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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非洲猪瘟是由非洲猪瘟病毒引起的一种高度接触传染性、广泛出血性猪病毒病，死亡率

可高达 １００％，无商品化疫苗可用。 自今年 ８ 月初我国爆发首例非洲猪瘟疫情以来，截至 １１ 月 ５ 日，
短短三个月时间里，已有 １４ 个省累计爆发 ５８ 起疫情，扑杀生猪近 ５０ 万头，直接经济损失数十亿元，给
我国养猪业造成了巨大冲击。 面对前所未有的非洲猪瘟疫情，我国政府的应对是果断有力的，但也面

临种种挑战。 本文对我国非洲猪瘟疫情形势及其对相关行业的影响进行了分析，总结了非洲猪瘟防控

的重点和难点，并针对目前的形势，提出了遏制非洲猪瘟疫情进一步蔓延的建议和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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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非洲猪瘟是由非洲猪瘟病毒引起的一种高度

接触传染性、广泛出血性猪病毒病，死亡率可高达

１００％，目前尚无商品化疫苗可用于其预防。 该病

虽然不感染人、无公共卫生危害，却是一种毁灭性

动物传染病，是养猪业的头号杀手，具有重大的政

治、经济和社会影响。 该病不仅对养猪业构成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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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生物安全威胁，同时也是一种潜在的生物战剂。
１　 对我国非洲猪瘟疫情形势的研判

自 ２０１８ 年 ８ 月 ３ 日我国辽宁沈阳爆发首例非

洲猪瘟疫情以来［１－２］，截至 １１ 月 ５ 日，短短 ３ 个月

时间里，该病迅速蔓延至 １４ 个省（市、自治区），几
乎牵涉了半个中国，累计爆发疫情 ５８ 起，扑杀生猪

近 ５０ 万头，直接经济损失数十亿元。 尤其需要警

醒的是，某些规模化猪场也未能幸免。 这场遭遇战

给我国动物疫病防控体系和国计民生带来了巨大

冲击和挑战。 鉴于我国目前的养殖模式、生物安全

水平和防控资源等，疫情恐有继续蔓延之势［３－４］。 我

国政府对非洲猪瘟疫情的应对总体上是有力的，但
也面临种种挑战。 针对目前严峻的防控形势，有必

要进一步优化防控策略和重点。
２　 非洲猪瘟对我国养猪业的影响和挑战

非洲猪瘟的爆发对我国养殖业构成了空前的

挑战，将对我国养猪业及相关产业的发展产生深远

的影响。
２．１　 养殖业产业格局的重塑　 目前养猪业占畜牧

业的比重高达 ５０％，猪肉消费占肉类 ６０％以上。 非

洲猪瘟疫情势必打击部分养猪从业者的养殖信心

和补栏意愿，因此有必要提高牛羊肉等其他肉类的

生产和消费，降低对猪肉的过度依赖。
２．２　 养猪业区域的重新布局　 近几年经过政策和

市场的调节，目前已形成了南猪北养、西猪东调的

养猪布局，非洲猪瘟的肆虐无疑为其发展前景投下

巨大阴影。
２．３　 经营 ／ 盈利模式的调整 　 由于非洲猪瘟疫情

的爆发和随之而来的生猪跨区域禁运，加上屠宰加

工分布不均衡，给养殖场的正常经营造成困难，部
分猪场压栏现象严重，资金和养殖空间压力加大。
规模化猪场今后需要重新统筹布局养猪配套产业，
向饲料、饲养、屠宰、加工、冷链运输、销售为一体的

综合性经营模式转变。
２．４　 养猪模式的改变　 公司加农户是很多地区和

企业的主要养殖模式，非洲猪瘟给这种模式带来了

一定的安全隐患和挑战，有关企业需要调整自己的

养殖和运营模式。
２．５　 生物安全体系的提升 　 国际经验表明，面临

凶险的非洲猪瘟疫情，缺乏生物安全防范措施的散

养户和中小猪场迟早会成为它的“盘中餐”。 环保

压力和非洲猪瘟疫情大大提高了养猪从业的风险

和门槛，这对推动养殖业提档升级不失为一件好事。
２．６　 泔水养猪的终结　 目前我国的非洲猪瘟疫情

相当比例发生在泔水养猪户［３］，泔水已被证明是危

险的传染源［５］。 可发展泔水的替代处理途径。 据

报道，有人用泔水饲养蟑螂来生产动物源性蛋白，
这不失为一个变废为宝的策略。
２．７　 饲料业的蜕变 　 近期有报道称，从部分猪血

浆蛋白粉中检测出非洲猪瘟病毒核酸，这几乎宣告

了猪源性饲料添加剂（如血浆粉、血球粉、肉骨粉）
的死刑。 如何解决这些添加剂的出路和替代途径

是需要研究的重要课题。
２．８　 脱贫攻坚的挑战　 生物安全条件差的家庭农

场面对毁灭性的非洲猪瘟，几无抵抗之力，疫情可

谓散养户的“梦魇”，这势必给扶贫攻坚战带来挑

战。 政府需要帮助贫困养殖户设计和建设符合生

物安全标准的养猪小区和设施，并对其进行系统的

培训和指导；在规模化猪场布局配套产业时给贫困

养殖户优先提供就业岗位。
２．９　 生猪调运装备的升级　 目前频繁的生猪调运

和简易的运猪车辆，是疫情长距离扩散的主要风险

因素［６］，亟待建立可监测、可追溯、符合生物安全的

生猪 ／猪肉调运和监管系统。
２．１０　 衍生产业的兴起 　 伴随着非洲猪瘟的爆发

和蔓延，一些新兴产业和产品，如病猪无害化处理

专业公司、高效消毒剂、冷鲜肉物流、动物源性蛋白

替代品、非洲猪瘟检测和防控制剂等势必应运而生。
３　 防控非洲猪瘟的难点和重点

我国非洲猪瘟防控的难点在于：生物安全差的

散养户的广泛分布、疫情的及时发现和早期诊断、
疫点（区）的彻底无害化处理及评估、疫情发生后的

生猪禁运与商品猪和猪肉制品流通之间的矛盾、感
染猪和病死猪的非法贩运、泔水和猪源性饲料等高

风险饲养的存在等。
核心种猪场、地方猪种保种场、规模化养猪场、

生猪主产区，将是今后我国非洲猪瘟防控的重点，
因为它们关系我国养猪业今后发展的命脉和猪肉

稳定供应的保障，应采取必要举措严防死守，防止

其被非洲猪瘟疫情所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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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　 遏制非洲猪瘟蔓延的建议和对策

４．１　 提高生物安全水平 　 全面开展生物安全培

训：由动物疫病防控部门或行业协会牵头，组织有

实战经验的生物安全专家对重点猪场的兽医主管

进行培训、研讨，对照问题自查自纠，排除隐患。 酌

情组织相关专家对规模化猪场进行生物安全审计

和现场隐患排查。
主动净化养殖环境：政府配合养猪企业主动清

理、退养、收编核心种猪场、规模化猪场周边不符合

环保要求、生物安全条件差的散养户和小规模猪

场，避免它们成为非洲猪瘟病毒的“扩增器”、疫情

扩散的“接力棒”、袭击规模化猪场的跳板，妥善安

置养殖户，关停私自屠宰的小型屠宰场，关闭活猪

交易市场。
设置多道安全屏障：在养殖区出入口，设置检

查站，防堵病死猪、无关人员和车辆进出；对选址先

天不足、缺乏天然屏障的猪场，设置一些防疫屏障，
如设篱笆、建围墙、挖沟堑，以防止人员、车辆、动物

等危险因素的进入；指导养猪业者（特别是养猪户）
制定和改进生物安全措施，设置门卫、淋浴、清洗、
消毒等制度，添置必要的设施设备，把生物安全落

到实处；在生猪运输通道的省界和出入口以及一些

养猪集中区域，由当地政府和养猪协会共同投资设

立洗消中心，并对洗消效果进行评估和监控。
４．２　 提高疫情发现能力 　 扩大检测范围和能力：
充分利用高等院校、科研院所、生猪产业体系、第三

方检测实验室等检测资源，授权更多有资质的检测

实验室参与全国范围内疫情的筛查和监测，同时加

强生物安全和检测能力的培训和监管。
开展早期检测和诊断：基于风险评估和临床表

现，运用更敏感、特异的方法（如定量 ＰＣＲ）对高风

险猪群定期抽检，做到早发现、早预警、早诊断、早
处置；培训一线人员增强对非洲猪瘟的认识；各级

畜牧兽医部门在保证生物安全的前提下应加强对

辖区猪场的巡视。
依靠群众、依法防控：鉴于我国地域辽阔、猪场

高度分散、猪只流动频繁和疫情严峻复杂，必须充

分发动群众、依靠群众，尽早掌握疫情动态；及时、
足额补偿养殖户因疫情处置造成的损失，帮助其尽

快恢复生产，防止其因疫情致贫，给疫情上报人以

信心，避免知情不报致使疫情扩散，这是疫情控制

成败的关键所在；不定期派督察组进行跨地区交叉

检查和监督，坚决打击瞒报漏报、扩散疫情骗补、屠
宰和贩运病死猪或猪肉的违法行为；奖励疫情举报

者和提供疫情线索者。
４．３　 提高疫点处置能力　 提高生猪无害化处理能

力：研发和利用符合生物安全、伦理和环保的生猪

扑杀、销毁、消毒技术，同时研究疫区受威胁猪的资

源化利用。
开展疫点处理后评估：对疫点处置后的圈舍、

土壤、植被、水源等进行监测，确保疫源得到彻底清

除，同时追查从疫点流出的生猪和猪肉并进行有效

处置。
４．４　 改进生猪调运　 制定符合实际的生猪禁运政

策：在坚持目前禁运政策的同时，结合风险评估和

地理特征，科学划设疫区，不简单地以省级行政区

为单位划定疫区（比如黑龙江省面积超过日本，有
两个疫点就实行全省禁运显然不太合理），建立灵

活的结对子、点对点调运（如大型养猪场与屠宰厂

之间的可监控、可追溯的定向调运），保证销售渠道

通畅，保障猪肉供应，防止规模化猪场未被疫情吞

噬反被一刀切的禁运困死，同时防止由于生猪禁运

引起供给失衡、差价巨大而造成失控的私自贩运。
如何拿捏有度特别考验主管部门的担当和智慧。

加强产地检疫和运输检疫：专业人员通过临床

观察，并借助快速检测技术（如胶体金试纸条），对
调运前、中、后的猪只进行即时检疫和快速处置，防
止疫情蔓延。

加强肉制品检验：对进口、屠宰厂和市场的猪

肉及其产品按产地、猪场、批次等进行抽检，实现非

洲猪瘟的检测和排查工作从农场到餐桌的全覆盖，
防止猪肉制品在生产、流通和消费环节散毒而导致

疫情传播，借此也可以及时追溯疫源，完善和夯实

现有的防控体系。
研制新型生猪调运装备：借鉴欧美发达国家的

经验，研发全封闭、实时定位的、符合生物安全要求

的生猪 ／猪肉调运装备，建立可监控、可追溯的生猪

调运体系。

·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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强化调运车辆监管 严防非洲猪瘟蔓延

———农业农村部畜牧兽医局负责人就《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７９ 号》答记者问

　 　 近日，农业农村部印发了《农业农村部公告第

７９ 号》，就非洲猪瘟应急期间的生猪运输车辆监管

提出要求。 就公告有关内容，记者采访了农业农村

部畜牧兽医局负责人。
问：出台生猪运输车辆监管的措施，是出于哪

些考虑？
答：当前，非洲猪瘟防控形势十分严峻，疫情在

１４ 个省份发生，已传入我国南方腹地生猪养殖大

省。 据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生猪长距离调运是

疫情跨区域传播的主要原因，内蒙古、河南的非洲

猪瘟疫情均是跨省调运生猪引发的，而不符合动物

防疫要求以及未清洗、消毒运输车辆具有较高的疫

情传播风险。 同时，有不法分子受利益驱使违法违

规调运生猪，引发个别地区非洲猪瘟疫情。 强化车

辆的监管是非洲猪瘟应急响应期间应对这些问题

的必然要求，也是防范疫情继续发展蔓延的重要措

施。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非洲猪

瘟防控工作的通知》 （国办发明电〔２０１８〕１２ 号）已
对活畜禽承运车辆备案作出了明确部署，我部《公
告》就是落实国务院有关工作部署的具体措施。

问：为什么提出生猪运输车辆条件？
答：生猪等活畜禽在运输过程中存在个体间交

叉感染、群体间以车辆为媒介感染等风险，其产生

的粪便等废弃物也可能将动物疫病传入途经地。
满足动物防疫要求的生猪运输车辆，能够有效防范

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在运输途中传播扩散。 因此，
《公告》中明确规定了车辆应满足的条件，进一步规

范运输车辆及调运行为，有利于推进解决“活猪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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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洲猪瘟来袭，使我国养猪业面临空前的挑

战，但同时也为提升我国养殖环境和生物安全水平

创造了良好的契机。 根据我国国情和国际防控经

验，非洲猪瘟的防控和根除将是一场艰苦的持久

战，需要所有利益攸关方的积极参与和协作，需要

有底线思维和长期谋划；要及时总结和反思前期疫

情控制处置经验教训；针对当前和今后非洲猪瘟防

控技术需求，开展联合攻关［７］。 在战略上藐视，在战

术上重视，相信我们一定能打赢非洲猪瘟狙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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