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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畜牧养殖业的不断发展，使相关部门及养

殖工作人员必须更加重视猪疫病的防治工作，及时组

织专业团队针对猪疫病防治中的重难点问题进行长期研

究。猪疫病一旦出现，会在猪群之间迅速传播，其传染

源是病猪以及带毒动物，还会通过猪粪便等排泄物以及

屠宰时的血液、内脏以及废料废水进行传播。疫病流行

的新疫区发病率、死亡率高达 90%，而老疫区则会产生

一定的免疫力，其发病率、死亡率较低。

一、当前常见的猪疫病种类

生猪疫病防治是养殖过程中的重要一环，尤其是对

规模养殖企业，疫病防治尤为重要。农业农村部公告

第 1125 号发布了新版的《一、二、三类动物疫病病种

名录》。其中一类猪疫病 5种，主要是口蹄疫、猪水泡

病、猪瘟、非洲猪瘟、高致病性猪蓝耳病；二类猪疫病

12种，主要是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经典猪蓝耳病）、

猪乙型脑炎、猪细小病毒病、猪丹毒、猪肺疫、猪链球

菌病、猪传染性萎缩性鼻炎、猪支原体肺炎、旋毛虫

病、猪囊尾蚴病、猪圆环病毒病、副猪嗜血杆菌病；三

类猪疫病 4种，主要是猪传染性胃肠炎、猪流行性感

冒、猪副伤寒、猪密螺旋体痢疾。

二、我国猪疫病防治现状问题

在生猪养殖工作中，疫病防治对养殖产业有着重要

的影响，大规模、粗放式的养殖模式容易出现疫病问

题。尽管经过长期的发展，许多养殖人员已经逐渐意识

到了猪疫病防治的重要性，但是在实际工作中，还存在

着许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养殖人员防疫意识淡薄

猪疫病防治工作的实际效果与防疫人员的责任意识

与专业水平密不可分。疫病是当前制约生猪健康与养殖

效益的重要因素，一方面，部分猪养殖人员未能贯彻正

确的疫病防控理念，出现疫病后没有第一时间向当地有

关部门上报，不及时处理使疫病快速扩散，造成了严重

的损失。另一方面，目前仍有一部分养殖场侧重于猪疫

病的“治理”，而忽视了“预防”，在猪疫病发生并扩散

后才进行治疗，疫病大规模传播后治理难度陡增，直接

猪疫病防治中存在的问题与解决策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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导致一些区域的猪肉价格断崖式上升，甚至产生供给矛

盾，影响社会秩序。虽然大部分养殖人员都认识到了猪

疫病防治的重要性，但是却无法在实际养殖工作中采取

切实有效的预防措施，实时防治。管理人员需要改变传

统的猪疫病防治观念，强化疫病预防意识。

（二）养殖环境较差

目前，部分地区的猪养殖企业缺乏没有建立科学的

规划管理，为了将经济效益最大化，试图在有限的空

间内建设大量养殖场，导致养殖场之间距离近，规划混

乱。养殖场内饲养密度大、混群养，温度、湿度以及

空气质量没有达到相关标准，严重影响了生猪的正常生

产，导致出现致病源、引发猪疫病。在冬春季节，饲养

人员往往不重视养殖场防寒保暖，夏秋季节又会忽视降

温、通风，使猪群中粪便堆积、细菌滋生，没有采取清

洁与防控措施，通常会使疫病大范围传播，危害猪群

健康。

（三）养殖管理不严格

生猪养殖具有高收益性，但其养殖结构又有一定的

特殊性。中小型养殖场长期占据我国的生猪养殖业的重

要比例，部分中小型养殖场流动资金少，一次疫病往往

会给养殖户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首先，中小型养殖场

仍以粗放式管理为主，没有严格管控生猪食物的质量，

不重视为猪仔定期接种疫苗，没有做到及时对于养殖场

清洁消杀，甚至部分养殖场将鸡鸭和生猪混养，以及承

包鱼塘，这些手段确实会增加额外的经济收入，但是会

导致其他种群中的病毒、细菌、寄生虫感染生猪，引发

猪疫病。其次，生猪防疫工作过于复杂、烦琐，工作人

员必须具有一定的专业水平，稍有纰漏会影响整个防疫

工作，在偏远落后地区长期采取传统防疫模式，缺乏先

进的设备、理念以及高素质防疫人员，导致生猪养殖与

防疫工作不够规范，增加了疫病发生的风险，甚至不达

标的猪肉流入市场危害人民安全。所以，目前中小型养

殖场中管理流程不够规范、漏洞百出，容易导致猪疫病

频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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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防疫药物不规范

在猪疫病防治过程中，防疫药物不规范也是影响防

疫工作质量的重要因素。由于生猪养殖工作体量大、流

程烦琐，在防疫工作中需要在不同阶段使用不同药物，

如果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指导操作，则会大大影响生猪

养殖以及防疫工作的实际效果。当前，我国生猪养殖产

业发展迅速，规模激增，一定程度上为防疫工作增加了

难度，而专业防疫人才匮乏，部分养殖人员对于生猪疫

病的预防、诊断以及治疗知识了解不充分，导致错误用

药、错误诊断，严重影响了生猪养殖的质量，甚至对于

食品安全以及人们身心健康产生不利影响，制约了生猪

养殖产业的可持续发展。另外，部分养殖户盲目追求经

济效益，违规使用添加剂和防疫药物，这些操作会引发

猪肉产品的食品安全问题，不利于养殖产业健康发展。

（五）生猪引进管理不当

为了提高生猪养殖产品的质量和效率，大部分养殖

人员会从其他地区采购品种好、质量高的种猪、仔猪。

一方面，这种方式一定程度上提高了生猪质量，满足了

消费者的需求，但是部分养殖管理人员没有对仔猪的健

康以及相关合格证书做好检查工作，一部分携带病菌的

生猪在养殖场内进行混养，使得病原在猪群中不断传播

扩散，最终在养殖场内暴发严重猪疫病，甚至有对外扩

散的风险。另一方面，一些养殖人员缺乏充足的资金、

先进的技术以及有效的管理，引进没有达到相关要求标

准的生猪，免疫系统不足、抵抗力低下都会提升传染性

疾病的致病率，影响养殖效益。

（六）猪疫病呈现非典型化特征

猪疫病暴发后，由于环境的复杂性以及生猪免疫力

的不同，导致一些病原的破坏能力会产生变化，不论是

激增还是减弱都会产生新的变异株或者血清型。受到各

个养殖场环境以及喂养方式等不同，使猪群中的某些疫

病在流行病学、临床症状以及病理变化等方面由典型逐

渐转变向非典型、温和型，从传统的大面积流行转变为

了周期性波浪形的地区性流行，最终使得个别猪疫病变

成了新疫病，为疫病防治工作带来了巨大压力。

三、猪疫病防治策略

疫病防治工作在生猪养殖管理中是重要内容，有关

部门需要和养殖管理人员积极参与，充分利用当地政

府的资金技术支持，及时预防疫病，有效治理。除此之

外，养殖人员也需要改革养殖理念与模式，制定科学完

善的管理体系，科学喂养，优化养殖环境，全面降低任

何引发猪疫病的可能因素。

（一）强化养殖人员的防疫意识

养殖人员的防疫意识直接影响着猪疫病防治工作的

有效展开，有关部门要根据当地的环境特点以及疫病传

播情况，通过宣传教育来提升养殖人员的防疫意识，积

极落实防疫工作。一方面，相关部门要定期组织生猪养

殖专业技能培训，邀请各养殖场的工作人员共同参与，

通过系统培训了解猪疫病防疫知识，提升其养殖能力和

防疫理念。另一方面，相关卫生部门要强化养殖人员的

宣传教育力度，定期为养殖户发放技术资料、派遣专业

收益人员进行专业指导，提高养殖人员的猪疫病基础知

识。防疫意识的提高能促使养殖人员规范生猪饲养，有

效落实猪疫病的预防工作。

（二）完善猪疫病防治工作中的设备设施

2020 年的非洲猪瘟事件使畜牧行业对于猪疫病防治

工作高度重视，根据调查显示，我国 65%的猪感染疫病

是由于运输过程中携带病毒所致，因此，养殖管理人员

以及生猪采购人员必须重视运输环节。事实上，非洲猪

瘟蔓延速度快主要原因是不注意运输车辆的消毒处理。

相关部门要重视生猪运输环节，优化猪疫病防治工作中

的硬件设施，利用先进设备提高防疫工作的质量，确保

生猪运输环节的安全性。

（三）提高防疫工作规范性

疫病防治中的用药不合理问题需要得到有关部门的

重视。第一，有关部门要对于猪疫病防治的兽医团队以

及防疫人员进行专业培训，通过系统的指导帮助其科学

用药、规范防疫，改善防疫药品滥用的问题。第二，有

关部门需要加强生猪养殖人员的技能培训，帮助其强化

疫病防治意识，增强猪疫病预防以及诊断用药能力，在

猪疫病扩散期间，养殖人员合理用药从而减缓疫病传播

速度。第三，为了增强生猪养殖产业的健康发展，有关

部门可以组织生猪养殖技术经验交流以及研究，通过优

秀人才互相交流，改革兽医团队的理念与技术，不断提

升兽医工作者以及防疫人员的专业技能。第四，先进技

术人员可以定期与养殖户进行交流沟通活动，深入基层

对于养殖人员的用药规范以及养殖手段进行指导，帮助

养殖人员提高疫病防治能力，通过对症下药、科学治疗

来减少猪疫病的传播。

（四）严格管理生猪养殖工作

为了有效控制猪疫病的传播，养殖人员需要对于猪

群进行定期检查，如果发现携带疫病的猪需要对其进

行隔离。首先，部分养猪人员为了提高生猪的质量，都

会选择去外地采购优质生猪，在外地购入的生猪自身可

能携带疫病，或者在运输途中感染病毒，这些情况都会

导致整个猪群受到影响，因此，养殖人员需要对于新购

入的生猪、仔猪定期观测、检查，发现病原及时进行治

疗。其次，由于部分养殖场采用粗放式模式，容易滋生

病原，养殖人员要针对养殖场内所有物种的生长周期实

时记录，并全面检查，从而降低猪疫病发生的概率。最

后，政府的引导、规范作用不可或缺，相关部门组织专

业的猪疫病检测部门，并及时更新检疫部门的人才、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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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从而提高检疫技术水平；政府要加强对于基层养殖

场的动态监管，尤其是针对不及时消毒、不规范用药、

不合理养殖等现象严格处理；成立专业的监督部门，要

求养殖场严格依据猪疫病防疫规定，对于不同日龄段的

生猪采取相应的免疫防疫措施，并在疫苗到期时监督其

切实落实下一针的疫苗接种。严格的管理体系以及动态

化的监管措施能够促进生猪养殖以及疫病防治工作有效

落实，并及时发现其中存在问题，通过政府以及有关

部门的引导，采取解决方法，保障生猪养殖产业稳定

发展。

（五）建设高质量防疫人才团队

为了提高猪疫病防治工作的质量，必须建设专业的

防疫团队，通过人才引进以及技术培训与再教育，优化

防疫工作。第一，兽医技术团队要定期组织培训学习，

猪疫病具有复杂性的特点，而且经过不同环境的扩散，

可能会出现新的疫病，因此，防疫站必须定期组织兽医

团队学习新理念与新技术，针对新型猪疫病的诊断以及

防治进行深入研究、探讨，及时更新猪疫病的防治知识

与技术手段；第二，优化福利待遇吸引人才流入，为了

缓解兽医团队人才紧缺的问题，相关单位可以适当提高

福利待遇吸引高素质人才流入，高素质人才具有完善的

基本知识技能、先进技术理念以及高尚的职业素质，有

了这些人的助力，可以有效提高猪疫病的防治工作，提

高猪养殖产业效益；第三，树立学习意识。无论是生猪

养殖人员还是疫病防治人员，都必须有主动学习的意识

以及终身学习的理念，国内外的先进疫病防治理念以及

计算机信息化技术会为我国猪疫病防治工作带来便利，

工作人员要合理安排学习与工作，不断提升自己；第

四，完善奖励激励政策，管理人员需要完善奖励机制，

对于卫生管理、消毒、喂养以及防疫水平高的养殖户实

行奖励，提高其工作积极性，将猪疫病的防治与管理措

施落实，确保有效防控。

（六）改善养殖环境

生猪的主要饲养环境是在栏舍内，如果养殖人员不

重视栏舍设备的改善、养殖环境的优化，会引发诸生猪

健康问题。为了响应防疫政策要求，提高生猪的健康安

全，养殖人员要加强管理营造一个良好的饲养环境。首

先，针对猪舍内的硬件设施及时更新换代，使其满足现

代生猪养殖模式的需要。其次，要及时清洁养殖场内的

卫生，做好消毒杀菌工作，干净的饲养环境能避免病原

产生。最后，养殖人员要合理优化猪舍环境，冬春时期

确保保暖保湿的同时，也要适当通风，夏秋时期做好降

温、通风，为生猪创造一个适宜的生长环境，保障其健

康安全。另外，养殖人员还需要提升自身的猪疫病诊断

及分辨能力，通过动态监测，观察猪的皮肤、毛发、动

作、鼻盘，发现猪疫病及时诊断、治疗。

养殖人员在生猪喂养过程中，要做到动态化管理，

如果发现了猪疫病特征，要及时隔离并采取治疗措施，

只有第一时间切断传播途径才能阻止猪疫病大规模流

行。所以，养殖人员与防疫人员需要深刻认识到猪疫病

防治工作的重要性，及时采取有效的治疗措施，既能确

保降低生猪疫病的死亡率，减少经济损失，也能提高猪

肉产品的质量，保障人民的身心安全。

四、结束语

生猪养殖产业的稳定发展能保障人们买到质量高、

价格便宜的猪肉产品，相关部门要贯彻我国猪疫病防治

工作要求，适当利用媒体、网络等渠道增强养殖人员的

防疫理念，规范养殖产业的发展。养殖户也要结合实际

发展，树立疫病防治意识，借助多方条件来优化养殖环

境、提高工作人员专业度，积极承担新时代养殖防疫工

作的使命任务，为我国生猪养殖产业化、规模化发展贡

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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