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动物疫病净化场评审条款释义的介绍 --选址布局
闫若潜博士/研究员 河南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净化场评估条款（2023 版）：包含 1+11 个大项，共 74 个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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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猪站：除口蹄疫外，其他疾病如非瘟、猪瘟、蓝耳、伪狂犬均为非免疫净化。

1. 选址与布局：

o 核心种猪场应考虑周边环境、交通、生活区、屠宰场和交易市场。

o 养殖场布局应分为种猪、保育、生长育肥等不同区域，并有明确的办

公区、生活区、生产区、粪污处理区和无害化处理区。

o 生产区内应有净道与污道，且两者不交叉。

o 出猪台与生产区、粪污处理区应有适当距离和有效隔离。

o 大门布局应合理，如 3 进 2 出（进：生活区、生产区、投入品/引种；

出：出猪、出粪污及废弃物）。

2. 无害化处理：包括专区处理、专车辆洗消等。

3. 洗消烘干中心：应有三级洗消设施，包括对内部转运车、饲料车的洗消。

4. 养殖场独立车辆洗消中心：包括雾化消毒、过烧碱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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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饲料厂管理：

o 饲料厂应有高温制粒工艺，如 85℃持续 20 分钟。

o 饲料运输应密封，有专用车辆和线路。

6. 生活区：应位于生产区下风向，距离至少 500 米，有独立更衣室和淋浴间。

7. 生产区：应位于生活区上风向，有生物安全等级分区，净道和污道分设。

8. 空气过滤系统：猪舍采用四层精密过滤系统，接近 ICU 空气标准。

9. 粪污处理区与无害化处理区：应位于生产区外围下风向，有物理屏障和单向流

向。

10. 围墙与缓冲区：养猪场周边应有围墙和缓冲区，以防疫病传播。

11. 出猪台：养猪场应设置出猪台，出猪台应位于生产区下风向，距离生产区至少

50 m 以上，应为封闭式建筑，有防鼠防鸟等设施设备，有物理屏障与生产区

隔离。分设赶猪通道区、缓存区、装猪台区，相邻两区之间通过封闭通道连通，

出猪时猪只采取单向流向，各区人员、物品、工具、车辆等均不交叉；应有独

立粪污流通管道，污水不应回流入场；各环节应配备高压冲洗机、烘干消毒等

设施设备。

12. 生猪中转站（台）：应距离养猪场 3-5 公里，有净区和污区，以及消毒设施。

有明确标识或物理屏障将净区、污区及内、外部运猪车辆停靠区隔开。

13. 净道与污道：应分开，转运路线不交叉。

14. 车辆消毒：养殖场入口应设置车辆消毒池和全车消毒设施。

15. 洗消烘干中心：应单项流动，避免共用洗消设施。

16. 道路消毒：道路应全面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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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传染病净化的经验教训和未来挑战的介绍

Heiko Nathues 瑞士伯尔尼大学

报告的 5 项关键

- 理解感染的流行病学。

- 评估净化行动的社会经济价值。

- 应用可持续净化的理念。

- 设计抽样策略以控制成功率。

- 设计量身定制的净化计划。

一、理解感染的流行病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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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染流行病学的宿主、传播媒介、感染途径、疾病的发生发展、易感动物人兽共患病、

地方流行性疾病等概念。

疾病的发生发展，包括零星散发、大流行、暴发等。

动物、年龄、抵抗力、免疫力、性能：

- 管理与卫生、免疫、后备驯化、分娩节律、清洁消毒等。

环境因素：

- 猪群年龄结构、圈舍结构、生产阶段分离、饲养密度等。

感染与疾病：

- 包括细菌、寄生虫、病毒、不同菌株、耐药菌株等。

流行病学的重要知识：

- 了解传入畜群、群内传播、在动物和/或动物群体中的持久性、消除动物及其环

境中的病原体。

二、根除计划的社会经济价值：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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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多种角度和流程进行经济价值的评估，以确定净化的必要性。

如家畜生产数据：

- 涉及谷物、肉类市场观察站 - 猪、欧盟生猪胴体价格等。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病毒（PRRS）：

- 介绍经济疾病模型，不同生产模式下的影响。

猪痢疾：

-瑞士农场的直接动物损失和失败成本。

三、可持续净化理念：

- 清群 /建群、闭群同化、检测清除等策略的优缺点，以肺炎支原体和螺旋体为

例，介绍了不同净化方法的效益。

三、抽样策略：

- 设计抽样策略（方法、样本量、取样位置）以获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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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 PRRSV 的 OIE 指南：

应采集的标本：

用于病毒分离和 RT-PCR 检测：受感染动物的全血（EDTA）以及血清、肺、呼

吸道、脾脏和扁桃体。木乃伊或流产仔猪的样本不太可能产生病毒，但仍可用于

RT-PCR 检测。

用于抗体检测：20 头暴露动物的血清。

保存和运输方法：样品应冷藏，运输途中需加冰袋。

监测和检测：

- 针对不同情况的监测策略、样本收集、检测频率等。

五、量身定制的根除计划：

- 根除猪的传染病不能一概而论，了解感染在猪群的流行病学、透明和公开交流、

选择最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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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化养殖场兽医体系建设的思考

魏战勇 河南农业大学

一、兽医体系建设的必要性：
1） 适应中国养殖行业的发展需求，特别是规模化养殖场的发展。
2） 应对养殖行业“微利时代”，提高畜禽养殖周期与利润。
3） 精细化生物安全防控管理的需要，疾病防控是一个系统且复杂的工程，现代化养殖企

业需要有更为专门的兽医体系。
二、兽医体系的分类与职责：
1） 理论兽医：具有丰富临床经验，能够将实践知识上升到理论水平，指导实践兽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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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实践兽医：执行和实施理论兽医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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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生产兽医：在特定养殖场操作理论兽医和实践兽医的工作。

三、兽医体系建设内容：
1） 兽医体系架构：包括适合超大型养殖场的三层架构和适合基本完善的大型养殖场的二

层架构。

2） 规模化养殖场兽医体系规模：根据养殖规模和智能化程度确定理论兽医和实践兽医的
数量。规模化、智能化完善：理论兽医少，实践兽医多，生产兽医随养殖规模确定。
规模化、智能化初期：理论兽医与实践兽医均较多

四、兽医体系建设过程：
1） 硬件要求：包括信息管理平台、数据存储中心、核酸检测室、免疫学检测室等。
2） 管理要求：建立清晰的兽医职责和管理体系，培训体系涵盖疾病控制、畜舍设计、环

境控制等。
3） 与官方兽医的联系：现代养殖企业兽医需在官方兽医或动物卫生监督部门领导下工作。
4） 建设过程的不同模式：

a) 公司+基地模式：先建立生产和实践兽医体系，后完善管理和理论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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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公司+农户模式：先建立实践和理论兽医体系，后强化生产兽医管理体系。
c) 规模化程度模式：大型养殖集团侧重理论兽医体系，中小型养殖企业则侧重实践

和生产兽医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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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医在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和增加利润方面的作用
约翰·卡尔博士 Portec 兽医服务公司

在欧洲，1 个专业的兽医需要服务 3-4 万头猪。兽医需要掌握全面的知识，比如：生物
安全、疾病诊断、疾病防控、猪流的计算和农场经济学等。
一、兽医的角色

探讨了兽医在猪场中为谁工作的问题，以及他们如何通过管理疾病和病原体来提高猪场
的生产效率。约翰·卡尔谈到，兽医不为老板工作，只为 1 个人工作，这个人就是“猪”。他借
此例子强调，兽医的工作必须以“猪”为本。

猪兽医在猪场的工作目标是，提升猪群的健康水平和生产效率。
兽医不仅需要解剖，同时还需要了解实验室诊断方法。比如，微生物分离鉴定，PCR

和病理切片的诊断等。
二、生物安全：强调了生物安全的重要性，特别是非洲猪瘟（ASF）的防控。非洲猪瘟是养
猪最大的威胁，首先必须确保非瘟病毒不能进入厂里。建议采取明智的生物安全措施，而不
是仅仅在疫情发生后才采取行动。为了强调流程执行的问题，约翰·卡尔博士举了洗手的例
子。如果没有流程执行过程的监督，洗手洗干净都不是容易的事，何况是猪场的生物安全。
三、猪场布局

下图是一个理想的欧洲农场的生物安全布局。约翰·卡尔博士介绍了猪场的不同区域的
功能和关键控制点，包括了保育和生长区、怀孕区、繁殖区，以及场外和场内的设施布局。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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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猪场管理
约翰·卡尔博士讲到，兽医进入猪场需要重点检查以下的项目：生物安全、猪流、药物、

水、食物、地板、空气质量、库存和库存管理员。
1） 药品管理：准确诊断，选正确的药物进行治疗。药品需要按说明要求保存（储存温度），

注意卫生。
2） 健康检查及治疗

作为猪兽医，必须要进入猪栏内进行检查。绝对不能在过道袖手旁观。要检查每一头
猪的行为和采食。只有近距离观察，才能发现病猪。同时还需要了解猪只需要的饲养
面积，需要观察料槽设计和饮水流速。

3） 猪的流量：讨论了猪流的管理和设定目标，包括母猪分娩、母猪配种和断奶的过程。
PED（猪流行性腹泻）会影响猪流。约翰·卡尔博士分析了 PED 对猪场配种、分娩、断
奶等环节的影响，以及如何应对 PED 的暴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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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利润和成本分析
强调了利润的决定因素。养猪生产最主要的是饲料的成本，占到总成本的 70%。对

成本影响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否满产。一个空置的产床成本是 4961 元（会损失 4961
元）。

5） 初乳管理
初乳摄入量的多少会影响仔猪的断奶前成活率。初乳管理要确保每 1 头仔猪喝到足够
量的初乳。落后猪需要及时治疗，延后仔猪处理的时间。如果在分娩舍发现僵猪，需
要及时处死。

6） 料槽管理
如果料槽损坏要及时维修，因为饲料成本占总成本的 70%。1 个优秀的饲养员要学会料
槽管理，如控制合理的下料速度，避免浪费或供料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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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农场审计：审计水嘴是否正常工作，审计猪舍的通风和温度。
8） 思想和建议

兽医需要向很多人学习成功的经验和知识。兽医不仅需要学习，还需要给他人传授经
验或培训他人。兽医应该是一个好的教练。约翰·卡尔博士提供了一些关于如何提高养
猪效率和提升从业人员技能的想法，包括向其他农民学习、重视人员培训、参加行业
会议多进行交流、阅读专业书籍等。

供稿人：丹俄国际 曲东帅/李建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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