的清洗、清

扫，粪便、污水等清理不干净，存在有机杂物会对病

原产生保护作用，严重影响消毒效果，使消毒不彻

底、不完全。因此消毒前的机械性清洗工作必不可

少。其次要选择适当的消毒液配比浓度，消除不良

因素的影响。在选择和使用消毒剂时，应在保证消

毒效果的前提下，使用对环境污染小、持续时间长、

敏感度高、不损伤消毒人员及物品的消毒药。另外

养殖场应多备几种消毒剂，密切注意养殖场内外动

物疫病动态，及时选用和更换最佳的消毒剂，以达

最佳消毒效果。

3）增加污水污物处理设施。国家针对养殖污染

防治出台了一系列优惠政策，养殖场应以此为契

机，根据本地区的社会条件、自然条件，以及猪场的

规模、生产工艺、污水数量和质量、净化程度和利用

方向，增设污水污物处理设施设备，使其得到合理、

循环利用，降低乃至消除消毒剂带来的污染。

4 小 结

加强畜禽养殖环保控制，实现污染物达标排

放，进而实现环境保护与产业发展的双赢，还需要

一段较长的过程。消毒剂污染只是养殖污染的一部

分，合理、有效地利用消毒剂，控制消毒剂污染，对

动物疫病防控、环境保护、养殖业健康发展都有着

现实重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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