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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起输入性非洲猪瘟疫情处理的探讨

程 奎

(秦州区动物疫病预防控制中心,甘肃天水
 

741000)

摘 要:非洲猪瘟是一种传播速度极快,控制难度较大的烈性传染病,一旦发生会给生猪生产造成

巨大的损失。本文通过对秦州区一起输入性非洲猪瘟的发现、实验室诊断、处理措施、社会影响、未
来防控策略等方面进行总结探讨,旨在引以为鉴,全面提升疫病防控工作,完善动物防疫体系建设,
建立健全疫情监测系统,加强检疫监管综合执法力度,以期为疫病防控和农业监督执法人员处理同

类事件提供参考。未来的防控工作,继续坚持“预防为主、科学防治”的原则,加强监测预警、应急响

应、加强培训和周边合作等方面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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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bstract:African
 

swine
 

fever
 

is
 

a
 

serious
 

infectious
 

disease
 

that
 

spreads
 

extremely
 

fast
 

and
 

is
 

difficult
 

to
 

control.Once
 

it
 

oc-
curs,it

 

will
 

cause
 

huge
 

losses
 

to
 

pig
 

production.This
 

paper
 

summarizes
 

and
 

discusses
 

the
 

discovery,laboratory
 

diagnosis,treat-
ment

 

measures,social
 

impact,and
 

futur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strategy,aims
 

to
 

take,improve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improve
 

the
 

animal
 

epidemic
 

prevention
 

system
 

construction,establish
 

the
 

epidemic
 

monitoring
 

system,strengthen
 

quar-
antine

 

supervision
 

comprehensive
 

law
 

enforcement,in
 

order
 

to
 

provide
 

reference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nd
 

agricul-
tural

 

supervision
 

and
 

law
 

enforcement
 

personnel
 

to
 

deal
 

with
 

similar
 

incidents.In
 

the
 

futur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work,we
 

will
 

continue
 

t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prevention
 

first
 

and
 

scientif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and
 

strengthen
 

monitoring
 

and
 

early
 

warning,emergency
 

response,strengthen
 

training
 

and
 

peripheral
 

coope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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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8年8月国内发现非洲猪瘟以来,因传播

快、控制难,给生猪养殖造成重大损失,其防控工作

成为基层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的重中之重[1]。近期,
秦州区成功处理了一起输入性非洲猪瘟疫情,针对

这起疫情的发现与快速应对,不仅体现了秦州区动

物疫病防控体系的高效运转,也为今后类似事件处

理提供了宝贵经验。本文将从疫情的发现、实验室

检测、处理措施、社会影响以及未来防控策略等方面

[收稿日期] 2024-11-05
[第一作者] 程 奎(1971-),男,高级兽医师,主要从事动物疫

病防治工作。E-mail:1193334980@qq.com

进行探讨。

1 疫情的发现

本次非洲猪瘟疫情的发现,得益于该镇畜牧部

门严密监控和养殖户的警觉。今年6月,该镇防疫

员在非洲猪瘟“一对一”监管巡查时发现某村养殖户

郝某猪场有不明原因死亡情况,随即上报镇畜牧专

干,同时,养殖户郝某自己也上报猪死亡情况。根据

调查,郝某有自己的养猪场,见当时猪价上升,于是

就在村外租了一处废旧的圈舍准备扩大养殖。郝某

在6月初主动添加邻省仔猪贩运户谢某的微信,并
于2024年6月23日到达该省,由谢某介绍郝某一



同到该省某县农户家中选购仔猪,在10家农户购买

30
 

kg左右仔猪102头(均未经检疫),于6月24日

由谢某运送抵达秦州区某村承租的圈舍。7月2日

开始死亡1头,之后每天死亡2~3头,7月9日开

始每天死亡十几头,截止7月12日,已死亡65头,
存活37头。在此过程中,猪主要症状表现为不采

食,体温41
 

℃上下,呼吸迫促,对症治疗有好转,过
两天又发病。

2 实验室诊断

经采样送检,实验室诊断为非洲猪瘟病毒感染。
所采7份样品检测结果详见表1。

表1 非洲猪瘟病毒核酸检测结果表

Table
 

1 Table
 

of
 

nucleic
 

acid
 

test
 

results
 

for
 

African
 

swine
 

fever
 

virus

样品原始编号

环境样品

1 2

鼻拭子样品

3 4

猪血清样品

5 6 7
阴性对照 阳性对照

检测结果 阳性(+) 阴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阳性(+) 阴性(-) 阳性(+)

CT值 36.96 无 24.31 33.11 23.32 31.39 22.28 无 26.85

  注:本次采用北京纳百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非洲猪瘟病毒检测试剂盒,实验依据为该试剂盒说明书,方法为实时荧光PCR.

3 处理措施

按照农业农村部相关工作要求,主要从以下几

方面做了工作。

3.1 疫情报告与封锁

畜牧部门在确认疫情后,立即向上级主管部门

报告,并按照相关规定对疫区进行了封锁,禁止生猪

及其产品的进出,有效阻断了疫情的扩散途径。

3.2 扑杀与无害化处理

对存活的37头生猪进行扑杀并连同之前死亡

猪进行无害化处理,对可能被污染的相关饲养用品

及用具进行无害化处理及采取彻底清洗消杀措施,
确保病毒不再传播。

3.3 消毒与监测

加强消毒灭源工作,对疫点及周边环境进行全

面消毒,对周边养殖场加强管理并强化消毒工作,同
时加强疫情监测工作,确保疫情得到彻底控制。

3.4 宣传教育

通过多种形式对全区养殖户进行非洲猪瘟防控

知识的宣传教育,加强制度落实,强化监管力度,切
实落实其自身防疫主体责任,提高防控意识和能力。

4 社会影响

本次疫情的成功处理,是各方共同努力的结果,
对维护地区畜牧业稳定发展和提高各级畜牧工作者

的防控意识具有重要意义。一方面,疫情的快速控

制扑灭,避免了更大的经济损失,保护了秦州区养殖

户的切身利益,为秦州区生猪养殖创造了绿色环境,
维护了市场稳定;另一方面,也为秦州区畜牧养殖者

及各级畜牧工作者敲响了警钟,非法调运害人害己;

工作不细、监管不力、制度不严就是对违法分子的

纵容。

5 今后防控措施

5.1 加强监测预警

进一步完善动物疫病监测预警体系,提高疫情

发现的及时性和准确性。加大对养殖场、屠宰场等

重点场所的监测力度,确保疫情早发现、早处理[2]。

5.2 强化应急响应

建立健全应急响应机制,提高疫情处置的效率

和效果。尤其是加强应急队伍建设,一支稳定且素

质较高的队伍是疫情处理的关键,定期开展应急演

练,确保在疫情发生时能够迅速响应、有效处置。

5.3 提高基层人员待遇

强化基层动物监督执法力度,着实解决基层专

业人员缺少的问题,提高待遇,吸引更多相关专业青

年人才投身到这一工作中来。

5.4 加强培训

设立专业培训专项经费,定期开展专业技术培

训,使基层工作者和防疫员掌握一定的专业技术,在
工作中才能得心应手。加强贩运户的管理,通过培

训、加大查处执法力度等方式,使他们按流程合法经

营;通过加大宣传,营造全社会共同参与监督的社会

氛围,让不法分子无立身之地。

5.5 加大疫苗研发力度

建议相关科研单位加大对非洲猪瘟疫苗和防治

药物的研发力度,力争早日取得突破性成果,简化基

层非洲猪瘟防控工作的难度。

5.6 加强周边合作

积极加强和周边县区非洲猪瘟防控的合作与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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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借鉴他们先进经验和做法,加强信息互通,共同

应对非洲猪瘟疫病的挑战。

6 讨 论

动物疫病防控工作作为畜牧业健康可持续发展

的关键环节,是一项长期而又艰巨的工作,对于相关

从业人员任重道远。疫情受诸多客观因素的影响,
在具体防控工作中存在难以预料的不确定因素。尤

其是非洲猪瘟的防控,因无疫苗免疫,更是让其防控

难度加大。针对本次疫情处理中出现的问题,今后

的防控,重点从以下几点出发:
(1)加强农业综合执法力度,从调运监管入手,

严厉打击违法调运,从源头切断病毒来源。建立健

全卫生监督和综合执法有机结合体系,使违法分子

无空可钻,无路可逃。
(2)严格把控疫病监测,制定疫病监测计划,加

强实验室监测,时刻掌控疫情动态,做到早发现,早
处置[3]。

(3)充分落实非洲猪瘟“一对一”监管巡查力度,
使制度落实,责任靠实,制定计划,有目的有步骤地

监督巡查,做到镇不漏村、村不漏场。
(4)培训养殖户准确掌握传播特点及临床症状,

采用科学饲养提高猪免疫力,提高自身防范意识和

应对能力[4]。
(5)建议相关部门加大防控投入力度,保障专项

资金及人才的支持,提高防控质量[5]。

(6)建立部门协调机制,完善信息共享,强化协

调配合,加强沟通联系,建立联合执法工作机制。
(7)切实落实养殖场防疫主体责任,明确防疫责

任,确保措施落实。
(8)通过培训树立防疫员责任心,做到服务不缺

位,职责不落空,工作有人干。
未来防控工作,继续坚持“预防为主、科学防治”

的原则[6-7],加强监测预警、应急响应、加强培训和周

边合作等方面的工作,严格执法和指导服务相结合,
有效提高动物防疫工作的质量和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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