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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非洲猪瘟概述

1.1 非洲猪瘟临床症状
2018 年 8 月，非洲猪瘟传入我

国，临床最急性型、急性型的发病

率和死亡率近乎 100% ，是养猪业

的头号杀手。非洲猪瘟的临床症状

和解剖症状都非常明显，发病猪只

的体温在 41 ～ 42℃之间，皮肤与

脂肪均可能出现黄染现象，呼吸困

难，不愿运动，血便。部分发病猪

只站立不稳，出现倒地抽搐、四肢

呈划水状等神经症状。脾脏肿大，

呈紫褐色，约为正常脾脏的 4 ～ 5
倍。肺部支气管内有大量淡黄色渗

出液。病死猪血液凝固不良，腹腔

有大量血红色积液。肾脏肿大，肾

乳头肿大，见淡黄色胶冻样渗出物。

1.2 非洲猪瘟疫苗研究
非洲猪瘟传入我国以来，其病

毒不断进化，在传播过程中发生了

生物学属性的变化。2020 年 6—12
月，中国农业科学院哈尔滨兽医研

究所有关科研人员对中国 7 个省份

（黑龙江、吉林、辽宁、山西、内蒙古、

河北、湖北）进行了非洲猪瘟病毒

监测，共分离出 22 株病毒，均为

基因Ⅱ型，与我国最早发现的毒株

Pig/HLJ/2018 （HLJ/18）相比，均存

在不同程度的变异。其中 11 株病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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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有不同形式的变异或缺失，且表

现为非红细胞吸附（non-HAD）。

非洲猪瘟疫情的发生与发展，

促使国内多家科研机构进一步加大

了对非洲猪瘟病毒疫苗的研发力

度，市场上一度出现了基因缺失

株疫苗，但免疫效果欠佳，特别是

2022 年越南非洲猪瘟疫苗流入我

国，导致国内多家猪场内出现基因

缺失毒株，使得非洲猪瘟疫情防控

难度进一步加大。目前，通过病毒

分离，发现有基因缺失毒株与Ⅱ型

毒株重组的一种新型毒株。因此，

从理论上讲，我国非洲猪瘟病毒存

在 4 种毒株，即Ⅰ型毒株、Ⅱ型毒株、

基因缺失毒株、重组毒株。

1.3 非洲猪瘟流行现状
近年来，笔者通过对实验室检

测数据进行分析，以及从笔者服务

过的生猪养殖场户反应来看，当前

非洲猪瘟流行毒株主要是临床表现

温和的Ⅱ型毒株与重组毒株，临床

表现为最急性型与急性型的Ⅰ型毒

株极少出现，非洲猪瘟的发病率和

死亡率降低了很多，死亡率一般不

超过 30%。目前，有很多非洲猪瘟

阳性猪群没有出现临床症状，甚至

母猪也未出现繁殖障碍。究其原因，

主要是这些猪场加强了猪群的饲养

管理（减少了应激），强化了猪群的

基础免疫，提供了营养全面的日粮，

加强了猪群的防疫保健。因此，在

后非洲猪瘟时期，非洲猪瘟防控已

进入常态化，猪场务必要从以上的

各个方面加强猪场管理，确保猪场

安全生产。

2 非洲猪瘟对我国养猪业的影响

非洲猪瘟发生以来，对我国养

猪业产生了深远影响，主要表现在

以下 3 个方面 ：一是对生猪养殖模

式的影响，二是对猪周期的影响，

三是对猪病防控的影响。

2.1 对养殖模式的影响
2.1.1 区域布局上的变化

2014 年至 2017 年，我国生猪

养殖业出现了“南猪北养”的趋

势。近几年，国内很多大型农牧集

团在北方圈地建场，目的是利用北

方的土地资源和饲料资源，同时在

一定程度上还能降低南方“季节性

疾病”的发生。由于“南猪北养”

趋势下的产销分离模式不利于非洲

猪瘟疫情的防控，甚至加剧了非

洲猪瘟疫情的扩散 ；加上北方尤其

是东北地区生猪养殖规模化起步相

对较晚，疫病防控经验欠缺，产业

抵御疾病的能力不足 ；因此，虽然

当前北方特别是东北地区新建了一

批猪场，但“南猪北养”趋势已经

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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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养殖规模上的变化

2018 年，非洲猪瘟疫情在我国

暴发，由于当时猪群的发病死亡率

特别高，加之生物安全防控意识淡

薄，中小型猪场几乎全军覆没。据

统计，2018 年以前，20 ～ 1 000 头

的猪场占全国养殖总量的 70% 左

右。非洲猪瘟在全国蔓延后，生猪

的存栏量下降了 60%，因此 2019
年至 2020 年，我国生猪养殖利润达

到前所未有的高峰，导致很多大型

集团公司加大了生猪养殖投入 ；同

时也吸引了一部分财团开始规模化

养殖扩张，很多因暴发非洲猪瘟疫

情而关闭的猪场开始复养。2020 年

上半年，我国母猪存栏量已恢复到

2017 年的水平。养殖量的增长导致

猪价从 2021 年开始出现下跌，加

上饲料原材料价格上涨以及防控成

本增加，许多中小型猪场再次受到

巨大冲击，直至退出生猪养殖产业。

目前，我国 2 000 头以上的大型生

猪养殖场占生猪养殖总量的 67% 左

右，500 ～ 2 000 头的猪场占生猪养

殖总量的 20% 左右，我国生猪养殖

规模化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

近几年，规模猪场在环保、生

物安全、饲养管理、技术管理上更

加科学合理，在猪场的智能化建

设上的投入力度加大，预计这种

结构模式将是我国未来长期的一种

模式。

2.2 对猪周期的影响
自 2001 年以来，我国已经历 5

轮完整的猪周期，持续时间通常在

47 个月左右，仅 2001 至 2006 年的

猪周期持续时间较长，达到 59 个月

（见表 1）。
从表 1 中可以看出，第一轮的

猪周期持续时间较长，究其原因主

表 1  2001年以来 6轮猪周期对比

开始时间 结束时间 上涨月数 /个 下跌月数 /个 持续月数 /个

第一轮 2001.6 2006.5 45 14 59

第二轮 2006.6 2010.5 21 26 47

第三轮 2010.6 2014.3 15 30 45

第四轮 2014.4 2018.4 25 23 48

第五轮 2018.5 2020.6 25 24 49

第六轮 2020.7 ？ ？ ？ ？

表 2  猪场各级洗消点设置

一级洗消点 二级洗消点 三级洗消点 四级洗消点

设置点位置 猪场外围 猪场外围 场外转猪台 场内出猪台

与生产区距离 距生产区至少 3 km 距生产区 1 ～ 2 km 距生产区至少 500 m 常年季风下风向位置

要是 2016 年的高致病性猪蓝耳病

（俗称“高热病”）导致母猪存栏量

急剧下降造成的。其他四轮的猪周

期大体有规律可循，中小规模养殖

场及散养户主导市场。2016 年以来，

国家更加关注环境保护，加大了对

畜禽养殖业污染整治，很多省市进

行了“三区”（适养区、限养区、禁

养区）划定；加之 2018 年以来非洲

猪瘟在我国的发生与发展，国内生

猪养殖结构发生了较大变化，中小

规模猪场及散养户所占比例进一步

减少，有些地区的散养户甚至退出

了养殖，使得我国生猪养殖规模化

程度进一步提高，养殖门槛也得以

提高。随着畜牧行业外资金的注入、

高新技术的发展，集约化、数字化、

智能化猪场将占据生猪行业的主导

市场。当前，生猪养殖企业逐渐由

过去单一的生猪养殖逐渐向产业链

纵深发展，提高了抵御市场风险的

能力；同时，高科技的注入使得生

猪养殖企业可以对市场做出科学的

预测，适时调整养殖规模，有效应

对猪周期带来的冲击。综上所述，

未来猪周期在生猪养殖行业中所起

的作用将逐渐减弱。

2.3 对猪病防控的影响
非洲猪瘟对我国猪病防控的影

响主要体现在生猪养殖从业者生物

安全意识的提高。2018 年以前，猪

病具有明显的季节性和周期性，如

夏季的附红细胞体、弓形体等 ；特

别是猪蓝耳病、腹泻、口蹄疫等，

是制约猪场养殖效益的三大疾病。

非洲猪瘟发生以后，生猪养殖从业

者的生物安全意识得到极大提高。

相较于非洲猪瘟发生以前，很多猪

场建立了洗消中心、人员隔离中心、

物料消毒中心等设施，各种生物安

全制度更加科学。

2.3.1 建立多级洗消

根据洗消点与猪场生产区之间

的距离可将洗消点分为 1 ～ 4 级，

各生猪养殖企业可根据现实需要设

置不同级别，但最少应设置 3 个级

别（二级、三级、四级），洗消点建

设位置要求详见表 2。
2.3.2 实行统一配餐

餐食也是猪病传播的一条途

径。非洲猪瘟发生以来，很多猪场

非常关注员工的餐食问题，建立了

中央厨房，有效切断了非洲猪瘟通

过餐食传播的传播途径。中央厨房

一般距猪场 3 km 左右，负责场内人

员餐食供应，食材由专人采购，餐

食做好后进行分餐。中央厨房一般

由食材进入口、仓库、冷库、厨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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厨师、厨师宿舍、更衣室、餐食出

口等部分构成，在食材入口及餐食

出口处设置车辆洗消点、人员消毒

通道等。

2.3.3 强化门卫管理

猪场入口是猪场生物安全的一

道重要防线，因此，要配备专人落

实门卫制度，切实做好入场的人员、

物质、饲料等管理。制定门卫制度，

并将门卫制度落实情况纳入绩效考

核，督促门卫落实防控措施。所有

入场人员、物质、饲料等都要按照

门卫指令做好洗消才能按照指定路

线进入相应区域，不得随意更改既

定路线。

2.3.4 建立无害化处理区

无害化处理区应建在猪场生产

区常年风向下风向，猪场生产过程

中产生的需要无害化处理的废弃物

主要有病死猪、胎衣、粪便、污水

和废气等。根据废弃物理化性质特

点，配套相应的设施设备，如粪便

堆肥发酵处理区、沼气池、沉降池、

固液分离机、雨污分流管道、焚烧炉、

高温生物发酵和化尸池等。

2.3.5 细化引种流程

在猪场生产过程中，引进优

质种猪是猪场进一步发展的重要措

施。当前，引进种猪一般需要以下

几个流程：（1）制定引种计划；（2）
做好引种准备；（3）规划引种路线；

（4）安排引种车辆；（5）强化运输

管理；（6）安排专人接猪 ；（7）做

好隔离驯化。

非洲猪瘟发生以来，猪场在环

保、生物安全、饲养管理、技术管

理上更加科学合理，猪场智能化水

平不断提高，生猪养殖门槛得以提

升。猪场生物安全意识淡薄的散养

户和中小猪场逐渐退出生猪养殖，

这对提升我国生猪养殖水平无疑是

一件好事。猪场生物安全体系的建

立，可有效阻断多种病原微生物，

困扰我国养猪业多年的猪蓝耳病、

腹泻和口蹄疫等疾病得到了较为有

效的控制，也为猪场进行疾病防控

与净化创造了有利条件。同时，一

些新兴产业和产品应运而生，如病

死猪无害化处理公司、高效消毒剂、

冷鲜肉物流、动物源性蛋白替代品、

非洲猪瘟检测和防控制剂等，为提

升我国养殖环境和生物安全水平创

造了良好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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