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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定起

草。

本文件代替 DB21/T 2596-2016《动物主要疫病病原监测技术规范》，与 DB21/T 2596-2016相比，除

结构调整和编辑性改动外，主要技术变化如下:
a)更改了规范性引用文件；

b)增加了定义（见 3.1）；
c)更改了选址的要求（见 4.1）；
d)修改了无害化处理的要求（见 9.3）；
e)增加了参考文献。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辽宁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

本文件及其所代替文件的历次版本发布情况为：

——2016年首次发布为 DB21/T 2596-2016；
——本次为第一次修订。

本文件发布实施后，任何单位和个人如有问题和意见建议，均可以通过来电和来函等方式进行反馈，

我们将及时答复并认真处理，根据实际情况依法进行评估及复审。

归口管理部门通讯地址：辽宁省农业农村厅（沈阳市和平区太原北 2号），联系电话：024-23447862；
文件起草单位通讯地址：辽宁省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沈阳市沈河区万柳塘路 105号甲），联系

电话：024-242295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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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猪养殖场防疫技术规范

1 范围

本规范规定了生猪养殖场的防疫管理、免疫、兽药使用、消毒、疫病监测、疫病控制和扑灭、废弃

物处理、记录等技术内容。

本规范适用于辽宁省境内生猪养殖场。养殖户可参照执行。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对于本文件的应用是必不可少的。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仅所注日期的版本适用于本文

件。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文件。

GB/T 17824.3 规模猪场环境参数及环境管理

GB 18596 畜禽养殖业污染物排放的标准

GB/T 18635 动物防疫 基本术语

GB/T 25172 猪常温精液生产与保存技术规范

GB 36195 畜禽粪便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

NY/T 4034 规模化猪场生物安全风险评估规范

NY 5027 无公害食品 畜禽饮用水水质

NY/T 5030 无公害农产品 兽药使用准则

DB21/T 3387 动物养殖场消毒效果评价规范

DB21_T 4058 猪养殖场生物安全管理技术规范

3 术语和定义

GB/T 18635界定的以及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生物安全风险 risk of biosafety

与生物有关的各种因素（病原微生物、转基因产品等）对社会、经济、人类健康及生态环境所产生

的危害或潜在风险。

3.2

生猪养殖场 pig farms

具有独立的生产场所，符合《畜牧法》等法律法规规定条件，生猪存栏量500头以上的村屯居住区

以外的专业化、标准化和规模化养殖单位。

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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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物疫病 animal epidemic disease

动物的传染病和寄生虫病。

3.4

净道 non-pollution road

猪群周转、饲养员行走、场内运送饲料的专用道路。

3.5

污道 pollution road

粪便、废弃物、外销猪出场的道路。

3.6

疫病监测 epidemic surveillance

由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具体实施，按照规定的政策、程序和方法，对疫病进行检测和结果分析。

4 防疫管理

4.1 选址

猪场选址应符合《辽宁省动物防疫条件审查场所选址风险评估办法》的要求，并经县级以上兽医主

管部门审查合格，取得《动物防疫条件合格证》。

4.2 生猪进场要求

引进的种猪应具有《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种猪调运前检疫、调运检疫应按照GB l6567-1996《种

畜禽调运检疫技术规范》和《跨省调运乳用种用动物产地检疫规程》要求进行，并经指定通道进入后，

在指定隔离场隔离检疫45天，隔离检测合格的，方可正常进场饲养。

4.2.1 引进育肥仔猪时，应从无一、二类传染病的猪场引进，并按规定进行隔离观察。

4.3 日常管理

4.3.1 应建立防疫、消毒、无害化处理等管理制度。

4.3.2 饲养管理应符合 NY/T 5033-2001 规定的要求，猪场内不应饲养及进入其它畜禽，猪舍内要有防

鼠、防虫、防蝇等设施。

4.3.3 环境卫生质量应符合 NY／T388-1999 规定的要求，场区内无垃圾，不堆放杂物，保持场区和猪

体清洁卫生。

4.3.4 保持圈舍卫生，料槽、水槽用具干净，地面清洁。经常检查饮水设备，观察猪只健康状态。

4.3.5 严禁场内兽医人员在其它养殖场兼职。

5 免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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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严格执行各级动物防疫机构有关免疫接种规定，结合当地疫病流行情况和猪群免疫监测结果，制

定适应本场的免疫方案，选择适宜的疫苗、免疫程序和免疫方法，使猪只长年处于有效免疫保护状态。

5.2 强制免疫疫苗必须到当地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领取或通过其它合法途径获得，其他疫苗必须使

用经国家批准生产或已注册的疫苗。

5.3 对疫苗进行正确保存和使用，不得使用过期或包装瓶破损的疫苗。

5.4 疫苗剂量的使用和接种方法应按照相关产品说明进行操作。

5.5 生猪应加施免疫标识，完备免疫信息。

6 兽药的使用

兽药的使用应符合NY 5030-2006的要求。

7 消毒

7.1 猪场大门及猪舍进出口消毒

7.1.1 大门入口设运输车辆消毒池和人员消毒更衣间，进入猪场的车辆可应用一定浓度的次氯酸盐或

有机碘混合物等，用喷雾装置进行喷雾消毒。消毒池内的消毒液可用 3%火碱或煤酚溶液，每周更换两

次。进场人员通过的消毒槽可用消毒药（垫）或生石灰，每三天更换一次。在雨雪天后消毒药（垫）应

及时更换。人员消毒更衣后方可进场。

7.2 猪舍消毒

7.2.1 新建猪舍进猪前，要在舍内干燥后，屋顶、地面用消毒剂消毒一次。饲养用具应充分清洗消毒。

7.2.2 使用过的猪舍进猪前，要对空猪舍彻底清扫干净，用高压水枪冲洗，然后进行喷雾消毒或熏蒸

消毒。

7.2.3 对猪舍空间定期进行喷雾消毒，选用对人畜无害的消毒药，每周喷雾消毒 1～2 次。

7.2.4 定期对饲喂用具、料槽和饲料车等进行消毒，日常用具(如兽医用具、助产用具、配种用具等)

在使用前后应进行彻底清洗和消毒。

7.2.5 交替使用消毒药，并对消毒效果进行监测。

7.3 人员消毒

7.3.1 工作人员进入生产区净道和猪舍应更换工作服和工作鞋，经紫外线消毒。

7.3.2 外来人员必须进入生产区时，应更换工作服和工作鞋，经紫外线消毒，并遵守场内防疫制度，

按指定路线行走。

7.3.3 可用 0.1%新洁尔灭或 2%煤酚水溶液等洗手、洗工作服和胶靴。

7.4 环境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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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1 猪舍周围环境每 2～3 周消毒 1 次，猪场周围及生产区内污水池、排粪坑、下水道出口每月消毒

1次。

7.4.2 生活区的各个区域要整洁卫生，每月消毒一次。

7.5 应根据所需消毒物品的种类和消毒药的用途选择合适方法进行消毒，并应注意消毒药的交替使用。

8 疫病监测

8.1 猪场应每年主动配合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进行流行病学调查和采样监测，及时掌握重大动物疫

病免疫和发生流行动态。有条件的猪场可自行开展实验室检测。

8.2 监测出病猪或阳性猪时，按有关防疫规定处理。

8.3 疫病检测每年不少于两次。

9 疫病的控制和扑灭

9.1 饲养的猪群疑似发生重大传染病和当地新发现的疫病时，必须及时向当地畜牧兽医行政主管部门、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或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报告，并采取隔离等控制措施，防止疫情扩散。对可疑疫情，

猪场要协助当地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动物卫生监督机构进行及时确诊和扑灭疫情。

9.2 确诊疫病后，按照相关规定执行。

9.3 病死或淘汰猪按《病死及病害动物无害化处理技术规范》进行无害化处理。

10 废弃物处理

10.1 废弃物处理实行减量化、无害化、资源化原则。

10.2 猪粪便清除后，经堆积发酵处理，达到 GB 7959-2012 的要求。

10.3 污水经发酵、沉淀后才能作为液体肥使用。排出的污水要符合 GB8978-2002 的要求。

11 记录

11.1 要建立日常养殖记录、消毒记录、诊疗记录及兽药使用记录、无害化处理记录、监督检疫记录、

免疫及疫病监测记录，猪只发运目的地记录等，填写好免疫档案。

11.2 应对各种疫病控制进行年度总结并存档。

11.3 各种档案资料在清群后保存两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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