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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层散养生猪疫病防治存在问题及对策
鲁桂梅，李海燕

（昆明市石林彝族自治县鹿阜街道办事处农业综合服务中心，云南 石林 652200）

0 引言
当前，国内的基层养猪场大多是以散养方式饲养，

由于农户对疫病防控意识不强，卫生状况不佳，生猪发

生疫病的风险加大，造成了一定的损失，所以积极采取

有效措施解决现有问题至关重要。以鹿阜街道为例，由

于受到各种疫病的威胁，以及街道所处区域、城市建

设、禁（限）养区范围逐步扩大等因素影响，鹿阜街道生

猪业的发展进度缓慢。面对复杂的疫病形势，需要采取

有力措施，有效控制动物疫病对养殖业造成的经济损

失，保证鹿阜街道养殖业的健康发展。

1 生猪养殖流行疾病分析
在生猪规模养殖中，疫病的发病特点比较突出，归

纳起来有三大类型。首先是呼吸系统疾病，在生猪养殖

中有很强发病率，每个年龄段的猪都有发病的可能性，

发病后会表现为消瘦、气喘、食欲下降，如果把病猪的

尸体进行解剖，会发现它的肺组织有很大的病理性变

化，出现相应的特征[1]。在生猪规模养殖中，继发性感染
是一种比较普遍的病，其发病原因是呼吸道和生殖综

合症，仔猪发病后会继发副伤寒和链球菌病，如果不及

时治疗，可能会引起更多的细菌感染。混合感染的特点

是感染源比较复杂，是继发性感染之后发展成的重症

疾病，如果生猪有混合性感染，那么死亡率就会大大提

高，而且很难控制。

2 基层散养生猪疫病防治存在的问题
2.1 生猪养殖户和经营户的疫病防治观念不强

首先，由于一些散养生猪养殖户对疫病的认识不

够，导致乡镇防疫人员在开展生猪疫病防治工作中留

下了空白[2]。其次，一些家禽企业对代养者的资质审查

和监管不力，以及代养人频繁更换养殖公司，导致疫病

防治制度难以执行和监管。再次，生猪因疾病死亡后的

卫生处置体系还需完善，一些养殖场的卫生防护和法

制观念较差，随意乱扔病死生猪，造成水源、环境污染，

为生猪疫病发生埋下隐患。最后，由于缺乏有效的检疫

措施，有的养殖场没有及时上报，逃避检疫，导致疾病

生猪流入市场，加速了疫病的蔓延。

2.2 防疫资金投入没有到位
生猪疫病控制是一项综合性的重大项目，必须保

证足够的资金投入。然而，许多养殖户为节省生猪养殖

的成本费用，没有投入足够的资金，没有建立健全的防

治设施，主动放弃防疫措施，不能及时防控和治疗传染

性疾病，使得养殖场生猪面临较大的疫病入侵风险，带

来的经济损失不可估量。

2.3 生猪疫病防控制度建设不够完善
首先是生猪养殖公司进驻发展代养户的管理制度

不够完善。其次，尚未建立健全的病死生猪无害化处理

制度。最后是兽医社会化服务机制执行不到位，兽医社

会化服务机制运行以来，由于政府购买服务的财务机

制、监管机制等不健全不到位，很多工作停留在纸上谈

兵阶段。目前，村级防疫员的管理仍按村级大员的管理

办法在执行，没有真正发挥动物防疫专业合作社的社

会化服务力量。

3 基层散养生猪疫病防治的完善措施
3.1 强化领导职能，责任到位

各级领导要加强对动物疫病的宣传和管理，认真

学习相关的法律法规，切实加强对动物防疫工作的管

理和控制。要建立和完善各项规章制度，实行分级、分

摘 要：近年来，国内各地基层的生猪养殖规模日益扩大，疫病防控工作也越来越迫切。做好疫病防
控工作是保证生猪健康成长和促进养猪产业健康发展的一项关键措施。 为了解决基层散养生猪疫病防
治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本文以鹿阜街道畜牧防疫工作为例对基层散养生猪防疫进行研究分析，并针
对其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相应解决措施，以期为相关人员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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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奖惩严明的制度。

3.2 强化宣传生猪防疫知识
疫病防治是一项综合性的工作，涉及多个方面，需

要养殖人员全面参与，但是现在的散养户并不太注重

疫病的防治，因此必须要进行有效的宣传引导，对养殖

户的养殖行为作出针对性的规范，切实加强养殖户对

于流行病防治的重视程度，让广大养殖群体能有效认

识到开展针对性生猪疫病防治的必要性和现实性[3]。比
如为了做好非洲猪瘟防控工作，鹿阜街道在全街道范

围内张贴非洲猪瘟防控知识彩报 720份，发放《非洲猪
瘟防控告知书》及非洲猪瘟防控十五禁令宣传单 8000
余份，发放宣传册 145本，粘贴宣传通告 312份。
3.3 积极开展生猪养殖培训

一方面可以利用各种途径，如职业培训，提高养殖

户的技术水平，比如鹿阜街道办举办各种科技培训班

3期，培训人数达 90人次，畜牧兽医技术咨询服务 320
人次，通过不同方式的培训和咨询服务，提升养殖户

的科学养畜水平。另一方面，利用互联网、电视台、直播

等各种方式，大力推广疫病防控、国家有关动物疫病的

法律法规等，逐步改变养殖户的观念，提高其疫病防治

意识。

3.4 增加经费投入，提升防疫员素质
政府相关部门要切大资金投入力度，适当提高村

级防疫员的工资，对因防疫过程中意外造成牲畜死亡

的养殖户进行一定的经济赔偿，减轻防疫人员的心理

压力；与此同时，还要组织各类专业的培训，了解有关

动物疾病的相关法律、新的防疫技术，以进一步提升防

疫工作者的专业素质和技能。

3.5 加快基层兽医站的建设
近几年，由于基层的生猪养殖数量逐渐增加，疫病

防控工作繁重，难度加大。为了保证基层散养猪场疫病

防控工作的顺利进行，必须进一步加强基层畜牧兽医

工作站的建设，提高其在社会上的地位，配备健全的疫

病防控设施设备，优化工作环境，配置高水平的防疫人

员，为基层生猪养殖防疫工作的开展提供强有力的支

撑，提升基层散养生猪疫病防控水平。

3.6 加强免疫接种
目前免疫接种工作已经广泛应用于大型养猪场，

但是在农村散养猪中的普及度并不高。因此，要加强免

疫接种工作的推广普及，做好疫苗接种，重视生猪常规

疾病的防治，提高生猪对常规疾病的抵抗力[4]。另外，免
疫接种工作要分阶段进行，生猪疫病的阶段特征相当

明显。从猪的生长周期出发，关注免疫接种工作的发

展，比如在母猪怀孕阶段，要进行疫苗接种，而对于出

生的仔猪，则需要通过乳汁获得抗体，预防和控制仔猪

疫病的发生。

3.7 做好生猪及其产品的检疫工作，促进防疫
动物检验检疫部门要尽职尽责，一丝不苟地做好

流通环节生猪及其产品的检疫工作。在生猪的临床健

康检查中，需要通过检查免疫标志的佩戴情况，收回受

检生猪的免疫证明；进入屠宰场的生猪必须查验和收

回产地检疫证明等手段，促进当地生猪防疫工作[5]。以
鹿阜街道办为例，其在畜牧兽医行政执法工作中，在积

极配合上级主管部门认真贯彻落实《动物防疫法》、《云

南省动物防疫条例》等相关法律法规，严格规范行政执

法行为基础上，全面开展动物、动物产品的检疫检验，

加强对 18户规模养殖（大户）、145个贩运户、45个屠
宰户的监管，通过加强畜行政执法，进一步规范了牲畜

生产经营行为，维护了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4 散养户防治生猪疫病的误区及对策
由于散养户缺乏养殖经验，对生猪疫病防治以及

预防工作的认知存在一定的误区，经常会在养殖过程

中出现生猪死亡的情况，从而造成经济损失。

4.1 消毒方面
（1）误区：散养户认为猪饲养量小，不会感染传染

性疾病，无须对猪舍、食槽、用具等进行杀菌消毒；以为

一年一次的杀菌消毒就可以了，却忽略定期的杀菌消

毒；认为只要是用消毒剂就可以了，忽略了消毒剂的作

用，可以杀灭细菌和病毒。

（2）对策：消毒主要是对病原体（细菌、病毒）进行
灭杀，确保猪群的身体健康。猪舍每日要打扫，每个月

定期大清洗，大消毒两次。在猪出栏后和新的生猪进入

前，要把猪舍打扫得干净。特别是曾经发生过疾病和病

猪死亡的猪舍，要进行全面的清理和严格的灭菌。猪圈

墙壁、地面、食槽、饮水器可用 2%~3%的火碱溶液或
10%~20%的漂白剂进行杀菌处理；铲子、扫帚等器具可
以用水清洗，然后置于阳光下曝晒杀菌。在猪舍里进行

杀菌处理后，要把窗户打开，让室内的气体流通，让消

毒剂的味道散发出去，一些消毒剂还有一定的腐蚀性

（例如火碱），在猪圈里进行杀菌后，要保持空栏 3~5d，
或者用水反复清洗。此外，进出猪棚内的工人必须对鞋

子进行消毒。

4.2 疫病预防方面
（1）误区：散户养猪分散，管理粗放。在疾病预防方

面，兽医行政管理部门直接对猪实施计划免疫。长期下

来，散养农户对生猪防疫形成了依赖、观望、被动的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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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广大散养户没有防疫的主动性和自觉性，对猪瘟、

猪肺病、猪丹毒等常见猪病的防疫知识缺乏认识，生猪

疫病防控意识薄弱。散养户无法承担生猪防疫、兽医卫

生和消毒工作的负担，导致疫病频繁发生和流行。

（2）对策：制定合理的疫病防治程序可以有效预防
生猪疫病的发生，其中最为经济有效的手段就是接种

疫苗，按照兽医站制定的免疫手续，在适当的时间按照

正确的方式使用疫苗进行免疫。比如注射疫苗的时候，

其注射部位一定要准确，疫苗要有足够的剂量。买回来

的新猪要接种猪瘟-丹毒-肺疫三联疫苗，在隔离 15~
30d后进行检疫，没有疾病后再放回猪群。
4.3 疫病诊治方面
（1）误区：由于环境条件差，养殖技术落后，导致疫

病频繁，很多养殖户缺乏对猪的诊断治疗的了解，在发

现病猪后，往往会手足无措，无法对生猪进行及时救

治。还有一些人对发病的生猪发生后采取了观察的心

态，或者是以为不治就能痊愈，从而延误了最佳的救治

时间。此外，在农村地区，兽医的临床体检存在着很大

的盲目性，大多只凭表象来进行，或者选用了一些药物

来进行尝试性的治疗，从而出现了错误的诊断和诊断。

一种特定的病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蔓延。此

外，由于缺乏流行病学的检测仪器，无法发现病因，延

误诊断，导致猪出现严重的并发症，导致猪的死亡。

（2）对策：全面的诊治，对症下药，不可对单独一种
病症使用药物治疗，而且一种药物不能长时间服用，否

则会产生耐药性。服用药物时要认真读懂药品的使用

说明，不要随意增加或降低用量。与此同时，农户要做

好养猪所需的驱虫药物、消毒药物、抗生素药物等药

物。对于严重威胁生猪养殖的细菌病，应制定相应的处

理措施，并准备必要的药品，例如仔猪期要准备好预防

黄痢病、白痢病、仔猪水肿病等常见的药物，并将其加

入仔猪的饲料中，以预防疾病发生。为了降低仔猪的应

激反应，在购买仔猪和仔猪断奶转群过程中，要给予适

量的电解质维生素。

4.4 用药方面
（1）误区：目前，利用药品进行疫病防控是目前最

重要的方法。然而，由于大多数散养户对兽医用药认识

不足，滥用抗菌药和禁用药品，仅重视对疾病严重的猪

群的处理，而忽略了使用兽药的科学方法，导致了药物

在猪体内残中毒或死亡。

（2）对策：对于治疗急性感染，一般要用抗菌药 3~
5d，每天 2~3次，才能看到其效果，如果不行就考虑加
药或换药。想要疾病治愈，需要掌握好抗菌药的使用原

则，一般原则是在窄谱和广谱药物中尽量选择窄谱药

物，在低级和高级药物中尽量选用低级药物，在单种和

多种药物中尽量选用单种药物。

抗菌药的使用是要根据病情进行选择的。合理使

用抗菌药联合用药在某些情况下是必要的（主要是为

了达到协同作用，抵消毒副作用，延缓耐药性的产生

等）。不过不同的药物具备的性质不尽相同药物联合

后，在药理和理化上常相互作用，可能引起各种不良反

应，如药效拮抗、性能减弱、毒副作用加强等。

要加强对药品质量的鉴别，防止收购假冒伪劣药

品。目前，国内已有约 4000种兽药上市，但因法规及监
管等因素，在市场上仍然存在大量仿冒药品，消费者在

选购时千万别被那些花哨的包装和夸大的宣传所蒙

骗，要注意其外包装上有没有标明“兽用”的标识。选择

具有良好声誉的大型企业，有 CMP证书及批准准生产
文号等，如有需要，可通过电话进行查询。

5 结语
总之，生猪疾病防治工作涉及多方面的工作，只强

调一个方面会有一定的偏差，关键在于要加强基础设

施的建设，改进养殖条件，坚持“以防为主，以治为辅”

的原则，加强饲养管理，注意日常卫生消毒，根据当地

疫病建立相应的免疫程序，做好免疫接种，尽可能切断

疾病传播途径，预防或减少疾病发生，减少损失，提高

养殖效益。目前，基层散养农户在养殖过程中还存在很

多问题需要解决。因此，无论是基层生猪养殖还是防疫

部门工作人员，都应进一步加强疫病防控，科学开展疫

病防控，确保基层养殖户的生猪养殖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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