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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自我国爆发首例非洲猪瘟以来，规模猪场、散

养户均受到较大损失，给生猪产业造成了严重的影

响。在当前非洲猪瘟防控既无有效疫苗又无针对性

治疗药物的情况下，为稳定生猪生产，保障猪肉供

应，省非洲猪瘟防控应急指挥部紧急组织省内专

家，编写了《非洲猪瘟感染后生猪复养技术手册》，

为恢复生猪生产提供相关技术指南。

《技术手册》以简单、实用、可操作性强为原

则进行编写，内容涉及养殖场（户）恢复生产的必

备条件、场内非洲猪瘟病毒的清除、生物安全设施

设备的改造升级和复养关键技术四个部分，供省内

大型规模养殖场（年出栏商品猪 5000 头以上）、中

型规模养殖场（年出栏商品猪 500～4999 头）、小

型养殖场（年出栏商品猪 50～499 头）、散养农户

（年出栏商品猪 50 头以下）四类生产经营主体，



感染非洲猪瘟后恢复生猪生产参考。

非洲猪瘟防控是世界性难题，随着科技的进

步，防控手段必将进一步提高。由于时间仓促、无

成熟经验借鉴，还存在各种问题和不足，恳请业内

人士提出宝贵意见，我们将在实践中进一步修改和

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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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复养的必备条件

1 发生非洲猪瘟疫情养殖场（户）全部清群、

彻底清洗消毒后，空栏 2个月以上；同期，养殖场

周边无非洲猪瘟疫情或疑似非洲猪瘟疫情发生。

2 养殖场（户）经清洗、消毒和设施设备改

造升级后，具备必要的生物安全设施，场内环境非

洲猪瘟病毒检测为阴性。

3 引进猪只来源清楚，须有具资质的第三方

检测机构提供非洲猪瘟等病原检测报告，有安全的

运输渠道，健康有保障。

4 复养前养殖场（户）生物安全风险评估合

格，具备人、财、物等基础保障条件，能严格落实

复养过程中的消毒、清洗等饲养管理关键技术。

不满足上述任何条件之一，均不能开展复养。

二、非洲猪瘟病毒清除

1 场外环境

大中型规模养殖场外 500米硬化路面、小型养

殖场（户）的入场（户）道路和房前屋后使用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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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碱溶液喷洒，每天 2次，连续 3天后清扫，以后

每天喷洒一次，连续一周后，每隔 3天抛洒生石灰

一次。对于非硬化地面每天用 5%烧碱喷洒一次。

道路两侧 2米范围每天用 5%烧碱消毒。

严格限制外来车辆、人员通过。

2 场内环境

遵循“消毒-清洗-再消毒”的原则。

2.1 场内公共环境

围墙、场内道路、硬化地面、上猪台、赶猪通

道等区域，使用 2%烧碱溶液喷洒，每天一次；一

周后改用生石灰覆盖，每隔 3天抛撒一次。

2.2 猪舍

2.2.1 首次消洗与物品清理

首次消洗：对地面、墙面（内外两面）、屋顶、

围栏、料槽、房间、通道及设施设备等使用 5%烧

碱喷洒。4小时后，使用高压高温水枪冲洗，不留

死角；或使用发泡清洗剂喷洒 30分钟后再冲洗。

清洗后干燥 24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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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品清理：首次消洗后，彻底清扫。对能够拆

卸的设备（栏杆、漏缝地板、料槽、饮水器、灯罩

灯泡、百叶窗等）集中用 2%烧碱浸泡 4小时，清

水清洗、干燥后再次消毒。清理所有工作服、鞋帽、

饲料药品及生产工具等，对留用的物品先用 2%的

戊二醛浸泡、彻底清洗、消毒、熏蒸后保存，其他

物品无害化处理。

生产系统：对料塔、料线、料槽等设施内部的

余料、残渣等彻底清除（清除物用 5%烧碱浸泡 24

小时无害化处理）后用烧碱冲刷，干燥后采用 1%

二氯异氰尿酸钠、2%戊二醛、5%过硫酸氢钾等喷

雾、熏蒸或雾化消毒；对供水系统彻底清理后，使

用 1%二氯异氰尿酸钠清洗；对风机、管道、湿帘

等设备彻底清理后，水池、湿帘、卷帘采用 1%二

氯异氰尿酸钠 2%戊二醛或过硫酸氢钾消毒，管道

内部及隐藏部位熏蒸消毒；对粪沟、粪池使用 2%

烧碱无害化处理（要求用 PH 达 13 以上，维持 15

天后用盐酸调节 PH 到 7左右，24小时后清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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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 二次消洗

采取“碱-氯-熏”三步消毒法：

第一步，烧碱（2%氢氧化钠）喷洒消毒：对地

面、墙面、栏杆、设施设备、生产工具等喷洒、淋

透，不留死角，24小时后，清水冲洗，干燥 24小

时。

第二步，氯制剂（1%二氯异氰尿酸钠）喷雾消

毒：对猪舍、工作间内部地面、墙面到屋顶等所有

地方和设施设备喷雾，密闭 12小时，通风干燥 12

小时。

第三步，过氧乙酸熏蒸消毒：密闭猪舍、工作

间等，按照 1 克过氧乙酸/立方米加热熏蒸，湿度

70%～90%，持续熏蒸 1小时，通风 4~8小时。

采用三步消毒法，连续消毒三轮后彻底封闭。

养猪场（户），也可采用火焰喷射对地面、墙

面、栏杆等消毒后，使用烧碱石灰乳（100斤水加

入 5斤烧碱、20斤生石灰，搅拌均匀后纱网过滤，

即配即用）涂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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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生活区

2.3.1 首次消毒与物品清理

对区域内的办公室、寝室、浴室、库房、实验

室、食堂、楼道等使用 1%二氯异氰尿酸钠、2%戊

二醛、3%双氧水等喷雾，大中型规模养殖场封闭

24小时。对所有房间及物资清扫、清理，对使用过

的工作服、鞋帽、办公用品及生活垃圾等集中焚烧

销毁、无害化处理。

小型养殖场对区域内的寝室、浴室和库房，散

养农户着重加强对住房等使用氯制剂、双氧水等喷

雾后封闭 4~8小时。

2.3.2 二次消毒

对清理留下的衣物进行蒸煮，必需的物资集中

熏蒸；对房间地面、墙面以及其它物资采取“醛-氯-

熏”三步消毒法，即 2%戊二醛喷雾、1%二氯异氰尿

酸钠喷雾、5%过硫酸氢钾熏蒸 24小时（过硫酸氢

钾按照过硫酸氢钾 1：烟雾增强剂 5：水 20。如无

烟雾增强剂，使用 5%过硫酸氢钾喷雾）。



— 6—

生活区采用三步消毒法，连续三轮后将养殖场

完全封闭。

2.4 无害化处理区

对大中型规模养殖场的无害化处理区域，每天

使用 2%烧碱喷洒一次，连续一周后抛撒生石灰，

设置警示标志。

三、设施设备改造升级

1 场外区域

1.1 哨卡

地方人民政府若认为必要，可在养殖村出入口

设置非洲猪瘟防控哨卡，配套 24小时值班室，配

置高压清洗设备、消毒设备等。

1.2 道路、围墙

大中型规模养殖场将入场道路与出场道路分

开，场边界建 2.5米高实心围墙。

1.3 厨房

大中型规模养殖场将厨房移到生产区外，配套

专用餐车、餐盒；在场第一消毒区、第二消毒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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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消毒区分别设餐盒传递窗口，配套微波炉。

1.4 饲料中转中心

有条件的大中型规模场可在场外上风口处建

饲料中转中心，配套料仓或料塔，配置饲料罐车。

饲料在中转中心贮存 24小时并抽样检测阴性后分

送至场内各猪舍料塔。

1.5 洗消中心

大中型规模场距场区 1000 米外建洗消中心，

由脏区、灰区、净区三部分构成，三区之间道路单

向行驶，不交叉。

脏区为进场车辆停放区，地面硬化，配套污水

集中处理收集池。周边设雨水收集沟，雨水不得进

入灰区与净区。

灰区包括清洗区和烘干区。清洗区配置高压高

温冲洗机、发泡机等设备，配套洗澡间、消毒间、

厕所、休息区等。烘干区配套自动烘干设备。

净区为清洗烘干后车辆停放区域，地面硬化，

周边设置雨水收集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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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猪只中转站

大中型规模场在距场区 500米外建出场猪只中

转站，小型养殖场和散养户由当地人民政府组织以

村为单位建设猪只中转站。选址于村内下风口，分

为安全区、灰区及危险区。三区之间道路单向行驶，

不交叉。安全区为猪场出口至中转站之间区域，须

配套专用运输车辆和上下猪台等。灰区建中转猪

舍，其大小根据每天出栏规模确定，配套饮水、防

蚊纱窗、通风降温、高温高压清洗设备等。危险区

为外来车辆等候区，配套粪污收集池及污水池等，

配置车辆清洗设备。

1.7 出猪台

养殖场（户）设出猪台，距场区 50 米以上并

加盖防雨棚，在出猪台底部开设沟槽，防止雨水和

冲洗水回流到猪舍。猪只单向流动，一旦进入出猪

台，严禁返回。

2 场内区域

猪场彻底清洗消毒封闭 1个月后，改造升级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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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设施设备。

大中型规模场内按生活区、生产区、无害化处

理区规划布局，生活区置于上风口，无害化处理区

位于下风口和场区最低处，各功能区之间相对独

立，避免人员、物品交叉。各区之间间距宜 50米

以上，须用高 2.5米的实心墙隔离。场内净道与污

道严格分开，不得交叉。

分区设置沐浴更衣间、洗衣房，配套可加热洗

衣机、烘干机、臭氧消毒机、紫外灯等，区域间不

共用。

2.1 生活区

分为办公和生产人员生活区（内勤区）。

2.1.1 大门

设大门消毒池，加盖防雨棚。增设自动化消洗

设施。设门卫 24小时值班室。

2.1.2 入场人员第一消毒区

紧临大门消毒池增设第一消毒区。

消毒通道长 3 米~6 米，宽 2米~4米，配置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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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喷雾消毒设备。

场外更衣室：配置密码寄存柜、衣柜、鞋柜等

物品，配套臭氧消毒机、消毒紫外灯。

淋浴间：配套洗浴设备。

场内更衣室：配置衣柜、鞋柜等物品，配套臭

氧消毒机、消毒紫外灯。

2.1.3 进场物资贮存消毒间

设进场物资贮存消毒间，大中型规模场用实心

墙隔离为场外与场内贮物间，房间内配置镂空置物

架，紫外线消毒灯，臭氧消毒机、喷雾消毒器，隔

墙中间配置物品传递窗。

2.1.4 隔离寝室

设进场人员隔离用寝室，配套相应设施设备。有

条件的大型企业可以在场外设置进场人员隔离区。

2.1.5 第二消毒区

在办公区和生产人员生活区之间设第二消毒

区，内设消毒通道、场内外更衣室、淋浴间，同第

一消毒区。



— 11—

2.1.6 第三消毒区

在生产人员生活区与生产区之间，设消毒通

道。有条件大型规模养殖场设场内外更衣室、淋浴

间。

2.2 生产区

2.2.1 微雾消毒系统

在生产区围墙、每栋猪舍增设微雾消毒系统。

微雾管微雾喷头悬挂于围墙上沿、舍外 2.5米处，

舍内高 2米处，配套时控造雾机。.

2.2.2 猪舍消毒通道与值班室

大中型规模场设猪舍消毒通道与值班室，小型

养殖场设更衣室和消毒通道，散养农户设消毒盆。

猪舍入口设消毒通道，舍旁或舍内设值班室，

配套卫生间、洗衣间，配置洗衣机、干衣机、蒸煮

设备等；舍内单元入口处设脚踏消毒盆、挂衣、换

鞋设施、洗手消毒盆等。

2.2.3 供料和供水设施

供料：大中型规模场配置自动投料供料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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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荐使用液态料线。

供水：提倡使用自来水，地下水需配备水池、

水塔。舍内通槽饮水改为独立饮水，宜采用鸭嘴式

饮水器。大中型猪场推荐安装商业净水系统，中小

型养殖场（户）使用酸化剂净水。

2.2.4 生物媒介防控

大中型规模场围墙外设 5米宽隔离区，小微型

场（户）猪舍外设 2米宽隔离带，均铺 5厘米厚碎

石；猪舍间铺 5厘米厚碎石，猪舍门、窗、进排风

口、排粪口设鼠、鸟、蚊、蝇致密防腐铁丝网；赶

猪过道和出猪台设置防鸟网；场内不保留鱼塘等水

体。

2.2.5 舍内改造

大、中型猪场宜改为全封闭猪舍，采用小单元

模式，单元间用实心墙隔离，包括妊娠舍、分娩舍、

保育舍、育肥舍等。栏位间宜用高 1.0米~1.2米实

体墙或实心板隔离。若猪舍饲槽为通槽，改为 1栏

1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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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型养殖场、散养农户增加猪舍门窗或卷帘，

确保猪舍密闭。

2.2.6 其它改造

大中型规模养殖场设独立采精区，建精液质量

分析室，配套精液质量分析与贮存等设备。有条件

的大型规模养殖场还须配备独立的疫病检测中心。

各舍间设转运猪只清洗间，配置高温高压清洗

设施设备。

2.3 无害化处理区

2.3.1 化尸池

推荐使用钢混结构一次性浇筑，也可采用砖混

结构，做好防渗处理。池顶设投料口，加密封盖，

可采取“泡菜坛式”水封。

2.3.2 尸体处理设施

大中型规模养殖场购置病死猪专用高温化制

炉或焚尸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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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其他

3.1 视频监控设备

大中型规模养殖场场区无线网络 WIFI 全覆

盖，配置高清无线网络摄像头等视频监控设备，实

现远程监控。

3.2 智能化改造

鼓励大中型规模场进行智能化改造，建设 “无

人看守”猪舍。由中央系统集中控制环境控制、投

料、消毒等过程。配备保育猪、育肥猪智能干湿料

槽、哺乳仔猪智能保温箱等。

3.3 物联网应用

大中型规模养殖场可利用天眼系统，对 500米

范围内猪只运输车辆实施动态监管；配置 PC电脑

监控中心及移动手机 APP 端，使用各种智能控制

器，减少人员出入，实现猪场实时监测、数据采集、

远程读取、远程控制、自动记录、联网报警等智能

化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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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复养关键技术

1 复养前风险评估

复养前对养殖场（户）内外环境再次按照第二

部分相关内容彻底消毒。综合评估非洲猪瘟传入风

险，重点对非洲猪瘟病毒传播途径（车辆、人员、

物质、媒介生物等）和养殖场（户）的生物安全措

施进行全面排查，对场区内外环境取样检测非洲猪

瘟病毒，确保风险点安全无漏洞。

2 哨兵猪引进

哨兵猪宜选用后备猪和断奶仔猪，5~10头/组，

分别置于各猪舍饲养。分别在引种检测后的 21天

和 42天检测非洲猪瘟病毒，合格且临床无异常，

可逐步引进猪只，恢复生产。不合格的须重新消毒、

空栏后，再次检测。

3 种猪、仔猪引进及繁育

3.1 种猪、仔猪引进

制定引种计划，拟引进的种猪须有具资质的第

三方检测机构提供非洲猪瘟等病原检测报告，确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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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猪健康。小型养殖场、散养农户以村组为单位制

定猪只补栏计划，统一组织引入，推荐引进 25千

克以上、基础免疫完成的健康商品仔猪进行育肥。

运输须使用清洗消毒后的封闭式专用运输车；

押运人员和司机，在途中不得食用猪肉及猪肉制

品；猪只到场消毒后，转入隔离舍观察；严禁从疫

区引种。

3.2 隔离观察

隔离舍由专人负责。在引种检测后的 21天、

42天分别采集每头种猪唾液或血样，检测非洲猪瘟

等病原，合格方可转入生产区。提倡小型养殖场和

散养农户在饲养 21天后抽样检测非洲猪瘟病原。

3.3 繁育模式

推荐采用自繁自养模式。中小型养殖场（户）

父母代种猪可采用轮回杂交，即父母代种猪为大长

组合，选用父系长白公猪为父本，父母代种猪为长

大组合，选用父系大白公猪为父本，此后大白、长

白公猪轮回使用，减少引种风险；对于散养农户，



— 17—

为保障母猪基础产能，快速恢复生产，在目前种源

短缺的情况可从健康的商品群中选择体型外貌符

合要求的杜长大或杜大长青年母猪留种，父系大白

猪或长白猪作为终端父本，不建议使用杜洛克作为

终端父本；采用人工授精，精液须检测非洲猪瘟等

病原。

4 生产管理

4.1 人员管理

4.1.1 基本要求

大中型规模养殖场须配备大专以上的专业技

术管理人员，小型养殖场、散养户从业人员须经过

非洲猪瘟防控专业技术培训后，方可进行复养。

4.1.2 进出管理

杜绝外来人员进入场区。场内人员实行全封闭

分区管理，严禁串区、串舍。

大中型养殖场进场人员经非洲猪瘟检测合格

后，在第一消毒区“消毒-洗澡-更衣”，进入办公区；

饲养员、技术员在办公区隔离 2天后，在第二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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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消毒-洗澡-更衣”，进入生产人员生活区，经第

三消毒区的消毒通道进入生产区。猪舍值守人员进

出猪舍及舍内单元必须换衣帽、水鞋，脚踏消毒。

消毒液三天更换一次。必须进出猪舍的非值守人

员，须加穿“五件套”（一次性防护服、鞋套、口罩、

手套、头套）。

小型养殖场、散养农户以村为单位在各村主要

道路出入口设置哨卡，24小时值守，管控好进村运

猪车辆与人员。入舍须更衣换鞋，经消毒通道入舍，

池内消毒液三天更换一次。换下的工作服（包括内

衣、裤）蒸煮消毒、清洗烘干后备用。外请技术员

还须身着“五件套”，出舍后及时焚烧、销毁。

4.1.3 用餐管理

场内人员用餐由专人通过传递窗传送，传送人

员须穿戴“五件套”，分区就餐，不交叉。餐后的餐

具置于规定地点，由专人回收、清洗、消毒。小型

养殖场、散养农户场外就餐，购买猪肉及其制品须

在防控岗哨处进行彻底煮熟处理，加工成熟肉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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品后再带回，接触生肉人员用过硫酸氢钾或戊二醛

类消毒液洗手消毒，用未污染的一次性食品袋包装

熟肉及其制品带回。

4.2 饲料管理

4.2.1 饲料选择

选用高温制粒的配合饲料。调质温度 85℃～

90℃、调质时间 3分钟以上，维生素用量可在正常

供给量基础上提高 30~50%。

4.2.2 运输与贮存

使用经彻底清洗、消毒后的专用饲料运输车；

运至饲料中转中心贮存 24 小时后抽检合格后分送

至各舍料塔，有条件的可经管道分送至场内各猪舍

料塔。

料塔料线：定期检查各种设备，更换或维修破

损料管、链条等，清除管内、转角内余料、霉料。

推荐使用液态饲料饲喂系统。

小型养殖场、散养农户提倡选用经高温制粒的

商品配合料。自配料须选用无非洲猪瘟病毒污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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饲料原料、浓缩饲料或添加剂预混料，禁用猪源性

饲料原料；饲料加工房每次加工前后清扫干净，用

氯制剂雾化消毒一次。提倡以村为单位使用密闭式

专用饲料运输车集中配送，车辆须彻底清洗、消毒；

散养农户使用青绿饲料或自配料养殖，宜煮熟后饲

喂。严禁泔水喂猪。

4.3 饮水管理

饮水系统定期消毒，宜采用双水塔轮流消毒供

水，或在总进水管处安装自动消毒机（如二氧化氯

自动发生器）。小型养殖场、散养农户可在饮水中

投放 0.2%的次氯酸钠。

4.4 物品管理

大中型养殖场饲养管理人员个人用品包括电

脑、手机等严禁携带入舍，猪舍内配备专用手机，

限本区使用；各区域的工作服、鞋帽、手套、头套

等以颜色标记，分区使用；场区人员每日洗澡、更

衣换下的工作服（包括内衣、裤）等须蒸煮消毒、

清洗烘干备用；一次性用品使用后及时焚烧、销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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兽药、生活物资等其他物品选用 0.5%过氧乙酸

熏蒸 30分钟，臭氧消毒 3 小时以上后，经传递窗

进入场内贮物间，再经臭氧消毒 3小时以上后进入

场区。

小型养殖场、散养农户的生产、生活物资选用

0.5%过氧乙酸熏蒸 30分钟、紫外光照射 24小时方

能使用。

4.5 车辆管理

进入场区车辆须在洗消中心清洗消毒，风干后

进入烘干间，60℃~80℃，40分钟以上。停放于指

定位置。小型养殖场、散养农户要禁止猪贩入村串

户，提倡以村为单元做好运猪车辆清洗、消毒，鼓

励养殖户全进全出。

4.6 疫病防控

4.6.1 基础免疫

做好猪瘟、口蹄疫、伪狂犬等疾病的基础免疫

及日常监测工作，每 1~2月抽样检测抗原、抗体情

况，并及时采取补免、预防性投药、淘汰阳性个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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净化猪群等措施。散养农户要做好猪只“春防秋防”

和日常健康观察，及时采取预防治疗措施。

4.6.2 猪群保健

按使用说明添加提高猪群抗病毒能力的保健

制剂（如清热解毒类中药），提高猪群抗病力。

4.6.3 定期消毒

大中型规模养殖场

环境消毒：专人分区负责。每三天烧碱喷洒或

者生石灰抛撒一次。围墙、猪舍屋檐采用氯制剂喷

雾，每日 1次，每次持续 1小时。

办公生活区消毒：使用 0.5%过氧乙酸或 1000

毫克/升含氯消毒剂过氧乙酸喷雾，早晚各一次。办

公室、过道、餐厅、传递窗、卫生间等放置免洗消

洗液，随时进行手部消毒。

生产区消毒：猪舍连廊由生产区专人负责，每

3天 2%烧碱喷洒一次；场区通道、过道每天 2%烧

碱、戊二醛喷洒一次；舍内值班室、器具每天喷雾

消毒一次；每 7天带猪消毒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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猪群转运消毒：种猪清洗消毒后逐头转运，断

奶猪用转猪笼按窝转运，保育猪分群转运，不相互

交叉、混群。转运前后对单元、圈舍、连廊彻底清

洗、消毒、干燥。

小型养殖场和散养农户

猪舍周围、入场（户）道路每三天烧碱喷洒或

者生石灰抛撒一次。围墙、猪舍屋檐采用 1000 毫

克/升含氯制剂喷雾，每日 1次，每次持续 1小时。

过道每天烧碱喷洒一次，舍内房间、器具每天喷雾

一次，饲料房每两周或者新料进场后使用福尔马林

熏蒸一次，猪圈每 7天带猪消毒一次。猪舍清群后

按第二部分推荐方法彻底消毒一次。

4.6.4 定期监测

每三周抽样采集唾液、环境样品检测非洲猪瘟

病毒，连续检测 3个月后，每两月检测一次。散养

农户商品仔猪只进场 21天后，抽样检测非洲猪瘟

感染情况。对不明原因突然死亡、厌食、高热、皮

肤发红等症状的猪只，及时采样送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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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5 生物媒介防控

日常紧闭大门，不留缝隙，防止流浪动物进入；

场内禁止养殖猫、狗等动物；定期灭蚊、灭蝇、灭

鼠、杀虫；定期对猪体和圈舍杀灭蜱虫和疥螨等寄

生虫；定期除草，场内禁止种植树木、攀墙植物和

果蔬。

4.7 无害化处理

猪场病死猪、粪污等废弃物的处理严格按照农

业部的相关规范执行。

4.7.1 胎衣、死胎等的处理

专人负责胎衣、死胎等废弃物的收集、转运及

无害化处理。注意收集、转运过程的交叉污染，转

运工具及时消毒、清洗，放置在规定地点。

4.7.2 病死猪处理

对疑似非洲猪瘟死亡猪只禁止解剖检查，及时

上报并按要求采样送检。

入舍清理病死猪人员，须穿戴一次性防护服、

口罩、头套、手套、水鞋。入舍原圈处理活猪，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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佩戴绝缘手套，在保障人员安全的情况下操作电麻

机。采用专用工具转运病死猪，处理完毕及时清洗、

消毒，避免造成二次污染。



— 26 —

附件 1

消毒剂选择与使用建议

消毒剂 常用浓度 使用范围

氢氧化钠

（烧碱）
2-5%

道路、地面、圈舍、围栏、器具、

车辆、水鞋、粪尿污水等的消毒

二氯异氰尿

酸钠
0.5-1%

猪舍内外环境、车辆、器具、带猪

消毒，料线、粥线冲洗消毒

次氯酸钙

（漂白粉）
1%-2%

饮水、水池、水管、料线、粥线、

环境、车辆、器具等进行消毒

双氧水

（过氧化氢）
3%

房间、圈舍、车辆、器具、场地、

过道和物品等、及带猪消毒

氢氧化钙

（生石灰）

道路、地面、墙面、水沟、粪尿污

水等的抛撒、涂刷消毒

过硫酸氢钾

0.20%
消毒通道人员进出喷雾消毒、带猪

消毒

5%
进场物资、房间、圈舍、地面、通

道、器具等熏蒸、喷雾消毒

新洁尔灭 0.10%
物资、器具、车辆、手、伤口等消

毒

百毒杀 1:100-300
物资、器具、车辆、产床、保育栏、

手等、带猪消毒

戊二醛 2% 物体表面喷洒、喷雾、熏蒸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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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消毒注意事项

1、配置消毒剂时，先添加消毒剂再注水，充

分溶解、混合均匀。

2、消毒完毕，消毒设备必须彻底清洗干净、

消毒备用，定期检查，及时维护。

3、交替使用酸、碱消毒剂时，必须保持足够

的消毒作用时间后再冲洗、干燥。

4、注意消毒后残液的集中处理。

5、消毒时消毒人员需做好个人安全防护。

6、注意用电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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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样品采集注意事项

1、确定样品采集对象、时间，当天采样、当

天送检、当天出结果。

2、采样方法：环境样品使用无菌口罩多点涂

抹采集，一般检测使用试子、棉签采集鼻腔粘模、

口腔唾液样品，确诊采集血液样品。群养猪、公猪

宜采用铁丝悬挂口罩、采集啃咬唾液样品。

3、确定采样数量，准备相应的口罩、棉签、

试子、一次性手套、样品袋、记号笔、泡沫箱、冰

袋等必备物品。

4、人员分区采集样品，须穿戴一次性工作服、

口罩、头套、水鞋，舍内采样须每舍、每单元、每

圈更换，保证样品采集、传送过程无二次污染。

5、样品采集人员保证“一样（样品）一套（手

套）一罩（口罩、棉签）一丝（铁丝）一袋（样品

袋、管）一编号”，样品编号标注采样地点，样品

信息清晰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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