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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冬季生猪疫病防控技术要点

秋冬季节交替，日照时间缩短，气温逐渐降低，环境中的

病原微生物更易存活。一旦出现养殖环境调控不当、饲养管理

不善和生物安全措施不到位等情况，猪场疫病发生和传播风险

将大幅增加。养殖场户应重点做好以下防控措施。

一、做好临床巡查

非洲猪瘟、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猪流行性腹泻、口蹄疫、

猪瘟、猪传染性胃肠炎和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等多种疫病容易在

冬春季节发生和流行。要加强对猪群的临床巡查，主要观察猪

的采食、饮水有无变化；呼吸频率、呼吸姿势是否发生变化，

是否咳嗽、打喷嚏； 体温是否正常；眼、鼻有无分泌物、脓

液等；耳、四肢皮肤有无肿块、颜色、出血、坏死变化，以及

有无排便、排尿异常等情况。发现猪只发病，应立即将病猪移

入隔离圈舍饲养，并采集相应样本送实验室进行检测，根据诊

断结果采取相应防控措施，并按照程序及时报告。



二、做好疫苗免疫

对口蹄疫、猪瘟、猪伪狂犬病、猪传染性胃肠炎和猪流行

性腹泻等疫病，可采取疫苗免疫手段进行预防。猪场要根据本

场疫病流行特点，制定科学合理的免疫程序，选择质量合格、

可靠的疫苗，严格按照说明书规定的用法、用量进行免疫。免

疫注射应一猪一针头， 防止交叉感染。免疫后要进行免疫抗

体监测，确保达到群体免疫效果。要严格按照疫苗保存条件运

输和储存疫苗，防止因温度不当影响疫苗质量。

三、做好卫生消毒

低温影响消毒剂的稳定性和溶解性，降低消毒效果。在消

毒剂配制和使用过程中要充分考虑温度的影响，可使用温水稀

释消毒剂。温度过低时，可选用低温消毒剂，地面可使用高温

火焰消毒，尽量减少舍内带猪消毒。物资应恢复至室温后再进

行消毒处理。疫情风险较大时，可考虑每周进行 1-2 次全面

消毒，适当延长消毒剂作用时间。

四、做好生物安全管理

建立符合本场实际的生物安全制度，并严格落实。 做好

物理隔离，有条件的应尽量建立专用的人员出入洗澡间、物资

物品消毒房、运输车辆消毒池和熏蒸棚等，生产生活区域尽量

设置完整的实体围墙进行隔离。应采取措施减少人员、车辆、

物资、猪只等流动。限制无关人员进出，严格执行猪场人员进

出更衣换鞋、清洗及淋浴等卫生制度。外来车辆不允许进入猪

场，场内车辆进出猪场应进行彻底清洗和消毒。做好引种和出

猪管理。



五、做好病死猪无害化处理

病死猪及其排泄物以及垫料、包装物、容器等污染物的不

当处理不仅会造成病原大面积扩散和远距离传播，还可使病原

在养殖场内反复循环，严重污染养殖环境。要对病死猪、排泄

物、污染物等进行无害化处理，不得随意丢弃，防止病原微生

物扩散和传播。

六、做好饲养管理

在温度骤变、环境变化等猪只容易应激时，应做好温度、

湿度控制，保证充足营养，提高猪群抵抗力。要定期查看料槽、

料斗，确保不缺料，保证猪只自由采食。定期清洗和消毒储水

桶、饮水设备，消毒时要卸下饮水嘴、饮水器、接头等，进行

充分清洗后浸泡消毒。及时清除猪舍内的粪便和尿液。降低猪

群饲养密度， 加强猪舍通风换气， 保证猪舍内空气清新，注

意防寒保暖。

七、做好药物预防和保健

气温骤变、更换饲料等应激因素会导致猪只免疫力下降。

猪群容易发生格拉瑟病、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猪附红细胞体

病、仔猪副伤寒等细菌性疫病。防控重点是做好猪群药物预防

和保健，在饲料或饮水中添加安全有效的抗菌药物。

八、做好针对性防控

非洲猪瘟、口蹄疫、仔猪腹泻、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猪

瘟和猪传染性胸膜肺炎等多种疫病容易在秋冬季节发生和流

行，要根据疫病特点，采取针对性的防控措施。



非洲猪瘟：根据非洲猪瘟流行特点，持续从人、车、物、

猪等方面强化防控措施。减少人员流动，禁止无关人员靠近场

区。鼓励员工减少休假频次，降低人员出入次数。维修人员、

施工人员等人员进场时，要做到彻底淋浴，全程做好监管。做

好物资储备。做好物资采购计划。减少物资进场频次，可根据

生产需求集中采购，适当储备 2-3 个月的物资。冬季可增加

物资静置存放时间，可 25℃以上静置 10 天。控制车辆进场。

要专车专用，严格执行车辆洗消流程：粗洗-皂洗（泡沫清洗）

-精洗-沥干-消毒-干燥-检测。当室外温度低于 18℃ 时，车辆

消毒可使用低温消毒剂。车辆经过的路面可使用火焰消毒。中

小养殖场户可对猪场门口的路面进行硬化，便于对到场车辆进

行彻底消毒。加强引种管理。冬季北方地区猪场宜一次性引入

足够量的小日龄后备猪，尽可能降低引种带来的风险。引种前

需制定严格的生物安全方案，从种源选择、车辆洗消、道路运

输到猪只卸载均需制定操作方案，各环节要有专人负责，并严

格执行 3 （引种前 1 周、引种后 1 周、入群前 1 周）非洲猪

瘟病毒核酸和抗体全群检测。做好环境控制。做好风机、水帘、

门窗等的密封，同时在所有进风口加装过滤棉，风机口加装风

机罩，降低病原随风沙等进入猪场的风险。可增加保温措施，

确保昼夜温差控制在 2-3℃以内。

口蹄疫：防控口蹄疫最有效的手段是疫苗接种，免疫产生的

抗体能够很好地保护猪群免受病毒侵袭。按照口蹄疫疫苗保存条

件储存疫苗，气温较低时，不应将疫苗长时间置于室外， 以免



冻结影响疫苗质量。疫苗使用前要充分回温，防止引起应激反应。

免疫后要对猪群进行免疫抗体监测，确保达到群体免疫效果。

仔猪腹泻：对于猪流行性腹泻病毒、猪传染性胃肠炎病

毒、轮状病毒等引起的腹泻，可选择高质量的疫苗，制定科 学

合理的免疫程序，重点做好母猪群的免疫接种工作，提升母猪

群的母源抗体水平。对于各种细菌性腹泻，应选择针对性强的

敏感药物进行预防和治疗，宜轮换用药，以免产生耐药性菌株；

在流行情况严重的猪场，可进行疫苗免疫。要保持猪舍内的温

度恒定，在天气骤冷时，要注意防寒保暖。做好母猪临产管理。

应对产房进行彻底清扫、冲洗、消毒。换干净垫草。做好断奶

仔猪的饲养管理。

猪繁殖与呼吸综合征：积极推进自繁自养、全进全出的饲

养方式，如需引进猪只、精液，应坚持引自阴性猪场。引进种

猪前要先隔离、观察，并进行病毒检测，确定病毒核酸检测阴

性后再混群饲养。要科学进行疫苗免疫。在流行猪场或阳性不

稳定场，可选择使用与本场流行毒株相匹配的减毒活疫苗；在

阳性稳定场应逐渐减少减毒活疫苗的使用，或停止使用减毒活

疫苗；在阴性场、原种猪场和种公猪站，不应使用减毒活疫苗。

猪瘟：选用高质量的猪瘟疫苗，制定科学合理的猪瘟免 疫

程序，加强免疫效果监测评估，掌握猪群整体免疫状态，淘汰

疑似先天感染和免疫耐受仔猪，杜绝可能的传染源。通过监测

种猪群的感染和免疫状态，坚决淘汰感染种猪，有效控制仔猪

感染。



猪传染性胸膜肺炎：降低猪群饲养密度，做好猪场常见病

免疫接种，提高猪群整体免疫水平，可减少呼吸道疫病的继发

感染。减少应激因素对猪群的影响。保持清洁卫生，及时清除

粪尿污物，减少有害气体对猪只呼吸道黏膜的刺激与损害。使

用敏感性药物对猪群进行药物预防和治疗，合理用药。

主 编：余 波 邓蓉蓉 袁 俊

编 委：朱银城 周 恒 郑 巧 温传柱 纪雯雯

裴正才 杨翠华 杜恩仲

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0717—7823575


	秋冬季生猪疫病防控技术要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