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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非洲猪瘟病毒的迅速传播,给我国生猪养殖业带来严重冲击。建设无非洲猪瘟小区是防范

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发生和扩散非常有效的措施,特别是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建设更是重中之重。
文中描述了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建设的基本逻辑、生物安全管理体系的构成以及落实生物安全措施

的关键要素,分享了陕西省建设无非洲猪瘟小区的实践工作经验,以期望为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无

疫小区建设提供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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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The
 

rapid
 

spread
 

of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has
 

brought
 

serious
 

impact
 

to
 

China's
 

pig
 

breeding
 

industry.
 

It
 

is
 

a
 

very
 

effective
 

measure
 

to
 

build
 

an
 

African
 

swine
 

fever
 

free
 

community
 

to
 

prevent
 

the
 

occurrence
 

and
 

spread
 

of
 

African
 

swine
 

fe-
ver

 

and
 

other
 

animal
 

epidemics,
 

especially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io-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The
 

paper
 

describes
 

the
 

basic
 

logic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io-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the
 

composition
 

of
 

the
 

bio-safety
 

management
 

system
 

and
 

the
 

key
 

elements
 

of
 

implementing
 

bio-safety
 

measures,
 

and
 

shares
 

the
 

practical
 

work
 

experience
 

of
 

Shaanxi
 

Province
 

in
 

the
 

con-
struction

 

of
 

an
 

African
 

hog
 

cholera
 

free
 

community,
 

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an
 

African
 

hog
 

cholera
 

fre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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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非洲猪瘟首次传入我国并迅速传播,
疫情多点发生、污染面不断扩大、生猪存栏急剧下

降,对我国生猪养殖业造成严重冲击。2020年,面
对严峻的形势,农业农村部适时提出了生猪生产恢

复三年行动计划,以期有效控制非洲猪瘟疫情,快速

稳定生猪生产。以规模养殖场为重点,抓种源培育,
保基础存栏,建设一批生产管理规范、风险抵御能力

强的非洲猪瘟无疫小区,成为生猪稳产保供、推动生

猪生产持续健康发展的重要措施。截至2022年11
月,全国共有3批116家生猪养殖企业被认定为“无
非洲猪瘟小区”,逐步探索出了一条以证明无疫监测

为基础,以生物安全体系建设为根本,以生物安全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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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落实为核心的无非洲猪瘟小区建设路径,有力推动

了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国内学者也对无疫小区建

设进行了探讨,刘俊辉等论述了生物安全隔离区建设

对提高泰国肉禽出栏量,促进出口贸易的关键作用,
范钦磊等论述了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对控制禽流感、
猪瘟、口蹄疫等重大动物疫病,提高畜牧业产值,促进

国内畜产品出口的良好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无非洲猪瘟小区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如何建设,
每个地区不同企业有不同的经验做法。本文结合笔

者参与建设陕西省无非洲猪瘟小区过程中遇到的一

些问题,对无非洲猪瘟小区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建设

进行了一些思考,以期对非洲猪瘟等动物疫病无疫

小区的建设提供参考。

1 生物安全管理的基本逻辑

无非洲猪瘟小区是指养殖企业及其辅助生产单

元所构成的特定区域,在处于同一标准的生物管理

体系下,一定时期内没有非洲猪瘟的发生。生物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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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管理体系建设不仅是无疫小区建设的成败,也是

企业疫病风险防范的关键所在,主要通过落实一系

列措施,实现风险评估———生物安全计划制定———
生物安全措施落实———内部审核的闭环管理,以提

升动物疫病综合防控能力。

1.1 成立生物安全管理小组
    

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建设要求企业成立以企业负

责人或者高级管理人员为组长的生物安全管理小

组,主要负责生物安全计划的制定和实施,收集、分
析生产单元和流通运输等环节非洲猪瘟传播风险因

素,并及时制定相应的预防措施,不断完善生物安全

计划,根据防控需要完善生物安全设施设备和管理

制度,监督落实各生产单元生物安全措施,定期组织

开展生物安全内部审核,确保生物安全计划有效

实施。

1.2 开展风险评估

生物安全管理小组在系统分析企业生物安全方

面的全部要素后,评估生物安全管理潜在风险,根据

企业自身情况,找出影响企业生物安全的防控点,并
提出可以消除防控点的具体措施。如控制周边易感

动物的屏障设施方面,可以凭借河沟、高速公路等自

然屏障,隔绝野猪等易感动物,阻止疫病传播,也可

以建立实体围墙阻断野猪等动物入侵。同时根据场

区周边环境及疫情发生状况,制定合理的监测计划,
对缓冲区、控制区、养殖区移动运输设备等进行科学

采样监测。
风险评估主要包括5个步骤。一是评估准备,

企业生物安全管理小组在评估启动前充分了解非洲

猪瘟流行病学特征,相关防控法规和政策,企业生产

体系以及风险评估方法等。二是确定风险因素,主
要考虑对企业各个生产单元的周围环境、企业设施、
流动人员、运输车辆、防控措施、废物处理等方面。
三是风险描述,针对每项风险因素,简述风险产生的

原因、存在问题及其潜在传播途径,形成风险描述

表。四是风险评估的实施,对已确认的各种风险因

素存在问题、风险水平、不确定性水平及可能造成的

后果进行分析评估,确定存在的主要风险,判定风险

等级,提出可操作的风险管理意见。五是形成风险

评估报告,应体现评估结果,企业可依据风险评估的

结果制定出具有可操作性的生物安全计划并能在企

业的具体生产环节中有效实施。

1.3 生物安全计划制定

由生物安全管理小组根据风险评估结果,参考
 

HACCP
 

原理,根据企业自身具体条件,制定适合本

企业的《生物安全计划》,并明确详细的生物安全措

施、实施时间、责任人等。

1.4 生物安全措施落实

按照《生物安全管理手册》规定的生物安全措施

以及标准操作程序,针对无非洲猪瘟小区生产单元、
辅助生产单元所涉及的人员、车辆、物资、粪污、病死

动物等高风控点采取严格的生物安全措施。细化风

控点需要达到的标准,并做到及时落实,及时整改。
对于各风控点反馈的问题,生物安全管理小组要及

时启动整改程序,做到有错必改,有问题必纠,使企

业生物安全措施有效落实。特别要注重生物安全,
要以《生物安全管理手册》为主要内容,围绕新的措

施、新入职员工、新饲料厂等高风险点开展培训。培

养一批高素质的生物安全专员,发现无疫小区建设

中的生物安全问题,并及时对整个无疫小区建设中

的问题进行纠正,确保将风险隐患降到最低。

1.5 内部审核及改进措施
  

生物安全管理小组对生物安全管理制度落实情

况进行审核。需要制定《生物安全体系内部审核制

度》,明确内部审核的范围、方法以及结果应用等,按
照一定的周期,通常是一月或者一季度,对无疫小区

所涉及的所有要素进行审核,确保整个无疫小区生

物安全管理体系的运行效果。
1.6 疫情报告制度和应急预案建设

  

生物安全管理小组根据企业实际情况制定《非
洲猪瘟疫情报告制度》和《非洲猪瘟疫情应急预案》,
主要涉及疫情应急管理小组成员及组织体系,疫情

监测、预警、确认与报告,疫情报告体系及疫情报告

联系人,不同疫情级别的应急反应,疫情控制措施、
保障措施、预案实施、善后处理等。通过开展应急演

练和应急培训,使有关人员掌握疫情报告制度规定

和应急处置流程,一旦发生重大动物疫情,应急管理

小组能够及时启动相应的应急预案,并及时按规定

进行报告和处置疫情。

2 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构成

生物安全管理体系是在生物安全风险防范管理

原则基础上,通过科学规范的生物安全计划、生物安

全措施,配合相应的监督及管理制度,对某一区域特

定的动物疫病实施检测、控制等措施,有效防范特定

动物疫病的发生和传播,并持续维持特定动物疫病

无疫状况。

2.1 组织体系
 

指生物安全管理机构配置及人员结构情况是确

保生物安全管理体系运行畅通的重要保障。拟建设

的无疫小区必须有完备生物安全组织体系,既包括生

物安全管理小组的建设及管理,也包括其内设的相关

组织部门,比如饲料运输管理、门卫管理组织部门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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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屏障体系

包括围墙、道路等物理屏障,以及生物安全制度

和培训等意识屏障。物理屏障要求企业必须与外界

有明显的边界,企业内部不同区域之间也要有明显

的边界,实现“净污分离”;意识屏障要通过生物安全

管理来实现,建立生物安全制度、标准、规程,并进行

系统培训,引导生物安全管理和操作人员牢牢树立

生物安全意识,并落实在实际工作中。
2.3 监测体系

企业和官方畜牧兽医机构均应建立监测体系,
制定监测方案,实施特定动物疫病的主动监测和被

动监测。主动监测要明确监测目的、监测范围、监测

频率、抽样数量、检测方法、结果应用等。被动监测

要畅通异常发病或死亡情况的报告,并对异常或不

明原因死亡猪只进行检测和流行病学调查。官方畜

牧兽医机构及无非洲猪瘟小区拟建企业要至少每半

年开展一次证明无疫病情况的监测,针对猪只、环
境、车辆、饲料、人员等开展基于风险的监测,并抽取

一定比例猪只(尤其是种猪)开展血清学检测,官方

检测机构要具有非洲猪瘟检测资质或委托具有非洲

猪瘟检测资质的第三方进行检测。
2.4 制度体系

主要包括人员管理、物资管理、车辆管理、消毒、
无害化处理、疫情报告、应急反应、培训、风险评估、
内部审核等管理制度,包括车辆洗消、无害化处理、
物资进场、清洗消毒等标准操作规程,也包括各生产

环节应用的生物安全记录表格等。
2.5 监管体系

主要为农业农村部门、动物疫病预防控制机构、
动物卫生监督机构、农业综合执法机构等根据各自

职能对无非洲猪瘟小区进行的监管。包括对养殖场

动物防疫条件、动物调出调入管理、检疫申报等监

管;对屠宰加工厂检疫检验、无害化处理、可追溯管

理等监管;对无害化处理场所选择、设施设备配备、
无害化处理制度落实等监管;对运输环节路线、工
具、清洗消毒等监管;对从业人员健康情况、生物安

全知识培训、执业兽医配备等监管;同时还要开展缓

冲区及周边区域动物饲养、屠宰加工、交易等场所的

分布、易感野生动物的分布、易感动物免疫、规定动

物疫病监测、疫情报告等方面的监管。

3 生物安全管理关键要素

无非洲猪瘟小区是以一个或多个养殖单元为核

心,以饲料厂、洗消中心、无害化处理中心、人员隔离

中心、企业实验室等辅助单元为补充的闭环管理区

域要聚焦“进”“出”两个关键,从人员、车辆、生猪、饲

料、物资、水源等方面加强管理。
3.1 选址与布局

 

养殖场选址和场区内布局关系到企业发展规

划、疫病隔离成本、企业效益等诸多方面。在没有有

效疫苗和药物治疗情况下,物理隔离是防止非洲猪

瘟发生和传播的最有效措施。比利时、德国、法国都

采取区域化防控方式成功控制非洲猪瘟传播,在生

产场区和周边环境做好区域化防控,能够完全控制

非洲猪瘟传播。场区一般选择远离人口聚集地、屠
宰场和污染水域,并且处于上风向的地域,有天然物

理屏障最佳。场内区域可根据与外围环境接触的频

次,分为管控区和中心区,管控区包括从入场开始的

门卫区、进场人员隔离区、饲料进料区、出猪台、粪污

处理区等,中心区就是养殖生产区。管控区与中心

区应有效隔离,一般建立实体墙,管控区和中心区内

各功能区也应合理布局,以减少人流车流的交叉。

3.2 移动控制

移动控制是生物安全管理的核心措施。非洲猪

瘟的传播主要是接触性传播,因此杜绝猪只接触传

染源生物和物品、减少移动频次和移动时空,是防控

的关键。无疫小区内猪只移动的管理应遵循群体移

动频次最低和单向流动原则,如育肥场采取全进全

出模式,可将动物移动频次降至最低;仔猪出售环

节,出售中途发生应激反应的仔猪不能再返回养殖

舍,应选择隔离区隔离恢复后再出售等;避免猪只接

触可能携带病原的移动车辆、人员、物资等带来的群

体感染风险,必须接触时,要对移动车辆、人员、物资

进行严格的清洗消毒。

3.3 人员管理

企业生产过程中的人员流动是不可避免的,有
常态化流动、突发或偶发性移动,人员流动所带来的

风险是因与不同物品、人员或环境接触导致的。为

避免人员流动对生物安全的冲击,可制定相应的制

度,如场内人员要分区域流动,管控区域人员与外界

接触频次高,要合理设计人员车辆流动路线,进入管

控区人员要做好消毒防护并提高防范意识。如门卫

是生产区生物安全的重要关口,并涉及倒换班、接触

所有来场人员,门卫的生物安全意识及对消毒防控

措施的到位执行,直接关系到场区安全。中心区生

产人员应合理安排休假,减少外出,生产中的日常事

务也应合理规划,尽量做到从净区到污区或者从仔

猪到成猪的单行路线,返回净区或跨栏舍应设置浸

脚、洗手甚至换衣设施以规避风险。

3.4 
 

饲养管理

动物饲养管理是养殖业的核心所在,涉及到妊

娠、产房、保育、育肥等各生产环节以及饲料加工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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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疾病预防治疗等相关方面。安全高效的饲养管

理是提升饲养效率、提高经济效益的关键。无疫小

区要有专用饲料厂或专用饲料生产线,实现专车、专
线运输,以减少饲料污染风险。规模养殖场一般应

设储料塔,运料车可以不进入场区,而是隔墙将饲料

输入料塔,再由饲喂系统的密封管道输送至养殖栏

舍,减少人员、野鸟、鼠类等接触。科学的饲养管理

还包括对能繁母猪适当的体重控制、保育舍温湿度

控制、寒冷季节圈舍通风等等,这些细节是保证猪只

健康饲养的重要因素。在无疫小区建设中应规划到

整个动物生命周期的饲养管理中,形成制度,并用制

度来规范操作,降低疫病发生风险。
3.5 无害化处理

病死动物、污染物、废弃物、排泄物以及污水等

伴随着生产过程产生,对其处理不当可能造成养殖

环境污染或直接导致健康动物染病。无害化处理就

是解决这一问题的生物安全措施,也是低碳环保的

需要。无害化处理涉及到处理技术、成本及处理结

果。当前对病死猪无害化处理主要有自然分解、生
物发酵、焚化、掩埋等方法;对于粪污的处理有沼气

发酵、堆肥、黑膜发酵等;污水处理有多次沉淀、消毒

处理等一系列方法。生产企业应根据自己的生产实

际需要,选择适合的方式方法,做好无害化处理,杜
绝二次污染风险。

4 生物安全管理的陕西实践

2020年以来,陕西省积极鼓励全省规模养殖企

业开展无疫小区建设,先后有60余家企业申报创

建。截至2022年11月,宝鸡正能、扶风阳晨等8家

生猪养殖企业通过国家无非洲猪瘟小区评估。这些

企业的成功实践,为陕西畜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

强有力支撑,同时也带动了其他养殖企业进一步完

善生物安全管理体系,奋力争创无疫小区的积极性,
形成了一些独特的经验做法。
4.1 建立责任明晰的生物安全管理领导机构

  成立以总经理或负责生物安全的副总经理为组

长的生物安全管理小组,下设生产管理、疫病监测、
物资保障、无害化处理等责任部门,并实行部门主管

责任人负责制,压实各部门责任。完善的生物安全

领导机构确保了企业针对风险关键控制点展开的生

物安全计划能够有效执行,确保相关生物安全措施

第一时间落实到位。比如杨凌本香农业产业集团有

限公司,成立了以总裁为组长,总经理、副总裁为副

组长的生物安全管理小组,各管理单元的场长、生产

负责人为成员,对企业运行过程中存在的生物安全

漏洞都能够及时发现、及时解决。

4.2 实施基于风险的控制措施
 

实施区域化闭环管理是控制非洲猪瘟传入的有

效办法。对于辅助生产单元与主要生产单元不在同

一个区域的情况,充分考虑病毒传播途径,开展风险

评估,提出相应的生物安全计划,并严格执行隔离、
清洗和消毒三步骤。针对饲料运输、人员物资入场、
有害生物防控和清洗消毒关键风控点,建立相应制

度和规程,以降低非洲猪瘟病毒外部传入风险。在

对养殖区人员和物质入场这一环节,制定相应的规

章制度,采取隔离、静置、消毒等措施,防止外部环境

病原带入;中心养殖区员工休假后返场需要严格执

行“存放所有随身衣物———洗澡———换隔离区工作

服———隔离———洗澡———换中心区工作服———进入

中心养殖区”的程序;中心养殖区人员生活用品定向

采购,去包装后,在中转站消毒或静置数天后专车运

送至场内。设置企业内部转运车,建立二级或三级

洗消制度,一级要求在缓冲区外对运输车挡泥板、车
轮进行冲洗,二级则针对进入缓冲区的运输车辆进

行洗、消、烘,三级对进入管控区、生产区的车辆、物
料、疫苗、食材等进行严格消毒。

4.3 严格实施生物安全内部审核

生物安全管理制度涵盖无疫小区建设的各个方

面,制度的落实需要全过程的内部审核。比如空栏

期猪粪处理、冲洗消毒,在栏期的人员、车辆、物品入

场消毒、猪群免疫、病死猪处理等各个环节,都需要

按照既定制度程序和相应规范严格执行,并按要求

做好生物安全记录。做好记录是很多生产员工不习

惯做的事,因此简单合理、可追溯记录点的表格设计

显得尤为重要,也成为生物安全管理的关键和企业

开展内部审核的重要依据。生物安全管理小组定期

对企业进行内部审核,以确保各项制度规定都能够

被严格执行。大荔县牧原农牧有限公司建立内部审

核制度,定期开展生物安全内审,对发现问题及时提

出整改意见,制定生物安全计划,不断优化完善生物

安全体系和生物安全措施。

5 有关思考与启示

5.1 生物安全管理的成本投入是重要考量因素,要
防止过渡防疫或无效防疫

  无疫小区建设是一个综合性系统工程,控制投

入成本和降低运行成本是无疫小区建设中应该考虑

的问题。对于新建的养殖场,场区规划、场内人流物

流设计、栏舍结构、储料塔吨位、输送线路、出猪通

道、粪污处理系统等,如能按照生物安全要求优化前

期设计,可以有效降低动物疫病传播风险,减少无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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