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国当前十分重视养殖业的发展，规模化猪场的数量正在不
断增长，但是，各种猪病的发生与传播，不仅会降低生猪的饲养
数量，给饲养户的经济效益带来影响，同时，如果流向群众的餐
桌，将会直接威胁到食用者的身体健康，甚至会直接威胁到生命
安全。由此可见，对规模化猪场的猪病流行动向做出分析，并且
提出针对性、专业性的防治对策，是当前相关从业人员着重需要
考量的问题，也是推动规模化猪场、养殖业长远、稳定发展的重
要举措。

一、规模化猪场的流行病趋势
（一）猪瘟
现如今，伴随着规模化养殖业、集约化养殖业的大力发展，

以往已经淡出人们视线的猪病目前已有再度爆发的趋势，而猪瘟
是各种养猪场中最为常见、高发的一种热性、急性传染病。主要
通过猪瘟病毒引发，传染性高是该猪病的主要特征，通常的情况
下，也被称之为“烂肠瘟”。其猪病的爆发不受季节、猪年龄、
性别、品种等因素的影响与制约，存在较高的发病率，同时，如
果猪群感染后并未及时予以治疗，极有可能造成大片猪种死亡的
发生。当前，能够充分明确的是，在猪瘟的传染源方面，主要为
病猪的引进。而其流行性的特征为：月龄在 1 以内的仔猪中，感
染此猪病的比例并不高，而月龄>1 的仔猪以及成年中感染率要更
高，同时，年龄与猪病感染的比例显现为正比。

（二）猪圆环病毒
通过对我国的猪病流行趋势研究报告进行分析后，能够发

现，规模化猪场中极为常见的猪病当属猪圆环病毒感染，近年以
来，此猪病的发生率已经逐年呈上升的趋势，而当前能够明确的
是，在猪圆环病毒中，II型的发病率已经高达每年度 62%以上。
在爆发病情的时期，如果没有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做出管控，将
会导致生猪的死亡率高达 40%以上，当前，此猪病已经属于规
模化猪场中，无论是死亡率还是传染率均颇高的一种新型传染疾
病。针对此猪病在我国的发病流行动向而言，主要为感染结合呼
吸综合征，同时，细菌合并或出现继发性的呼吸系统疾病，会直
接影响到规模化饲养的效率与质量。

（三）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
所谓的猪繁殖与呼吸综合性疾病，通常俗称为“蓝耳病”，

此猪病属于一种病毒性质的传染性疾病，主要通过猪繁殖与呼吸
综合征而引发，此猪病存在一定的隐蔽性，通常的情况下，难以
被饲养人员发现。针对此猪病的症状而言，同传染性胸膜肺炎、
猪狂犬病、流感等病症较为相似，因此，饲养人员、兽医往往很
难准确辨别生猪的具体疾病。针对此猪病而言，主要在妊娠母
猪、仔猪中较为高发，妊娠母猪在感染以后，会出现繁殖障碍的
表现；仔猪在感染以后，会出现呼吸道综合征的表现。在引发此
疾病以后，如果没有及时对其做出有效控制，长此以往，会导致
猪瘟的继发，进而导致合并感染的发生，导致猪只死亡率的升高。

（四）寄生虫
针对寄生虫而言，通常的情况下，病猪不会出现显性影响，

在对规模化猪场中，影响比较缓慢，因此，此疾病极有可能被规
模化猪场的管理人员、饲养人员所忽略。当前，在规模化猪场的
寄生虫猪病中，阶螗、蛔虫属于最为常见也最为高发的寄生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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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也是造成规模化猪场内猪群受到疾病感染的主要寄生虫。
但是，在寄生虫的致病疫病当中，其他类寄生虫不存在较高的死
亡率，只有球虫病存在较高的死亡率。

（五）附红细胞体病
通过对我国的猪病流行趋势研究报告进行分析后，可以发

现，目前，在猪场中，附红细胞提病的感染率虽然不及猪圆环病
毒与猪瘟，然而，此诸病同其他疾病极有可能发生混合感染，由
此可见，此病的危害同样也不容忽视。对于此病症而言，属于一
种人畜共患的传染性疾病，主要由附红细胞体引发，主要的传播
方式为昆虫传播，因此，人也极有可能因为蚊虫叮咬等方式而造
成感染。一旦患病，下腹游血、耳尖、贫血、黄疸、体温升高、
厌食表现、食欲下降等是最为明显的症状。

二、规模化猪场猪病的防治对策
（一）严格执行封闭管理制度
必须要保障封闭管理制度的严格执行，在规模化猪场的各个

猪舍之间建立起隔离带，不同猪舍的饲养人员需要穿戴不同的工
作服，防止交叉传播、感染的发生。同时，在规模化猪场内应该
区分好生活区以及隔离生产区，保障所有区域的进出口均通向唯
一的出入口。另外，在猪场的四周利用铁丝网阻拦，防止野生动
物的进入。通过封闭管理，从而严格遏制各种猪病的入侵与传播。

（二）阻断各种猪病的传播媒介
对养猪生产的需要做出考量，除了生产物资、猪只、疫苗、

饲料、药物等允许进入猪场以外，其他严厉禁止进入猪场区域。
实际上，上述的内容同样也存在携带各种猪病的可能，依然需要
展开防治措施。在进入规模化猪场前，必须要对饲料进行彻底消
毒，经过本场车辆的中转进场。在条件允许的条件下，可以采取
散装料塔传送至规模化猪场，尽量避免饲料车进入规模化猪场。
在生猪接种疫苗以前，最好展开有效药物的浸泡，并且经过臭氧
熏蒸以后，再进入到规模化猪场。在引进猪种方面，必须要格外
小心，实时做出警惕。通常，受到各种猪病感染的生猪，均具备
潜伏期。虽然在进入规模化猪场以前检疫结果显示为阴性，但是
依然无法保障进场后不会病发。因此，应该尽可能避免各种猪病
高危区猪只的引进，尽可能闭群，展开自繁自养，进而对种源的
健康性做出保障。针对进场的配套物资而言，应该先对其进行消
毒水喷施，在必要的情况下，应该在经过 30min60℃的高温消杀
后，再进入规模化猪场。另外，有条件的规模化猪场，应该将兽
医的培训工作加强，并且大力引进先进的诊疗设备，为防控各种
猪病做好基础保障，及时控制，从而实现各种猪病传播渠道、途
径的阻断。

（三）严格控制泔水喂猪的行为
现如今，各种猪病已经在我国大肆传播，各个地域的规模化

猪场都会受到一定影响。其中，与部分规模化猪场实行泔水喂猪
有着紧密关联。相关调查研究表明：泔水喂猪是传播各种猪病的
主要途径。因此，必须要严格禁止规模化猪场采取泔水喂猪。在
防治的过程当中，各地的防疫部门应该对当地规模化猪场泔水喂
猪的行为严格查处。并且做好泔水喂猪危害性的宣传工作，促使
规模化猪场的所有者、饲养人员能够自觉杜绝泔水喂猪的行为。
针对食品药检部门而言，更是要加强检疫，对各个餐饮企业的泔



水处理台账进行检查，确保泔水不会流向餐饮行业。而城建部门
应该将泔水运输车辆的相关消毒工作做好，以便将泔水进行无公
害处理。

（四）配合政府打好防治攻坚战
饲养者必须要积极配合政府，做好各种猪病的“攻坚战”。

首先，规模化猪场应该将自身的实际情况作为依据，制定相应的
防疫机制，并且逐级落实防治的责任。其次，规模化猪场应该对
饲养人员展开技术培训，主要包含防疫知识、防疫流程、思想教
育等内容，进而将规模化猪场的防治效率全面提升。最后，规模
化猪场应该强化与当地防疫部门之间的交流、联系，对疫病的发
展动态实时掌握。定期邀请、组织防疫部门前往规模化猪场进行
防疫指导，将防疫的软件、硬件配置加强。

而身为政府机构，必须要对防疫社会环境做出管控。针对规
模化猪场企业而言，将专项防疫整治工作做好，严肃处理防疫未
达标的规模化猪场，并且遏制各种违法乱纪行为的发生，促使各
种猪病的蔓延、扩散能够得到有效管控。另外，需要对生猪、猪
肉制品的移动督查投入高度关注，严厉惩戒各种违法调运活动。
同时，应该将调运生猪的批批检疫工作做好，将各种猪病的传播
范围缩小。针对食品药检企业而言，应该管控好规模化猪场与生
鲜猪肉，对流通环节加强督查。并且，应该将各个区域政府部门
的合作加强，展开联合执法，对生猪检疫工作做出强化，切实减
少各种猪病的蔓延与扩散。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在规模化猪场养殖生猪期间，会受到各种猪病的

影响，不仅会造成生猪数量的减少，影响到养殖户的经济收益，
同时，如果生猪流向市场，被人民群众误食，将会威胁到人民群
众的身体健康。因此，本文就该问题，对当前各种猪病的流行动
向以及相应的防治措施展开了探讨，其目的在于通过有效地防治
对策，降低生猪的猪病感染概率，进而保障人民群众的用食安
全，推动我国养殖业、规模化猪场的长远、稳健发展，为养殖业
经济效益的增长起到一定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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