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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控非洲猪瘟 稳定生猪生产（下）

一、非洲猪瘟防控对猪场选址、绿化和建设施工的影响

1.非洲猪瘟防控对猪场选址的影响
我国的非洲猪瘟防控应急预案规定，当发生ASF（非洲猪瘟）疫情后，划定疫点、疫区和受威胁区时，疫点的定义为

相对独立的规模化猪场和养猪户，以病死猪所在的场（户）为疫点；散养猪以病死猪所在的自然村为疫点；在运输过程中
发生疫情的，以运载病死猪的运输工具为疫点；市场发生疫情的，以病死猪所在的市场为疫点；在屠宰加工过程中发生
疫情的，以屠宰加工厂（不含未受病毒污染的肉制品生产加工车间）为疫点。疫区的定义为由疫点边缘向外延伸3km的
区域。受威胁区的定义为由疫区边缘向外延伸10km的区域。对有野猪活动的地区，受威胁区应为疫区边缘向外延伸
50km的区域。疫点内扑杀和无害化处理疫点内的所有猪只。疫区内禁止易感动物出入和相关产品调出。根据检测和
调查结果确定扑杀范围。由此可见，若两个猪场相距3km之内，或者1个猪场和可能有散养户的村庄、屠宰场、市场、公
路等距离在 3km 之内，只要距离猪场 3km 之内产生 1 个疫点，距离疫点 3km 之内的其他猪场的猪均有可能被扑杀。
10km之内有疫点的，该区域内猪场正常生产经营均受限制。因此，新建猪场场址的选择应选择在 3km之内无其他猪
场、可能有散养户的村庄、屠宰场、市场、公路的场地，有条件的，将3km扩大至10km更为安全。拉脱维亚ASF不断暴发
的原因之一就是野猪长期存在。为了防止野猪传播病毒，猪场场址应远离有野猪出没的区域。

2.非洲猪瘟防控对猪场绿化的影响
在中国传统的猪场规划设计资料及做法中，一般会在猪场内植树以起到绿化、防风、防尘、防晒等作用。猪场内树

木容易招引鸟类，因此，为防控非洲猪瘟，猪场内不宜植树。
3.非洲猪瘟防控对猪场建设隔离猪舍的影响
对于定期引进场外种猪的猪场，最好将隔离猪舍建在原有猪场猪舍距离较远处（3km之外最好），应将引进的外场

种猪先饲养在隔离猪舍中，隔离时间按照非洲猪瘟防控中哨兵猪的饲养时间来确定。规定时间之后经观察检测无非洲
猪瘟病毒之后，再将场外种猪转进猪场内生产猪舍。

4.非洲猪瘟防控对猪场建设装猪台（出猪台）的影响
猪场至少应该在围墙处建造装猪台（出猪台），最好在距离生产区较远处建立出猪中转站，出猪时除了对外来装猪

车辆消毒外，赶至出猪中转站或出猪台的猪必须全部出场不能返回。出猪中转站或出猪台应按照规定消毒。
5.非洲猪瘟对新建猪场施工的影响
对于新建猪场，在猪场施工过程中，施工人员及其饮食和粪污可能与猪及肉食品有关，施工人员在施工的过程中有

可能将非洲猪瘟病毒带入新建场地。因此，新建猪场在竣工后至进猪这段时间内，应按照疫点或疫区解除封锁所需的
条件方可进猪，即在按规定进行消毒和引入哨兵猪继续饲养监测规定时间后，对哨兵猪进行血清学和病原学检测，均为
阴性且观察期内无临床异常的，新建猪场方可进猪。

二、非洲猪瘟防控对猪场工艺、规模和养殖模式调整的影响

1.猪场生产工艺大调整
非洲猪瘟传播的一个重要来源是猪场外来运猪车，为减少运猪车传播的风险，可以采取将猪场售猪的时间间隔延

长，即延长猪场批次时间。目前，传统的批次时间是1周1批。比利时专家调查比较了批次化生产的现状以及猪场场主
对批次化的满意度。该国猪场的传统批次也是1周1批次，后来3周1批次盛行，再后来出现了2周、4周甚至5周的批
次。不同批次对母猪舍单元的数量的影响见表1。

表1 猪场不同批次生产情况下母猪组数及猪舍单元数

注：仔猪24d断奶，母猪断奶后7d发情。
因此，为防控非洲猪瘟，延长猪场批次间隔是一种防控方法，采取延长批次生产时，对既有旧猪场需要改造调整猪舍，对于新建猪场，

可以按照新的生产工艺流程、批次及工艺参数设计猪场。
2.猪场规模
2018年以来，曾有大规模猪场（存栏1万余头）发生新的猪瘟疫情，损失惨重。因此，猪场规模不宜过大，中等适度规模为宜（100-600

头基础母猪），猪场规模采用中等适度规模还可以考虑粪污还田处理。猪场设计方法中以前一般以基础母猪头数或者年出栏头数为基础
数据进行生产工艺和猪舍的设计，为对应猪场批次化生产并将中等适度规模猪场中的猪舍建造为便于环境控制和现代化饲养管理的猪
舍，可以以哺乳猪舍单元容纳猪头数和列数为基础数据进行设计。根据目前大规模猪场建成的实例及环境控制基本要求，哺乳猪舍可以
设计为1个单元内48头母猪，分为3列；或者60头，分为4列，该单元大小对应基础母猪300-600头。对于基础母猪100-300头之间的规模
猪场，每个哺乳猪舍单元可设计为24头母猪，双列式布置。

3.养殖模式
如果将猪场养殖模式分为规模化猪场舍饲和散户放养、规模猪场放养，则后面两者非洲猪瘟暴发的风险较大。大量其他国家资料表

明，散养（放养）以及野猪是非洲猪瘟难以控制的原因之一。因此，缩减散养或放养，发展规模化舍饲并对猪舍加装生物安全防护措施将有
利于防控非洲猪瘟。

三、非洲猪瘟防控对猪舍建筑和环境控制的影响

猪舍建筑主要从防止动物传播非洲猪瘟病毒方面考虑。
1.防鸟传播
目前，中国尚未有猪通过鸟传播非洲猪瘟病毒的研究和调查报道，但是在尼日利亚的一篇论文中谈到，如果猪场周围存在有散户或者

控制不严格的屠宰场，鸟类可能通过采食感染非洲猪瘟病毒的病猪组织或血液等后飞到其他的猪场引起病毒传播。猪场建筑形式目前有
密闭式猪舍、有窗式猪舍和半开放猪舍。新建的规模化猪场密闭式猪舍进风口一般设置防鸟网，对于传统的有窗式猪舍和半开放式猪舍，
一般未设置防鸟网，为防止候鸟和留鸟携带非洲猪瘟病毒进入猪舍，所有猪舍均应加装防鸟网。在室外的转猪通道也需要加装防鸟网，防
鸟网网格间距宜为1.27cm。

2.防止其他动物传播
2014年以来，ASF传播到一些生物安全级别较高的猪场，丹麦兽医专家试验证明稳蝇（又名吸血厩蝇、厩螫蝇）可以传播ASF病毒，推测稳

蝇具有传播ASF的危险性。据说，蝇类飞行距离长达2.4km，使养猪场间的传播成为可能。目前，没有证据表明硬蜱虫可以传播ASF。早就有
确凿的证据表明软蜱是传播ASF的重要媒介。除了软蜱之外，对稳蝇、吸血蚊虫、老鼠也要防止其进入猪舍并采取措施消灭之。

3.猪舍内地面优化处理
传统猪舍的地面表面为水泥面，因施工质量和时间长久之后水泥地面破损，易导致病菌滋生且不易消毒。对水泥地面增添固化剂或

者自流平地面的做法，可增强地面的防滑和防渗作用，便于猪舍内消灭蜱虫等害虫和病菌。
4.猪舍空气过滤的必要性分析
对猪舍进风进行空气过滤将有助于生猪健康，但是投资及运行费用较高。资料显示ASFV（非洲猪瘟病毒）通过空气传播的距离较短——

ASF通过空气传播主要局限在近距离（2.3m）。后来有专家试验研究发现，ASFV可能会离开猪舍单元，特别是在感染ASF的猪舍机械通风的
排风口处可能会检测到ASFV，推测通过空气传播可能是ASF在猪场内传播的一种模式，但是在猪场之间传播的可能性较小。ASF如果本场
没有，主要通过远方人员、车辆、鸟类或饲料等带入，主要应通过生物安全措施防控，一般不会通过远方的空气传播，目前中国多数猪场内猪舍
粪沟相通，猪舍与猪舍之间人员串舍时有发生，蚊蝇、老鼠存在，仅通过空气过滤仍无法杜绝舍与舍之间的传播。对排风空气过滤并除臭主要
考虑环保要求，在没有环保要求下，有条件的猪场可考虑进行空气过滤（公猪站和种猪场等），低投入成本的猪场可不考虑空气过滤。

四、非洲猪瘟防控对猪场饲料供给和饮水供给的影响

1.猪场内料线输送线路布置
目前有些猪场在进饲料时允许商业化料车进入生产区内，为减少外来料车进入猪场生产区带来的风险，需要在场区边缘地带设置饲

料中转站，每栋猪舍饲料由饲料中转站通过本场机械设备输送。外来料车运送饲料至饲料中转站时也应对料车消毒。
2.污染的饲料
饲料被 ASFV 污染后将使采食的猪只感染 ASF。拉脱维亚 2014 年开始暴发 ASF，该国及其他国家专家分析暴发的主要原因为减少

ASF传播的生物安全措施较差，例如，疏忽大意将受病毒污染的饲料喂猪导致家养猪感染ASF。
泔水：我国已经禁止饲喂。
另外，某些猪场可能会饲喂猪青绿饲料，也要注意保证这些饲料不被其他可能携带ASFV的动物接触过。
3.猪饮水风险
目前，尚未有猪通过饮水感染ASF的报道，但是尼日利亚的一篇论文中谈到，如果猪的饮水由开放式水源提供，且开放式水源受到野

鸟等可能携带ASFV的动物污染，可能具有传播ASF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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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生猪生产进入止降回升的转折期，生猪养殖收益可观，年底前生猪产能可望探底回升。对非洲猪瘟的防控，由于疫苗
尚没有应用，这就需要养猪场做好生物安全防控。一年多的非洲猪瘟防控实战，养猪行业专家积极探索防控措施，部分规模养猪
企业形成了一套适合自己养猪场的生物安全防控模式。为了贯彻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稳定生猪生产促进转型升级的意见》
和农业农村部“加快恢复生猪生产”的要求，全国畜牧总站近期召集了部分行业专家和企业人员研讨了生猪生产形势及应对非洲
猪瘟恢复生产的模式。现将研讨部分成果整理如下，供各地参阅。

核心提示

□□ 扬翔集团

扬翔“楼房养猪模式”或者“楼房猪场”
并非普通的平层猪场叠加而成的楼房，而是
根据猪的生理需求和生活条件要求做了深
度适应性设计的新式猪场。楼房猪场一体
化设计、高度集中的空间，利于资源的高度
整合集成；通过人工智能、区块链等技术应
用，实现全程数据信息化。对于监管而言，
能够在区域内实现对养猪生产过程、环保、
疫病等进行全面的检测和监控，大大降低监
管成本和监管难度，提高监管效率。

扬翔实际运行这种楼房猪场 2 年时
间，生产指标优秀且稳定，并在非洲猪瘟形
势之下保证了安全生产，实现了楼房母猪
场和楼房公猪场100%保住。

楼房猪场从设计上就保证了高度的生物
安全可靠性，可以有效阻断非洲猪瘟的传播。

一、楼房养猪实现了高度生
物安全保障及环境条件可控

1.楼房猪场配套隔离中心、物资消毒
储存中心、洗消中心、检测中心和中央厨房
等五大中心，建立全方位、立体式的生物安
全保障。

2.猪场各功能单元之间相互独立，每
一栋楼房相互隔离。

3.每一栋楼房底层架空，形成天然的
隔离，层与层之间互不关联、互不交叉，且
每一层内是小单元设计，独立封闭空间切
断病原的传播和交叉污染。

4.母猪采用闭锁繁育模式，实现后备
母猪内部供应，一次引种之后不再需要外
来引种，大大减少外来病毒的入侵机率。

5.配套使用猪场内部小型饲料厂及自
动料线，能为“切断非洲猪瘟病毒，阻隔非
洲猪瘟病毒于猪场之外”再加上一道保险。

6.通过“水帘+L9级空气过滤+中央空
调盘管”三层结构设计，保证进入的空气洁
净、清新。

7.地沟通风创新设计，保证每一头猪
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8.楼房猪场外墙为隔热层，通风道使
用保温砂浆工艺，保证已经通过中央空调
降温的空气温度稳定。同时，通过智能控
温系统智能调节猪场内部温度。

通过上述措施，猪场的生物安全可靠

性极高，场内环境调节精密度也很高，给猪
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生存、生长条件。

二、楼房猪场的环保处理实
现粪污资源化利用和零排放

1.楼房猪场尿粪通过配套建设的有机
肥厂，结合现代微生物技术，实现粪污资源
化利用和零排放，是生态友好型养殖模式
的有益探索。

2.楼房猪场的废气通过负压换气系统
统一收集，经过益生菌处理的四道水帘净
化后排出楼外，确保外排气体无异味。

3.胎衣、死猪通过封闭管道输送到焚
尸炉集中无害化处理，有效杜绝交叉污染。

环保过得了关，是猪场能够运行的必要
条件，楼房猪场在设计中对此有充分的考虑。

楼房养猪模式可有效阻断非洲猪瘟传播

扬翔楼房猪场扬翔楼房猪场。。

□□ 牧原集团

当前疫病流行严重，且国内多区域都
有发生，各养殖公司想要保住猪场，将AS⁃
FV（非洲猪瘟病毒）阻挡于猪场外部，最有
效的方式是切断传播途径。具体有效的做
法有如下几点：

全面升级防疫硬件 筑牢三道防线

第一，筑建三道防疫体系。
围墙防疫体系。完善猪场周围围墙，

只留大门口、出猪台、出粪池等位置与外界
连通，其他区域全部围蔽，不留任何漏洞。
排水沟用铁丝网阻拦，防止猫狗进入。

生活区与生产区围栏防疫体系。彻底
隔离生产区与生活区，确保所有进出只能
通过唯一大门口进入。

猪舍与猪舍隔离体系。隔离区域、片
区生产区域、环保区域之间筑建隔离带，用
不同颜色的衣服，区分不同区域的工作人
员，做到不交叉。

第二，厨房外移。场内厨房移至猪场
外围，选取防护距离合理的地点，对食材进
行消毒，对食材进行加热熟化，所有饭菜都
经过高温后进入猪场。

第三，前置消毒点。在现有猪场门口，
增加一道消毒关卡，使用有效的消毒药物
消毒。该点要具备对车辆、道路、人员、物
资、药物疫苗的消毒能力。具备物资加热
功能，对所有能进行加热的物资进行
60℃、30min的加热。

第四，建设车辆清洗烘干中心。所有
进场或靠近猪场的业务车辆（饲料车、猪苗
车、种猪车、猪粪车、垃圾车），在靠近猪场
之前，都要在洗消中心进行清洗、消毒、烘
干。烘干要求60℃、30min以上。

全面封场 严控“五进五出”

五进。除了饲料、药物、疫苗、猪只及
必要生产物资进入猪场，其他物资减少或

禁止进入猪场。
饲料入场前要对饲料车进行彻底消

毒，通过中转的方式接驳进入猪场，有条件
的可使用散装料塔传送进入猪场，阻止饲
料车及饲料袋入场。

药物疫苗在场外进行2次消毒，1次臭
氧熏蒸，可以加热的进行加热处理后，方可
进入场内。疫苗外包装必须经过有效消毒
药物浸泡后，经过臭氧熏蒸方可入场。

外来人员、本场休假人员进入猪场，存
在较大风险，视为红色警戒。人员回场前
进行有效隔离，对需要回场人员进行ASFV
抽样检测。检测合格后，回场人员执行沐
浴、换衣鞋，在生活区隔离后，方可进入生
产区。在疫情高危区域，可执行封场。

猪只引种要谨慎。ASFV感染猪，具有
一定潜伏期，引种之前检测为阴性，但不能
确保该猪没有被感染。在疫情高危区域，
可以暂时闭群，不引种。

所有物资进场，先经过消毒水彻底喷
淋，有内孔的（如管道），也必须用消毒水消
毒；物资必须经过 60℃、30min 加热后，方
可入场。

五出。所有人员、猪只、医疗废弃物、
垃圾、猪粪出场，必须经过中转，外来车辆
不得进入场内。

猪场出猪台设置单项回流关卡，确保
猪只能出、不能进。运输车辆使用密封式
猪车，确保运输安全。

人员外出必须经过场长或者更高级别
的管理人员审批，坚持只出不进，减少风险。

在疫病流行高危区域，建议停止垃圾、
猪粪、医疗废弃物外运。确实需要外运的，
经过中转的方式转运出去，对中转点进行
彻底消毒。

疫病高危区域，实行“封场、闭群”，切
断外来可能的传播风险，保证场内安全。

切实控制饲料生产防疫安全

饲料厂接触的外界车辆最多，人员来

源复杂，原料产地较多，运输途经路线较
长，感染风险大。通过一系列防疫手段，提
高饲料厂防控等级。

1.建立前置清洗消毒点。所有到饲料
厂的车辆，在前置点清洗干净并消毒。原
料车与成品料车使用不同的地点。

2.厂区门口消毒。对所有进入厂区的
车辆，使用喷淋系统，对车辆进行彻底喷淋
消毒，驾驶室使用雾化消毒机消毒。司机
人员换衣、换鞋，经过雾化消毒进入厂区。

3.原料与成品区域隔离。原料车与成
品料车从不同入口进出饲料厂，做到不交
叉。饲料厂区域内对原料区与成品料区进
行物理隔离，用不同颜色衣服区分工作人
员，做到不交叉、不串岗。

4.饲料生产区域隔离。用物理隔离带
把饲料生产区与生活区隔离开，员工上班
必须经过沐浴房沐浴换衣方可进入生产区
域。进入生产车间进行二次换衣换鞋。

5.高温制粒生产。更改饲料生产工
艺，对所有饲料进行高温处理。80℃、3min
以上制粒。

健全防疫管理体系 压实防
疫责任

猪场场长要制定符合本场的防疫管理
体系，落实防控责任。每一个防控环节如
何操作应制定流程图，对操作人员进行思
想及操作培训。建立监督机制，监督每个
防疫环节落实情况，确保无漏洞可钻。

积极与政府沟通协作 打赢
防“非”攻坚持久战

与当地动物防疫部门紧密联系，掌握
实时疫情动向。落实动物防疫部门提出的
防疫指导意见，不断升级防疫硬件，制定合
理的防疫流程并监督落实。对猪场周围 3
公里内的散养户进行规范并开展相关消毒
工作。监控猪肉产品及生猪进入猪场周边
地区，确保大环境安全。

□□ 大伟嘉集团

猪场按照生物安全级别分为外部区
域、隔离区域、生活区、生产区4个区域，主

要控制车流、人流、物资流和有害生物流。
洗消中心和猪只中转站位于场外区，外部
车辆只能到达场外区，饲料运输车经过洗
消中心洗消、烘干、静置 12 小时以后方可

在场外区向中转料塔打料，
人员通过洗澡间、物资通过
熏蒸间进入隔离区；人员在
隔离区隔离24小时以后，再
次洗澡进入生活区，物资在
隔离区熏蒸室熏蒸消毒4小
时，然后静置12小时以上进
入生活区；人员在生活区隔
离 24 小时以上方可洗澡进
入生产区。

建立健康养殖评价方
案，能够评估生物安全、疫

病防控措施。主要包括：
1.人员：头发、脸部、手部、鞋底、手机

等进行采样，使用 5× 10cm 纱布蘸生理盐
水后进行擦拭。样品标记清楚后立即送至
实验室进行检测。可以监控人员入场前携
带的病原，降低人员携带病原的机会。

2.物资：对消毒后物品的表面使用 5×
10cm 纱布蘸生理盐水后进行擦拭。样品
标记清楚后立即送至实验室进行检测。检
测合格后方可入场。

3.猪群：针对临床表现异常猪只，立即采
集口、鼻、肛拭子进行送检。能够快速诊断疫
情，做到早发现早治疗，或早发现早处置。

4.环境：每两周对周边环境、地面、出
入口等关键位置进行环境采样，样品采集
完成后立即送至实验室进行检测。

分区控制 建立健康养殖评价方案

软硬件全面升级防控非洲猪瘟

本版内容由全国畜牧总站 张娜 何洋 组稿

猪场生物安全分区示意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