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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湖北宜昌市各级畜牧兽医部门深入贯

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把修复长江生态环境摆在压

倒性位置，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的重要指示精

神，大力开展畜禽粪污治理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2016年，完成了 16家规模养殖场关闭和 249家规

模养殖场的一场一策治理任务，其中超额完成 23

家治理任务。2017年，计划完成 33家规模养殖场关

闭和 155家规模养殖场一场一策治理达标任务，截

至 7月 20日，已完成 32家规模养殖场关停和 86

家规模养殖场一场一策治理任务。其中，南方水网

地区 29家规模养殖场于 6月 26日提前全部关闭，

得到省环保督察整改领导小组的充分肯定。全市强

力推进畜禽粪污治理，极大促进了畜牧业转型升

级。全市上半年生猪出栏 251.6万头，同比增长 2%；

畜牧业产值达到 74亿元，同比增长 8%。

1 坚定绿色发展信心，补齐绿色发展

短板

1）坚持把提高政治站位放在首位，牢固树立管

行业必须管环保的理念。针对畜禽养殖污染并不严

重、畜禽规模养殖场关闭搬迁是政府和环保部门的

职责等错误思想，组织全行业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

记“既要绿水青山，也要金山银山。宁要绿水青山，

不要金山银山，而且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等重

要讲话精神，切实增强“四个意识”，自觉提高政治

站位，坚持把加快畜禽粪便治理和资源化利用作为

推进畜牧业绿色发展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和重大

民生工程来抓，在全行业形成“管行业必须管环

保”、“谁污染谁治理”的共识。

2）正确处理畜牧业发展与环境保护的关系，坚定

绿色发展信心。畜牧业发展是第一要务，但是如何发

展是关键。据测算，宜昌市环境容量为 5 000万头猪

当量，目前养殖量只有 1 377万头猪当量，但是对环

境造成了一定破坏，主要原因是绿色发展水平不高，

一部分畜禽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不达标、规划布局

不合理。为此，各县市区从 2014年开始，已确立了生

态优先、以地定畜、农牧结合、种养循环的畜牧业绿

色发展思路，加快畜禽养殖粪污治理力度，做到坚决

不欠新账、逐步还清旧账，坚定了全市上下绿色发展

信心。今年宜都市、枝江市可率先完成粪污治理任

务，同时宜都市还新发展了 13家粪肥全部资源化利

用的 2 000头以上规模化养猪场，年出栏近 4万头，

比关停养殖场年出栏生猪多 2万头。

2 把握绿色发展规律，确定绿色发展

路径

1）坚持一流标准，引领绿色发展。2014年以来，

宜昌市就分年度、分阶段制定畜禽养殖污染防治标

摘要 近年来，宜昌市强力推进畜禽粪污治理，取得了明显成效，极大地促进了畜牧业转型升级，得到湖北

省环保督察整改领导小组的充分肯定，这得益于坚定绿色发展信心，补齐绿色发展短板，把握绿色发展规律，确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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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纳入市政府考核重点工作督办落实。2016年，市

政府提出了整市推进畜牧业绿色发展示范县创建的

目标。2017年，立足畜禽养殖粪便零排放、资源化利

用全国一流目标，提出了到 2018年底，全市畜禽粪污

综合利用率和规模化畜禽养殖场粪污处理设施装备

配套率都要达到 85%以上；2020年达到 90%以上，基

本实现零排放和资源化利用，这一标准和目标已被纳

入《长江宜昌段生态环境修复和三峡生态治理试验总

体方案》，上升到市级战略实施。目前来看，这一标准

既可行，也符合“国办发〔2017〕48号”文件标准。

2）优化四种模式，推动绿色发展。结合宜昌市实

际情况，探索建立了“两为主、两为辅”绿色发展模式。

“两为主”即异位生物发酵床模式和农牧结合模式，

“两为辅”即工程治理模式和 PPP模式。这些模式因

地制宜，经过实践检验，成效明显。特别是“两为主”模

式既做到了零排放，又实现了资源化利用，深受广大

养殖户欢迎，深得各级党委政府和环保部门的好评。

目前，全市已有 1 710家规模养殖场实行“两为主”的

发展模式，占已治理规模养殖场总数的 81%。

3）实施一场一策，实现绿色发展。针对不同畜

禽品种、不同区域分布、不同养殖规模，甚至是相同

畜禽品种、相同区域、相同规模的畜禽养殖场，在应

用同一治理模式时，也存在差异的实际，全市畜牧

兽医部门把治理措施的重点放在精准实施一场一

策上，实行“三统一分”，即统一标准、统一目标、统

一时间、分场实施，个性定制，极大调动了养殖户改

建和新建养殖场的积极性。2016年全市已完成了

100头以上生猪养殖场和其他畜禽养殖场的一场一

策治理方案，并完成治理 2 100家养殖场。2017年

根据“国办发〔2017〕48号”文件精神，结合在实施过

程中存在的问题，又对一场一策方案进行优化，至 7

月底已完成升级后的全市一场一策治理方案，全面

提升绿色发展水平。

3 完善治污工作机制，拓宽绿色发展

空间

1）强化科技支撑，突出示范引领。2015年以来，

宜昌市畜牧兽医局坚持源头减量、过程控制、末端

循环利用，努力探索改进养殖工艺和粪污处理技

术。在生猪粪便资源化利用方面，依托中国工程院

院士印遇龙团队支持，实现了从 1.0版到 2.0版的

跨越，即从温氏集团考察引进的适用于 3 000头以下

规模场的异位生物发酵床处理模式和配套消纳土地

的种养结合模式升级到能很好控制水分与温度，并能

适用于更大规模养殖场的异位生物发酵床模式和不

需要配套管道直接还田的种养结合模式。目前，市畜

牧兽医局正与南京农业大学和三峡大学合作，探索实

行 3.0版，即使用添加中药材的饲料和发酵饲料，实

施粪尿分离，降低臭气和粪便产生量，提高畜禽品质，

提高生物发酵床的实效。在家禽养殖场粪便资源化利

用方面，重点引进推广了粪便传送带治理模式在肉牛

粪便资源化利用方面，依托国家肉牛产业技术体系支

持建立了“场床一体”的同位发酵床模式。在奶牛粪便

资源化利用方面，依托国家奶牛产业技术体系支持在

湖北俏牛儿牧业有限公司首创南方高温高湿气候下

的“同位生物发酵床”奶牛养殖技术获得成功，不仅实

现粪便零排放和资源化利用，而且全场奶牛肢蹄病发

病率降低了 80%以上，奶产量提高了 10%以上，取得

了明显的经济、社会和环保效益。

2）实施精准服务，加快推广步伐。一是广泛宣传

培训。2016年以来，通过 QQ、微信、网站、广播等媒介

广泛宣传畜禽养殖相关环保法律法规和畜禽粪污治

理技术。积极邀请科研院所、大型企业专家到各县市

区开展畜禽粪污治理技术现场培训 200多场次、1万

多人次；二是“两挂一督”点对点服务。组织建立“挂图

作战、挂牌服务、定期督导”机制，指导每个县市区建

立了 2～3个示范点，建立治理台账，挂图治理，按期

销号。为每个场落实了 1～2名监管责任人和技术服

务员，进场入户挂牌开展技术指导服务，实地入驻精

准制定一场一策治理方案，定期巡察，发现问题及时

督促整改；三是政策激励加快治理。各地按照 30～

100元 /m2的标准对建设异位生物发酵床进行补助，

2017年上半年全市共落实 5 485万元资金，同时还

探索动物防疫队伍专职化改革，优化防疫服务模式，

建立健全了全收集、全处理的病死畜禽无害化收集处

理体系，解决了养殖户的后顾之忧。

3）建立联动机制，加快治理进程。加强与“市河

湖长制办公室”、“市黑臭水体整治领导小组办公

室”、“市环保委员会办公室”三大平台合作，共同建

立了畜禽规模养殖污染治理工作情况“周报告、月

督察、季通报”制度，通过 QQ、微信及时将市畜牧兽

医局在畜禽养殖粪便资源化利用方面的工作理念、

工作内容、完成情况，以简报或工作汇报等形式上

报和对外发布，争取领导和社会各界的重视和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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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同时，对于工作的难点，依托三大平台直接给各

县市区人民政府下达整改通知书或成立联合督导

组等形式，破解了畜牧兽医部门自身难于解决的难

题。针对“三区”划定不够科学准确、对畜禽养殖场

简单“一关了之”等问题，相关工作人员积极争取市

委市政府的高度重视和支持，已由市畜牧兽医局牵

头，联合国土、水利、环保等部门，在县市区“三区”

划定规划基础上重新科学制定宜昌市畜禽养殖三

区划定规划。目前，已完成招投标工作，华中农业大

学中标编制全市“三区”划定规划，此项工作 11 月

底前可以完成。同时，相关工作人员紧紧围绕绿色

发展，大力开展招商引资，积极引进温氏、正大、襄

大等知名企业，分别到宜昌建设 100万头生猪全产

业链，推动全市畜牧产业绿色发展，转型升级。

摘要 根据猪圆环病毒Ⅱ型（PCV2） Rep 基因的保守序列，设计一套特异性环介导等温扩增引物，经过

各种条件的优化，建立了 PCV2的可视化 LAMP检测方法。结果表明，所建立的方法敏感性高达 1 fg；无需昂

贵仪器，只要在常规水浴锅 63 ℃ 50 min 就可以通过肉眼观察颜色直接判定；特异性强，与其他病原无交叉

反应。此方法简便、特异、快速、灵敏，适合养殖场或县级及以下基层兽医用于猪圆环病毒Ⅱ型感染的快速检

测与诊断。

关键词 猪圆环病毒Ⅱ型；可视化；环介导等温扩增（LAMP）；临床应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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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圆环病毒（Porcine cirovirus，PCV）是已知的

能在哺乳动物细胞中复制的动物 DNA病毒。PCV

被分为无致病性的Ⅰ型（PCV1）和有致病性的Ⅱ型

（PCV2）2种类型。PCV2是猪的免疫抑制病之一，主

要引起淋巴结肿大、淋巴细胞减少等病变，造成免

疫系统的损伤，临床上表现为断奶仔猪多系统衰竭

综合征、怀孕母猪繁殖障碍、断奶猪和育肥猪呼吸

道疾病、幼龄仔猪先天性震颤、猪皮炎和肾炎综合

征等，给养猪业造成巨大的经济损失[1-3]。郎洪武等[4]

对 2000年收集的来自山东、北京等 7个省市 22个

猪场的 559份血清进行血清学检测，结果 PCV2病

原阳性率为 42.9%；曹胜波等[5]对来自我国 4个省的

病料进行 PCR检测，PCV2病原阳性率为 27.9%；王

忠田等[6]对北京、天津、广东、山东、山西等规模场进

行临床调查和病原检测，发现 11 个猪场发生由

PCV2感染造成的 PMWS，表明我国规模化猪场也

存在 PCV2感染；陈义祥等[7]对广西 14个市送检的

197份组织病料进行检测，PCV2阳性率为 54.82%，

混合感染为 42.13%；杨槐[8]对广西某屠宰场采集的

640 份淋巴结进行病原检测，PCV2 阳性率为

43.88%；李莹莹[9]对广西陆川县送检的 131份组织样

品进行 PCR检测，PCV2阳性率高达 50.38%。因此，

建立一种便捷快速、特异及适合基层的检测方法对

于及早发现并采取有效方法控制本病显得十分重

要。本试验根据 PCV2 Rep基因的保守序列设计引

物，优化反应体系，建立猪圆环病毒 LAMP可视化

试验研究 3窑 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