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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非洲猪瘟疫情在我国暴发以

来，给我国的养猪业造成了严重的

经济损失。猪价也如同过山车一样，

从高位到低位再到现在的反弹，猪

周期变更长了，不少中小型养殖户

由于抗风险能力差，大部分关停，

截止到 2020 年农业农村部统计我国

猪场规模化率已经达到 57.1%。全

国规模化猪场经过近 3 年非洲猪瘟

的洗礼，已经摸索出一套完善的防

控体系，但随着非洲猪瘟病毒变异

株的出现，猪场长期严苛的生物安

全措施、消耗大量人力、财力、物

力的情况下，从业者也在不断的更

新养殖理念，本文总结了以下几个

关键点进行分析，供大家参考。

1 非洲猪瘟防控关键点

1.1 增强生物安全防控意识是关键
自 2018 年 8 月 3 日非洲猪瘟

暴发到现在已经四年有余，规模化

猪场从业人员对于生物安全防控技

术流程应该基本掌握，但为什么还

是频繁出现安全漏洞呢？主要原因

之一就是防控意识松懈导致执行力

降低，图一时方便危及猪场安全。

人为因素主要表现有：采样过程没

有防护措施，没有做到全方位采样，

造成漏检和散毒；人员物资消毒时

间短，消毒液配比不达标，没有起

浅谈当前规模化猪场非洲猪瘟综合防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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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消毒作用 ；猪场内部没有进行分

区管理，以为都是安全区，不消毒

违规窜区导致非洲猪瘟、猪蓝耳病、

腹泻大面积传染；转猪卖猪过程中，

没有严格执行脏区和净区管理，图

工作方便随意扩区操作 ；还有泡澡

消毒、洗消程序过于复杂难以执行

等盲目过度的生物安全措施。

因此我们要全面梳理、复盘生

产环节中的生物安全流程，制定合

理操作标准，量化监督、考评制度。

对硬件设施进行改造，生物安

全设施设备的范围很广，从消毒器

械到猪舍结构布局，所有跟猪流、

人流、物流、车流相关的操作流程

都会涉及到生物安全硬件问题。非

洲猪瘟疫情暴发前，大部分猪场的

生活区和生产区没有有效隔离，出

猪台和生产区也没有彻底分离，这

些漏洞都是非洲猪瘟病毒侵入猪场

的风险点。以猪场的建设规划为基

础，合理规划不同级别的生物安全

区域，只允许相应的人员进行工作

和活动，既要制度规范也要做到物

理隔离，做到想违规都难。

1.2  提高猪群整体免疫力是关键
控制霉菌毒素是目前提高猪免

疫机能的重要措施。过度摄入霉菌

毒素减少胸腺的分泌和外周 T 细胞

的数量，影响抗体的产生，降低机

体的主动和被动免疫，降低对疾病

的抵抗能力。尤其是南方梅雨期注

意饲料的储存，防止滋生霉菌毒素，

其中黄曲霉毒素更是畜牧行业中危

害非常严重的一种毒素，黄曲霉毒

素可以造成人和动物的急性的肝毒

性和肝癌，是一种强免疫抑制剂。

自配料应根据猪的采食需求现配现

用，避免配好料后长时间存放。饲

料加工时适当添加脱霉剂，防止饲

料霉变。购进商品饲料时，以 15 d
内吃完为宜。饲槽的剩料应及时清

理干净，避免饲料长时间堆积出现

变质，影响猪群食欲。

1.3 选择准确可靠的检测方法是
关键

准确的检测结果是猪场生命

线，目前国内非洲猪瘟试剂盒生产

厂家较多，质量参差不齐。许秀琼

选择当前市场上 6 个厂家的商品化

试剂盒，检测不同类型样品，结合

统计学方法对试剂盒的特异性、敏

感性和重复性等性能指标进行比对

分析，结果说明不同试剂盒检测低

浓度样品时稳定性较差，灵敏度偏

低，会出现假阴性情况，因此选择

哪个厂家的试剂盒最好自己实验室

进行比较，同时确定 2 种以上检测

试剂盒，当出现阳性样品的时候进

行对比确认。在非洲猪瘟检测过程

中注重细节：一是混样检测的时候，

导致检测不出、漏检等问题。二是

基金项目：湖北省技术创新专项（重大项目）（2019ABA089）；湖北省第三批现代农业产业技术体系项目

（HBHZD-ZB-2020-005）；湖北省农业科技创新中心资助项目 (2016-620-000-001-017)
作者简介：郭锐（1981—），男，湖北武汉人，副研究员，主要从事家畜病毒病防控研究，

 Email ：hlguorui@163.com
* 通信作者，田永祥，男，湖北武汉人，研究员，主要从事动物疫病防控研究



892022 年 39 卷第 12 期  SWINE INDUSTRY SCIENCE  猪业科学

猪群保健
H E A L T H

样品的采集和处理不当也会造成漏

检，特别是唾液、粪便，因为样本

采集的场所环境问题，影响对核酸

的提取，就可能造成漏检，或者检

出时间滞后，错过了最佳的防控时

机。三是检测的环境问题。核酸检

测应在专设的专业实验室进行，防

止环境核酸污染而造成假阳性。但

目前有一些猪场检测条件还不能有

效避免核酸的污染，结果就造成一

些假阳性问题。

1.4 掌握毒株特性是关键
据报道 2020 年 6 月至 12 月，

国家非洲猪瘟专业实验室按照农业

农村部畜牧兽医局统一安排，对黑

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以及陕

西 5 省进行常态化非洲猪瘟主动监

测与流行病学调查，总计采集并检

测、分析病原学样品 3 522 份；同

时，对部分省市送检的 138 份疑似

阳性样品进行了鉴定及检测，最终

成功分离到 22 株非洲猪瘟病毒。随

着国内变异毒株大面积流行，给非

洲猪瘟防控带来了新的难题。因为

对急性型、高急性型非洲猪瘟的发

生，养殖企业、科学家都发现了一

个非常经典或者非常有效的早期诊

断精准清除，这给非洲猪瘟的防控，

确实产生积极的成效结果。但随着

弱毒株的出现，新的问题又出现了。

如唾液、泄殖腔拭子检测可能远滞

后于血液检测，导致精准清除这个

方案可能失败 ；弱毒株的死亡率较

低，潜伏期较长，临床症状不明显，

这样就造成猪只的感染面会越来越

大。被感染的猪，它会持续不断的

排毒，导致猪只不断感染发病，增

加了早期精准清除的难度，使生产

上受到更大的消极影响。

2 改进措施

2.1  雨季高发、严防严控

夏季来临降水增多，高温高湿

环境易导致猪只抵抗能力下降，动

物疫情进入易发期，猪场消毒难度

提高，非洲猪瘟防控难度增加。建

议参考中国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印发的《汛期动物防疫“十要十不

要”》以及湖北省动物疫病预防控

制中心编写的《湖北省 2022 年汛

期非洲猪瘟防控技术指导意见》，从

多角度描述了雨季防控非洲猪瘟的

细节。主要包括以下内容 ：做好外

围防汛抗洪，防止非洲猪瘟病毒等

病原传入；做好场内防雨防涝工作，

减少病原在场内传播 ；认真做好场

内外环境的消毒 ；雨天时，减少或

停止非生产性操作 ；加强非洲猪瘟

监测和处置 ；落实猪场基本生物安

全措施，防控其他重要传染病。

2.2  提高猪群免疫力
营养全面的饲料能够有效提

高猪群免疫力，学会科学搭配，尽

可能使用低氮日粮和氨基酸平衡日

粮，保证有足够的蛋白质、氨基酸、

微量元素和各种维生素，特别要注

意增强非特异性免疫力的维生素 A、

维生素 E 等以及微量元素硒、锌、

铬等用量，确保猪只各个生长阶段

的营养需要。这是保障猪只的免疫

力与抗病力的物质基础。

不同的养殖模式猪群的免疫力

大不同。有条件的猪场建议改造为

生态绿色养殖模式，让猪能享受充

足的阳光、呼吸新鲜的空气、吃绿

色有机食物、充足的活动空间，山

东某网红猪场推广的“阳光猪舍健

康养殖模式”就完美的诠释这点。

此外中草药、抗菌肽、益生菌等替

抗产品在促进肠道健康、清热解毒、

补气养血、调节免疫、抗病毒、抗

应激等方面具有明显优势。在非洲

猪瘟疫苗尚未上市的情况下，使用

替抗产品是有效减缓非洲猪瘟在猪

群中的扩散速度。

2.3 提高监测能力
熟悉非洲猪瘟变异毒株的临

床症状，早发现早清除。生猪感染

该类毒株后，潜伏期延长，临床表

现轻微，后期可出现关节肿胀、皮

肤出血型坏死灶，感染母猪产仔性

能下降、死淘率增高，出现流产死

胎 / 木乃伊胎等。与传统的流行毒

株相比，生猪感染该类毒株后排毒

滴度低、间隙性排毒，猪只感染后

病毒 DNA 在唾液和泄殖腔拭子中

有可能检测不出，在感染后的十余

天才能在血液中检测出，病原检测

滞后性也导致了病毒猪在猪群中的

持续性的传播，这是目前变异毒株

对非洲猪瘟防控带来的新问题。

建议严格遵循 2021 年 3 月 22
日国家农业农村部发布了“养猪场

非洲猪瘟变异株监测技术指南”，做

好非洲猪瘟监测工作。另外值得注

意的是一定要自己筛选敏感性高稳

定性好的检测试剂盒，同时常备 2
家检测试剂盒，当出现阳性样品后

进行复检确认；重视外部环境采样，

采样要全面覆盖、严格遵循洗消流

程、不能等污染了环境后才检测到

阳性，这样亡羊补牢无济于事。

3 小结

总之，在目前没有疫苗能够有

效防控非洲猪瘟的情况下，以猪为

主要视角多维度全方位做好规模化

猪场非洲猪瘟变异株防控工作，清

除内外病源微生物，确保均衡营养

有效吸收，提高猪群非特异性免疫

力，确保猪群健康。目前我国规模

化猪场占比已经超过 60%，生猪产

业要持续发展，一定要注重成本控

制，清楚防控理念后，每个猪场要

因地制宜、就地取材，制定适合自

身的生产模式，这样才能在漫长的

猪周期中稳定可持续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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