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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场生物安全技术手册

猪场做不好生物安全谈何生产经营？！非洲猪瘟疫情的爆发给中国的

养猪行业造成的巨大损失已使所有的行业行政和企事业单位以及科研单位

受到了警醒。猪场必须采取哪些措施才能长期有效的杜绝外来传染源，从

而确保自身不会遭受灭顶之灾？此文所列述的生物安全方案是基于尽可能

节省成本的情况下充分达到万无一失的生物安全水平，结合生产中遇到的

实际问题撰写而成，希望能够让所有行业人员从中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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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害生物管控

1.1 概述

 对有害生物的管控是生物安全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经常会被忽视

 为防止致病菌侵入猪场，必须对啮齿类动物、鸟类、昆虫等进行控制，并清除杂草

 根据猪场有害生物的现实情况，制定相应的防害计划

 对场区有害生物的现存情况以及用于防害的产品的使用情况进行调查和记录

 用设诱饵的方法控制和消除啮齿类动物

 制定放置捕鼠器和诱饵的定位草图

 设置防鼠网防止鸟类进入生产区

 防鼠和灭鼠装置所放置的位置要避免对儿童、员工和其它动物造成伤害

 必须使用特定的杀虫制剂控制蚊蝇类有害生物

 保持猪场清洁，清除垃圾、废弃物和污染物

1.2 啮齿类动物防控

在猪业生产中鼠类被认定为有害生物，出现在世界各地，可以存活在地窖、下水

道、垃圾箱、公园、仓库等处，在牧场尤为可见。鼠类不仅会对生产物资和设施设备

造成严重的损害，而且还会携带和传播给牧场牲畜和人员致命的病菌。对啮齿类动物，

尤其鼠类防控的重要性常常被低估。在过去欧洲爆发口蹄疫和猪瘟时，除了其它传播

媒介外，鼠类造成的破坏和损失非常大！啮齿类动物对非洲猪瘟在欧洲，特别是当下

在中国的传播是巨大的威胁，必须引起足够的重视！

 辨识出存活或死亡的啮齿类动物

 是否存在鼠粪或鼠类造成的污垢

 墙体和房舍顶部的绝缘材料是否被破坏（鼠类常筑巢处）

 在建筑内外活动的轨迹

 地道、鼠洞活动迹象

 用紫外线灯照射查看是否存在鼠粪和鼠尿

棕鼠、黑鼠和家鼠是同类鼠中在城乡地区危害最大的啮齿类动物。

1.3 鼠类生物学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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棕鼠 黑鼠 家鼠

体重（克） 100 - 500 100- 300 17 - 36

体长（厘米） 18 - 28 15 - 24 up to 11

繁殖力 全年均可繁殖

性成熟 3-4 个月 3-4 个月 1-2 个月

年产窝数 高达 7 窝 高达 7 窝 高达 10 窝

每窝幼仔数 4-8 只

妊娠期 大约 3 周

预期寿命 12-24 个月

自然行为 善于攀爬、游水和潜水；

存活在建筑内外区域和下

水道里；地下巢居

善于攀爬；

存活在建筑内

不建土巢；能攀爬；

不喜水；建筑内外均

可存活

觅食力 杂 食 ； 一 旦 适 应 觅 食 场

地，总会反复出现

杂 食 ， 喜 草 本 食

物 ； 觅 食 地 点 不

固定

杂 食 ， 偏 好 草 本 食

物 ； 觅 食 地 点 不 固

定，不定时出现在觅

食点

活动时间 昼伏夜出
引自 Table 1 Source: BMEL, 2018

1.4 防控啮齿类动物的原因

1.4.1 啮齿类动物携带致病菌，传播疫病，是养猪业的重大隐患

约有 100 种疾病可以由啮齿动物传染给人类和其它动物，其中涉及：

疾病 媒介物 涉及的啮齿类动物

非洲猪瘟 病毒 大鼠

猪瘟 病毒 大鼠

斑疹伤寒 沙门氏菌属 大鼠

博氏菌病 细菌 大鼠

脑心肌炎 病毒 大鼠、小家鼠

钩端螺旋体 细菌 大鼠、小家鼠

伪狂犬 病毒 大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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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门氏菌 细菌 大鼠、小家鼠

猪痢疾 细菌 大鼠、小家鼠

猪丹毒 细菌 大鼠

弓形体 原生动物 多种啮齿类动物

旋毛虫病 线虫类 大鼠

汉坦病毒感染 病毒 小家鼠
引自 Figure 1 Source: PIH-107, 2010, fc 2019

此外，大鼠和小家鼠还会传播寄生虫，如蜱虫、跳蚤和绦虫类。

1.4.2 传播或加速疾病的传播

1.4.3 会吸引其它动物聚集（啮齿类动物会被其它动物捕食），造成更大的损失

1.5 管控啮齿类动物的措施

1.5.1 环境卫生

• 清除建筑周围的植物

• 清洁和清除所有垃圾、废物和污染物

• 定期修短草坪

• 寻找草坪上的鼠洞，放置诱饵

1.5.2 猪场建筑防鼠措施

 具备防止鼠类进入猪场的措施

 封闭孔洞、裂缝，改善建筑物周围环境

 人员进出时关闭好所有的门、窗和入口

 在建筑四周铺筑至少 50cm 宽的碎石道

1.5.3 减少数量的措施：捕鼠夹

 在墙壁角落、黑暗的地方贴墙设置捕鼠夹（鼠类喜欢躲藏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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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 Figure 2 Source: PIH-107, 2010

1.5.4 使用灭鼠剂

 持续使用毒饵  安全的灭鼠方法

 有效降低数量

 在建筑物内外均放置毒饵

 每月检查毒饵的消耗情况

 更换不同种类的毒饵可保持毒饵的诱食效果

活性成分：抗凝血剂可抑制血液凝结

第一代抗凝血药：华法林、杀鼠醚、氯鼠酮等，啮齿类动物必须连续多次采食才

能起效。

优点 缺点

采食后几天即会死亡，与继后的啮齿类动

物采食的诱饵无关

啮齿类动物可以对诱饵成分产生抵抗力

第二代抗凝血药：溴敌隆和鼠得克、大隆、氟鼠酮和噻鼠酮，在第一次采食后即

可有效灭杀啮齿类动物。

如果啮齿类动物对第一代抗凝血药产生了遗传抗性，则有必要使用第二代抗凝血

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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含抗凝剂成分的毒饵需要放置在封闭的诱饵盒内。如此，非目标动物不会受到灭

鼠剂的负面影响，甚至被灭鼠剂毒死。

引自 Figure 3 Source BMEL,2018

1.5.5 猫狗管控

针对生物安全来说猫和狗在养殖场中属于高风险动物，因此不能在场中饲养。而

且，啮齿类动物会很快适应如猫狗等捕食者的存在，所以靠猫狗来减少鼠类的措施无

法实现。

2 运输

2.1 概述

进入猪场的各种运输工具都存在将疫病带入猪场的很高风险。因此，运输频率必

须降至最低，即料车、设备或精液配送车辆驶抵猪场每周不能超过两次，私人车辆驶

抵猪场的频率同样要控制在最低限度。

在运输车辆接近猪场之前，必须有效清洗和消毒！另外，还要留足停滞隔离时间。

一般来说，无论运输车还是私家车，驶近猪场前必须彻底清洗清洁，之后再进行

有效消毒（要达到应有的消毒效果，清洗清洁起决定作用），并且消毒后必须停滞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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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以上方可驶抵猪场，因为性能优异的消毒制剂均有其起效时间，对此必须严格执

行。

任何设备或精液配送都要中转，绝不可直接送入猪场。要设置带紫外线杀菌灯的

特殊仓储点，用于物品消毒和夜间隔离使用。

因不能确准外来的猪只运输车辆事前经过或抵达过何处，因而这些车辆绝不可直

接接近场区。必须用猪场自有运输车辆将猪只运至有特殊标识的特定的转运区域，转

载到外来车辆上运走。

2.2 饲料配送

 建议：周一 开始配送饲料

 先给高端种猪场配送，如原种场和公猪站

 然后给种猪培育场和其它养殖场配送，如育肥场

 如果可以实现，每周只送一次

 经一周配送运输后，周六清洗和消毒饲料运输车（推荐使用德国官方泡沫制剂：

Menno 污离清洗剂（1%浓度）、外特（1%）或帝赞消毒剂（2-4%））

 运输车首先需要清洗清洁后消毒，否则消毒只会徒劳并伤财

 周日：运输车停驶一天！

 如此预估，猪场料库要达到至少可储存 10 天的存料量

2.3 猪只运输车辆处理

 首先确保使用猪场自有车辆运输猪只

 在给客户运输猪只后，必须彻底有效地清洗消毒车辆，随后停滞 24 小时后方可

再驶往猪场装载要销售给客户的猪只

 每次运输后直接清洗车辆，先内后外，彻底清洗清洁

 使用高压冲洗设备（＞100 bar）和热水进行清洗

 使用碱性清洗剂

 先清洗后消毒，消毒时同样先内后外，每次均必须按此顺序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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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驾驶员不可进入圈舍，并且，在没有穿戴好防疫服和工作靴或鞋套前不得踏出

驾驶室！！！同样，场内工作人员也不可接触运输车！

 如将猪只运抵客户猪场，必须使用客户猪场的设备和工具卸载猪只，并且使用

后留在客户猪场

 猪只装载完毕后，用免手洗消毒凝胶消毒双手

 准备两双工作鞋（防疫靴）

o 其中一双下车前穿好，之后才能下车，另外一双进入装猪台区域时穿好

o 每次使用完后均需清洗和消毒

 司机不得携带任何食物（高风险）

3 人员把控

3.1 客户来访时

 外来车辆不得停放在场区附近

 要在远离场区的办公室接待客户，之后乘坐猪场自有车辆抵达场区选猪

 来访客户在远离场区的办公室用洗手液洗手，然后用消毒液消毒，让客户穿

戴一次性鞋套（2 层）和一次性隔离服。乘坐指定车辆到场区后，再次用洗

手液洗手和消毒，脱下外层鞋套，保留里面一层鞋套后才能进入展厅选猪

 客户不能在场内就餐

 猪场附近清除潜在细菌

3.2 工作靴/鞋消毒

 火碱对工作靴/鞋有很强的腐蚀性，如果靴/鞋有漏洞，还会强烈腐蚀脚部皮肤

 推荐使用德国 Menno 外特（1%浓度）或帝赞消毒剂（2-4%）消毒工作靴/鞋，

消毒盆内混合液深度为至少 5 厘米，每次消毒需停留 2 分钟，每天更换消毒混

合液

 消毒前靴/鞋必须清洁干净，否则根本达不到消毒效果

 每天定时更换消毒混合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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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员工必须遵循的制度

 人员流动降至最低

 场内不得存放私家车（例如摩托车）

 在场区外设定一个安全的停车区停放车辆

 人员外出回场时必须遵循以下特殊规定：

 进入生产污区（即进入场区）前必须沐浴

 进入净区（即生产区）前必须再次沐浴

 必须清洗头发！！！

 使用洗发水和沐浴露

 只在厕所如厕

 用洗手液洗手，不要用肥皂，否则会增加交叉感染的机率

 外出返回的员工必须隔离 24 小时

 进入职工餐厅时：

 饭前洗手

 饭后用消毒剂洗手

 所有外来食物均会造成潜在风险

3.3.1 工作靴清洗和消毒

在进入生产区之前和之后均必须清洗和消毒工作靴。

3.3.2 双手清洗和消毒 1

在进入生产区之前和之后均必须清洁和消毒双手。

3.3.3 双手清洗和消毒 2

如厕后必须洗手人体粪便：传播疫病风险高。

3.3.4 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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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走硬化修整过的道路。

3.3.5 人员食物配送

进入生产区时，不允许携带任何外来食物。

3.3.6 来访人员

 来访人员进场必须登记

 尽最大可能减少来访人员和来访车辆数量

 检查来访人员随带物品并消毒（尤其需注意是否携带食品），避免因此导致的

任何潜在风险

4 清洗清洁和消毒

4.1 生产圈舍清洗清洁和消毒六步法

第一步：人工清除剩余饲料和粪污

第二步：用水进行粗略预清洗

第三步：浸泡

第四步：用高压设备和热水彻底清洗清洁

第五步：干燥处理

第六步：圈舍消毒

疫病预防和生物安全尽管复杂，但属于猪场经营的根本环节，始于清洗清洁和消

毒，同时必须持续落实疫苗接种和药物治疗工作。

4.1.1 第一步：清除剩余饲料和粪污

 人工清除生产圈舍内的剩余饲料和块状粪便等粪污

 猪只转群后立刻着手清除

 清除沉渣、粪污、灰渍和剩余饲料

 清除生产圈舍中的垃圾和废弃物

 检查并修复电力设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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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2 第二步：预清洗

 用水进行清洗即可

 使用温水效果更好

4.1.3 第三步：浸泡

 使用特殊浸湿液或清洗剂（必须是碱性，如德国污离清洗剂）粉碎清除蛋白质

和脂肪残留物

 只浸湿 60 分钟内可有效清洁的物品和设施设备等

 舍顶和墙壁也必须清洁

只有事先落实了有效的清洗清洁措施，除去了因有机污染物造成的油脂膜和物体

表面的微小气泡，即去除了肉眼不能看到的潜在污染物之后，才能确保消毒效果，否

则只会徒劳和伤财。

4.1.4 第四步：彻底清洗圈舍

 切不可暂等时日，必须立刻清洗!

 消毒效果的 99%取决于消毒前清洗清洁工作是否有效落实

 如有条件，请用温水清洗

 用高压水枪和足够温水清洗要消毒的各处及各类物品

 还要清洗办公室、办公区，生产圈舍门前的地面以及属于生产使用的所有房舍

 暂不用清洗圈舍集粪沟

 清洗水管

 清洗料管

 清洗料塔内部，清除残料

 舍顶和墙壁也必须清洗清洁

 最后把粪污和其它混合物从圈舍集粪沟中排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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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5 第五步：干燥处理

 清洁后，墙壁等混凝土表面必须干燥（必须达到原色效果），否则消毒剂溶液在

消毒处表面会被残留的水分继续稀释而达不到应有的消毒效果。

 干燥处理方法：1、关闭门窗，确保通风，空置一夜；2、特殊气候条件或天气

下，关闭门窗加温干燥处理

4.1.6 第六步：圈舍消毒

 开始消毒前，圈舍一定要确保已完全干燥

 不要使用含醛或戊二醛的消毒剂，因为此类消毒剂在室温低于 20 度时失效！

 要使用甲酚类消毒剂进行消毒，因其有效性不受温度影响（如德国外特消毒剂

或帝赞专利消毒剂）

 要采用泡沫式消毒方法！不要采用喷雾式消毒，因为因此产生的气溶胶对牲畜

和人体健康有很大的损害，而且消毒雾滴尺寸不一，消毒液难以附着在消毒物

体表面，很难达到应有的消毒效果。

 正确计算用量提示：德国外特或帝赞泡沫消毒剂混合液用量约 0.4 升/m²

 简单的数学公式 0.4x0.01 =0.004 升需要 4 毫升/m² 消毒剂原液即能获得

1％的泡沫混合溶液

 配比 2％的混合溶液，需要 8 毫升/m² 德国外特或帝赞消毒剂原液

注意：配比浓度不足时消毒无效，而且会阻碍最终的消毒杀菌效果！！！

 要对包括圈舍墙壁、地面、栏位、设施设备、工具、工作靴、运输车辆等进行

消毒

 预估计算圈舍需消毒面积的方法：

 分娩舍：2.5 x 地面面积

 其它猪舍：2 x 地面面积

 也可以通过测量所有的地面、栏位、墙壁、舍顶等来计算精确的消毒面积

4.2 猪只驱赶通道

 转栏后必须直接清洗驱赶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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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在干燥处理后再消毒才能达到应有效果

 每天早上驱赶猪只前必须进行清洗消毒: 因为很难准确获知夜间发生了什么！！

4.3 猪只运输车辆清洗清洁和消毒

 清除所有粪便和垫料

 用专业的清洗剂浸泡（如德国污离泡沫清洗剂）

 与冷水清洗清洁相比，用热水进行高压清洗更有效

 使用合适的、产生泡沫状混合液的消毒剂进行消毒

 干燥后再进行消毒，必须确保使用低温时不影响效果的消毒制剂

 人工清除装卸区粪污

 根据专业的清洗剂使用说明书进行车辆内、外部清洗清洁操作

 在清洗剂干燥前进行下一步操作

 要按从上向下的顺序清洗清洁，高压冲洗，包括运输车辆升降台、车门、挡猪

板、扫帚、铲子和使用的箱子或盒子等

 运输车辆所有部位均需消毒

 清洁和消毒驾驶室，确保驾驶室的踏板和地面清洁

 穿上新的鞋套后清洁驾驶室，如方向盘、门把手和仪表盘等

5 饲喂营养安全

5.1 概述

 必须避免接触任何种类的细菌，并定期进行监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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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必须密切关注整个饲料供应链，即从原料的储存到饲料加工，从饲料运输到猪

场内部饲喂系统中的每一个环节！

 饲喂液态料也必须注意饲喂系统的清洁卫生，否则料线内部会形成生物膜，成

为不同细菌滋生的营养液

 水质是养猪营养环节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必须定期检查！

5.2 料塔区域管理

 料塔区域在任何时候都必须保持洁净

 否则会引起沙门氏菌感染

 在此区域也必须持续落实灭鼠等消灭啮齿类动物的有效措施

5.3 圈舍内部饲喂卫生

 调整饲喂器开关，确保猪只可以一次性采食完毕，不遗留残料

 料槽内的残料会导致滋生微生物和细菌（如造成腹泻）

 恶劣的营养卫生条件会影响饲料摄入量和日增重

 降低饲料损失率和经营效益之间存在必然关系

5.4 饮水系统卫生

 确保水质和水管卫生

 尤其是如果采用自掘井水，必须每年进行 2 次水质检测！（化学、物理和细菌学

均证明采用井水的风险：沙门氏菌！）

 高锰、亚硝酸盐和硝酸盐含量过高会导致猪只拒绝饮水和发育不良

 落实杀菌措施（饮用水消毒、水处理、氯化、酸化等）

 注意：使用的杀菌消毒用品必须已得到了官方的审批认可！!

 饮水系统必须可以随时清洗

 饮水系统卫生还取决于饮水设备的维护和保养效果

 长形水槽需要在饲喂后用类似德国 aqua level 的检查仪检查其供水水位是否正常

 料槽里面的剩料必须清除，以便确保所有猪只饮水不受影响

 猪只更喜欢用饮水碗饮水，摄入水量会更大，必须每天检查和清理饮水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