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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非洲猪瘟是严重危害生猪养殖业的疫病之一。目前，既

没有安全有效的预防用疫苗，也无有效的治疗药物。疫情发

生后只能采取扑杀发病和感染猪的措施，以消灭传染源。养

猪场户可以通过实施严格的生物安全措施来切断病毒传播

途径，阻止疫情发生。为指导中、小养猪场户做好非洲猪瘟

防控，制定本技术指南，供相关人员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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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目的 

非洲猪瘟是严重危害生猪养殖业的疫病之一。目前，既没有安全

有效的预防用疫苗，也无有效的治疗药物。疫情发生后只能采取扑杀

发病和感染猪的措施，以消灭传染源；而未发生的养猪场户可以通过

实施生物安全措施加以防控。本指南旨在为中、小养殖场户做好非洲

猪瘟防控工作提供技术指导。 

2.非洲猪瘟概述 

非洲猪瘟是由非洲猪瘟病毒引起的一种急性、热性、高度接触性

动物传染病，发病率和病死率可高达 100%。猪（包括家猪和野猪）

是非洲猪瘟病毒唯一的易感宿主，且无明显品种、日龄和性别差异，

没有证据显示其它哺乳动物能感染该病。 

2.1 病毒特性 

非洲猪瘟病毒在低温条件下保持稳定，4℃时可存活 150 天以上， 

-20℃以下可存活数年；病毒在 25-37℃时可存活数周，但对高温抵抗

力不强，56℃、70 分钟或 60℃、20 分钟，可被灭活，100℃时可迅

速被杀灭。 

非洲猪瘟病毒耐酸碱，能够在很广的 pH 范围内存活。在 pH 1.9- 

13.4 时能存活 2 小时以上。在 pH<3.9（强酸性环境）或 pH>11.5（强

碱性环境）的无血清介质中能很快被灭活。但在有血清存在时，其抵

抗力显著提高，如在 pH13.4（强碱性环境）中无血清情况下只能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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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 21 小时，而有血清存在时则可存活 7 天。 

在自然条件下，非洲猪瘟病毒可以长时间保持感染性。在病猪粪

便中可存活数周；在未经熟制的带骨肉、香肠、烟熏肉制品等中可存

活 3-6 个月甚至更长时间；在冷冻肉中可存活数年；在餐厨剩余物（泔

水）中存活时间较长。 

非洲猪瘟病毒粒子表面有囊膜，对乙醚、氯仿等有机溶剂敏感，

常规消毒剂如氢氧化钠、次氯酸盐、醛类制剂等均可灭活病毒。 

2.2 传染源与传播途径  

2.2.1 传染源 

发病猪和带毒猪是非洲猪瘟的主要传染源。发病猪的组织、体液

和分泌物中含有高滴度的病毒，经唾液、泪液、鼻腔分泌物、尿液、

粪便和生殖道分泌物排出体外。感染猪的猪肉产品，被病毒污染的饲

料、饮水、泔水、栏舍、车辆、器具、鞋靴、衣物等也能够携带病毒，

间接感染健康猪。 

2.2.2 传播途径 

非洲猪瘟是高度接触性传染病，经口（消化道）是主要感染途径，

发病猪舍内由气溶胶可短距离经呼吸道感染。主要通过猪只的直接接

触、间接接触、饲喂被污染的饲料和吸血昆虫叮咬而传播。当前，我

国非洲猪瘟的主要传播途径是：污染的车辆与人员机械性带毒进入养

殖场户、喂猪餐厨废弃物、感染的生猪及其猪肉产品调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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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临床症状与病理变化  

2.3.1临床症状 

依临床症状和病程长短，可分为最急性型、急性型、亚急性型和

慢性型。 

最急性型：无明显临床症状突然死亡。 

急性型：体温可高达42℃，沉郁，厌食，耳、四肢、腹部皮肤有

出血点，可视黏膜潮红、发绀。眼、鼻有黏性或脓性分泌物；呕吐；

便秘，粪便表面有血液和黏液覆盖；或腹泻，粪便带血。共济失调或

步态僵直，呼吸困难，病程延长则出现其他神经症状。妊娠母猪流产。 

病死率可达100％。病程４-10天。 

亚急性型：症状与急性相同，但病情较轻，病死率较低。体温波

动无规律，一般高于40.5℃。仔猪病死率较高。病程５-30天。 

慢性型：波状热，呼吸困难，湿咳。消瘦或发育迟缓，体弱，毛

色暗淡。关节肿胀，皮肤溃疡。死亡率低。病程２-15个月。 

2.3.2 病理变化 

最急性型病例可能无明显的病理变化。 

急性型和亚急性型病例的典型病理变化，包括浆膜表面充血、出

血，肾脏、肺脏表面有出血点，心内膜和心外膜有大量出血点，胃、

肠道黏膜弥漫性出血；胆囊、膀胱出血；肺脏肿大，切面流出泡沫性

液体，气管内有血性泡沫样黏液；脾脏肿大，易碎，呈暗红色至黑色，

表面有出血点，边缘钝圆，有时出现边缘梗死。颌下淋巴结和腹腔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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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结肿大，严重出血。 

慢性型主要引起呼吸道的变化，病变为纤维素性胸膜肺炎，肺干

酪样坏死；纤维性心包炎、心外膜炎以及关节炎；有时可见肾脏、皮

肤点状出血、坏死；母猪流产，流产胎儿全身水肿，皮肤、心肌、肝

脏和胎盘可见点状出血。 

3.风险评估 

猪场风险评估是指对病原传入猪场并在场内传播的各种潜在风

险因素进行评估，识别关键风险点，确定风险等级，从而采取相应防

控措施。主要内容包括：定期调查了解猪场周边社会和自然环境、疫

情发生状况，结合猪场生物安全条件，对病毒可能的传入途径进行系

统分析，发现生物安全关键风险点，确定风险等级，制定实施有针对

性的防控措施。 

3.1 周边环境 

3.1.1 高风险场所 

屠宰场、病死动物无害化处理场、粪污消纳点、农贸交易市场、

其它动物养殖场户、垃圾处理场、车辆洗消场所及动物诊疗场所等均

为生物安全高风险场所。养殖场周边高风险场点多、场区布局不合理、

防疫条件差，贩运人员多、防疫意识差，车辆清洗消毒不彻底，病毒

传入风险越高。 

3.1.2 周围养殖状况 



5 

 

实地查看并统计 0-3 千米、3-10 千米范围内猪场数量和猪只存栏

量，养殖场周边养殖场户多、距离近、密度大、自然隔离条件差，交

通道路交叉，病毒传入风险越高。 

3.1.3 周边疫情 

养殖场周边疫情越重，如猪场处在下风方向、河流下游等，病毒

传入风险越高。 

3.2 地理位置 

猪场所处地势较低，猪场离公共道路越近，周边公共道路交叉越

多，与城镇居民区等人口密集区距离越近，病毒传入风险越高。 

3.3 关键风险点 

3.3.1 餐厨废弃物（泔水） 

使用餐厨废弃物（泔水）喂猪，或养殖人员接触外部生肉或参与

餐饮活动后，未经淋浴和消毒就接触生猪，是小型养殖场户病毒传入

的主要途径之一。 

3.3.2 车辆 

外来车辆，或者去过高风险场所的本场车辆，未经彻底清洗消毒

进入养殖场，是病毒传入的主要途径之一。车辆包括：运猪车（正常

猪、淘汰猪）、饲料车、物资车辆、拉粪车、无害化处理车辆、私人

车辆等。 

3.3.3 猪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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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进处于潜伏期的生猪、带毒精液或本交配种时，病毒可传入。 

已挑选出售的生猪因各种原因返回猪场继续饲养，接触被病毒污

染的车辆、人员、物品并感染，是病毒传入的重要途径。 

3.3.4 人员 

外来人员，或者去过高风险场所的猪场人员，返回后未更换衣服

/鞋并严格消毒进入养殖场，是病毒传入的重要途径。包括：生猪贩

运/承运人员、车辆司机、保险理赔人员、兽医及技术顾问、兽药/饲

料销售人员、猪场采购人员、外出员工和外来机械维修人员等。 

3.3.5 水源 

病毒污染的河流、水源可传播病毒，特别是当周边有丢弃死猪的

现象存在时，水体被污染的可能性很大，可导致病毒传入。 

3.3.6 风险动物及生物媒介 

在病毒高污染地区、养殖密集区，养殖场内的犬、猫、禽、蜱、

蚊蝇和场外环境中的啮齿动物、鸟等，可能携带病毒并机械传入。 

养殖场周边有野猪活动并携带病毒，可导致病毒传入。 

3.3.7 饲料 

使用自配料的养殖场饲料原料被污染，或使用成品料的养殖场其

饲料中含有受污染的猪源成份（肉骨粉、血粉、肠黏膜蛋白粉等），

可导致病毒传入。 

3.3.8 其它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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食材、日用物品、兽药、疫苗等其它入场物资，如外包装被病毒

污染，未经消毒就进入养殖场，也可导致病毒传入。严禁携带任何种

类的外来猪肉制品进入本场。 

4.生物安全管理措施 

猪场生物安全是指生猪养殖过程中，为了防止或是阻断病原体侵

入、侵袭猪群，保证猪群健康与安全而采取的一系列预防和控制疫病

的综合性技术与管理措施。 

4.1 场内布局 

4.1.1 围墙 

建设环绕猪场的实体围墙或隔离设施（如铁丝网、围栏），与周

围环境有效隔离，围墙不能有缺口，有条件的可在围墙或隔离设施外

深挖防疫沟。 

4.1.2 大门 

猪场采用密闭式大门，设置“限制进入”等明显标识。有条件的

猪场，在门岗处设置入场洗澡间，洗澡间布局须洁净区、污染区分开，

从外向内单向流动，洗澡间须有存储场外人员衣物的柜子；门岗设置

物资消毒间，消毒间设置净区、污区，可采用多层镂空架子隔开，物

资由场外进入消毒间，消毒后转移至场内；门岗设置全车洗消的设施

设备，包括消毒池、消毒机、清洗设备及喷淋装置等。猪场可根据实

际购买不同类型设施，但必须满足考虑车辆消毒、人员更衣换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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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去外包装消毒等功能。 

4.1.3 分区管理 

有条件的猪场，应适当划分办公区/生活区、生产区/隔离区，即

人员办公生活场所与猪群饲养（含隔离）场所分开。如无条件的猪场，

也应根据猪群生长阶段，分群饲养在不同的猪舍。 

4.1.4 洁净区与污染区 

洁净区与污染区是相对的概念，生物安全级别高的区域为相对的

洁净区，生物安全级别低的区域为相对的污染区。在猪场的生物安全

金字塔中，公猪舍、分娩舍、配怀舍、保育舍、育肥舍和出猪台的生

物安全等级依次降低。猪只和人员须从生物安全级别高的地方到生物

安全级别低的地方单向流动，严禁逆向流动。尽管各个猪场实际情况

不同，但遵循相同的原则，生产区人员流向要做到先健康猪群后发病

猪群、先小日龄猪群后大日龄猪群、先洁净区后污染区。最好专人管

理单一猪舍，避免病原交叉传播。 

4.2 猪群管理 

4.2.1 禁止场外散养或放养 

严禁传统的场外散养和放养模式，防止家猪与野猪接触，避免家

猪在外随意采食丢弃的垃圾食物。被居民随意丢弃的垃圾食品等，常

常携带大量致病微生物，接触或采食后，容易导致疫病发生。 

4.2.2 实施“全进全出”管理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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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进全出”模式是指整个猪舍同时进猪，同时出栏的养殖方式，

是猪场饲养管理、减少疫病循环传播的核心。猪场根据饲养单元大小，

确定饲养量，实行同一批次猪同时进、出同一猪舍单元的饲养管理制

度。 

4.2.3 引进猪只的管理 

严格执行引种检测、隔离，坚持自繁自养。引种前需经过非洲猪

瘟等重大动物疫病检测，确认阴性，可进行场外或场内特定区域隔离

检疫，确认安全方可引种。对于只养育肥猪的猪场，全部空栏消毒后

再购入仔猪，并应到非疫区、有良好声誉和信用的正规养猪场，经官

方兽医检疫合格后方可购进，并注意观察入场后健康情况。 

4.2.4 每日临床巡视排查 

做好非洲猪瘟的日常巡视排查，便于早发现、早检测、早扑杀。

养殖场户要加强学习和掌握最基本的非洲猪瘟防控知识，每天进行健

康检查。一旦发现家猪精神不好，厌食，体温升高，皮肤发红等临床

症状，甚至发病、死亡猪只增多的情况，要及时向当地兽医部门报告，

也可采集口腔液、粪便拭子等送检，以便及早采取有效的控制措施。 

4.2.5 重大动物疫病免疫 

养猪场户应当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要求，主动履

行强制免疫责任。要在当地动物疫控机构的指导下，按照科学的免疫

程序，做好生猪口蹄疫、猪瘟等重大疫病的免疫，尤其是春季、秋季

集中免疫工作，做好免疫抗体监测和评估，同时注意补栏补针，预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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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大动物疫病的发生。 

4.2.6 猪只转运管理 

猪只转运一般包括断奶猪转运、淘汰猪转运、育肥猪出栏转运以

及后备猪转运。根据是否自有和可控，将运输车辆分为两类：自有可

控车辆可在猪场出猪间（台）进行猪只转运；非自有车辆不可接近猪

场出猪间（台），由自有车辆将猪只转运到中转站（台）交接。 

4.2.7 售猪管理 

禁止生猪贩运人员、承运人员等外来人员，以及外来拉猪车辆进

入养殖场。 

避免场内外人员交叉。猪场赶猪人员严禁接触出猪间（台）靠近

场外生猪车辆的一侧，外来人员禁止接触出猪间（台）靠近场内一侧。 

售猪前及后，立即对出猪间（台）、停车处、赶猪通道和装猪区

域进行全面清洗消毒。注意：出猪间（台）及附近区域、赶猪通道应

硬化，方便冲洗、消毒，做好防鼠、防雨水倒流等工作。 

4.3 人员管理 

4.3.1 人员入场前注意事项 

人员在进场前 3 天不得去其它猪场、屠宰场、无害化处理场及动

物产品交易场所等生物安全高风险场所。 

4.3.2 人员进入猪场的流程 

根据不同区域生物安全等级进行人员管理，人员遵循单向流动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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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禁止逆向进入生物安全更高级别区域。 

进入办公/生活区域人员，要更换干净消毒过的衣服及鞋靴，洗

手消毒后入场，或有条件洗澡时，要多注意头发及指甲的清洗；携带

物品经消毒后入场，严禁携带偶蹄动物肉制品入场；未经允许，禁止

进入生产区。进入生产区前，人员要在生产区洗澡间洗澡，所携带物

品须经生产区物资消毒间消毒后，方可带入。 

4.3.3 人员进入猪舍的流程 

人员按照规定路线进入各自工作区域，禁止进入未被授权的工作

区域。每栋猪舍入口处都应该放置消毒池（桶）、洗手消毒盆。进出

猪舍前注意洗手，清洗、消毒工作靴。程序是：先刷洗鞋底鞋面污物，

后在脚踏消毒池（桶）浸泡消毒。人员离开生产区，将工作服放置含

有消毒剂桶中浸泡消毒。严禁饲养人员串猪舍。如确需进入，更换工

作服和工作靴。 

4.4 车辆管理 

4.4.1 猪场需要关注并重点管理的车辆 

主要包括外来运猪车、饲料运送车、收集死猪/猪粪车辆、私人

车辆等外部车辆；内部运猪车、拉料车、运死猪/猪粪车等内部车辆。

严禁外部车辆进入场区。 

4.4.2 外来运猪车管理 

外来运猪车，优先选择在畜牧兽医部门登记备案车辆，清洗、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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毒及干燥后，方可接近猪场出猪台或中转站（台）。随后对车辆所经

道路进行彻底消毒。 

4.4.3 饲料运送车管理 

饲料运送车停放在场区外 5-10 米处，对车体和车轮进行消毒；

卸下饲料后，由场内人员对饲料外包装表面消毒。如条件许可，可建

立饲料储备塔，饲料从场外直接输送到料塔。运输车辆不必进入猪场

内。 

4.4.4 内部运猪车管理 

选择场内空间相对独立的地点进行车辆洗消和停放。运猪车使用

完毕后立即到指定地点清洗、消毒及干燥。流程包括：高压冲洗，确

保无表面污物；清洁剂处理有机物；消毒剂喷洒消毒；充分干燥。 

4.4.5 死猪/猪粪运输车管理 

死猪/猪粪运输车专场专用。交接死猪/猪粪时，避免与外部车辆

接触，交接地点距离场区大于 100-200 米。使用后，车辆及时清洗、

消毒及干燥，并消毒车辆所经道路。 

4.5 物资管理 

4.5.1 猪场重点管理的物资 

猪场重点管理物资主要包括食材、生活物资、兽药疫苗、饲料、

设备以及其它入场物资等。 

4.5.2 入场食材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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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场食材的选取上，要求食材生产、流通背景清晰、可控，无

病原污染；偶蹄类动物生鲜及制品禁止入场；蔬菜和瓜果类食材无泥

土、无烂叶，禽类和鱼类食材无血水，经食品消毒剂清洗后入场。 

进入生产区的饭菜，应由猪场厨房提供熟食，生鲜食材禁止进入；

饭菜容器经消毒后进入。 

4.5.3 入场兽药疫苗管理 

严格执行进场消毒，疫苗及有温度要求的药品，拆掉外层纸质包

装，使用消毒剂喷洒或擦拭泡沫保温箱后再转入储存或立即使用。其

它常规药品，拆掉外层包装，经臭氧或熏蒸消毒，转入储存或立即使

用。 

严格按照说明书或规程储存、使用疫苗及药品，做到一猪一针头，

疫苗瓶和注射器等医疗废弃物及时无害化处理。 

4.5.4 饲料管理 

禁止从疫区购买玉米等饲料原料，确保饲料无病原污染。了解购

进的全价饲料是否含有猪源性饲料添加剂，避免饲料中添加猪源性饲

料添加剂，特别是乳猪料。饲料经臭氧或熏蒸消毒后使用，所有饲料

包装袋均与消毒剂充分接触。禁止饲喂餐厨剩余物。 

4.6 污物处理 

4.6.1 猪场污物 

猪场污物主要包括病死猪、粪便、污水、医疗废弃物、餐厨垃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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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及其它生活垃圾等。 

4.6.2 病死猪处理 

猪场死猪、死胎及胎衣严禁出售和随意丢弃，及时清理并放于指

定位置。场内没有条件无害化处理的，需由地方政府相关部门统一收

集进行无害化处理。如无法当日处理，需低温暂存。 

4.6.3 粪便污水处理 

使用干清粪工艺的猪场，要及时将干粪清出，运至粪场，不可与

尿液、污水混合排出；清粪工具、推车等用后及时清洗、消毒；使用

水泡粪工艺的猪场，及时清扫猪粪至漏缝下的粪池。猪场的贮粪场所，

应位于下风向或侧风向，贮粪场所要有防雨、防渗、防溢流措施，避

免污染地下水。在粪便收集、运输过程中，应采取防遗撒、防渗漏等

措施。 

应做到雨水、污水的分流排放，污水应采用暗沟或地下管道排入

粪污处理区。 

4.6.4 餐厨垃圾处理 

餐厨垃圾每日清理，严禁用于饲喂猪只。 

4.6.5 医疗废弃物处理 

猪场医疗废弃物包括用过的针管、针头、药瓶等，须放入有固定

材料制成的防刺破的安全收集容器内，不得与生活垃圾混合；严禁重

复使用。可按照国家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进行焚烧、消毒后集中填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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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由专业机构统一收集处理。 

4.6.6 生活垃圾处理 

生活垃圾应源头减量，严格限制使用不可回收或对环境高风险的

生活物品；场内设置垃圾固定收集点，明确标识，分类放置；垃圾收

集、贮存、运输及处置等过程须防扬散、流失及渗漏。生活垃圾按照

国家法律法规及技术规范进行焚烧、深埋或由地方政府统一收集处

理。 

4.7 风险动物控制 

4.7.1 猪场外围风险动物控制 

了解猪场所处环境中是否有野猪等野生动物，发现后及时驱赶；

选用密闭式大门，日常保持关闭状态，只留大门口、出猪台、粪尿池

等与外界连通；保持猪场外实体围墙或隔离设施完整，定期巡视，发

现漏洞及时修补；场内禁止饲养宠物；发现野生动物，应及时驱赶和

捕捉；禁止种植攀墙植物。 

4.7.2 防鼠、防鸟措施 

鼠类和鸟类携带非洲猪瘟病毒，机械传播该病的可能性较大，可

在鼠出没处每 6-8 米设立投饵站，投放慢性杀鼠药，或在猪舍外 3-5

米，可铺设尖锐的碎石子（2-3 厘米宽）隔离带，防止鼠等接近猪舍；

或实体围墙或隔离设施底部安装 1 米高光滑铁皮用作挡鼠板，挡鼠板

与围墙压紧无缝隙。在通风口、排污口安装高密度铁丝网，侧窗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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纱网，防止鸟类进入。 

4.7.3 猪舍内节肢动物控制 

防止节肢动物通过机械带毒传播非洲猪瘟病毒。可在猪舍内悬挂

捕蝇灯和粘蝇贴，定期喷洒杀虫剂；猪舍内缝隙、孔洞是蜱虫的藏匿

地，可向内喷洒杀蜱药物（如菊酯类、脒基类），并用水泥填充抹平。 

5.清洁与消毒 

5.1 洗消试剂 

5.2.1 消毒剂的选择 

消毒剂应选择能够快速发挥作用，且无毒、不受环境因素影响的

消毒剂，并且尽可能杀灭各种微生物，包括细菌、病毒和真菌等。有

囊膜病毒在宿主体外不太稳定，非洲猪瘟病毒属于有囊膜的病毒，很

多消毒剂均可可杀灭。常用的消毒剂有碱类、醛类、氧化物类、卤素

类、酚类、季铵盐类等，见（表 1）。 

表 1 非洲猪瘟防控工作中常用的消毒剂及消毒对象* 

应用范围 推荐消毒剂 

道路、车辆 

 

生产线道路、疫区及疫点

道路 

氢氧化钠、氢氧化钙 

车辆及运输工具 酚类、戊二醛类、季铵盐类、复方含碘

类（碘、磷酸、硫酸复合物） 

生产、加工 大门口及更衣室消毒池、 氢氧化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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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 脚踏池 

畜舍建筑物、围栏、木质

结构、水泥表面、地面 

氢氧化钠、酚类、戊二醛类、二氧化氯

类 

生产、加工设备及器具 季铵盐类、复方含碘类（碘、磷酸、硫

酸复合物）、过硫酸氢钾类 

环境及空气消毒 过硫酸氢钾类、二氧化氯类 

饮水消毒 季铵盐类、过硫酸氢钾类、二氧化氯类、

含氯类 

人员皮肤消毒 含碘类 

衣、帽、鞋等可能被污染

的物品 

过硫酸氢钾类 

办公、生活

区 

疫区范围内办公、饲养人

员的宿舍、公共食堂等场

所 

二氧化氯类、过硫酸氢钾类、含氯类 

人员、衣物 隔离服、胶鞋等，进出人

员 

过硫酸氢钾类 

注：①氢氧化钠、氢氧化钙消毒剂，可采用 1%工作浓度；②戊二醛类、季铵盐

类、酚类、二氧化氯类消毒剂，可参考说明书标明的工作浓度使用，饮水消毒工

作浓度除外；③含碘类、含氯类、过硫酸氢钾类消毒剂，可参考说明书标明的工

作浓度使用。 

*来源：《关于在非洲猪瘟防控工作中做好消毒剂选择工作的通知》（农牧便函

〔2019〕735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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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2 消毒方式的选择 

常见消毒方式有喷洒、浸泡、喷雾、冲洗、熏蒸等。针对动物、

器具、物品或是环境等不同的消毒对象要选择不同的消毒方式和消毒

剂，例如喷洒、喷雾多用于圈舍、场地、墙面的消毒；浸泡多用于器

具、衣物等物品的消毒；熏蒸多用于密闭环境的消毒；氢氧化钠等碱

类消毒剂虽然有很强的杀灭病原微生物的能力，但其腐蚀性和刺激性

极强，不能用于带猪消毒等。 

5.2.3.消毒剂的合理使用 

选择和使用正规合格的消毒剂。 

减少影响因素：用清洁剂进行机械清洁，确保去除蛋白质，同时

保持消毒对象比较干燥。 

合理配置浓度：化学消毒剂浓度太低不能消除病原微生物，反之

如过高则可能对消毒对象产生明显的破坏或腐蚀作用，只有达到规定

的浓度才有消毒效果。 

严格作用时间：有的消毒剂杀菌作用快速，有的则较慢，不同的

消毒剂和消毒对象需要不同的作用时间，要保证消毒有效必须保证消

毒剂与消毒对象有充分的接触时间。 

坚持现配现用：多数化学消毒剂不稳定，特别是遇水稀释后，更

易分解，必须现配现用，不可配置过久后使用。 

5.2.4 消毒的注意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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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毒时可使用两种以上不同的消毒剂，但应避免同时使用酸性和

碱性消毒剂，若先用酸性消毒剂，应待酸性消毒剂挥发或冲洗后再用

碱性消毒剂，反之亦然。 

坚持定期消毒：一般的预防消毒每周需进行 2-3 次。周边有疫情

发生时，应每天进行消毒。 

全场消毒：场内使用的器械、工具、车辆、粪污处理场所等均在

消毒范围之内。 

按照从里到外，即由猪舍内到猪舍外、生活区再到场区外的顺序，

渐次消毒，防止交叉污染。 

在低温环境条件下，可以适当加入氯化钠、甘油或其它防冻剂以

防止消毒剂结冰。 

5.2 猪场清洁 

每日清理栏舍内粪便和垃圾，禁止长期堆积；随时清理蛛网；及

时清扫猪舍散落的饲料；及时移出病死猪，放置和转运过程保持尸体

完整，禁止剖检，及时对病死猪所经道路及存放处进行清洁、消毒。

做好猪舍卫生管理，杜绝卫生死角。同时注意及时清洁厨房并处理餐

厨垃圾，防止其它动物食用。  

5.3 栏舍洗消 

5.3.1 栏舍的清洗 

产房、保育、育肥的栏舍要执行“全进全出”的原则，完全空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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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再统一清洗和消毒。 

清扫和清理：将可移动的器具全部移出舍外进行冲洗。水泡粪系

统的猪舍，应将池内粪水清空，干清粪系统将干粪便清理推走。 

喷雾浸润：使用低压或雾化喷枪打湿地面、栏体、墙面和屋顶等，

要达到完全浸润的状态。浸润后使用泡沫枪将舍内使用清洁剂喷一

遍。 

高压冲洗：在高压冲洗时最好使用热水冲洗，选择从上到下、从

前到后的顺序进行。 

5.3.2 栏舍的消毒 

可使用醛类、过氧化物类等消毒剂对栏舍进行全方位喷雾消毒。

第一次消毒后 1 小时进行干燥处理，然后更换消毒剂再次喷雾消毒。 

两次喷雾消毒后，对于相对密闭栋舍，还可使用消毒剂密闭熏蒸，

熏蒸后通风。熏蒸时注意做好人员防护。例如，空间较小时，可使用

高锰酸钾与福尔马林混合，或使用其它烟熏消毒剂熏蒸栋舍，密闭

24-48 小时；空间较大时，可使用臭氧等熏蒸栋舍，密闭 12 小时。 

有条件的，可在彻底干燥后对地面、墙面、金属栏杆等耐高温场

所，进行火焰消毒。火焰消毒应缓慢进行，光滑物体表面停留 3-5 秒

为宜，粗糙物体表面适当延长火焰消毒时间。 

5.4 环境消毒 

5.4.1 场内环境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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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期进行全场环境消毒，必要时提高消毒频次。 

办公/生活区的屋顶、墙面、地面用醛类或氯制剂等喷洒消毒。 

场区或院落地面：喷洒醛类、碱类等溶液消毒或是石灰浆白化。

白化时可选择 20%石灰乳与 2%氢氧化钠溶液制成碱石灰混悬液，对

死猪暂存间、饲料存放间、出猪间（台）、场区道路、栏杆、墙面、

粪尿沟和粪尿池进行粉刷。粉刷应做到墙角、缝隙不留死角。每间隔

2 天进行 1 次粉刷，至少粉刷 3 次。石灰乳必须现配现用，过久放置

会变质导致失去杀菌消毒作用。 

猪只或拉猪车经过的道路须立即清洗、消毒。发现垃圾，应即刻

清理，必要时进行清洗、消毒。 

5.4.2 场外环境消毒 

在严格做好猪场生物安全措施的基础上，对场外方圆 1 千米外的

道路白化，每天消毒，关注周边 3 千米范围内猪场的情况。此外，外

部来访车辆离开后，应及时清洁、消毒猪场周边所经道路，使用火碱

水、戊二醛等进行消毒（按说明使用）。 

5.5 工作服和工作靴消毒 

5.5.1 工作服的消毒 

工作服应用不同颜色标记，确保生活区和生产区有可鉴别的专用

的工作服。从生活区进出生产区都要更换工作服。需要每日对生产区

的工作服进行清洗消毒，每周对生活区的工作服进行清洗消毒。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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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过硫酸氢钾、过氧乙酸等刺激性小的消毒剂浸泡消毒半小时，然后

冲洗晾干。有条件的猪场可以使用洗衣机清洗、烘干机烘干衣服。 

5.5.2 工作靴的消毒 

从生活区进入生产区要更换生产区工作靴。在进出每栋舍的时候

对工作靴要进行脚踏消毒池（桶）。首先使用清水和刷子将工作靴刷

洗干净，尤其是工作靴底不要粘有粪便等有机物，然后脚踏消毒至少

30 秒。脚踏消毒时可使用 2%氢氧化钠溶液等。 

每周可对猪场所有工作靴使用过硫酸氢钾、过氧乙酸等刺激性小

的消毒剂浸泡消毒半小时，然后冲洗晾干。 

5.6 设备和工具消毒 

5.6.1 饮水设备的消毒 

卸下所有饮水嘴、饮水器、接头等，洗刷干净后放入含氯类消毒

剂浸泡；用洗洁精浸泡清洗水线管内部，在水池、水箱中添加含氯类

消毒剂浸泡 2 小时；重新装好饮水嘴，用含氯类消毒剂浸泡管道 2 小

时后，每个水嘴按压放干全部消毒水，再注入清水冲洗。 

5.6.2 料槽的清理消毒 

每天要定时清理料糟，避免有剩余饲料。清洗料槽时，注意内外

清洗干净，没有死角，如饮水设备一样进行消毒。 

5.6.3 工具的消毒 

栏舍内非一次性工具经消毒后可再使用。根据物品材质选择高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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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灭菌、煮沸、消毒剂浸泡、臭氧或熏蒸等方式消毒。 

5.7 消毒效果评价 

消毒后，可以采集设施环境、物品、车辆等棉拭子样品，送有相

关资质的兽医实验室检测，评价消毒的效果。环境样品：办公/生产

区道路、猪舍地面等；猪舍内料槽、饮水器具、出粪口等；防护用品：

工作服、工作靴等；物品：饲料、药品等外包装，以及使用的工具等；

车辆：轮胎、车厢、驾驶室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