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养 殖技术
YANGZHIJISHU

对四川省生猪行业发展过程中的挑战进行分析，其中最重
要的挑战便是生猪疫病。疫病发生后，会直接导致生猪死亡，且
经过治愈后的生猪，其猪肉品质也将下降。此外，疫病具有突发
性的特征，一旦暴发，传播数量惊人。且部分疫病呈现人畜共患
的趋势，为防控工作带来了不小难度。近年来，四川养殖业不断
发展，对于生猪养殖，必须抓住现有的机遇进行扩大。在此背景
下，需要对生猪疫病的防控问题进行有效优化，以加强其后续的
疫病防控机制。

一、四川省生猪疫病防控存在的问题
（一）疫病种类较多，且耐药性增强
近年来，四川省为防治生猪疫病做出了较多的推广措施，

但在推广中发现，生猪常见疫病种类近年来呈现增多趋势。除本
土已有的病种外，大多数为外来病种，且有些病原体出现变异。
但养殖户在对生猪疫病防控中，其自身并没有达到应有的重视程
度。个体养殖户对猪病的防控，片面地认为在生猪购入时，仅做
好防疫工作即可，并未注重养殖场的环境有效消毒。在疾病预防
控制中，整体的工作不到位。一旦新型疫病出现，养殖户无法进
行有效的解决。

（二）疫病病原体增加
在对生猪疫病防控中，随着药物研究的不断发展，其自身的

疫病耐用性也出现增强的趋势。导致原有的药品失去作用，无法
对动物进行有效的疫病治疗。在饲养中，很多饲养户长期的使用
加入抗菌药物的治疗，无形中增加了疾病的抗药性。此外，再使
用抗菌药物中，也会使生猪自身的免疫力下降，导致病原体病毒
在生猪体内进行繁衍变异。

（三）外来病种传播
我国经济的发展导致区域间的沟通以及交通实现了全面的改

良，在区域经济往来频繁的基础上，生猪调运流通量大，少部分
养殖区域也出现了外来病种，这对本地的生态环境造成了严重影
响。

二、如何有效地进行生猪疫病防治
（一）构建全面的监测监控体系
在安全养殖体系中，其主要可分为两大区域。其一为监控体

系；其二则是饲养管理。在监控体系中，生猪养殖有可能会出现
疫病，因此其主要原因则是缺乏安全养殖意识，导致管理以及养
殖不到位。自身存在大量的安全隐患，导致生猪抵抗力下降，增
加了疫病的发病率。需要建立安全养殖体系，结合生猪的情况，
科学管理饲养环境，制定安全措施，实现安全管理。在后续养殖
中，为生猪营造健康的生长环境，降低病原体以及病毒传播，消
灭疫病。

而在加强饲养管理中，对生猪的安全制度进行控制，在一定
程度上可以有效地遏制生猪疫情。例如，饲养管理包含了疫病防
疫以及日常饲养。在日常饲养中，养殖户必须定期清理猪舍，并
进行通风消毒，以保证饮用水以及饲料的清洁，增强生猪体质，
提升其整体的抵抗力。

（二）免疫防控
在生猪养殖业中，针对不同的疫病防控，其自身做出了大

量研究。在研究时，发现免疫措施是防治手段中的常规手段。在
养殖业发展时，针对生猪疫病，各区域必须制定科学合理免疫措

生猪疫病防控问题与优化对策分析

四川省资阳市安岳县农业农村局    施训开

摘  要：养猪业对地方社会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作用和地位。但在养殖过程中。其疫病问题时有发生。四川省目前针对疫病防控，与以往相比整体环节

以及流程进行了优化，但在相关的连接点上其综合模式还不足。因此，这对我国居民的身体健康以及财产安全等产生了相关隐患。在后续的发展中，必须保

证在现有基础上，对生猪疫病进行有效防控，并就现有问题，展开有效地优化策略。因此，本文将就生猪疫病防控问题与优化对策展开讨论，阐述疫病防控

中的相关问题，分析如何通过合理有效地方式，进行优化。

关键词：猪肉养殖；疫病防控；优化对策；研究分析

施。相关的部门需要对本地的养殖户饲养的生猪进行免疫防控，
注射常见疫苗。当地养殖户也需积极配合免疫工作，在养殖过程
中，如发现生猪疫病征兆必须上报，按照早、快、严、小的处置
原则，将其隔离治疗或隔离处理，以防止疫病传播。

此外，针对当地农户的防疫意识，业务主管部门应开展相关
的培训讲座，通过技术培训以及专家的座谈，使当地养殖户明确
对于生猪疫病防控。并非注射疫苗后便无需管理。而是需要在注
射疫苗后，配合良好的防治措施，改善其猪舍的饲养环境，达到
合理地预防手段，避免生猪出现疫病。

（三）药物预防
在生猪疫病预防中，药物发挥的作用非常重要。药物预防可

以通过药物辅助，避免疫病出现。因此，在进行预防时，为了避
免病原体耐药性增强以及药物滥用等情况，需要科学合理地使用
药物。养殖户可以针对多发的疫病，选择性价比较高的药物添加
剂，避免使用抗生素。将药物以及预防药物结合，通过此方法可
以预防疫病，还可以增加生猪的免疫力。

当地的畜牧部门还应指导加强天然饲料的使用，定期对当地
农户提供饲养生猪的相关保健品。如添加在猪饲料中的维生素以
及相关的营养素等，对生猪养殖疫病具有预防作用。增强生猪体
质，同时还可以改善猪肉的质感，起到一举多得的效果。

三、结束语
综上所述，四川省养猪业是养殖业的重要支柱。因此生猪疫

病防治的效果有效与否，与养殖业具有直接影响，对其经济利益
以及养殖体系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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