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近几年来，食品安全问题逐渐成为人们关注

的话题。而猪肉是我国人口食用最多的动物食品。
因此猪群健康成为高度关注的问题。健康是养猪

的基础，也是保障猪群生产潜力充分发挥的重要

因素。而生物安全是一个猪群疾病控制策略，通过

它来尽可能减少引入致病性病原的可能性，并且

从现有环境中去除病原体，切断传播途径，是一种

系统的、连续的管理方法，也是最有效、最经济的

控制疫病发生和传播的方法。因此，猪群健康保障

与卫生条件环境控制技术十分关键。

1 猪群健康保障的关键问题

1.1 猪群健康保障的重点是良好的环境

良好的环境因素包括空气质量、温度、湿度及

猪场周围卫生环境等，这些因素对猪场的重要性

越来越大，猪场应逐渐提高猪群的生活环境质量，

才能最大限度的发挥猪群的生长潜力，减少发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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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机会，保障猪群的健康其中重要的是温度和通

风问题。温度是非常重要的环境条件之一。冬季主

要是防寒保暖，夏季主要是防暑降温。目前国内少

部分种猪场的温度控制已经做得很好，如夏季采

用水帘降温、负压通风、正压通风、喷雾降温、滴水

降温等；冬季采用畜舍空调、地暖、电热板、红外线

灯等均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另外一个重要条件就是

通风。通风是保障空气质量、降低有害气体浓度和

湿度的重要措施，重点季节是秋末春初和冬季[1]。目

前国内有效解决通风问题，实现温度通风自动化

的猪场凤毛麟角，能够进行简单机械通风的猪场

也是少部分，因此猪场的硬件改善还有很长的路

要走。
1.2 猪群健康保障的难点是解除免疫抑制

蓝耳病病毒、圆环病毒、流感病毒、霉菌毒素

等均可以造成猪群的免疫抑制，导致猪群抵抗力

降低。各种继发的病原微生物的易感性增加，使猪

群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居高不下。可以说，免疫抑

制是造成当前猪群疾病不断、控制效果不理想、生
产水平难以提高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降低猪群

的免疫抑制，提高猪群的抵抗力是养猪者必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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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的重要问题。
1.3 猪群健康保障的核心是采用营养平衡的饲料

现在饲料营养研究日新月异，营养已经不单

单是满足猪群的营养需要，还要充分利用先进的

研究成果，从营养学的角度提高猪群的非特异性

免疫力，提升猪群的抗应激能力，才是猪群保健的

核心[2]。
1.4 猪群健康保障的关键是种猪的选育

猪场的疾病多发在产房和保育猪，但根源却

在种猪，因此要做好种猪群的保健，提高种猪群的

健康水平。从源头上采取保健措施才会防止场内

疾病的连绵不断，其中的关键点有：(1)引种检疫，

把好引种关。引种前一定要树立查抗原的意识，对

一些重要疾病，如蓝耳病、圆环病毒病、猪瘟、伪狂

犬等一定要检查抗原，防止把这些疾病引入场内。
(2)严格隔离，把好驯化关。由于引进的后备猪携

带的病原与场内原有的病原存在一定差异，因此

引入的种猪要隔离，隔离的时间最好达到 3 个月

以上；其次在混群前要进行驯化，以使引进猪和本

场猪相互适应，产生免疫力 [3]。具体做法是：在隔

离期对后备猪进行主要疾病免疫的基础上，用本

场淘汰母猪或保育发病康复猪与之接触一周，使

引进猪产生相应疾病的抵抗力。一些人引进种猪

喜欢要体重大的后备猪，但引回来后没有足够的

隔离时间进行驯化。匆匆忙忙做些免疫后就开始

配种，导致第一胎母猪死胎、木乃伊比例偏高，得

不偿失。(3)定期做好种猪群的药物保健。种猪群

要定期的有计划有针对性的进行药物保健，防止

母猪垂直感染仔猪。如春秋各添加 l 次磺胺药以

控制弓形体病；每 2～3 月添加 1 次四环素类药物

控制衣原体病、支原体病和附红细胞体病；还可以

添加一些对本场细菌敏感的抗生素以控制巴氏杆

菌病、副猪嗜血杆菌病、链球菌病、传染性胸膜肺

炎等。另外在种猪的特殊阶段，如配种前后、产前

产后也要添加一些抗生素防止母猪生殖道疾病和

仔猪感染。

2 保障猪群健康的措施

2.1 仔猪要早期断奶

由于饲料营养研究进步和现代化饲料加工企

业的迅速发展，使仔猪早期断奶成为可能，其优势

除可提高母猪的利用率外，还可帮助 3 周龄以内

的仔猪所持有的母源抗体，能抵御大多数疫病的

侵害，即可最大限度地避免将产房的疫病隐患带

入保育舍。现阶段采用 17～21 日龄断奶是可行

的，如再早断奶会降低母猪下一胎的繁殖成绩，所

以一般情况下不宜采用。仔猪单元式保育：同批断

奶仔猪置同一保育单元内饲养，即实施全进全出

管理方法，保育期仔猪的健康主要依赖于严格的

隔离饲养制度，尽可能减少一些可有可无的免疫，

以减少应激，即使必须免疫的疫苗，亦应待仔猪母

源抗体下降到免疫临界线以下时进行，这样才能

保证猪群在生长和育肥阶段避免相应疫病的侵

害。
2.2 提倡二阶段保育

所谓二阶段保育是指把 3～10 周龄的仔猪，

先后在 2 个保育舍内饲养，第一阶段 3～7 周龄，

第二阶段 8～10 周龄。第一阶段对室温的要求较

高，第一周的适宜温度为 28～30℃，以后每周下

降 2℃，为了确保温度又节约能源，不宜采用全漏

缝地板，一般漏缝地板占 1/3 即可，每平方米厩舍

饲养 4.5～5 头仔猪，工作通道宽度控制在 60cm
左右，各厩舍之间采用壁式分隔，防止邻厩仔猪间

直接接触。第二阶段保育舍，根据南北气候不同，

可因地制宜采用全漏缝或半漏缝地板，但以每平

方米厩舍不超过 3 头猪为宜，同时亦要确保整个

保育单元的全进全出 [4]。
2.3 抗应激饲养方式

不良环境是有损猪群健康的最重要的应激因

素之一，猪舍温度的过高或过低；猪舍中有害气体

过多或含氧量的不足，都是影响猪群健康的普遍

性问题。实践证明：公猪舍和分娩舍的湿帘降温；

妊娠舍和肥猪舍的自动喷雾降温是消除热应激的

经济而有效的措施 [5]。采用不消耗猪舍氧气的取

暖方式，房顶装置自动换气扇设备，对改善猪群健

康和提高经济效益同样十分显著。
2.4 专营性的养猪模式

过去曾在一些猪场推行的在一个生产区内猪

禽混养或在仅一墙之隔的距离养牛、养犬等多种

经营是不可取的，家禽尤其是水禽常常是无症状

的流感病毒的携带者，猪的伪狂犬病可对牛、犬带

来致命性的打击，结核病、布病又可在猪牛之间互

相传播，因此尚在从事此“多种经营的”越快结束

越好。
2.5 适度推行药物保健

目前在一些环境较差，感染性疾病多发猪场，

适度推行药物保健措施是需要的，亦是合理的，但

其成功与否，关键在于药物的选用，而选择药物的

关键在于对本猪致病菌的抗药性和敏感性的监察，

可惜如此重要和简明的道理尚未被多数猪场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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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而造成的病情延误、药物浪费是惊人的。

3 猪群卫生条件环境控制技术措施

保护猪场免受外来污染或避免自身污染，就

需从切断环境污染的 3 种途径入手，即：防止大

气、水源和土壤污染。搞好猪场绿化，是防止和减

轻大气污染的很好途径；做好水源防护和水体的

净化消毒工作，可使猪只免受水体污染的危害；舍

饲养猪条件下，猪只直接遭受土壤污染的机会很

少，主要是通过采食、饮用被土壤污染了的饲料、
饮水等而间接引起，猪只直接接触的地面、机械设

备、垫料等不清洁，则导致猪只疫病的感染和传

播，因此，做好猪场的消毒管理工作非常重要[6]。
3.1 猪场绿化

搞好猪场绿化可以减轻空气污染，净化场区

空气。猪舍排出的污浊空气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二

氧化碳，绿色植物可通过光合作用吸收这些二氧

化碳并放出氧气。许多植物还可吸收空气中的有

害气体，使氨、硫化氢、二氧化碳、氟化氢等有害气

体的浓度大大降低，恶臭也明显减少。此外，某些

植物对铅、镉、汞等重金属元素有一定的吸收能

力。植物叶面、树叶等还可吸附、阻留空气中的大量

灰尘、粉尘，而使空气净化。许多绿色植物还有杀菌

作用，场区绿化可使空气中的细菌减少 22％～
79％，绿色植物还可降低场区噪声。绿化可调节场

内温湿度、气流等，改善场区小气候状况。种植隔离

林带，可防止人畜任意往来而引起的疫病传播，含

水量大的树木起防风隔离作用，有利于防火。
3.2 水源防护和水体净化

水源卫生防护应作为一项长期工作来做，水

源防护也从两方面着手，既防止周围污染物污染

水源，同时做好猪场自身建设和管理，防止猪场

粪污等对水源造成污染。经常了解、掌握水源近区

或上游有无污染情况，并及时处理。水源附近不得

建厕所、粪池、垃圾堆、污水坑等，井水水源周围

30 m、江河水取水点周围 20 m、湖泊等水源周围

30～50 m 范围内应划为卫生防护地带，四周不得

有任何污染源。猪舍与井水水源间应保持 30 m 以

上的距离，最易造成水源污染的区域，如猪舍粪

池或堆肥场更应远离水源，粪污应做到无害化处

理，并注意排放时防止流进或渗进饮水水源。水源

水质较差，不符合饮水卫生标准时，需进行净化和

消毒处理。地面水一般水质较差，需经沉淀、过滤

和消毒处理，方可使用。
3.3 减少污染物的量

提倡兴建的工厂化养猪场，改用人工清粪为

主，水冲为辅的清粪方式，是从污染源头抓起，减

少污染程度的有力措施。通过在吉林省一些猪场

采用此技术措施后，万头规模的猪场每日排污量

可降低到 50～60 m3，COD 8 000 mg/L，与全冲洗

清粪方式相比，排污量减少近 2/3，有机物含量减

少约 1/3。据广东的经验：如果日排放污水每增加

20 m3，那么，污水处理工程的投资需要增加 10 万

元以上。用水减少之后，配置高压冲洗清洁系统，

既能节约水源，又有很好的清洁效果。而且，排出

的鲜粪远比粪渣的肥效高数倍，有利于有机肥的

制作，值得推广。
3.4 猪场排水系统的配置

在猪场设计时，注意将雨水和污水有意地分

开，同时，加强管理，提倡节约用水，避免长流水，

减少污水排放量也是十分必要的。根据养猪场污

水水质特性及排水状况，在污水处理工艺前端设

置固液分离段，以利粪便与污水初步分离，减少污

水处理量，同时，分离后的粪便和人工清除的粪便

作进一步堆积发酵处理后，加工成为有机肥出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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