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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猪瘟防控引发饲料企业生物安全工作的思考
李伟娣

（广东海大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广东 广州 511400）

0 引言
当下正值猪病发生的高峰期，如果饲养员在管理的过程中对

猪群没有进行妥善的安置和防护，那么便很可能会由于管理不

当而导致猪群在饲养中发生大面积死亡，这样不仅会给养殖户

带来严重的经济损失，同时也会对市场的猪肉价格造成一定的

波动。因此在每年春季我国国内养殖户需要加强对常见猪病的

预防和重视程度，并对患有疾病的病猪开展针对性的治疗，减少

生猪养殖过程中出现的经济损失。

1 非洲猪瘟的基本概述
非洲猪瘟在传播过程中其感染率较高，并且对猪类群体的发

病率和死亡率达到了 100%，这无疑给我国的养猪业带来一场毁
灭性的打击。目前我国市场上还没有针对非洲猪瘟所研发的抗

病毒注射过疫苗防疫，因此被感染非洲猪瘟的猪只能在第一时

间进行无害灭杀。同时非洲猪瘟在我国的暴发，导致我国多数地

区养猪场无法进行正常的生猪运输和销售工作，造成生猪过度

积压，增加了养猪场的饲养成本，同时对我国的养殖经济也带来

了一定的影响。

进行生猪养殖过程中，为了有效地预防非洲猪瘟的发生，饲

养人员在对生猪进行饲养的过程中严禁使用泔水。在生猪养殖

中为了预防非洲猪瘟，还需要做好清洁和消毒工作，对于生猪养

殖过程中的运输车辆、附属设备、猪圈等区域中存在的有机物质

进行及时地清理。同时养殖人员在进出饲养基地时，都需要进行

严格的消毒，在消毒过程中可以采用戊二醛和洗调剂作为消毒

工具，现场人员可以通过选择浓度在 3%的邻苯基苯酚、福尔马
林、氢氧化钠、次氯酸盐等消菌物质开展消毒工作，同时在条件

允许下也可以采用暴晒的方法对猪舍进行消毒。在生猪养殖过

程中，为了避免非洲猪瘟在生猪养殖中的暴发，饲养人员还需要

对猪舍内的猪开展全面检查，重点检查猪舍内猪的体温、分泌

物、四肢、尿液、皮毛等区域，并将检查频率控制在每天两次。对

于发生病状的病猪，饲养人员需要及时对病猪进行处理，通常对

于发生非洲猪瘟的病猪，饲养人员需要在第一时间对此类病猪

进行灭杀，并采用土埋或是焚烧的方式杜绝病猪对猪群中的其

他猪造成影响。

2 非洲猪瘟对我国养猪业的影响
非洲猪瘟是一种由非洲猪瘟病毒而引发的急性传染病，这类

疾病在猪类群体中具有较高的传播速度和死亡率，对我国的养

猪业发展存在毁灭性的打击。我国政府及有关部门需要高度重

视非洲猪瘟的疫情防控工作，在各地区加大非洲猪瘟的疫情防

控培训和宣传工作，做好生猪的调运、检查、清洁、免疫、接种等

工作，实现对非洲猪瘟的有效防控，促进我国养猪行业的可持续

发展。因此在开展疾病预防工作时，相关部门及饲养人员需要完

善生猪养殖中的管理制度，并对养殖的生猪做好监测和管理工

作，保证生猪在养殖过程中所患得的病状，及时被养殖人员所发

现，减少患病猪对猪舍养殖工作带来的影响。同时在生猪养殖过

程中还需要采取科学化的防治技术措施，提高优良种猪的抗病

性能和生长品质。

3 非洲猪瘟背景下饲料企业的安全防护措施
3.1 在生猪饲料的制作中做好消毒与灭活
在非洲猪瘟横行的大背景下，凡是与生猪饲料产品可能接触

的场所都需要做好充分的消毒工作，并且非饲料制作人员不得

进入饲料制作厂区、成品间区域等。饲料制作人员在进入车间时

需要做好洗换和消毒工作，其主要步骤首先需要在进入车间时

进行洗手、洗澡；再进入饲料成品间时换上工作鞋和工作裤、佩

戴相应的安全帽、口罩和手套；在开始饲料配比时做好喷雾消毒

摘 要：自 2018年以来我国多地出现非洲猪瘟疫情，这不仅给我国的生猪养殖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同时也对我
国区域性经济的发展造成了一定影响。 本文首先对非洲猪瘟的基本概述进行简要介绍，再通过分析非洲猪瘟对我国养殖
业带来的影响，进而结合实际情况，提出了饲料企业在非洲猪瘟背景下如何做好饲料生产工作的有效措施，希望借此为提
高我国生猪养殖业的发展提供些许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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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紫外线照射消毒工作，并且在此期间严禁饲料配比人员将私

人物品带入生产车间。饲料在生产过程中所选用的纯净水需要

使用次氯酸进行消毒，并且在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饲料运输设

备需要 360°无死角喷洒消毒液，并使用消毒液将运输设备湿润
10min以上，确保运输设备上方所存在的有害病原生物全被灭
杀。在饲料加工过程中还需要做好微生物的灭活工作，确保饲料

加工区域病原体无法进行繁殖，通过灭活工作就可以将细菌病

毒的 DNA在高温下使其变性。根据有关调查研究显示，非洲猪
瘟病毒承受温度高达 60~70℃，因此只需要加热 60~70min即可
灭杀，在温度高达 80℃以上则需要加热半个小时即可对病毒进
行灭杀。但是饲料生产企业在生产中不可抱有侥幸心理，特别是

对待这种感染力极强的非洲猪瘟病毒，企业需要在饲料生产过

后，将饲料放置于 80℃左右的高温下持续烘干半小时以上，确保
饲料上方所残存的非洲猪瘟病毒完全被灭杀。同时在猪饲料的

生产和传输过程中，猪饲料加工生产线需要彻底断绝饲料与病

原体接触的机会，因此可以采用饲料罐车直接运输饲料的方式

或采用风力管道输送方式，将厂家所生产的猪饲料直接运输至

养殖场，避免饲料在生产和运输中与外界其他物体接触，保证猪

饲料不会被病原体所污染。

3.2 出台更加严厉的动物移动控制政策
非洲猪瘟爆发后，携带病毒的生猪及其被病毒污染的产品的

流动是传播疾病的重要途径。因此，必须严格禁止易感动物及其

动物产品进入非洲猪瘟疫区。国家一级禁止畜禽以外的动物长

途运输，应加强对检疫区、检疫屠宰场和路侧检查站人员的培

训，增强对非洲猪瘟的临床症状和病理变化的认识，以便及时发

现该病；对养殖户和生猪屠宰场进行监控和呼叫，按规定申请检

疫，并配合流动监控。各机动车道动物卫生监督检验机构要加强

职责，加强疫区外省生猪及其产品的检验。

3.3 追溯疫情来源，控制传染源头
消灭传染源是非洲防治猪瘟的重要手段。要深入发现受感染

生猪的来源和发展，逐一跟踪，隔离阻断已查明的传染源，杀灭

易感动物，做好无害化处理，严防疫情蔓延。

3.4 做好动物疫情信息上报工作
养殖户对动物疫病情况的报告重视不够。疫情暴发后，他们

理解“饲养者是控制疾病的第一责任人”的预防和控制原则，因

此这次疫情的暴发，也是由于养殖户没有第一次上报疫情，使得

疫情更加难以掌握。各级畜牧兽医部门要对养殖、屠宰等方面的

人员进行公布和培训，加强工作人员上报疑似疫情，对不按照

《动物疫病防治法》要求举报、隐瞒的个人和单位，要尽快予以严

肃处理。

3.5 对及时发现和报告非洲猪瘟的给予奖励
为及时了解非洲猪瘟疫情，政府制定了政策，对国家一级及

时发现和报告非洲猪瘟疫情的单位和个人给予奖励。同时，政府

还增加了非洲猪瘟疫情发生时屠宰生猪的补偿资金，增强了养

猪户积极报告疫情的意愿，以确保疫情信息及时掌握。当然，为

了防止非洲猪瘟的传播，应该认真调查和处理这种行为。一旦查

明，应移交司法机关。

3.6 做好培训宣传和舆情引导
非洲猪瘟是我国首次发生的外来动物疫病，许多人对其不熟

悉，对其危害性认识不足。因此，要加强公众对非洲猪瘟防控知

识的宣传和普及，充分发挥生猪养殖和养猪业的作用，加强生猪

养殖相关人员的宣传和培训，加强养殖和屠宰。养猪户要做好生

物安全、科学饲养、禁止生猪饲养、防止非洲猪瘟进入养猪户等

工作。同时，要进一步提高基地兽医工作人员对突发疫情的发现

和诊断水平，做到早报告、早治疗。除此之外，有关非洲猪瘟的恶

意谣言应加强管理并进行调查，以避免不必要的社会不稳定。

4 结语
现阶段我国国内在对猪群进行饲养的过程中，猪群所发生疾

病的种类呈现出复杂化的趋势，在饲养过程中很多新型疾病不

断地涌现，这在一定程度上加大了对生猪饲养过程中的疾病预

防和治疗难度。因此，当前做好生猪养殖工作中的饲料生物安全

防控工作，便可以避免生猪在养殖中受到非洲猪瘟病原体的干

扰，为提高生猪养殖工作提供些许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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